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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贸易

全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440823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2.5%。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81558 亿元，增长

12.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9265 亿元，增长 12.1%。按消费类

型 统 计 ，商 品 零 售 额 393928 亿 元 ，增 长 11.8%；餐 饮 收 入 额

46895 亿元，增长 18.6%。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10.8%，饮料类增长 20.4%，烟酒类增长 21.2%，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2.7%，化妆品类增长 14.0%，金银珠宝

类增长 29.8%，日用品类增长 14.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

长 10.0%，中西药品类增长 9.9%，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8.8%，

家具类增长 14.5%，通讯器材类增长 14.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增长 20.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21.2%，汽车类增长 7.6%。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8042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比上年增长 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5%。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 年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38]552884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4.9%。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44547 亿元，增长 4.9%。在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分区域看[39]，东部地区投资增长

6.4%，中部地区投资增长 10.2%，西部地区投资增长 3.9%，东北

地区投资增长 5.7%。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 1427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9.1%；第二产业投资 167395 亿元，增长 11.3%；

第三产业投资 362877 亿元，增长 2.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40]

307659 亿元，增长 7.0%。基础设施投资[41]增长 0.4%。社会领

域投资[42]增长 10.7%。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476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其

中住宅投资 111173 亿元，增长 6.4%；办公楼投资 5974 亿元，下

降 8.0%；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2445 亿元，下降 4.8%。年末商品

房待售面积 51023 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 1173 万平方米，其

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 22761 万平方米，增加 381 万平方米。

全年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 165 万套，基本建成 205 万

套；全国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工建设和筹集 94 万套。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3910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其

中 ，出 口 217348 亿 元 ，增 长 21.2% ；进 口 173661 亿 元 ，增 长

21.5%。货物进出口顺差 43687 亿元，比上年增加 7344 亿元。

对“一带一路”[44]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 11597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3.6%。其中，出口 65924 亿元，增长 21.5%；进口 50055 亿

元，增长 26.4%。

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529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其

中，服务出口 25435 亿元，增长 31.4%；服务进口 27548 亿元，增

长 4.8%。服务进出口逆差 2113 亿元。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新设立企

业 47643 家，比上年增长 23.5%。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11494 亿元，增长 14.9%，折 1735 亿美元，增长 20.2%。其中“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含通过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

新设立企业 5336 家，增长 24.3%；对华直接投资金额 743 亿元，

增长 29.4%，折 112 亿美元，增长 36.0%。全年高技术产业实际

使用外资 3469亿元，增长 17.1%，折 522亿美元，增长 22.1%。

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7332 亿元，比上年下降

3.5%，折 1136 亿美元，增长 3.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203 亿美元，增长 14.1%。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9996 亿元，比上年下降

7.1%，折 1549亿美元，下降 0.6%。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完成营业额 897亿美元，下降 1.6%，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比重为 57.9%。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32万人。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5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其中税收收入 172731 亿元，增长 11.9%。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463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0.3%。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约 1.1 万亿元。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 238.3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 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 64.7 万亿元，增长 3.5%；流

通中货币（M0）余额 9.1 万亿元，增长 7.7%。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45]31.4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

上年少3.4万亿元。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14.1万亿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上年末增长 10.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余额 191.5万亿元，增长 11.6%。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 238.6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 20.2 万亿元，其中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32.3万亿元，增加 19.7万亿元。全部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98.5 万亿元，增加 20.1 万亿元，其中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92.7万亿元，增加 19.9万亿元。人民币普惠

金融贷款[47]余额26.5万亿元，增加5.0万亿元。

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 242496 亿元，比年初增加 26607

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 548849 亿元，增加

53181 亿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 93558 亿元，增加

6080 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 455292 亿元，增加 47101

亿元。

全年沪深交易所 A 股累计筹资[48]1674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26 亿元。沪深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A 股 481 只，筹资

5351 亿元，比上年增加 609 亿元，其中科创板股票 162 只，筹资

2029 亿元；沪深交易所 A 股再融资（包括公开增发、定向增发、

配股、优先股、可转债转股）11391 亿元，增加 717 亿元。北京证

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 11只，筹资[49]21亿元。全年各类主体通

过沪深交易所发行债券（包括公司债、可转债、可交换债、政策

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和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筹资 86553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776 亿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50]挂牌公

司 6932家，全年挂牌公司累计股票筹资 260亿元。

全年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51]14.7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0.5

万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52]44900 亿元，按可比口径

计 算 ，比 上 年 增 长 4.0%。 其 中 ，寿 险 业 务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23572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9657

亿元，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1671 亿元。支付各类赔款

及给付 15609 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 3540 亿元，健康险和

意外伤害险业务赔款及给付 4381 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 7687

亿元。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5128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53]29975 元，增长 8.8%。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47412 元，比上年增长 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43504 元，增长

7.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31 元，比上年增长 10.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

位数 16902 元，增长 11.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50，比上年缩小 0.06。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54]，低收

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8333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

入 18445 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53 元，中间偏上

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44949 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85836 元 。 全 国 农 民 工 人 均 月 收 入 4432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8.8%。全年脱贫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51 元，比上

年增长 1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8%。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100 元，比上年增长 13.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6%。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56]

10645 元，比上年增长 17.8%，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4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307 元，增长

1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916 元，增长 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5.3%。全国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 29.8%，其中城镇为 28.6%，农村为 32.7%。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8075 万人，比

上 年 末 增 加 2454 万 人 。 参 加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 数

54797 万人，增加 554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36424 万

人，增加 293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5422

万人，增加 967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01002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2958 万人，增加 1268 万人。年末

全 国 领 取 失 业 保 险 金 人 数 259 万 人 。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人 数

28284 万人，增加 1521 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 9086

万人，增加 152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23851 万人，增加 283

万人。年末全国共有 738 万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474

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438 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57]救

助供养，全年临时救助[58]1089 万人次。全年国家抚恤、补助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817 万人。

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4.3 万个，其

中养老机构 4.0 万个，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 801 个。民政

服务床位[59]840.2 万张，其中养老服务床位 813.5 万张，儿童福

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床位 9.6 万张。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 2.9

万个，社区服务站 47.2 万个。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27864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4.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4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1696 亿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 4.87 万个项目。截至年

末，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533个，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 191 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636 家，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示范基地 212家。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累计设立

36 支子基金，资金总规模 624 亿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0]

1287 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61]2551 家。全年授予专利权 460.1

万件，比上年增长 26.4%；PCT 专利申请受理量[62]7.3 万件。截

至年末，有效专利 1542.1 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270.4 万

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3]7.5 件。全年商标注册

773.9 万件，比上年增长 34.3%。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67 万项，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37294亿元，比上年增长 32.0%。

全年成功完成 52 次宇航发射。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

火星，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神

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等任务相继实施，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

的空间站。羲和号探日卫星成功发射运行。祖冲之二号、九

章二号成功研制，我国在超导量子和光量子两种物理体系上

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海斗一号全海深无人潜水器打破多项

世界纪录。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年末全国共有国家质检中心 869 家。全国现有产品质量、

体系和服务认证机构 932 个，累计完成对 87 万家企业的认

证。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 2815 项，其中新制定 1900 项。

全年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64]为 93.08%。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 117.7 万人，在学研究生 333.2 万人，

毕业生 77.3 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65]招生 1001.3 万人，在校

生 3496.1 万人，毕业生 826.5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66]招生 656.2

万人，在校生 1738.5 万人，毕业生 484.1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

905.0 万人，在校生 2605.0 万人，毕业生 780.2 万人。初中招生

1705.4 万人，在校生 5018.4 万人，毕业生 1587.1 万人。普通小

学 招 生 1782.6 万 人 ，在 校 生 10779.9 万 人 ，毕 业 生 1718.0 万

人。特殊教育招生 14.9 万人，在校生 92.0 万人，毕业生 14.6 万

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 4805.2 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1.4%。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2044 个，博

物馆 3671 个。 （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