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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季 度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不 含 农 户）

107282 亿元，同比增长 5.1%；扣除价格因素，同比

增长 7.1%，增速分别比上年全年和同期加快 2.2

个和 4.5 个百分点。

一、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支撑有力
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8%，拉动

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8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

运 输 业 投 资 增 长 17.6% ，信 息 传 输 业 投 资 增 长

11.3%，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0.3%，道路运输业

投资增长 8.5%。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7.0%，拉动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7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投资增长 43.1%，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

长 29.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

19.2%，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 19.0%。

二、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明显
一季度，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简称

“大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12.3%，增速比全部固定

资产投资高 7.2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6.3 个百分点。

三、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一三产业
一季度，第一产业投资 2425 亿元，同比增长

0.5%。其中，渔业投资增长 26.2%，农业投资增长

13.3% 。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3396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投资增长 22.3%，采矿业投资增长 0.6%。第三

产业投资 70894 亿元，同比增长 3.6%。其中，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33.6%，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投资增长 7.3%。

四、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6.0%，增

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0.9 个百分点，比全部固

定资产投资高 10.9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5.2%，增速比

制造业投资高 8.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20.7%，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 19.9%。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7.8%，增速比

服务业投资高 14.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服

务业投资增长 51.5%，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

增长 51.3%，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 14.6%。

五、社会领域投资增势良好
一季度，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8.3%，增速

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卫生

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18.5%，教育投资增长 6.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0.4%。

下阶段，要有力有序推进“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和其他经济社会重大项目建设，积极

扩大有效投资。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营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大力提振

市场信心，持续增强投资活力，促进投资合理增

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推动扩

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向

好。一季度，商品销售增势良好，升级类消费较快增

长，餐饮等接触型服务消费持续回暖，网上零售占

比提升，实体店铺经营加快恢复。

一、消费市场加快恢复，3月份实现两位数增长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4922 亿元，同

比增长 5.8%，增速为近 7个季度新高。

3 月 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0.6%，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7.1 个百分点。

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为 2021 年 7 月份以来首次。

二、商品销售增势良好，升级类消费需求不断
释放

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9%；3 月份，

商品零售额增长 9.1%，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

快 6.2 个百分点。从商品类值看，一季度，限额以

上单位七成商品类值同比增长，其中基本生活类

商品销售增势良好。

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5.9%、13.6%、5.8%和13.4%。

三、餐饮等接触型消费较快增长，出行类相关
服务消费持续恢复

一季度，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3.9%，增速

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4.7 个百分点，高于商品零

售额增速 9 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158.6 亿

元，同比增长 13.5%。

3 月份，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增长

58.9%，较 2019年月均客运量增长 27.9%。从清明假

期看，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较 2022 年清明节当日增

长 29.1%，旅游相关消费快速恢复态势继续显现。

四、线上消费持续向好，实体零售增速加快
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7.3%，

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2 个百分点；实物商品

网 上 零 售 额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24.2%，占比较 1月份至 2月份提升 1.5个百分点。

一季度，限额以上零售业实体店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3.6%，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3.2 个

百分点。其中便利店、超市、百货店、专业店、品牌

专卖店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8.8%、1.4%、9.2%、

5.7%和 0.2%。

五、城乡市场销售同步恢复，3 月城镇销售明
显加快

一季度，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2%，乡村市场增速

略快于城镇市场。

3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0.7%，

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加快 7.3 个百分点，为 2022

年 10 月份以来首次月度表现好于乡村。

一季度，消费市场运行加快恢复向好。但消

费市场恢复基础仍需巩固，居民消费信心还需增

强。下阶段，随着相关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市场

活力进一步恢复，居民消费意愿不断提升，消费市

场有望持续恢复。

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就业形势总

体好转。

一、就业形势向好，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5%，

比上年四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就业主体

人群 25 岁至 59 岁劳动力失业率均值为 4.6%，本

地户籍劳动力失业率均值为 5.3%，比上年四季度

分别下降 0.2 个和 0.1 个百分点。

分月看，1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

2 月份失业率小幅上升至 5.6%，3 月份失业率降至

5.3%，比上年同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其中，25 岁

至 59 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3%，比 2 月份下降

0.5 个百分点。

二、31 个大城市失业率连续下降，各地就业
形势好转

一季度，31 个大城市劳动力市场恢复加快，

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7%，比上年四季度下降

0.6 个百分点。3 月份，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

率降至 5.5%，比 2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自去年

12 月以来连续 4 个月下降。

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镇调

查失业率均下降。3 月份，东部地区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 5.1%，中部地区为 5.4%，均比 2 月份下降

0.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 5.5%，下降 0.2 个百分

点；东北地区为 5.7%，下降 0.1 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改善，青年就业压力较大
一季度，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

均值为 5.6%，与上年四季度持平。1 月份，外来农业

户籍劳动力失业率为5.5%。2月份，外来农业户籍劳

动力失业率升至6.0%。3月份，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

失业率降至5.3%，低于去年同月0.6个百分点。

一季度，16 岁至 24 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

业率均值为 18.3%，比上年四季度高 1.1 个百分

点。1 月份青年失业率为 17.3%，2 月份为 18.1%，

3 月份升至 19.6%。青年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主

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2023 届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

力市场求职；二是高学历（大专及以上）青年比重

升高。初步测算，3 月份城镇青年 9637 万人，没有

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青年 6418 万人，主体为在校学

生；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青年 3219 万人，其中就业

人数 2587 万人。随着高学历青年逐步落实工作，

失业率水平会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向好态势，尤其

是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服务业恢复加快，为就业形

势好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尽管当前青年人尤其

是高学历青年就业压力较大，但随着经济企稳回升，

各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发力，青年人就业有

望逐步改善，全国就业形势也将进一步好转。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企稳回升，

为 居 民 收 入 和 消 费 稳 步 恢 复 奠 定 坚 实 基

础。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稳

增长，增速快于上年全年；居民消费支出

加快恢复，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一、全国居民收入增速回升，农村居
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一 季 度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870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1%；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名义增速和

实际增速分别快于上年全年 0.1 个和 0.9 个

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14388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名 义 增 长

4.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7%；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131 元，比上年同

期名义增长 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4.8%。一季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之比为 2.35，比上年同期缩小 0.04。

二、经营净收入增长较快，工资性收
入和转移净收入稳定增长

一 季 度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经 营 净 收 入

1834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以下如无特别

说明，均为名义增长） 5.8%，快于全国居

民收入增速 0.7 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6.2%，农村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5.5%。

一 季 度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616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0%。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3.8%和 6.3%。一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转移净收入 191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1%。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4.0%和 6.5%。一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长 9.2%。

一 季 度 ，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财 产 净 收 入

958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1% 。 分 城 乡

看，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 2.9%，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 6.3%。

三、居民消费支出加快恢复，服务性
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738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4%，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4.0%，名义和实际增速分

别快于上年全年 3.6 个和 4.2 个百分点。分

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8303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名 义 增 长 4.8%， 扣 除 价 格 因

素，实际增长 3.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4629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5%，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城镇居民消

费支出恢复较快，消费实际增速由上年全

年的下降 1.7%转为今年一季度的增长 3.5%。

从消费支出结构看，医疗保健支出比

上年同期增长 14.7%，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比上年同期增长 9.2%，居住支出比上年同

期增长 8.7%，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比上年

同期增长 8.2%。一季度，全国居民恩格尔

系 数 31.6% ， 比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1.0 个 百

分点。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

出 280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2%，增速高

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8 个百分点。服务性

消 费 支 出 占 居 民 消 费 支 出 比 重 为 41.7%，

比上年同期回升 0.3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突出做好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生产需求继

续改善，市场预期明显好转。一季度，消

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生产领域受上年同

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价格有所下降。

一、消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
一 季 度 ， CPI 同 比 上 涨 1.3% 。 分 月

看，同比涨幅逐步回落。1 月份，CPI 环比

上涨 0.8%，同比上涨 2.1%；2 月份、3 月

份，CPI 环比分别下降 0.5%和 0.3%，同比

涨幅分别回落至 1.0%和 0.7%。

一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7%，影响

CPI 上涨约 0.68 个百分点。食品中，鲜果价

格涨幅较高，一季度平均上涨 11.0%，影响

CPI 上涨约 0.23 个百分点；鸡蛋、禽肉类和

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 8.1%、7.3%和 6.2%，合

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18 个百分点；羊肉和鲜

菜价格分别下降 3.5%和 2.9%。

一季度，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7%，

影 响 CPI 上 涨 约 0.57 个 百 分 点 。 非 食 品

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0.3%。其中，国

内 能 源 价 格 有 所 下 行 ， 月 度 同 比 走 势 回

落，一季度平均与上年同期持平；除能源

外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0.4%，涨幅总体

稳定。服务消费逐步恢复，服务价格上涨

0.8%。其中，飞机票、旅游、交通工具租

赁 费 和 宾 馆 住 宿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30.6% 、

6.5%、4.2%和 3.5%；家庭服务、教育服务

和文化娱乐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3%、1.2%

和 1.0%；景点门票、租赁房房租和通信服

务价格分别下降 0.7%、0.5%和 0.2%。

二、生产领域价格有所下降
一 季 度 ， PPI 同 比 下 降 1.6%。 其 中 ，

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2.3%，生活资料价格上

涨 1.2%。从分月同比看，PPI 降幅由 1 月份

的 0.8%逐月扩大至 3 月份的 2.5%；从分月

环比看，1月份PPI下降0.4%，2月份、3月份

均持平。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改善，钢材等行业

出厂价格环比有所上涨。从环比看，3 月

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1.3%，连续 4 个月上涨。从同比看，受上

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1 月份、2 月份、

3 月份降幅分别为 11.7%、10.9%和 11.0%；

一季度平均下降 11.2%，影响 PPI 下降约

0.67 个百分点。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

石油、有色金属及相关行业价格同比明显

走低。一季度，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

同比下降 5.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价格同比下降 6.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 加 工 业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5.9%， 合 计 影 响

PPI 下降约 0.75 个百分点。

随着煤炭先进产能有序释放，一

季度，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

格同比下降 0.8%。

2023 中 国 经 济 开 局 十 问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问答录（下）

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货车排队运送集装箱货车排队运送集装箱。。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