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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物价稳定 民生保障有力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1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

投资结构优化向好 要素保障不断加强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 翟善清

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消费支出大幅反弹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 方晓丹

消费延续逐季改善 接触式消费明显复苏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董礼华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复工复产有力有效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张 毅

物价走势总体平稳 国内产需稳步回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 王有捐

今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持续显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基本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投

资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结构优化向好；消费市场加快复苏，餐饮等接触式消费明显改善；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就业任务目标完成情况较好；城乡居民收入与

消费实现较快增长；国内产需稳步回升，物价走势总体稳定。

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基本民生

得到保障，国内产需稳步回升，CPI 运行基本平

稳，PPI结构性上涨，物价走势总体稳定。

一、消费领域价格运行基本平稳
CPI同比逐月回升。一季度，CPI与去年同

期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与去

年同期持平，处于低位。分月看，受去年同期对

比基数由高走低影响，1月份、2月份同比分别下

降0.3%和0.2%，3月份转为上涨0.4%。

食品价格略有上涨。一季度，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 0.2%，涨幅比去年同期大幅回落 20.1个

百分点。其中，随着生猪生产持续恢复，猪肉

价 格 同 比 连 续 6 个 月 下 降 ， 一 季 度 平 均 下

降 12.5%。

工业消费品价格有所下降。一季度，工业

消费品价格同比下降 0.4%，主要是能源价格下

降带动。汽、柴油价格一季度同比分别下降

3.0%和 3.4%。疫情期间需求偏弱，除能源外的

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总体稳中略降。

服务价格仍处低位。一季度，服务价格同

比下降 0.2%。其中，疫情期间出行总体偏少，飞

机票、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

21.0%、8.2%和 4.1%；“就地过年”带动文娱消费

需求上升，电影及演出票价格上涨6.2%。

二、生产领域价格结构性上涨
PPI 涨势有所加快。一季度，PPI 同比上涨

2.1%。分月看，1 月份 PPI 环比上涨 1.0%，推动

同比上涨0.3%，时隔11个月后同比首次上涨。2

月份环比上涨0.8%，同比涨幅扩大至1.7%。3月

份环比涨幅扩大至 1.6%，加之去年同期对比基

数相对较低，同比涨幅快速扩大至4.4%。

PPI结构性上涨特征显著。近期PPI上涨多

集中在上游生产资料行业。一季度，生产资料

价格同比上涨2.8%，影响PPI上涨约2.12个百分

点。生产资料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6.6%，原材

料工业价格上涨 4.0%，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2.0%，

涨幅随产业链自上而下逐级递减。下游生活资

料行业价格走势相对平稳。

输入性因素是推动 PPI 上涨的重要原因。

去年 5 月份开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逐步回升。

进口价格上涨增加生产成本，推高相关行业出

厂价格，带动 PPI 持续上行。今年一季度，与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关联程度较高的石油、钢

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合计影响 PPI 同比上涨约

2.13个百分点。

一季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基本民生

得到有力保障，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实现较快

增长。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居民收入保持稳

定恢复性增长，居民消费支出呈现恢复性反弹。

一、全国居民收入恢复性增长，农村居民恢
复好于城镇居民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30元，

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13.7%；扣除价格因素影

响，实际增长 13.7%。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两 年 平 均 名 义 增 长

7.0%，实际增长 4.5%。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延续上年同期以来增速逐季走高的趋

势，保持稳定恢复性增长。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120

元，名义增长 1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98 元，名义

增长 1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6.3%。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

别快于城镇居民 4.1 个和 4.0 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二、转移净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两年平均增
速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转移收入是拉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

支撑。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增长

10.7%，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两年平均增长

8.7%，增速比 2019 年一季度加快 1.4 个百分点。

各地区继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全国居民人均

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增长 13.4%，人均政策性生

活补贴收入增长 25.6%。“就地过年”使外出务工

人员务工时间增加，居民人均家庭外出成员寄

回 带 回 和 人 均 赡 养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26.7%

和 26.8%。

三、稳企业保就业政策持续显效，工资性收
入保持稳定增长

工资收入是带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石。一

季度以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保居民就

业、保市场主体成效持续显现。同时，“就地过

年”使居民从业时间显著增加，工业生产增长加

快、服务业逐步恢复带动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增

加，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打下坚实

基础。

四、居民消费支出大幅反弹，呈现恢复性增
长态势

在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重大成果、居民收入增长持续稳定恢复的基础

上，居民消费支出同比大幅反弹。一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978 元，名义增长 17.6%，上

年同期下降 8.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7.6%，上年同期实际下降 12.5%。与 2019 年一

季度相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名

义增长3.9%，实际增长1.4%，实际增速低于2019

年同期 4.0个百分点。但从增长趋势看，一季度

居民消费已经扭转上年同期以来连续四个季度

下降的局面，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

一季度，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持续显效，国民经济稳定恢复，就业形

势保持总体稳定。

一、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预期
1 月份至 3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

别为 5.4%、5.5%和 5.3%，1 月份、2 月份，受

春节因素影响，加之年初部分地区出现散发

疫情，失业率环比有所上升。进入 3 月份，随

着疫情形势好转，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加快，

用工需求增加，求职者陆续找到工作，失业

率开始回落，比 2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其

中，25 岁至 59 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为

4.8%，比 2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2 月份、3

月份调查失业率分别比上年同月明显下降 0.7

个和 0.6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一季度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为 5.4%，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

点，低于 5.5%左右的预期目标。

二、复工复产有效推进
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背景下，各地区各

部门继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有力有效推进复

工复产。3 月份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建筑业

重返高位景气区间，服务业升至较高景气水

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带动企业用工量

增加。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上年 5 月份以来

首次回到荣枯线之上，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

继续回升。

三、就业任务目标完成情况较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1 月份

至 3 月份城镇新增就业 297 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的 27%；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03 万人，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37万人，均保持较高水平。此

外，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保持平稳，一季度全国

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为 1.60，比上年四季度

上升0.08，招聘岗位数量继续大于求职人数。

四、重点群体就业仍面临一定压力
虽然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重点群体

就业仍面临一定压力。3 月份，由于节后大量

外来人员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部分人员仍处

于寻找工作期，外来农业户籍人口 （主要是进

城农民工） 失业率比 2 月份上升 0.1 个百分点，

达到5.4%。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效果持续显现的

情况下，投资消费持续恢复，特别是服务业

有望稳步恢复，吸纳就业能力将明显增强。

同 时 各 类 新 产 业 、 新 业 态 、 新 模 式 发 展 壮

大，各种各样的灵活就业模式拓展巩固，将

有力推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下一步，要继

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狠抓政策落实，保

持就业大局稳定。

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延续上年逐季恢复

态势，市场销售持续改善。特别是 3 月份，消费

市场加快复苏，餐饮等接触式消费明显改善，实

体零售店铺经营继续回升。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幅回升，消费市
场加快复苏

市场销售大幅反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3.9%，两年平均增长 4.2%；

与去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86%。

复苏态势进一步增强。疫情对消费市场

的影响不断减弱，消费需求加快释放。3 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4.2%，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3%，比 1月份至 2月份加快 3.1个百分点。

二、城乡市场持续恢复，乡村市场销售加快
改善

城镇市场销售好于乡村市场。一季度，城

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4.6%和

29.4%，因就地过年及汽车销售增长等因素，城

镇市场销售增速比乡村市场高 5.2 个百分点。

从两年平均增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4.3%，增速比乡村市场高1.1个百分点。

乡村市场销售加快回升。3月份，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4.9%，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

份加快8.2个百分点。

三、商品销售增势良好，餐饮等服务消费明
显复苏

商品零售较快增长。一季度，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30.4%，两年平均增长 4.8%。限额以上

单位化妆品、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等 8 类商

品零售额基本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前增长水

平，两年平均增速超过10%。

接触型消费快速恢复。一季度，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 75.8%。其中，3 月份餐饮消费显著改

善，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91.6%，两年平均增长

0.9%。住宿业经营明显回升。3月份，限额以上

住宿业企业客房收入同比增长 138.1%，两年平

均下降 4.9%，降幅较 1 月份至 2 月份收窄近 10

个百分点。

四、网络销售发展向好，实体店零售继续
回升

网络购物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一季度，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5.8%，两年平

均增速为 15.4%。从与网购密切相关的邮政快

递业发展情况看，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

200亿件用时仅83天，比2020年缩短45天。

线下零售加快改善。一季度，限额以上零

售业实体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2.2%，两年平

均增长4.5%，实体零售进一步恢复。

一季度，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发挥投资关键

作用，投资稳定恢复，结构优化向好。一季度，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5.6%，以 2019

年一季度为基期，两年平均增长 2.9%；与上年四

季度环比增长2.06%。

一、三次产业投资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一季度，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9%，两

年平均增长 14.8%。其中，畜牧业投资增长 1.36

倍，农业投资增长 14.8%，林业投资增长 13.4%，

渔业投资增长 11.8%。一季度，第二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27.8%，两年平均下降 0.3%。其中，制造业

投资增长 29.8%，高于全部投资 4.2个百分点。一

季度，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4.1%，两年平均

增长 4.0%。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25.6%，商

品住宅投资增长28.8%。

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投资新动能不断

壮大。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7.3%，

两年平均增长 9.9%，明显高于全部投资；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增长 41.6%；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

长 28.6%。

三、民间投资保持稳定
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市场主体活

力逐步增强。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6.0%，

两年平均增长 1.7%。其中，农林牧渔业民间投资

增长 49.2%，教育民间投资增长 37.5%，基础设施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35.8%，制 造 业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29.2%，房地产开发业民间投资增长26.9%。

四、民生领域补短板投资力度加大
各地积极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

项目和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

施投资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以上。一季度，基

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9.7%，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4.7%，两年平均增长 2.3%；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31.7%，两年平均增长9.6%。

五、投资向好支撑因素增多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投资项目要

素保障不断加强，投资先行指标积极向好。从资

金面看，一季度，投资项目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30.0%，高于全部投资 4.4个百分点。从新开工项

目看，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 29.3%，高于

全部投资 3.7个百分点。从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看，3 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2.3%，较 2

月份回升 7.6 个百分点，位于高位景气区间。一

系列指标表明，投资稳定恢复的增长态势将持

续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