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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问 中 国 经 济 首 季 报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上）

经 济 运 行 能 否 保 持 恢 复 态 势？
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赵同录

一季度，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经济运行实现平稳

开局。

一、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开局总体平稳
一季度，我国 GDP 为 270178 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8%，增速较上年四季度加

快 0.8 个百分点，经济继续稳步恢复。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954 亿元，同比增长

6.0%，拉动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106187 亿元，同比增长 5.8%，拉动经济增长 2.1 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53037 亿元，同比增长

4.0%，拉动经济增长 2.4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4.1%、39.3%和 56.6%。

二、生产继续稳步恢复，工农业提供有力支撑
一季度，农业生产稳中向好，种植业、畜牧业发

展良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拉动经

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4%，拉动经济增长 2.1 个百分点，其

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占 GDP 的比重为

28.9%，较上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金融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发展较好，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5.1%、10.8%和

5.1%，合计拉动经济增长 1.1 个百分点。

三、三大需求支撑经济平稳增长，内需拉动作
用提升

消费持续恢复，为稳增长发挥“主引擎”作用。

各地积极出台促消费稳增长举措，有效落实扩大内

需战略，消费总体保持恢复发展态势。一季度，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9.4%，拉动 GDP 增

长 3.3 个百分点。

投资规模扩大，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稳投

资政策持续发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落地开工。一

季 度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26.9%，拉动 GDP 增长 1.3 个百分点。

净出口较快增长，为稳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一

季 度 ，货 物 和 服 务 净 出 口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为

3.7%，拉动 GDP 增长 0.2 个百分点。

四、创新驱动成效显著，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一 季 度 ，规 模 以 上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继 续 保 持

两 位 数 快 速 增 长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4.2% ，增 速

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7 个百分点。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2.7%，高于全国固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速 23.4 个 百 分 点 。居 民 消 费 结 构 升

级 持 续 推 进 ，人 均 交 通 通 信 消 费 支 出 和 人 均 医

疗保健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 12.7%和 9.1%，增

速分别比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快 5.8 个和 2.2 个百

分点。

农 业 生 产 能 否 稳 步 发 展 ？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贵荣

一季度，各地各部门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夏粮生

产，畜牧业发展稳健，农业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一、冬小麦长势出现积极变化，持续转化向好
受上年严重秋汛影响，全国有 1.1 亿亩左右

冬小麦晚播，且长势整体偏弱。入春以来，冬小麦

主产区气温偏高，多晴好天气，土壤墒情较适宜，

各地紧紧抓住冬小麦返青这个关键生长期，通过

及时增施返青肥、浇好拔节水等措施，为小麦苗

情促弱转壮奠定良好基础，冬小麦长势持续转化

向好。

二、畜牧生产稳定，猪牛羊禽肉产量增长 8.8%
一季度全国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全国猪牛羊

禽肉产量 2395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94 万吨，增

长 8.8%。其中，生猪出栏继续增长；牛羊生产稳定

发展；禽肉产量减少，禽蛋产量增加。

一是生猪出栏继续增长，能繁母猪存栏下降。

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 19566 万头，比上年同期增加

2422 万头，同比增长 14.1%。一季度末生猪存栏

42253 万头，同比增加 657 万头，增长 1.6%；环比减

少 2670 万头，下降 5.9%。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4185

万头，同比减少 133 万头，下降 3.1%；环比减少 144

万头，下降 3.3%。

二是牛羊生产稳定发展，肉奶产量实现双增

长。一季度全国肉牛出栏 1138 万头，比上年同期

增长 3.4%；牛肉产量 171 万吨，增长 3.6%；牛奶产

量 768 万吨，增长 8.3%。羊出栏 7092 万只，比上年

同期增长 0.5%；羊肉产量 106 万吨，增长 1.4%。一

季度末牛存栏 9884 万头，同比增长 3.9%，环比增

长 0.7%；羊存栏 32129 万只，同比增长 3.6%，环比

增长 0.5%。

三是禽肉产量下降，禽蛋产量增长。2021 年

以来，肉禽养殖出现亏损，生产开始放缓。一季度

全国家禽出栏 37.0 亿只，比上年同期下降 0.9%；禽

肉产量 557 万吨，下降 0.9%。禽蛋产量 831 万吨，

增长 2.5%。一季度末家禽存栏 59.5 亿只，同比增

长 2.7%，环比下降 12.4%。

三、生猪价格下降，其他农产品以涨为主
一季度农业和渔业产品生产者价格普遍上涨，

林业产品价格基本平稳，受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下降

影 响 ，全 国 农 产 品 生 产 者 价 格 比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6.7%。

分类别看，农业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 5.8%；渔

业产品价格上涨 2.5%；林业产品价格下降 1.0%；饲

养动物及其产品价格下降 25.3%。

分 品 种 看 ，大 豆 价 格 上 涨 7.5% ，小 麦 上 涨

4.4%，玉米上涨 0.7%，稻谷下降 2.7%；棉花（籽棉）

上涨 28.2%；蔬菜上涨 6.0%；水果上涨 4.3%。受生

猪供给持续增加影响，生猪价格下降 51.3%，影响

饲养动物及其产品价格下降 25.3 个百分点，影响农

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下降 9.5 个百分点。

工 业 能 否 保 持 在 合 理 区 间 ？
工业统计司副司长 江 源

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出口保持两

位数增长，企业利润小幅增加。3 月份受国内多地

疫情反复及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突发因素影响，工

业生产、出口增速较 1 月份至 2 月份有所回落。

一、工业生产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增速较 1 月份至 2 月份放缓 1.0 个百分点。从

三大门类看，一季度，能源、原材料保供稳价等政策

效 果 明 显 ，采 矿 业 达 到 两 位 数 增 长 ，同 比 增 长

10.7%。制造业同比增长 6.2%，增速较 1 月份至 2 月

份回落 1.1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增长 6.1%，增速回落 0.7 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5.8%，同比

下降 1.4 个百分点。分门类看，采矿业产能利用率为

77.0%，同比上升 1.7 个百分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为 75.9%，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产能利用率为 73.8%，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4.2%，新动能增长引擎作用继续显现。高

技术产品持续较快增长。一季度，多晶硅、光伏电

池、单晶硅、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37.6%、24.3%、24.0%、10.2%。

三、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

长 14.4%。分行业看，化工、专用设备、汽车等行业

出口交货值分别同比增长 41.0%、33.2%、29.5%；受

防疫物资出口快速增长拉动，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

值保持两位数以上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4.5%。

四、企业利润在较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增长
1月份至 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

长 5.0%，增速较 2021年 12月份加快 0.8个百分点，在

2021 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 31.2%的基础上继续保持

增长。在 41个大类行业中有 22个行业实现利润同比

增长或减亏，其中有15个行业利润增速超过10%。

五、助企纾困政策显效发力
企业对各项优惠政策获得感明显上升。国家

统计局对全国近 11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问卷调

查显示，一季度，企业对各项优惠政策的满意度环

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同比提高 4.0 个百分点。企业

对减税降费政策获得感尤为突出，政策满意度为

85.8%，环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

下阶段，应坚决落实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

长各项决策部署，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做好物流保

通保畅工作，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和国民经济循环，

扎实做好减税降费和助企纾困工作，确保工业经济

继续平稳运行。

能源保障能力能否持续提升？
能源统计司司长 胡汉舟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叠 加 地 缘 政 治

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我国陆续出

台能源保供稳价政策，全力保障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一季度，能源

生 产 稳 中 有 进 ，保 障 能 力 持 续 提 升 ；能

源消费有所增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提高。

一、能源生产稳定增长
一季度，随着能源保供政策落地见

效，各类能源先进产能有序释放，煤油气

电产量保持不同程度增长。

原煤生产较快增长。煤炭生产企业

深入落实增产保供任务，积极增加煤炭供

给。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 10.8

亿吨，同比增长 10.3%。

油气生产平稳增长。油气增储上产

力度不断加大，全力增产稳产。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 5119 万吨，同比

增长 4.4%；天然气产量 569 亿立方米，同

比增长 6.6%。

电力生产保持增长，清洁能源发电供

给能力提高。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发电

量 19922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3.1%。 其

中，水、核、风、光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

增长 8.3%，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增

长 2.1 个百分点，发电占比较上年同期提

高 1.3 个百分点。

二、能源进口同比下降
受国际大宗能源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影响，一季度煤炭、原油、天然气进口均

不 同 程 度 下 降 。 根 据 海 关 总 署 快 报 数

据，一季度，进口煤炭 5181 万吨，同比下

降 24.2%，降幅比上年同期收窄 4.3 个百

分 点 ；进 口 原 油 12785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8.1%，上年同期为增长 9.5%；进口天然气

2782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5.1%，上 年 同 期 为

增长 19.6%。

三、能源消费结构有所改善
初步测算，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同比

增长 2.4%，增速比 2021 年前两年同期平

均增速回落 3.0 个百分点。从能源消费结

构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一季

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较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煤炭比重

增加 0.4 个百分点，石油比重下降 1.2 个百

分点，天然气比重与上年同期持平。

服务业运行能否实现稳定恢复？
服务业调查中心主任 李锁强

一季度，服务业经济总体延续恢复

性增长，新动能发展势头良好，但 3 月份

以来，受国内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影响，

服 务 业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加 大 ，恢 复 步 伐

放缓。

一、服务业恢复势头有所放缓
一季度服务业恢复势头有所放缓。

服务业经济增速小幅回落。初步核算，一

季度，服务业增加值 153037 亿元，同比增

长 4.0%，比 上 年 四 季 度 回 落 0.6 个 百 分

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为 56.6%，对 国 民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49.6%，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4 个百分

点。3 月份，多地疫情反复冲击服务业经

济，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0.9%。

服务业投资延续扩张态势。一季度，

服 务 业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6.4%；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2785.2 亿元，

同比增长 17.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比重超七成。

二、新动能活力持续释放
现代服务业引领增长。一季度，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8%和 5.1%，合计

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7 个百分点。3

月 份 ，信 息 传 输、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2.8%

和 5.5%，合计拉动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2.1 个百分点。

服务业新业态潜力释放。在 5G、人

工智能、物联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新型

消费模式不断拓展，促进消费升级。虎

年春节适逢冬奥会开幕，节日氛围浓厚，

数字生活新方式全面覆盖社交、娱乐及

消费各种场景。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3.3%；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8.8%，占同期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2%，比上年同期上

升 1.3 个百分点。

重点服务业领域稳健发展。一季度，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4.5%，高出全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8.1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

比增长 57.8%。

三、服务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接 触 型 领 域 受 到 较 大 冲 击 。 疫 情

反复导致部分地区商场、餐厅和娱乐性

场所歇业，消费受到冲击。3 月份，商品

零售额同比下降 2.1%，餐饮收入同比下

降 16.4%。受疫情影响，物流运输不畅，

客运低位运行。3 月份，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8.1%，影响

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下 降 0.8 个 百 分 点 ；营

业性货运量同比下降 1.9%，客运量同比

下降 43.5%。

服务业景气水平明显回落。3 月份，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6.7%，比 2 月份

下降 3.8 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明

显转弱。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

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下降 20

个百分点以上，企业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从 市 场 预 期 看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为

53.6%，比 2 月份回落 6.0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业经济总体延续

恢复性增长，在疫情冲击、国际地缘政治

不稳定等因素影响下，服务业经济面临

较大下行压力，恢复态势趋缓。但要看

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变，服

务业恢复态势不会改变，推动服务业持

续发展仍有不少有利条件，下一步要毫

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扩大消费需求，促

进服务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持国民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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