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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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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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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系统落实宏观调控各项政

策，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发行使用，进一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

用，促进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前三季度，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78978 亿元，

同比增长 3.4%；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同比增

长 5.2%。

一、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
新动能不断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转型

升级持续推进，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2%，增速

比 1 月份至 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比全部

投资高 5.8 个百分点。

二、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随着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新质

生产力发展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

较快增长。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10%，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6.6 个百分点，

连续 7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三、设备购置投资引领全部投资增长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

备工器具购置投资较快增长。前三季度，设

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6.4%，增速高

于全部投资 13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

的贡献率为 61.6%。

四、民生领域投资稳定增长
今年以来，各地区聚焦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需要，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民生领域投

资稳定增长。前三季度，水利管理业投资同

比增长 37.1%，增速比 1 月份至 8 月份加快

4.5 个 百 分 点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投 资 增 长

35.6%，增速加快 1.1 个百分点。

五、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收窄
在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政策措施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开发、销

售指标有所改善。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下降 10.1%，降幅比 1 月份至 8 月

份收窄 0.1 个百分点。

六、民间项目投资增速小幅加快
随着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

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民间投资积极性被持

续激发。前三季度，民间项目投资（扣除房

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4%，增速比

1 月份至 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

七、大项目投资继续发挥有力支撑作用
前三季度，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

投资同比增长 7.1%，增速比 1 月份至 8 月份

加快 0.1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 3.7 个百分

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9 个百分点，比 1 月

份至 8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

下阶段，要统筹扩大有效投资增量政策

和存量政策，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

方政府专项债，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加大“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的推进

力度，持续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

全能力建设；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加

快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和鼓励民

间投资健康发展，促进投资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动一系列

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市场总体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

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线上消费较快增长，

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一、市场销售平稳增长，乡村市场销售快
于城镇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3564

亿元，同比增长 3.3%。分季度看，三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增速比二

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分城乡市场看，前

三季度，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5869 亿元，同

比增长 3.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7695亿元，

增长 4.4%，增速快于城镇 1.2个百分点。

二、多数商品类值保持增长，以旧换新
相关商品销售向好

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中七成以上商

品类值零售额同比增长，基本生活类和部分

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较好。升级类商品中，

通信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

别增长 11.9%和 9.7%。基本生活类商品中，

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分

别增长 9.9%、4.5%、6.8%。

9 月份，各地细化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

加力措施，带动汽车、家电等相关商品销售

表现趋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零售额同

比增长 0.4%，扭转了连续 6个月下降的态势；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20.5%，

增速比上月加快 17.1个百分点。

三、电商新模式拉动线上消费快速增
长，实体店铺经营总体稳定增长

前三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 7.9%，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7%，比 1 月份至 8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

商贸实体店铺在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

费体验上持续发力，多数业态经营稳定恢

复。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便利店、专业

店、超市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4.7%、4%、2.4%。

四、服务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出行
类消费较快增长

今年以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

地，消费场景和业态不断创新，市场活力逐

步增强，激发服务消费需求有效释放。前三

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7%，增速高于

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

文旅市场持续活跃，带动餐饮、文娱等

相关消费较快增长。前三季度，餐饮收入同

比增长 6.2%，交通出行类、文体休闲类服务

消费增速持续高于服务消费总体增速。三

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场次同比增长 16.3%，票房收入增长 41.1%。

尽管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也

要看到，部分商品销售仍旧低迷，居民消费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下阶段，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促

消费政策效应释放消费潜能，着力增强居民

消费能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消

费市场持续恢复向好。

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
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王萍萍

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推进稳预期、

稳增长、稳就业政策落实，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国

民经济运行平稳，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

一、月度失业率走势平稳
1 月份至 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 5.1%，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各月失业率保持在 5%至 5.3%之间，

波动幅度为 0.3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减少 0.3

个百分点，月度失业率走势较为平稳。

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与上年同期持平。从各月看，7 月份、8 月

份受毕业季以及暑期天气炎热部分户外工作

岗位减少等因素影响，失业率环比有所上升，

其中 7月份为 5.2%，环比上升 0.2个百分点，8月

份为 5.3%，环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9 月份，随

着季节性影响减弱，失业率回落至 5.1%，环比

下降 0.2 个百分点。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1 月份至 9 月

份均值为 5.1%，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相同，比

上年同期下降 0.4 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总体稳定

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

农民工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月份至 9月份，城

镇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平均值为 4.7%，

同比下降 0.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三季度城镇

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规模环比、同比均有所增

加，特别是农民工就业相对集中的服务业相关

行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带动农民工就业向好。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地

区各部门通过整合优化吸纳就业补贴和扩岗

补助，延续实施国有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增

人增资，强化供需对接和重点帮扶等政策措

施，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毕业生就

业状况基本稳定。7 月份、8 月份，高校毕业生

集中离校求职，青年失业率季节性上升；9 月

份，随着 2024 届毕业生工作逐步落实，不含在

校生的 16 岁至 24 岁、25 岁至 29 岁劳动力失业

率环比均明显下降。下阶段，随着更多毕业生

落实并走上工作岗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有

望进一步改善。

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仍需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成效，服务业及城

镇就业人员同比保持增长，为就业形势稳定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当前就业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仍面

临一定压力。下阶段，要继续深入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不断增强劳动者

的获得感，有效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

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
住户调查司司长 张 毅

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

稳，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一、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前 三 季 度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0941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2%，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4.9%。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41183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

增 长 4.5%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4.2% ；

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740 元，比上年

同期名义增长 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6.3%。

前三季度，工业稳定增长，服务业持续恢

复，居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 1769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7%。前

三季度，居民节假日和暑期旅游出行、文化娱

乐活动需求旺盛，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文

化体育娱乐业等行业经营形势良好，居民人均

经营净收入 4939 元，增长 6.4%。

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保持增长。前

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5721 元，增

长 4.9%。受养老金人数增加和基础养老金标

准上调带动，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长 8.1%。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财产

净收入 258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

二、居民消费支出稳定增长，服务性消费
支出占比上升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631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6%；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5.3%。居民消费增速继续快于

收入，前三季度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名义增速和

实际增速均快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0.4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为 66.7%，比

上年同期上升 0.3 个百分点。

从消费支出结构看，食品烟酒、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增长较快。前

三季度，节假日及暑期外出旅游就餐等消费活

跃，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增长 7.1%，居民饮食服

务支出增长 14.4%。文旅市场需求旺盛，带动

交通出行、文化娱乐等相关支出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随着服务消费场景活跃，服务

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实现

较快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9694 元，同比增长 7.6%。居民服务性消费支

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 47%，比上年同期上

升 0.9 个百分点。

同时也要看到，居民增收仍存在一定压

力，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有待进一步提

升。下阶段，要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强化居

民增收举措，推动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

保障居民收入和消费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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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消费领域价格

波动回升，生产领域价格低位运行。

一、消费领域价格总体波动回升
前三季度，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3%，涨

幅比上半年扩大 0.2 个百分点。分月看，CPI

同比总体呈前低后高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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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因素影响 CPI 同比上涨 0.7%；3 月份

至 6 月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CPI 同比

涨幅在 0.1%至 0.3%之间；7 月份至 8 月份，受

暑期出行增加和高温多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同

比涨幅分别扩大至 0.5%和 0.6%；9 月份，受上

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CPI 同比涨幅有所

回落，上涨 0.4%。

食品价格降幅收窄。前三季度，食品价格

同比下降 1.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1.5 个百分

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21 个百分点，仍是拉低

CPI 涨幅的主要因素。

非食品价格有所上涨。前三季度，非食品

价格同比上涨 0.6%，影响 CPI 上涨约 0.48 个百

分点。能源价格前高后低，平均上涨 1.1%。

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较为稳定，前三季

度平均与上年同期持平。

二、生产领域价格低位运行
前三季度，PPI 比上年同期下降 2%，降幅

比上半年收窄0.1个百分点。分月看，1月份至4月

份，受国内工业生产淡季、部分行业需求阶段

性回落等因素影响，PPI 环比连续 4 个月下降，

同 比 降 幅 在 2.5%至 2.8%之 间 ；5 月 份 至 7 月

份，生产持续恢复，PPI 同比降幅由 1.4%逐月

收窄至 0.8%；8 月份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

行，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偏弱，PPI同比降幅再次

扩大，9月份下降 2.8%。

市场供需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下行。

前三季度，全国煤炭生产保持稳定，煤炭进口

持续增长，市场供给充足，非电用煤需求释放

有限，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同比下降 8.7%。

上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上涨态

势。前三季度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同比

上涨 3.5%，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上涨 0.2%，

涨幅比上半年分别回落 3.2 个、1 个百分点。

部分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价格上

涨。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以及大规模设备更

新政策逐步落地，部分装备制造业价格同比上

涨，前三季度，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价格上

涨 4.2%，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2.8%。促消费扩内需等政策逐步显效，部分消

费品制造业价格同比继续上涨。

消费领域价格波动回升
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王有捐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扎 实 推 进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