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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懂 中 国 经 济 半 年 报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上）

2023 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我

国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一、上半年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季度环
比连续实现增长

上半年，我国 GDP 为 593034 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5%。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30416 亿元，同比增长 3.7%，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230682 亿元，同比增长 4.3%，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30.1%；第三产业增加值 331937 亿

元，同比增长 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66.1%。

二季度，我国 GDP 为 308038 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18841 亿元，同比增长 3.7%；第二

产业增加值 122735 亿元，同比增长 5.2%；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664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4%。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

为 6.1%、39.8%和 54.0%，与 2017 年至 2019 年

二季度平均占比相当，基本恢复至疫情前同

期水平。

从环比看，经季节调整后，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8%。环比增速连续四个季度增

长，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

二、三次产业稳步增长，生产形势恢复
良好

上半年，各行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生

产形势稳定，夏粮实现丰收，畜牧业稳定增

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拉动

经济增长 0.2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基本平稳，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拉动经济增长

1.2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占 GDP 的比重为 27.8%。建筑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7.7%，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百分

点。服务业增长较快，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接触

型聚集型服务业明显回升，增加值分别同比

增长 6.6%、6.9%和 15.5%，合计拉动经济增

长 1.1 个百分点。

三、消费“主引擎”作用显著，内需潜力
持续释放

消费持续恢复。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

拉动经济增长 4.2 个百分点。

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

拉动经济增长 1.8 个百分点。

净出口有所下降。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及去年高基数等因素影响，外部需求增长放

缓，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减少。上半年，货物和

服务净出口向下拉动经济 0.6 个百分点。

四、高技术行业增势良好，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

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加力，高技术产业较

快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高技

术 服 务 业 投 资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1.8% 和

13.9%，支撑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规模以上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增速高

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7 个百分点。

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市场活力不

断释放。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 增 长 10.8%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26.6%。

经济运行恢复向好
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赵同录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粮食

生产支持力度，科学有效应对不利天气影

响，夏粮生产实现丰收，畜牧业稳定发展，

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农业经济总体平稳。

一、夏粮产量稳中略减，实现丰收
2023 年，全国夏粮产量 2922.6 亿斤，比

上年减少 25.5 亿斤，下降 0.9%。其中，小麦

产量 2690.7 亿斤，比上年减少 24.5 亿斤，下

降 0.9%。今年夏粮生产有力克服“烂场雨”

等不利因素影响，产量略有减少，但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

夏粮播种面积持续增加。2023 年，全

国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3.99 亿 亩 ，比 上 年 增 加

117.8 万亩，增长 0.3%，连续三年实现增长。

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3.46 亿亩，增长 0.4%。

2022 年秋冬播期间产区大部天气正常，土

壤墒情较好，面积恢复性增长。

夏粮单产小幅下降。2023 年，全国夏

粮单产 366.1 公斤/亩，比上年减少 4.3 公斤/

亩，下降 1.2%。其中，小麦单产 389.0 公斤/

亩 ，比 上 年 减 少 5.2 公 斤/亩 ，下 降 1.3% 。

5 月下旬，河南等地遭受严重“烂场雨”天气

影响，单产下降明显。此外，西南地区冬春

连旱，云南、贵州等地夏粮单产有所下降。

二、生猪出栏保持增长，牛羊禽生产稳
定发展

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4682 万

吨，同比增加 164 万吨，增长 3.6%。

生猪出栏保持增长，存栏总体稳定。上

半年，全国生猪出栏 37548 万头，增长 2.6%；

猪肉产量 3032 万吨，增长 3.2%。

牛羊生产保持稳定，肉奶产量实现双

增。上半年，全国肉牛出栏 2090 万头，增长

4.0%；牛肉产量 315 万吨，增长 4.5%；牛奶产

量 1794 万吨，增长 7.5%。全国羊出栏 14536

万 只 ，增 长 4.8% ；羊 肉 产 量 223 万 吨 ，增

长 5.1%。

家禽生产稳步发展，禽肉禽蛋产量增

加。上半年，全国家禽出栏 71.9 亿只，增长

4.1%；禽肉产量 1113 万吨，增长 4.3%；禽蛋

产量 1658 万吨，增长 2.9%。

三、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同比略涨，集贸
市场价格有所下降

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

同比上涨 0.4%，其中，一季度上涨 1.2%，二

季度下降 0.4%。分类别看，农业产品价格

同比上涨 0.1%，林业产品价格下降 4.3%，饲

养动物及其产品价格上涨 1.5%，渔业产品

价格上涨 0.6%。分品种看，谷物价格同比

上涨 1.4%，其中，小麦下降 1.7%，稻谷上涨

1.4%，玉米上涨 3.2%；生猪上涨 4.2%，活牛、

活羊分别下降 4.5%、3.7%，活家禽、禽蛋分

别上涨 3.4%、3.2%；油料上涨 7.4%，水果上

涨 6.2%，蔬菜下降 2.6%。

农业形势总体平稳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贵荣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扩大有效需

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工业结构持续优化，

工业经济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上半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分别较 1 月

份至 5 月份和一季度加快 0.2 和 0.8 个百分

点。从季度看，一、二季度增加值分别增长

3.0%、4.6%。从三大门类看，上半年，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7%；制造业增长 4.2%；电

力 、热 力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增 长

4.1%。制造业恢复显著，二季度制造业增长

5.1%，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2.2 个百分点。

多数行业和产品实现增长。上半年，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 个行业实现增长，

增长面达 63.4%。在统计的 620 种主要工业

产品中，331 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368 种产

品产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或降幅收窄。

工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上半年，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对全部规上

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53.9%。上半年，装备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全 部 规 上 工 业 的 比 重 为

32.3%，工业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电气机械

和汽车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比分

别增长 15.7%和 13.1%。

绿色发展跑出“加速度”。上半年，光伏电

池、风力发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等产品产量

同比分别增长 54.5%、48.1%、32.3%，太阳能工

业用超白玻璃、多晶硅、单晶硅分别增长

89.1%、86.4%、54.1%。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

长 35.0%，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充电桩等

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6.4%、53.1%。

高技术生产彰显韧性。高技术制造业

增长引擎作用继续显现，航空、航天器及设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9%；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制造分别增长 30.9%、46.5%；智能消费设

备制造增长 12.0%。

企业利润持续改善，产能利用率环比回

升 。 二 季 度 ，全 国 工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74.5%，比一季度回升 0.2 个百分点；在 41 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27 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环比上升，回升面达 65.9%。装备制造业和

原材料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5.7%和

75.5% ，比 一 季 度 分 别 回 升 1.0 和 0.5 个 百

分点。

景气指数回升，政策惠及面广。对规模

以下工业小微企业调查问卷显示，2023 年

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97.8，比

一季度提高 2.0 个点。政策红利持续惠及小

微企业，在调查的小微工业企业中，享受税

费优惠政策的占 62.5%。

总体看，上半年工业经济新动能不断积

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恢复向好态

势。但也要看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

综复杂，对我国工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工

业生产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压力。下阶段，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产业

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工业转型稳步推进
工业统计司副司长 江 源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回升

向好态势，伴随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影响，生

活用能需求增加，推升能源消费显著增长。

国内能源生产企业持续落实能源保供稳价

政策措施，有序推进先进产能释放，煤油气

电稳产增产，进口快速增长，能源供给能力

和质量持续提升，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一、能源生产稳步增长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煤油气电等主要

能源产品生产均保持稳步增长。分品种看：

原煤生产连续增产。煤炭生产企业持

续夯实兜底保障基础作用，上半年，规模以

上工业原煤产量 23.0 亿吨，同比增长 4.4%。

油气生产稳定增长。油气生产企业巩

固增储上产势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原

油产量 1.05 亿吨，同比增长 2.1%，增速比一

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天然气产量 1155 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5.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9 个百分点，其中非常规天然气比重较上

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

电 力 生 产 保 障 有 力 。 电 力 生 产 企 业

积极推动各类电源稳发增供，上半年，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发 电 量 4.2 万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3.8%，增 速 比 一 季 度 加 快 1.4 个 百 分

点。其中，火电增长 7.5%；核电、风电、太

阳能发电分别增长 6.5%、16.0%和 7.4%；水

电下降 22.9%。今年以来，受来水影响，水

电大幅下滑，火电作为基础保障性电源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风光电持续快速稳定

增长。

二、煤炭、石油进口增长较快，天然气进
口恢复增长

上半年，进口煤炭 2.2 亿吨，同比增长

93.0%，增速比一季度放缓 3.1 个百分点；进

口原油 2.8 亿吨，同比增长 11.7%，增速比一

季度加快 5.0 个百分点；进口天然气 5663 万

吨，同比增长 5.8%，一季度为下降 3.6%。

三、能源消费增速加快
初步测算，上半年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

长 5.1%，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1.3 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增速加快
能源统计司司长 胡汉舟

上半年，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

运行，服务业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发展

动能持续增强，市场预期稳定向好。

一、服务业发展增势较好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提升。初步核

算，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 331937 亿元，同比

增长 6.4%。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为 56.0%，比上年同期高 1.6个百分点。

服务业企业生产经营持续恢复。1—5月

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5%。31 个省（区、市）营业收入均实现增

长，10 个行业均实现盈利。

服务贸易较快增长。1—5 月份，我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26055.4 亿元，同比增

长 10.2%。旅行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67%，

是增长最快的服务贸易领域。

二、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
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不断释放。上半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2.9%、10.1%和 7.3%，合计拉动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 2.8 个百分点。

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创新。上半

年，网络零售保持快速增长，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 10.8%，占同期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6.6%。

服务业新兴领域发展向好。上半年，高

技 术 服 务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3.9%。1—5 月份，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

高技术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4%、11.9%和 8.8%。

三、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明显改善
服务消费加快恢复。上半年，全国居民

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12.7%。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增长 6.6%和 15.5%。

居民出行意愿增强，文旅市场较快恢

复。上半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9%，营业性旅客周转量同比

增长 115.8%。

四、服务业景气保持扩张态势
上半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位于

扩张区间。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

商务活动指数上半年均值升至 60.0%以上高

位景气区间。上半年，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均值为62.5%，高于上年同期6.0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上半年服务业经济延续恢复

向好态势，但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恢复向好基础尚不

稳固。下阶段，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进一步增强发展动能，激发市场活力，推

动服务业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服务业延续恢复态势
服务业调查中心主任 李锁强

近日，江苏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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