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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显效 高质量成色十足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19年主要经济数据

编者按 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面对

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2019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

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较好

实现。

2019 年度“成绩单”表明，中国经

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

变。这种趋势既是现实的反映，也是未来

的走向；既有牢固的基础，也有条件的支

撑。只要我们发挥优势，坚持新发展理

念，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基

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持续健康发

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赵同录

消费结构继续优化 新增长点加速形成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蔺 涛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预期目标较好完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张 毅

农业基础地位巩固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 李锁强

民间投资平稳增长 基建投资持续发力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 彭永涛

CPI呈结构性上涨 PPI现小幅度下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 赵茂宏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结构调整加快推进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 张卫华

城镇化率明显提高 人力资源依然丰富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张 毅

居民收入保持增长 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 方晓丹

服务业发展再提速 幸福产业蓬勃发展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司司长 杜希双

能源总量供需平稳 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 刘文华

2019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
和各种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
一系列减税降费、改善营商环境、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生产稳定增
长，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民营和小微企业
经营状况改善，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平稳运
行态势。

一、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5.7%，保持在合理区间运
行。年内变化趋势呈现缓中趋稳、回升向
好态势。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工业经济运

行出现回升向好变化趋势，生产增速回
升，利润状况好转，产能利用率提升，工业
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在不断累积。

二、新动能加快成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保持

较快增长，支撑作用持续增强。2019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8.4%，增速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
产能利用率稳定回升。2019年，全

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较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同时，企业杠杆率下降。

2019年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为56.9%，同比降低0.3个百分点。

四、工业产品出口实现增长
2019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

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1.3%，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受中美经贸谈判预期向好影响，
12月份，电子等装备制造业出口订单有
所回升，拉动工业出口交货值在持续4个
月负增长后增速转正，出口情况转暖。

五、企业利润由降转升
企业利润由降转升。2019年1月份

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同比下降2.1%。其中，11月份同比增
长5.4%，盈利情况有所好转。利润结构有
所改善。2019年1月份至11月份，高技
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
利润同比分别增长7.0%、5.0%、1.8%。

六、私营企业活力不断释放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企业

增加值增长7.7%，增速较上年加快1.5个
百分点。私营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向好，反
映出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民营经济竞争力
和活力有所提高。

总体看，2019年工业经济实现稳定
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是全国工业经济战线
齐心协力、努力奋斗的结果，成绩来之不
易。2020年，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
济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我国工业发展巨
轮，必将继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019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断强化“六稳”举措，大力推动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
强，新动能持续壮大，幸福产业蓬勃发展，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一、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
据初步核算，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

534233亿元，比上年增长6.9%；服务业
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4%，国民
经济“稳定器”作用进一步增强。

服务业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投资
稳步增长。2019年，工商新登记服务业
企业594.7万户，比上年增长10.8%。服
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6.5%，增速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

二、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
现代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2019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两大门类增加值合计比
上年增长14.2%。

服务业创新发展态势良好。2019年
1月份至11月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

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12.4%、12.0%和12.0%。

新业态新模式成为重要引擎。2019
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25.7%和16.6%。

三、“幸福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品

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旅游、文化、体育、
健康、养老及教育培训等“幸福产业”蓬勃
发展。“品质化旅游”带动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估计，2019年

国内旅游人数将达60.15亿人次，旅游总
收入将达6.6万亿元。

“数字化文体”赋能文体产业活跃发
展。2019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
娱乐业和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8.7%和8.0%。

“智慧化养老”助力养老产业创新发
展。2019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以上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卫生和社
会工作营业收入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9.8%和9.7%。

四、企业景气扩张预期稳定
服务业景气保持扩张。2019年，服

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各月均位于51.0%以
上的景气区间，年均值为53.1%。

随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不断落
实，“六稳”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服务业
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势头，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油助力。

2019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稳步
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持续
推进，新消费增长点加速形成，国内消费
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

一、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现
市场销售总量稳步增加。2019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首次
超过40万亿元。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显
现。据测算，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分别比资本形
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高26.6个和

46.8个百分点。
二、乡村市场增长快于城镇市场
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营

商环境改善、农村居民购买力提高以及零
售渠道向农村地区下沉，乡村市场消费潜
力得到释放。2019年，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比上年增长9.0%，增速快于城镇1.1个
百分点。

三、网上零售规模持续扩大
新兴零售业态快速发展。随着物流

配送体系的完善以及网购用户数量的增
多，网上零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9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7%，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四、消费升级成为零售市场增长重要
推动力

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加快。2019
年，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文化办公用
品类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分
别增长12.6%、3.3%和8.5%。在消费升
级类商品中，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发展享受型商品零售
额快速增长。

五、服务消费成消费领域重要增长点
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旅

游市场方面，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5.97亿
人次，增长8.8%。文化市场方面，国家电
影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超过640亿元，增长5.4%。

六、新兴消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消费升级相关行业投资增势良好。

在消费转型升级的带动下，与消费直接相
关的计算机、通信、教育和文化体育娱乐
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2019年，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6.8%；教育投资增长17.7%；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3.9%。

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及促消费政
策逐步落地见效,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转
型升级态势仍将持续，新业态新模式较快
发展，消费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2019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
下，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总体平稳，投资结
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投资快速壮大，短板
领域投资持续发力，制造业投资低位回
升，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的关
键性作用进一步显现。

一、投资持续平稳增长
201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551478亿元，比上年增长5.4%，比
2018年回落0.5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壮大
2019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

长。全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7.3%，比2018年加快2.4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7.7%，比2018年加快1.6个百分点，占
全部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超过20%。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6.5%，比2018年加快3.6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
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总体平稳，比

上年增长3.8%，增速与2018年持平，一
些短板领域投资得到加强。其中，道路运
输业投资增长9.0%，信息传输业投资增

长17.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
长37.2%。

社会领域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年
投资比2018年增长13.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5%。

四、制造业投资低位回升
2019 年，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3.1%。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4.3%，
制造业中技改投资增长7.4%。

五、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快增长
201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

长9.9%，比 2018年加快0.4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比上年增
长8.7%。

六、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提高
2019 年，民间投资比上年增长

4.7%。其中，社会领域民间投资增长
16%，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长8.5%，制
造业民间投资增长2.8%。

七、第三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一、
二产业

2019年，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0.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2%，第三产业
投资增长6.5%。

八、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加快
2019年，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

4.1%；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5%，加快0.2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增长5.6%，加快
0.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下降3%，降
幅收窄0.7个百分点。

2019年末，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亿
人，受出生人口减少影响，人口总量增长
略有放缓。城镇人口比重超过60%，城
镇化水平继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有所
减少，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一、人口总量增速放缓
2019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465 万

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出生人口总
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
减少，15岁至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8
年减少500多万人。其中，20岁至29岁
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600多万

人。此外，生育水平略有下降，也是影响
出生人口减少的因素。但是，从生育孩次
看，2019年二孩及以上比重达59.5%，比
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这说明“全面两
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

二、城镇人口比重超过60%
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60.60%，比2018年提高了1.02个百
分点。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上年末提
高0.72个、1.20个、1.16个和0.47个百分
点。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中西部快于东部

和东北地区的态势，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
异进一步缩小。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持
续推进，以及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
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等
政策的实施，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比
上年末分别减少613万人和515万人。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又出台取消、放宽和
完善城市落户政策，积极推动常住人口享
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将进一步增加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认同感、获得感。

三、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2019年末，全国0岁至15岁人口为

24977万人，占总人口的17.8%；16岁至
59岁人口为89640万人，占64.0%；60岁
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18.1%。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依然
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近9亿人，仍
有7.7亿就业人口。因此，要充分发挥好
现有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的作用，通
过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不断优化和提升人
口素质，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四、我国处于人口发展关键转折期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出生人口和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以及老年人口增
加幅度均有所缩小，表明我国正处于人口
发展的关键转折期。准确把握人口变化
趋势性特征，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
体系，促进人口和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

2019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部署，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积极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生猪保供稳
价政策措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农业
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生猪存栏四季度出
现止跌回升。

一、农业基础地位巩固，种植结构调
整优化

2019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277 亿
斤，比2018年增加119亿斤，创历史最高
水平。

2019年，各地在保障粮食生产能力
不降低的同时，稳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
点工作，调减低质低效作物种植，扩大优
质高效作物种植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首先，农业种植结构不断优化。油菜
籽、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较往
年有所增加。

其次，农业区域布局不断优化。江淮
赤霉病高发区、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和西南
条锈病菌源区通过休耕和轮作等措施调
减冬小麦播种面积；非优势区的稻谷、玉

米播种面积持续调减。
再次，粮食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全国

优质专用小麦种植比例提高，优质稻谷面
积扩大。

二、生猪存栏止跌回升
生猪出栏减少，存栏止跌回升。受非

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影响，2019年全国生
猪出栏54419万头，比上年减少14963万
头；猪肉产量4255万吨，减少1148万吨。

生猪存栏止跌回升。2019年四季度
末全国生猪存栏31041万头，同比减少
11776万头。但是，比三季度末增加366

万头，环比增长1.2%。
牛羊生产稳定增长。2019年全国牛

肉产量667万吨，增加23万吨；羊肉产量
488万吨，增加12万吨。

家禽生产发展较快。2019年全国家
禽出栏146.41亿只，比上年增加15.51亿
只，增长11.9%；禽肉产量2239万吨，增
加245万吨，增长12.3%；禽蛋产量3309
万吨，增加181万吨，增长5.8%。

三、粮食作物价格基本稳定
2019年，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比

上年上涨 14.5%。其中，一季度下跌
1.7%，二季度上涨 9.1%，三季度上涨
13.9%，四季度上涨28.5%。分类别看，四
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呈现出“两升
两降”的特点，林业产品生产者价格比上
年同期上涨1.8%,饲养动物及其产品上
涨69.7%，农业产品下降1.5%，渔业产品
下降0.3%。

2019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各项
决策部署，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构调整稳
步推进，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一、经济总量稳步提高
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99086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6.1%。在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
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显示
出强大韧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
扩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与
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新中国
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薄弱，1952年
GDP总量仅为679亿元，改革开放后我
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GDP总量突破
万亿元大关，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
关。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GDP总量在5年之内连上70万亿元、80
万亿元、90万亿元台阶，2019年接近100
万亿元。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
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消费仍是增长主要拉动力
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连
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1.2%，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提升至11.0%，拉动经济增长0.7个
百分点。

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1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与上

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提高0.1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第
三产业比重提高0.6个百分点，经济结构
持续优化。

四、动力转换步伐加快，转型升级成
效显著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8.4%，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分别快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7个和3.1个百
分点。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前11个
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
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
为12.4%、12.0%和12.0%。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19年全国网上零
售额增长16.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为20.7%，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2019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积极推进援企稳岗、
创业带动就业、鼓励灵活就业、保障重点
群体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就业形势保持总
体稳定，城镇就业人数稳定增长，各项就
业预期目标顺利完成。

一、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总体稳定
2019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走势

平稳，全年保持在5.0%至5.3%之间，其
中25岁至59岁主要劳动年龄群体失业

率各月均在5.0%以下。
二、城镇就业人数稳定增长
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就业人数为

77471万人，比上年略减115万人。其
中，乡村就业人数为33224万人，比上年
减少943万人；城镇就业人数为44247万
人，比上年增加828万人。城镇就业人数
占城乡就业总量的比重达到57.1%，比上
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全国就业人数略有下降，主要是受人
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16岁至59岁主
要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的影响，但就业

总量仍然维持在7.7亿人以上，再加上就
业人员素质不断提升，我国劳动力资源依
然充沛。同时，城乡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进城就业。

三、各项就业预期目标较好完成
2019年是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发力的

一年，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负担，开展大规
模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做好重点群体就
业，“双创”带动市场主体数量保持较快增
长，充分发挥政策兜底作用，有力保障和
稳定了就业。

2019 年，降低企业社保费 4252 亿

元；截至 11 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
8162万户，私营企业达3486万户；四季
度末百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为
1.27，招聘岗位明显高于求职人数，劳动
力市场就业机会充足。

2019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各月
均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据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52万人，比1100万人的预期目标多
252万人。四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62%，低于4.5%的预期目标。2019年
各项就业预期目标均顺利完成。

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就
业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但我国经济具有
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稳中向好、长
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稳定就业政策工具
充足，就业优先政策不断发力见效，保持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具有坚实基础。

2019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针对价格领域出现的新情
况、新变化，特别是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协同发力，做好
促生产、保供给、稳物价、惠民生工作，确
保了价格形势的总体稳定。

一、消费领域价格结构性上涨
月度涨幅前低后高。2019年，CPI

上涨2.9%，涨幅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
标，比上年扩大0.8个百分点。3月份后，
受到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推动，CPI涨幅

逐渐扩大，至11月份同比达到4.5%；12
月份受猪肉价格回落影响，CPI环比持
平，同比涨幅稳定在4.5%。

猪肉、鲜果等价格上涨推高食品价
格。2019年，食品价格上涨9.2%，涨幅
比上年扩大7.4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
约 1.81 个 百 分 点 ，占 CPI 总 涨 幅 的
62.4%，是推高CPI 涨幅的主因。食品
中，肉类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较多。受非
洲猪瘟疫情及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猪肉
价格同比在连降25个月后，从2019年3
月份起快速上涨，11月份涨幅高达1.1

倍，全年平均上涨42.5%，影响食品价格
上涨约5.04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
的一半多。2019年年末，在一系列保供
稳价政策措施作用下，生猪生产出现积极
变化，猪肉供给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非食品价格涨幅回落。2019年，非
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比上年回落0.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09 个百
分点。

二、生产领域价格低位变化
PPI小幅度下降。2019年，PPI由上

年上涨3.5%转为下降0.3%。其中，生产

资料价格下降0.8%，影响PPI下降约0.57
个百分点，是PPI下降的主要原因；生活
资料价格上涨 0.9%，影响 PPI 上涨约
0.24个百分点。

石油相关行业价格大幅度震荡。
2019年，国际原油价格整体先扬后抑，国
内相关行业价格随之波动。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价格月同比涨跌幅在-17.9%至
10.1%之间波动，全年平均下降3.6%。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月同比涨
跌幅在-12.0%至4.2%之间波动，全年平
均下降3.5%。受此影响，下游的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橡胶
和塑料制品制造等行业价格均出现不同
程度下降。

金属相关行业上下游价格走势分
化。2019年，上游采矿业价格上涨，下游
加工业价格下降。其他行业价格相对
稳定。

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
稳定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居民服务
性消费增长较快，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
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33元，首次超过3万元，比上年增加
2505元。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实

际增长5.8%，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
速0.1个百分点，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

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改善。2019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6523
元，增长9%，比上年加快0.4个百分点，
快于平均数增速0.1个百分点。同时，城
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2.69缩小至2.64。
此外，地区间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所缩
小。2019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上年的1.65缩小

至1.64。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

长8.6%，比上年加快0.3个百分点；全国居
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8.1%，比上年加快
0.3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增长9.9%，比上年加快1个百分点。

二、居民消费持续升级，居民生活质
量稳步提升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59元，首次超过2万元。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
出6084元，增长8%，比上年加快3.2个

百分点。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
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续增加。2019
年，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
35.3辆，比上年增长7.0%；每百户移动电
话拥有量为253.2部，增长1.7%；每百户
空调拥有量为115.6台，增长5.8%。

服务性消费增长较快。2019年，全
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9886元，增
长12.6%，比上年加快0.1个百分点。

教育文化娱乐与医疗保健消费升
温。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支出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均增长
12.9%。

居民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继续改
善。全国有84.5%的户所在社区（自然村）
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比上年提高
2.3个百分点。有98.5%的户所在社区（自
然村）通宽带，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019年，我国扎实推进“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聚焦绿色低
碳转型，继续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既保持了量的合理增长，又实现了质
的稳步提升。

一、能源生产稳中趋缓
2019年，我国继续推进煤炭增优减

劣，有序发展能源优质先进产能，积极推
进油气增储上产和清洁能源消纳，加强能
源输送设施建设，保障了能源安全生产和
有效供给。

煤炭结构性去产能不断深入，原煤生

产增速略有回落。2019年，规模以上工
业原煤产量37.5亿吨，比上年增长4.2%，
增速比上年回落1.0个百分点。对年产
30万吨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关闭退出落
后煤矿，同时煤炭优质产能持续释放，向
资源富集地区进一步集中。

油气增储上产态势良好，原油生产增
速由负转正，天然气生产快速增长。
2019年，石油和天然气新增探明储量分
别达到12亿吨和1.4万亿立方米，比上年
分别增长25%和68%。规模以上工业原
油产量1.9亿吨，增长0.8%。天然气产量

1736亿立方米，增长9.8%。
电力生产有所放缓，电源结构不断优

化。我国火电发电装机增速放缓，可再生
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高，风电、光电和核
电发展进入快车道。2019年，规模以上工
业发电7.1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3.5%。

二、能源进口较快增长
2019年，在加大国内勘探开发的同

时加大进口力度，特别是深化周边和沿线
国家能源合作，中俄东线天然气项目建成
投产，努力维护我国油气供应持续稳定。
根据海关总署快报数据，全年原煤、原油、

天然气进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原煤进口
3.0亿吨，比上年增长6.3%；原油进口5.1
亿吨，增长9.5%；天然气进口9656万立
方米，增长6.9%。

三、能源消费结构继续优化
2019年，我国消纳保障机制和监测

预警平台进一步完善，储能调峰设施规划
建设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消纳情况持续
向好，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2019
年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3.3%。其
中，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
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1.0个百分点。

四、节能降耗取得新成效
2019年，各地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任务，扎实推进减煤替代和电能替代，
持续加强和完善节能减排工作，节能降耗
取得新成效。初步核算，2019 年单位
GDP能耗比上年下降2.6%。

上图 2020年1月14日，湖北省襄阳市市民选购“福”字等节日饰品。 杨 东摄（中经视觉）
右图 近日，在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归仁镇仁园居中农联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在采摘

辣椒。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上图 2019年10月21日，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会场外拍摄的
5G无人驾驶体验车。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摄

左图 2020年1月14日，求职者（右）在山东省2020年“春风行动”与就业援助
月启动活动上，向企业招聘人员了解岗位信息。 许传宝摄（新华社发）

2019年12月30日，一辆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北京居庸关长城下一闪而过。 雷 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