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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投 资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 翟善清

就 业 形 势 好 转 民 生 保 障 有 力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下）

今年上半年，面对异常复杂困难局面，各地区各部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高技术

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市场销售有所改善，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较快增长；就业形势好转，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缩小，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消 费 市 场 呈 现 恢 复 势 头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董礼华

城镇调查失业率明显回落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王萍萍

居 民 收 入 稳 定 增 长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 方晓丹

物 价 运 行 总 体 平 稳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有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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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围绕补短板调

结构，积极谋划投资项目，扎实有效推动

项目开工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6.1%。从环比看，6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不

含农户） 增长 0.95%，连续两个月保持正

增长。

一、二产投资带动作用明显
上半年，第一产业投资 6827 亿元，

同比增长 4.0%。第二产业投资 84694

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全部投

资 高 4.8 个 百 分 点 。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179909 亿元，同比增长 4.0%。

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4.3 个百

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5 个百

分点。

受专项债加速发行的带动，上半年，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7.1% ，连 续 两 个 月

回升。

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
上 半 年 ，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0.2%，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14.1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3.8%。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2.6%，增

速比 1 月份至 5 月份加快 1.8 个百分点。

四、社会领域投资增速加快
上半年，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4.9%，

增速比 1 月份至 5 月份加快 2.0 个百分点。

上半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完

成投资同比增长 10.6%，增速比 1 月份至 5 月

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

献率为 89.1%，比 1 月份至 5 月份提高 5.8 个

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5.4 个百分点。

五、中西部地区投资较快增长
上半年，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 4.5%，

增速比 1 月份至 5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

中，上海投资下降 19.6%，降幅收窄 1.6 个百

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长 10.7%，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增长 8.0%，增

速加快 0.1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下降

0.9%，降幅收窄 3.5 个百分点。

从投资先行指标看，上半年，新开工

项目 13.4 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2.6 万个；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 22.9%；投

资项目 （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 到位资金

增长 18.8%。下阶段，要加快实施“十四

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积极推进在建项

目 加 快 建 设 ； 盘 活 存 量 资 产 ， 用 好 专 项

债，做好金融服务对接。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

素影响，市场销售同比下降。但随着

防控形势向好及促消费政策发力显

效，消费市场逐步回暖，6 月份多数商品

零售增速回升。

一、上半年消费市场受疫情影响较
大，6 月份市场销售加快恢复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0432 亿

元，同比下降 0.7%。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促消费政

策效应显现，消费市场加快恢复。6 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1%，在 5 月份

比 4 月份降幅收窄基础上实现由降转升。

二、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6 月份
多数商品类值零售增速回升

限上单位近九成商品类值零

售增速提高。6 月份，限额以上

单位商品零售同比增长 8.8%；近

九成商品类值零售增速比 5 月份好转。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带动作用明

显。6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分别同比增长 13.9%

和 3.2%，增速均比 5 月份大幅回升。

三、疫情好转助推餐饮等服务消费持续
恢复，部分地区市场销售明显改善

餐饮等服务消费恢复程度大幅提高。

6 月份，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4%，降幅比 5 月份

收窄 17.1 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同比

下降 8.7%，降幅比 5 月份大幅收窄。

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消费市场明

显回升。6 月份，北京、上海限额以上单位消

费品零售额降幅比 5 月份大幅收窄；吉林限

额以上单位零售额由降转增。

四、网上零售保持增长，实体店铺经营
向好

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全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5.6%，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9%，比 1 月份

至 5 月份提高 1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占比连

续提升。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

穿类和用类商品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5.7%、

2.4%和 5.1%。

线下零售店铺经营态势向好。上半年，

限额以上实体店零售中，超市和专业店商品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2%和 2.8%，增速分别

比 1月份至 5月份加快 0.2个和 1.6个百分点。

总体看，6 月份消费市场呈现加快恢复

势头，但餐饮收入及限下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增速仍未转正。下阶段，要落实落细一系列

支持市场主体、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等

相关政策，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5 月份以来，疫情防控形势

不断向好，经济社会秩序加快

恢复，一系列政策措施发挥积

极效果，就业形势出现好转，但

稳就业特别是重点群体就业仍

面临较大压力。

一、6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
明显回落

今年 1 月份至 2 月份，全国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进入 3 月份以后，

受新一轮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就业面临较大压力。3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升至 5.8%，4 月份继续升高至 6.1%。

5 月份，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城镇调查失

业率回落至 5.9%。6 月份，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一系列稳经济稳就业政策措施落地显效

等因素，推动了较快全面复工复产，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 5.5%。31 个大城市调

查失业率降至 5.8%，比 5 月份下降 1.1 个百

分点。19 个省份失业率环比下降。

二、上半年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
从就业的主体人群看，25 岁至 59 岁成

年人失业率在三四月份出现小幅上升，但

6 月份为 4.5%，环比下降 0.6个百分点，已降至

2021年年度平均水平。本地人口失业率水平

较为稳定，1月份至 6月份均值为 5.5%，6月份

为 5.3%，与 2021 年上半年平均水平持平。

三、稳就业任务依然艰巨
虽然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但国际环境复

杂严峻，国内经济运行仍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总体就业压力

仍较大，失业率仍高于去年同期。上半年，

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7%，高于去年同期

0.5 个 百 分 点 ；31 个 大 城 市 失 业 率 均 值 为

6.0%，高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

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就业政策实施力

度，促进就业形势不断改善。针对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加大就业帮扶和就

业服务力度，积极推进农民工以工代赈，全

力推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

动，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为毕业生

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尽最

大努力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着力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全国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

一、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上 半 年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8463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4.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0%。分城乡看，上

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003 元，名

义 增 长 3.6% ，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 实 际 增 长

1.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87 元，

名义增长 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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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个和 2.3

个百分点。

二、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平稳增
长为居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

工资性收入继续保持增长。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0576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名义

增长） 4.7%。

经营净收入增长相对较慢。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2841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3.2%，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

1.5 个百分点。上半年，农村居民第一产业

经营净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3.6%。

转 移 和 财 产 净 收 入 增 长 较 快 。 上 半

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3382 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5.6%，对居民增收和民生保

障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全国居民

人 均 财 产 净 收 入 1665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2%。

三 、 居 民 消 费 支 出 受 疫 情 影 响 增 长
放缓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1756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2.5%；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0.8%。

居民基本生活类消费继续稳定增长。

各地区各部门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积

极 做 好 粮 油 肉 蛋 奶 等 民 生 物 资 的 生 产 供

应。上半年，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368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2%。居民人均居住

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6.0%，住房维修及管

理支出增长 11.1%。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

比上年同期增长 2.6%，居家时间增加带动

通信服务费支出增长 6.6%。居民人均医疗

保健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2.6%。

受 疫 情 影 响 服 务 性 消 费 增 长 有 所 放

缓 。 上 半 年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服 务 性 消 费

支 出 5036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0.3% 。 居

民 人 均 服 务 性 消 费 支 出 占 居 民 消 费 支 出

的比重为 42.8%，比上年同期下降 1.0 个百

分点。

上半年，消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生产

领域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一、消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前低后高。上半年，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1.7%。其中，一季

度上涨 1.1%，二季度上涨 2.3%。

食品价格略有下降。上半年，食品价格

下降 0.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7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下降约 0.08 个百分点。食品中，上

半年猪肉价格平均下降 33.2%，降幅比一季

度收窄 8.6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63

个百分点；因国内疫情散发导致货运不畅、

囤货需求增加，部分鲜活食品价格有所上

涨 ，其 中 鲜 果 、鲜 菜 和 鸡 蛋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12.0%、8.0%和 7.0%。

能源价格持续高位。上半年，受国际能

源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14.0%，

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1.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 涨 约 0.98 个 百 分 点 ，占 CPI 总 涨 幅 近

六成。

核心 CPI 涨幅略有回落。上半年，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0%，涨幅

比一季度回落 0.2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

约 0.78 个百分点。

二、生产领域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PPI 同比涨幅回落。上半年，全国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 7.7%。其

中，一季度上涨 8.7%，二季度上涨 6.8%。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生活资料。上

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9.9%，生活资料价

格上涨 1.1%，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生活资

料 8.8 个百分点。上半年，生产资料中，采掘

工 业 价 格 上 涨 33.4% ，原 材 料 工 业 上 涨

16.7%，加工工业上涨 4.9%，涨幅随产业链由

上 而 下 递 减 ；生 活 资 料 中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1.5%，衣着价格上涨 1.3%，一般日用品上涨

1.6%，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 0.2%。

输入性因素推动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

属行业价格上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价格上涨 46.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价格上涨 33.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价格上涨 16.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上涨 15.4%。

保供稳价政策带动煤炭及相关行业价

格涨幅回落。上半年，国内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价格上涨 44.9%，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5.3 个

百分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游企业的成本

压力。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

涨 16.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上涨 6.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5.8%，

涨幅分别回落 2.4 个、1.8 个和 6.5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