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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 翟善清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243113 亿元，同比增长 3.8%；扣除价格因素影

响，同比增长 6.5%。

一、基建和制造业投资支撑有力
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上半年，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0%，拉动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4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 38.9%，仪器仪表制造业

投资增长 24.1%，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 20.0%。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2%，拉动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

运输业投资增长 20.5%，水利管理业投资增

长 9.6%，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6.2%。

二、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2.5%，

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8.7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8%，增速

比制造业投资高 5.8 个百分点。其中，医疗仪

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 16.8%，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4.2%。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3.9%，增

速比服务业投资高 12.3 个百分点。其中，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增长 46.3%，电子商

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22.2%。

三、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增强
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

及其他经济社会重大项目建设，大项目投资

带动作用增强。上半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

以 上 项 目（简 称“ 大 项 目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0.9%，增速比 1 月份至 5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

点，比全部投资高 7.1个百分点。

四、民间项目投资较快增长
上半年，民间项目投资（扣除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增长 9.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5.6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8.4%，

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 15.6%。

五、促发展、补短板投资增势良好
上半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

长 16.2%，增速比 1 月份至 5 月份加快 1.0 个百

分点。其中，信息类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3.1%，融合类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4.1%。

能源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上半年，清洁

电力投资同比增长 40.5%，占全部电力供应

投资的比重为 86.1%。

农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投资同比增长 12.5%，渔业投资

增长 11.8%，农业投资增长 11.7%。

下阶段，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

务，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加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及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

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消费潜力逐步释放
贸易外经司司长 董礼华

上半年，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

落地显效，消费市场呈现恢复增长态势。

一、市场销售增势较好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7588 亿

元，同比增长 8.2%，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2.4 个

百分点。分季度看，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10.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4.9

个百分点。

乡村市场销售恢复快于城镇。上半年，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 197532亿元，同比增长 8.1%；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0056亿元，增长8.4%。

二、网络零售快速发展
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 长 10.8%，增 速 比 一 季 度 加 快 3.5 个 百 分

点 。 农 村 电 商 加 快 发 展 ，平 台 数 据 显 示 ，

“618”期间，农村地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比

全部网络零售额高 2.8 个百分点。

实体店铺零售持续恢复。上半年，限额

以上实体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1%。

三、商品销售增势良好
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增

速比一季度加快 1.9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

位八成以上商品类值保持增长，升级类商品

需求持续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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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额分别增长 8.6%、17.5%、10.5%和 8.6%。

绿色商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绿色家电

消费快速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低能耗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20%

以上。新能源汽车销售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

零售 309 万辆，同比增长 37.3%。

四、居民服务消费需求逐步释放
餐饮等接触型服务消费持续回暖。上半

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21.4%，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 7.5 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262.7

亿元，同比增长 52.9%。

出行类相关服务消费快速恢复。6 月

份 ，全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客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37.7%。据测算，今年端午假期，国内旅游出

游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32.3%；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373.1 亿元，同比增长 44.5%。

总体看，上半年消费市场较快恢复，消费

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推进，新型消费快速发

展。但也要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

仍待增强，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基础还需进一

步巩固。下阶段，要落实落细各项促消费政

策，创新消费场景，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不断夯实消费增长基础，促进消费市场持续

稳定恢复。

稳就业政策持续显效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王萍萍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

常态化运行，国民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稳就

业政策持续显效，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一、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 5.3%，比上年同期下降 0.4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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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持平；二季度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均值为 5.2%，比一季度下降 0.3 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6 个百分点。

分月看，一二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

5.5%、5.6%。3 月份，随着节后陆续恢复工

作，就业状况有所好转，失业率降至 5.3%。

四五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为 5.2%。

二、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
今年上半年，就业主体人群 25 岁至 59 岁

劳动力失业率均值为 4.4%，比上年同期下降

0.5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 25 岁至 59 岁劳动力失

业率均值为 4.6%，比上年四季度下降 0.2 个

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二

季 度 25 岁 至 59 岁 劳 动 力 失 业 率 均 值 为

4.1%，比一季度下降 0.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下降 0.9 个百分点。

分月看，2 月份受春节后集中更换工作

影响，25 岁至 59 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4.8%，

从 3 月份开始连续下降，5 月份降至 4.1%的较

低水平，6 月份与 5 月份持平，比上年同月下

降 0.4 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形势明显好转
接触型服务业快速恢复，交通运输、住宿

餐饮、旅游等行业较快增长，带动外来农业户

籍人员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今年上半年，外

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城镇

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3%，比上年同期下降 0.5

个百分点。一季度，受春节返乡以及节后外

出寻找工作影响，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城镇

调查失业率有所升高，均值为 5.6%。二季度

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0%，比一季度下降 0.6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稳就业政策持续显效，为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

要看到，2023 届应届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

市场寻找工作，青年劳动力失业率自 2 月份

以来连续升高，6 月份青年劳动力失业率升

至 21.3%，青年人就业压力较大。下一阶段，

随着经济运行回稳向好，减负稳岗政策深入

实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

基层项目、青年专项技能培训计划、百万就

业岗位见习计划等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的措施持续显效，青年人就业有望逐步

改善，全国就业形势将进一步好转。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住户调查司司长 张 毅

上半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就业

形势总体改善，消费场景恢复拓展，居民收

入继续稳定增长，居民消费加快恢复，服务

性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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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2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6.5%；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8%。分城乡看，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357 元，比上年

同期名义增长 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 长 4.7%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551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7.8%，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2%，农村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名 义 和 实 际 增 速 分 别 快 于 城

镇居民 2.4 和 2.5 个百分点。上半年，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50，比上年

同期缩小 0.05，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

续缩小。

二、工资和经营净收入增长较快
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国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1300 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名义增

长）6.8%。分城乡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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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和 8.2%。

经营净收入增速继续回升。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3041 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7.0%，快于全国居民收入增速 0.5 个

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

均经营净收入均增长 7.0%。

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3588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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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和 7.9%。随着外出务工形势好转，农

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人员人均寄回带回收

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1743 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4.7%。

三、居民消费支出加快恢复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739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4%，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7.6%，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比

一季度快 3.0 和 3.6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快

5.9 和 6.8 个百分点。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其

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快于消费支出平均

增速。从消费支出结构看，上半年居民医疗

保健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17.1%；教育文化

娱乐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 16.2%；交通通信

支 出 增 长 9.2% ；其 他 用 品 及 服 务 支 出 增

长 14.5%。

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较快。随着经济

社会持续恢复，餐饮、出行、旅游、文化娱乐

等接触型、聚集型服务消费场景快速恢复，

带动服务性消费支出较快增长。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5675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2.7%，快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增速 4.3 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

44.5%，比上年同期上升 1.7 个百分点。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有捐

今年以来，市场需求继续恢复，生产供

给相对充足，消费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一、消费领域价格小幅上涨
CPI 总体小幅上涨。上半年，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7%。分月看，CPI 同比前

高后低。1 月份，CPI 同比上涨 2.1%；2 月

份，CPI 同比涨幅回落至 1.0%；3 至 6 月份，

CPI 同比涨势逐步回落，6 月份转为持平。

食品价格有所上涨。上半年，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 2.5%，影响 CPI 上涨约 0.45 个

百分点。食品中，薯类、鲜果和禽肉类价

格 涨 幅 较 高 ， 上 半 年 分 别 上 涨 10.7% 、

7.9%和 6.4%，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28 个

百分点；生猪产能充足，猪肉价格同比从

5 月份开始转降，上半年平均上涨 3.2%；

鲜 菜 、 牛 肉 和 羊 肉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2.7% 、

1.1%和 2.8%。

能源价格持续回落。受国际能源价格

下行影响，国内能源价格持续回落，上半年

同比平均下降 3.5%，影响 CPI 下降约 0.28 个

百分点。

核心 CPI 涨幅基本稳定。上半年，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

其中，服务需求持续恢复，服务价格上涨

0.9%，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1个百分点。扣除

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

二、生产领域价格下降
PPI 总体下降。上半年，全国 PPI 比上

年同期下降 3.1%。其中，一季度下降 1.6%，

二季度下降 4.5%。

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带动 PPI下行。上半

年，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4.1%，影响 PPI下

降约 3.06 个百分点，是影响 PPI 下行的主要

因素。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6.6%，原材料

工 业 价 格 下 降 5.0% ，加 工 工 业 价 格 下 降

3.4%，降幅随产业链自上而下收窄。

生活资料价格平稳运行。上半年，生活

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6%，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 1.3%，衣着价格上涨 1.6%，一般日用品价

格上涨 0.6%；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0.6%。

分行业看，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价格上涨 4.4%，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上涨

2.1% ，酒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价 格 上 涨

1.3%，纺织服装服饰业价格上涨 1.1%，家具

制造业价格上涨 0.7%。

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价格上涨。上半

年，一些技术密集型行业价格同比上涨，其

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5.0%，电

池制造价格上涨 3.5%，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制造价格上涨 1.7%，计算机制造价格上涨

1.2%，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0.7%，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0.6%。

山东省日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日照中兴汽车

有限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在

冲压汽车配件。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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