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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0年主要经济数据（上）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展现强大发展韧性
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赵同录

2020年，我国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在世

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迈

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一、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综合国力进一
步提升

2020 年，我国 GDP 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 GDP增速分别为-6.8%、

3.2%、4.9%和 6.5%，经济显现出持续恢复势头，

展现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大韧性。

四季度，我国 GDP 为 296298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6.5%，增速比三季度

加快1.6个百分点，整体保持稳步回升态势。

二、各行各业有序恢复，信息行业支撑作用
显著

2020 年，除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均实现

正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为 16.9%，实现两位数增

长；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 7.0%，比 2019 年提

高 0.4 个百分点。这两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合计达到 54.1%，有力支撑了经济较快

恢复。

四季度，全部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由三季度的-5.1%

和-6.9%转为增长 2.7%和 2.2%，年内首次实现

由负转正。

三、投资保持增长，消费稳步复苏
投资对稳定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稳投资政

策持续发力，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2020 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 GDP 增长 2.2

个百分点。

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稳步回升。与投

资需求相比，消费受疫情影响更加明显，全年最

终消费支出向下拉动 GDP0.5 个百分点。随着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消费市场逐步复

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一至

四 季 度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分 别 拉 动 GDP 增

长 -4.3、-2.3、1.4和2.6个百分点。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2020

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 GDP 增长 0.7 个百

分点。

四、新动能引领作用增强，新经济不断发展
壮大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新

动能保持高速增长。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1%，高于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4.3 个百分点。以新

技术为引领的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保持增长，

1 至 11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

12.0%、11.0%和 8.6%。2020年，网上商品零售保

持较快增长，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 2019

年增长14.8%。

2020 年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发展，积极克

服洪涝灾害等影响，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全

力落实生猪稳产保供政策措施，粮食生产再获丰

收，生猪产能快速恢复，禽蛋奶产量稳定增长。

一、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产量连续6年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

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390亿斤，比上年

增加113亿斤，增长0.9%，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

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全国粮食播种面

积17.52亿亩，比上年增加1056万亩，增长0.6%。

分季节看，夏粮、早稻、秋粮均实现增产。

2020 年，全国夏粮产量 2857 亿斤，比上年增加

25 亿斤，增长 0.9%；早稻产量 546 亿斤，增加 21

亿斤，增长 3.9%；秋粮产量 9987亿斤，增加 67亿

斤，增长0.7%。

二、生猪生产较快恢复，牛羊禽生产稳定
增长

2020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7639万吨，比上

年略减10万吨，下降0.1%。猪肉产量略有下降，

牛羊肉、禽肉、禽蛋和牛奶产量不同程度增长。

生猪存栏持续较快恢复，出栏降幅明显收

窄。2020 年末全国生猪存栏 40650 万头，同比

增长 31.0%。2020 年，全国生猪出栏 52704 万

头，比上年减少 1715 万头，下降 3.2%，降幅比前

三季度收窄8.5个百分点。

牛羊生产稳中略增，牛奶产量增加。2020

年，全国肉牛出栏 4565 万头，比上年增加 32 万

头，增长 0.7%；牛奶产量 3440 万吨，增加 239 万

吨，增长 7.5%。2020 年，全国羊出栏 31941 万

只，比上年增加242万只，增长0.8%。

家禽生产稳定增长，禽肉、禽蛋产量增加。

2020 年，全国家禽出栏 155.7 亿只，比上年增加

9.3 亿只，增长 6.3%；禽肉产量 2361 万吨，增加

122 万吨，增长 5.5%；禽蛋产量 3468 万吨，增加

159万吨，增长4.8%。

三、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较多，涨幅逐季
回落

2020年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比上年上涨

15.0%，在 15.0%的涨幅中有 14.3 个百分点为生

猪价格所拉动，但随着生猪价格涨幅回落，农产

品生产者价格呈现逐季回落的走势。

2020 年玉米、大豆生产者价格比上年分别

上涨7.6%和5.5%，稻谷、小麦价格分别上涨0.8%

和 0.5%；蔬菜价格上涨 5.2%；牛羊市场需求旺

盛，活牛和活羊价格分别上涨 10.5%和 10.4%；生

猪价格上涨 55.7%，随着生猪生产持续恢复，市

场供应逐步改善，生猪价格涨幅逐季回落，四季

度生猪生产者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2.3%。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生猪生产较快恢复
农村司司长 李锁强

2020年，企业复产水平稳步提升，工业生产

持续稳定恢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改善。

一、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出口规模接近上年
水平

复工复产持续推进，2020 年二季度以来复

产水平持续向好。截至 12 月下旬，达到正常生

产水平八成以上的企业比例为 77.9%，较 6 月中

旬提高9.5个百分点。

工 业 增 速 逐 季 回 升 ，四 季 度 增 长 较 快 。

2020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其中，四季度各月均保持较快增长。分行

业看，41个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增加值比上年

增长，较前三季度增加5个。

二、装备制造业有力支撑工业增长，新动能
发展强劲

装备制造业增势稳健，持续发挥重要支撑

作用。2020 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6%，增速与 2019年基本持平，高于全部规上工

业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新兴产品增长强

劲。2020 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1%，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

三、原材料制造业平稳增长，消费品制造业
逐步恢复

原材料制造业稳中有升，重点产品生产稳

定。2020 年，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3%，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

点，全年呈现逐季回升态势。

消费品制造业逐步恢复，医药制造增长较

快。2020 年，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0.6%，其中四季度增速为 2.9%，较三季度加快

2.4个百分点。

四、产能利用率逐季回升，企业效益持续

改善
产能利用率逐季回升，装备制造业升至较

高 水 平 。 2020 年 ，全 国 工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74.5%，四季度产能利用率已提升至 2013年以来

高点。

企业收入由降转增，利润增速继续回升。

2020 年 1 至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0.1%，增速年内首次实现由负转正；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4%，较 1至 10月份加快 1.7

个百分点。

同时也要看到，企业应收账款较快增长和

库存增加问题突出，小微企业仍面临市场需求

不足、成本上升的制约，工业经济全面恢复的基

础尚不牢固。下一阶段，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提升供给体

系对需求的适配性，着力畅通经济循环，保持工

业经济稳定向好态势。

2020年，我国能源生产稳中有增，进口较快

增长，能源供应能力和水平不断巩固提升。全

年看，能源消费逐步回升，结构持续优化，能耗

强度继续下降，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

一、能源生产稳中有增
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能源生产稳定增

长。原煤生产实现增长，全年原煤产量 38.4 亿

吨，比上年增长0.9%。

油气生产加工持续增加。油气生产企业持

续提高生产负荷，加强油气供应力度，全年原油

产量 1.95亿吨，比上年增长 1.6%，增速比上年加

快 0.8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企稳回升；天然气产

量1888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9.8%。

电力生产稳步增长。全年发电量7.4万亿千

瓦时，比上年增长 2.7%。分品种看，火电增长

1.2%；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电力保

持快速增长，分别增长5.3%、5.1%、10.5%、8.5%。

二、能源进口较快增长

2020年，根据国内能源供需形势，我国灵活

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发挥进口补充调节作用，积

极进口能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全年能源进口保

持较快增长。

根据海关总署快报数据，2020年，原油进口

5.4亿吨，比上年增长7.3%；天然气进口1.0亿吨，

增长5.3%；煤炭进口3.0亿吨，增长1.5%。

三、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清洁电力生产比重大幅提高。2020 年，规

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一

次电力生产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 28.8%，比上年

提高1.0个百分点。

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升。初步核算，

2020年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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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百分点。

四、能源消费逐步回升
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秩序持续稳定恢复，

能源需求逐步回升。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

总量比上年增长 2.2%，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1.3

个百分点 ，上半年和一季度分别下降 0.2%、

3.1%。能耗强度继续下降，全年单位 GDP 能耗

比上年下降 0.1%，扭转前三季度上升态势；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0.4%，降幅比前

三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

能源供应保障有力 能耗强度继续下降
能源统计司司长 刘文华

工业生产逐季回升 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工业统计司司长 卢 山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2020 年，服务业生产经营在年初大幅下滑

后，下半年实现稳步复苏，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改

善，新动能表现活跃，幸福产业较快发展，市场

信心不断增强，全年呈稳定恢复态势。

一、服务业逐步回归常态
服务业持续稳步恢复。初步核算，2020 年

服务业增加值 5539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

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4.5%，较

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其中，四季度服务业增

加值152728亿元，同比增长6.7%。

企业生产经营继续复苏。12 月份，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7%，较上年同期加快

0.9 个百分点。1 至 11 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较 1 至 10 月份加快

1.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下降 8.4%，降幅较 1 至 10 月份收窄 4.3 个百

分点。

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1 至 11 月份，我

国服务贸易规模下降，但服务出口表现明显好

于进口；服务贸易逆差同比大幅减少 7129.6

亿元。

二、新动能支撑作用凸显
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不断释放。2020 年，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

地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6.9%、7.0%和

2.9%，合计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2.7 个百分

点，有力支撑了总体经济的恢复。

服务业转型升级态势稳健。线上购物、直

播带货、网上外卖等新消费模式强势增长，

2020 年 实 物 商 品 网 上 零 售 额 比 上 年 增 长

14.8%，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8.7 个

百 分 点 ，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24.9%；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833.6亿

件，比上年增长 31.2%。在线办公、在线教

育、远程问诊等新消费需求持续旺盛，1 至 11

月份，全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1495.0 亿

GB，同比增长 35.1%；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20.7%和15.7%。

三、幸福产业较快发展
幸福产业发展提速。2020 年，“互联网+问

诊”、健康大数据与云计算等加速了医疗健康需

求的快速增长；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

显示，56岁以上用户增强免疫消费、“95后”养生

消费增长均超 2倍。1至 11月份，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中社会工作、家庭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6.3%和5.7%。

四、服务业景气稳定扩张
服务业景气保持较高水平。12 月份，服务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8%；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

中，有17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服

务业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服务业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为 60.1%，连续 6 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

间，企业对市场稳定恢复持续看好。

居民消费热情不减。“十一”长假期间，全国

共接待国内游客 6.4 亿人次，同比恢复近八成；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665.6 亿元，同比恢复近七

成。“双 11”期间各大平台销售额再创新高，实现

销售额5249亿元，同比增长28%。

2021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服务

业转型升级有望深入推进，新动能进一步激发，

发展潜力显著增强，助力“十四五”良好开局。

服务业稳步复苏 新动能势头强劲
服务业统计司司长 杜希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