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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显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成 效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上）

经济运行回升向好
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赵同录

2024 年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

生产需求稳中有升，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一、经济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
一季度，我国 GDP 为 296299 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增速较上个季度

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538 亿元，同

比增长 3.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7%；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10984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1.6%；第三

产业增加值 174915 亿元，同比增长 5.0%，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5.7%。从产业结构

看，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3.9%、37.1%、59.0%。

从环比看，经季节因素调整后，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1.6%。环比增速连续七个季

度增长，经济运行呈持续回升向好态势。

二、生产形势整体较好，工业实现较快
增长

一季度，第一产业总体稳定，农业生产

形势较好，畜牧业生产平稳发展，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

第二产业回升向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0%；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第三产业延续恢复态势，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

及其他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13.7%、

10.8%和 3.8%，合计拉动经济增长 1.8 个百

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34.1%。

三、消费投资继续恢复，净出口逐步回升
消费需求持续扩大。随着各项促消费

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商

品消费稳步恢复，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夯实。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73.7%，拉动 GDP 增长 3.9 个百分点。

投资需求平稳增长。各地区各部门持

续带动扩大有效投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

快推进，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经济增长提

供有力支撑。一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为 11.8%。

净出口有所回升。我国不断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由负转正。一季度，货物和服务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14.5%。

四、新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
持续培育

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产业供给结构进

一步优化。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0.8%和12.7%。

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7.6%和 7.5%。

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新型服务业活力

不断释放。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1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 23.3%。1 月至 2 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

务业、科技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 13.8%和 14.0%。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贵荣

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抓紧抓实

农业生产，冬小麦长势总体较好，畜牧业生

产平稳发展，主要农产品价格平稳运行，农

业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一、冬小麦长势总体较好，春耕春播有
序推进

上年秋冬播期间气象条件适宜，播种基

础良好，冬小麦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春节前

后长江中下游部分夏粮非主产区遭遇雨雪

冰冻天气，但对全国影响有限，大部冬麦区

光温充足，土壤墒情适宜，气象条件总体有

利于冬小麦生长。目前冬小麦由北向南陆

续进入拔节、抽穗和扬花期，生长发育较

快。遥感监测结果显示，3 月下旬冬小麦长

势总体好于上年。根据全国种植意向调查，

今年稻谷、玉米意向播种面积有所增加，大

豆保持稳定。全国春耕春播进展顺利，春耕

物资下摆及时到位，春播进度正常。

二、畜牧生产平稳发展，生猪出栏有所
减少

一季度，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2490 万

吨，同比增加 35 万吨，增长 1.4%。生猪出栏

有所减少，存栏继续下降；牛羊生产稳定发

展，禽肉禽蛋产量增加。

生猪出栏有所减少，存栏下降。自 2023

年一季度起，能繁母猪存栏连续 5 个季度环

比下降，受产能调减影响，生猪出栏一季度

出现下降。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 19455 万

头，同比下降 2.2%；猪肉产量 1583万吨，同比

下降 0.4%。一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

40850 万头，同比下降 5.2%。其

中，能繁母猪存栏 3992万头，同比下降 7.3%。

牛羊生产保持稳定，肉奶产量供应充

足。一季度，全国肉牛出栏 1199 万头，同比

增长 0.7%；牛肉产量 186 万吨，增长 3.6%；牛

奶产量 876 万吨，增长 5.1%。全国羊出栏

7241 万只，同比下降 2.5%；羊肉产量 111 万

吨，增长 0.1%。

家禽生产持续发展，禽肉禽蛋产量增

加。一季度，全国家禽出栏 39.9 亿只，同比

增长 4.6%；禽肉产量 610 万吨，增长 6.1%；禽

蛋产量 867 万吨，增长 1.5%。

三、农产品价格同比下降，生猪价格小
幅回升

一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

同比下降 3.9%。分类别看，农业产品价格

同比下降 2.4%，林业产品价格上涨 1.2%，饲

养动物及其产品下降 6.8%，渔业产品价格

下降 2.2%。分品种看，小麦价格下降 2.8%，

稻谷上涨 3.5%，玉米下降 11.9%，大豆下降

4.1%，薯类下降 11.5%；生猪、活牛、活羊、活

家禽、禽蛋分别下降 5.4%、17.3%、7.2%、1.4%

和 10.0%；棉花（籽棉）上涨 5.1%，油料下降

2.9%，蔬菜下降 1.0%，水果下降 14.1%。

3 月份，主要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总体

平稳。其中，籼稻、粳稻价格上涨，小麦、大

豆、玉米价格微降，活牛、活羊、活鸡、鸡蛋价

格小幅下降。生猪价格在连续 6 个月下降

后小幅回升，环比上涨 2.2%。

能源供应总体稳定
能源统计司司长 胡汉舟

一季度，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

进，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发展成效逐步显

现，国内能源生产基本平稳，能源进口稳定

增长，能源供应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在经

济整体回升向好态势下，用能需求上升，能

源消费保持刚性增长，新能源产业快速发

展，能源消费结构持续改善。

一、能源生产供应平稳
一季度，能源生产总体平稳，进口保持

增长，能源供应基础进一步夯实。

原煤生产下降，进口保持增长。一季

度，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 11.1 亿吨，同比

下降 4.1%；日均产量 1215 万吨，仍处于较高

水平。进口煤炭 1.2 亿吨，同比增长 13.9%。

油气生产稳定，进口持续增长。油气勘探

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油气稳产增产成效逐步显

现。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 5348万

吨，同比增长 2.3%；进口 1.4 亿吨，同比增长

0.7%。规模以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632 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5.2%，日均产量 6.9亿立方米，再

创新高；进口3279万吨，同比增长22.8%。

电力供应稳中有增。统筹推动各类电

源稳发增供，电力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升。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2.2 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6.7%。其中，火力发电量

1.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6%；水电、核电、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 0.6 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6.9%。新能源发展迅猛，

截至 2 月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容

量同比增长 40%，风光发电量快速增长，多

元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加快完善。

二、能源消费保持增长，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明显提升

初步测算，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

长 5.2%，增速比 2023 年放缓 0.5 个百分点。

随着国家大力支持非化石能源发展政策逐

步落实，新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用能结构

持续改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初步测

算，煤炭消费比重较上年同期下降 1.1 个百

分点，石油比重下降 0.2 个百分点，天然气比

重上升 0.5 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提高 0.8 个百分点。

服务业分量更加突出
服务业调查中心主任 李锁强

一季度，服务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新

动能新优势加快形成，消费市场活力不断释

放，市场预期持续向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

中分量更加突出。

一、服务业经济稳中向好
服务业“压舱石”作用突出。初步核算，

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174915亿元，同比增长

5.0%。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9.0%，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9个百分点。

企业生产经营稳定向好。1 月至 2 月，

规 模 以 上 服 务 业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2.0%，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2.5%。服务业

吸纳就业能力继续增强。

服务贸易快速增长。1 月至 2 月，我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11910.7 亿元，同比增

长 22.8%。

二、现代服务业引领发展
现代服务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一季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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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0.8%和 5.2%，共拉动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 2.7 个百分点。

服务业新兴领域蓬勃发展。一季度，高技

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7%，其中

电子商务服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

服务业融合化发展不断推进。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产业融合不断深化。

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发展壮大，为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三、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一季度，批发

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6.0%和 7.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4.7%。服务消费优化升级，商品消费规模

扩大。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

长12.7%，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43.3%。

数智化消费转型释放新潜力。消费新

场景活力不断释放。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1.6%，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重为 23.3%。直播电商等新模式

带动快递业务规模持续扩大。

创新供给彰显发展优势。文化底蕴增

添文旅消费新活力，演出活动与旅游资源结

合，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旅游文化品牌不

断涌现。

四、服务业景气回升向好
3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4%，

服务业扩张步伐加快。其中，与企业生产密

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生产经营较为活跃，邮

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

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60.0%以

上高位景气区间。

一季度，服务业经济稳中向好，但同时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服

务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稳固。

工业质量持续提升
工业统计司司长 汤魏巍

一季度，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企业效益

继续改善，工业品出口由降转增，景气水平

和企业预期向好，工业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

升，实现良好开局。

一、工业生产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稳
步推进

工业生产继续加快。一季度，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其中，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6.7%，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9%。

行业和产品增长面扩大。一季度，在工

业 41 个大类行业中，37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

实现增长，增长面达 90.2%。在统计的 619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406 种产品产量实现增

长，增长面为 65.6%。

新质生产力引领转型升级。一季度，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高于全

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

绿色制造推动绿色发展。一季度，新能

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29.2%；绿色能源产品生

产较好，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太阳能电池

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46.4%、20.1%；绿色材料

生产保持高速。

二、企业效益继续改善，工业出口由降
转增

企业利润较快增长。1 月至 2 月，全国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0.2%，利润由

上年全年下降 2.3%转为正增长。分月看，

规上工业企业当月利润自上年 8 月份以来

同比持续增长。从行业看，装备制造业利润

持续改善，是贡献最大的板块。

出口交货值由降转增。一季度，规上工

业出口交货值由上年四季度同比下降 2.2%

转为增长 0.8%。在有出口的 39 个工业大类

行 业 中 ，28 个 行 业 出 口 增 长 ，增 长 面 为

71.8%；在 10 大出口行业中，有 8 个行业出口

增速较上年四季度加快或降幅收窄。

三、企业景气度回升，未来预期向好
小 微 企 业 景 气 指 数 回 升 至 景 气 线 以

上。对 6万余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

景气线以上，为 2022年以来各季度最高。

企业预期向好。经济持续向好的有利

因素不断积聚，企业对未来预期增强。对

10 万余家规上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一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预期指数环

比、同比分别上升 4.4 个、0.3 个点。同时，企

业用工预期提高，投资意愿也有所恢复。

下阶段，要推动制造业大规模设备更新，

实现工业领域技术升级和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切

实提高工业发展质效，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

江西中铁工程装备

有限公司盾构产业化中

心内，技术人员对盾构

机 主 驱 动 进 行 管 路

定位。

李 劼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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