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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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 翟善清

消费市场规模扩大
贸易外经统计司司长 于建勋

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王萍萍

居民收入恢复性增长
住户调查司司长 张 毅

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有捐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以下简称全部投资）100042 亿元，同比增长

4.5%，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同比增长 5.9%。

一、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一 季 度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1.4%，比全部投资高 6.9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8%，比

制造业投资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

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42.7%，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1.8%，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1.0%。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2.7%，比服

务业投资高 11.9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

服务业投资增长 24.6%，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6.9%，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 16.7%。

二、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9%，拉

动全部投资增长 2.4 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

制造业投资增长 13.8%，装备制造业投资增

长 13.4%，原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长 8.6%。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5%，拉动全部

投资增长 1.4 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运输业投

资增长 35.4%，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3.9%。

三、民间投资继续恢复
一 季 度 ，民 间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0.5%。 其

中，民间项目投资（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

资）增长 7.7%。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采矿业民

间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 40.4%、40.1%和

21.9%；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11.9%，增速比

全部制造业投资高 2.0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民

间投资增长 8.1%，增速比全部基础设施投资

高 1.6 个百分点。

四、民生补短板投资增势良好
一季度，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 29.1%，教育投资增长

15.4%，体育投资增长 14.8%。

五、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作用明显
一季度，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

资同比增长 11.7%，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7.2 个

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6.2 个百分点。其

中，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13.5%，增速比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高 1.8 个

百分点。

下阶段，要继续统筹用好政策工具，加

快实施“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加快推

进灾后恢复重建等项目开工建设，扎实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调动民间投资积极

性，多方面拓展有效投资空间，促进投资合

理增长。

一季度，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动扩内需

促消费政策落实落细，市场销售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

一、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县乡市场占比稳
步提升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0327 亿

元，同比增长 4.7%；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04280 亿元，增长 4.6%。扣除价格因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 5.2%。

县乡市场销售持续稳定增长。包含镇区

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40.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

二、服务零售增长较快，出行文旅相关消
费表现突出

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0.0%，高

于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 6.0 个百分点。

居民出行意愿较强，文旅市场供需旺盛，

餐饮、交通、文娱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一季

度，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0.8%；交通出行类、

文体休闲类服务零售额增长较快。从部门数

据看，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场 次 同 比 增 长 72.71%，票 房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6.87%。

三、线上消费保持两位数增长，实体店铺
经营平稳

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1.6%，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3.2 个百分点，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拉动超过 2 个百

分 点 ；其 中 ，吃 类 、穿 类 和 用 类 分 别 增 长

21.1%、12.1%和 9.7%。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

电商新模式快速发展，对线上消费增长的拉

动作用明显。从与网购密切相关的邮政快递

业发展情况看，一季度全国邮政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速预计超过 20%。

线下实体零售店不断推动数字技术与消

费场景融合、提升购物体验，带动商品零售稳

定增长。一季度，限额以上零售业实体店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3%；其中，便利店、专业

店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5.2%和 6.3%。

四、商品销售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需求
持续释放

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从商

品类值看，限额以上单位中九成以上商品类

值零售额实现增长，其中基本生活类商品零

售总体增势良好，烟酒类、粮油食品类、饮料

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2.5%、9.6%和 6.5%。

部分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较快释放。一

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

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4.2%、13.2%。与

居住相关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加快或由负转

正，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零售额分

别增长 5.8%和 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5.3个

和 0.2 个百分点；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增

长 2.4%，上年全年为下降 7.8%。

尽管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也要看

到，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有待进一步提升，部

分商品销售和服务消费恢复较慢，商贸企业

经营景气状况仍待改善。下阶段，要扎实推

进消费品以旧换新释放消费潜能，着力增强

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挖掘消费新增长点，推动

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一季度，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以及稳就业相关政策持续显效，就业形势总

体保持稳定。

一、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一 季 度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均 值 为

5.2%，同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分月看，1 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受冬季农

业、建筑业等行业用工季节性减少影响，失

业率环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2 月份，叠加春

节假期因素，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加之部分

劳 动 者 有 转 换 工 作 的 计 划 ，失 业 率 升 至

5.3%。3 月份，随着节后各行业用工逐步恢

复，求职者陆续找到工作，失业率降至 5.2%，

环比、同比均下降 0.1 个百分点。

二、31 个大城市失业率低于全国
一季度，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5.0%，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均值

0.2个百分点。分月看，1、2、3月份失业率分别

为 4.9%、5.1%和 5.1%，同比分别下降 0.9个、0.6

个和 0.4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大城市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失业率自 2023

年12月以来持续低于全国整体水平，为全国劳

动力市场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农民工就业总体稳定
稳就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减负稳岗扩

就业政策调整优化，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

服务业较快增长。此外，各地区各部门加大

对农民工的就业帮扶，深化劳务协作，鼓励

外出就业、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相结合，农

民工就业总体保持稳定。一季度，外来农业

户籍劳动力（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失业率均

值为 4.7%，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均值 0.5 个百分点。3 月份，受春节后大量外

来人员集中求职等因素影响，外来农业户籍

劳动力失业率达到 5.0%，环比有所上升，但

仍低于上年同月 0.3 个百分点。

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特别

是 3 月份以来，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劳动力市

场活跃度提升，就业人员增加，为就业形势

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下 阶 段 ，随 着 就 业 优 先 战 略 进 一 步 实

施，各项稳就业政策接续落地，劳动力市场

将继续回暖，相关人群就业也将逐步改善，

全国就业形势将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今年以来，宏观组合政策效应不断释

放，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消费领域

价格总体平稳，生产领域价格低位运行。

一、消费领域价格总体平稳
一季度，CPI 与上年同期持平，运行总

体平稳。分月看，1 月份，受上年同期对比

基数较高影响，CPI 同比下降 0.8%；2 月份，

受 春 节 因 素 影 响 CPI 同 比 上 涨 0.7%；3 月

份，节后消费需求季节性回落，加之市场供

应总体充足，CPI 同比涨幅回落至 0.1%。一

季度，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

上涨 0.7%，保持温和上涨。

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服务价格涨幅

扩大。一季度，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1%，涨

幅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分别扩大 0.3 个和

0.1 个百分点。服务中，居民出行需求较旺，

旅游、宾馆住宿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分别

上涨 10.1%、3.5%和 1.8%。

工业消费品价格由降转涨。一季度，工

业消费品价格由上年全年下降 0.8%转为上

涨 0.1%。工业消费品中，受国际油价上行

影响，国内能源价格由上年全年下降 2.6%

转为上涨 0.6%，影响 CPI 上涨约 0.05 个百分

点。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与上年同

期持平。

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一

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3.2%。食品中，鲜

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下降 7.3%和 3.9%，合计

影响 CPI 下降约 0.25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同

比在连续下降 9 个月后，2 月份微涨 0.2%，

3 月份再次下降，一季度平均下降 7.0%，影

响 CPI 下降约 0.09 个百分点。

二、生产领域价格低位运行
一季度，PPI 比上年同期下降 2.7%。分

月看，环比降幅有所收窄，同比降幅有所扩

大。1、2 月份,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PPI

环比均下降 0.2%，3 月份,节后工业生产恢

复，PPI 环比降幅收窄至 0.1%；PPI 同比降幅

由 1 月份的 2.5%扩大至 3 月份的 2.8%。

输入性价格传导影响国内石油、有色

金属相关行业价格上涨。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 业 价 格 同 比 自 1 月 份 起 转 涨 ，涨 幅 由

3.4%逐月扩大至 3 月份的 6.3%，一季度平

均上涨 4.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连续 3 个月环比上涨，一季度同比平

均上涨 0.4%。

工业生产供给充裕叠加需求恢复相对

不足，部分行业价格下行。煤炭供给充足，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价 格 月 度 同 比 降 幅 在

14.7% 至 16.0% 之 间 ，一 季 度 平 均 下 降

15.3%。房地产市场缓慢修复，钢材、水泥等

行业价格偏弱运行。

部分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价格

上涨。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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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价格上

涨 0.8%。部分消费品制造业价格同比继续

上涨。

一季度，经济运行回升向好，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延续恢复性增长，居民

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一、居民收入持续恢复增长，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一 季 度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1539 元，名义增长 6.2%，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6.2%，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上

年同期 1.1 个和 2.4 个百分点。考虑到上年

同期基数较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

均实际增速为 4.9%。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5.3%，实际增长

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7.6%，实际增长 7.7%。农村居民收入名义

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 2.3 个和 2.4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

2.35 降至 2.30。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是

支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季度，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6585 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6.8%；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1959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6.8%。

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持续增长。

一季度，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2007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4.8%；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988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

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较快，服务性消

费比重上升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299

元，名义增长 8.3%，实际增长 8.3%，较上年

同期增速分别加快 2.9 个和 4.3 个百分点。

与居民收入相比，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和

实际增速均快于人均可支配收入 2.1 个百

分点。

食品烟酒、衣着、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

乐、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较快。从消费

支出结构看，食品烟酒支出增长 10.6%。衣

着 支 出 增 长 12.4% 。 交 通 通 信 支 出 增 长

14.8%。旅游、演出、展览等文化娱乐消费需

求持续释放，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26.3%，带

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13.4%。受旅馆

住宿支出增长较快带动，其他用品及服务支

出增长 21.7%。

服务性消费支出保持较快增长。一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3162 元，

同比增长 12.7%，比居民消费支出快 4.4 个

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

为 43.3%，比上年同期上升 1.6 个百分点。

同时也要看到，一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

增长仍存在部分“低基期”效应，居民收入增

长的基础仍需加固，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仍

有待提升。下阶段，要持续做好稳就业工

作，强化居民增收举措，推动居民收入和消

费继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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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

村古村落风景如画，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许家栋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