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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5143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

一、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
伐加快

2024 年，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9.2%，

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6.0 个百分点。其中，消

费品制造业投资增长 14.7%，装备制造业投

资 增 长 9.0% ，原 材 料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长

7.6%。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8.0%，增速高

于全部投资 4.8 个百分点。

二、“两重”建设全面推进，基础设施投
资增速回升

2024 年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比 上 年 增 长

4.4%，比全部投资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水

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41.7%，航空运输业投资

增长 20.7%，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

14.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3.5%。

三、高技术产业投资稳定增长，新动能
加快培育

2024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8.0%，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4.8 个百分点。

2024 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

长 7.0%。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投资增长 39.5%,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投资增长 7.1%。

2024 年，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比上年增

长 10.2%。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30.3%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服 务 业 投 资 增 长

11.4%，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0.3%。

四、设备购置投资带动作用增强，大项
目投资拉动作用明显

2024 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比上年

增长 15.7%，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12.5 个百分

点；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67.6%，拉

动全部投资增长 2.2 个百分点。

2024 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

投资比上年增长 7.0%；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3.8 个百分点。

五、民间项目投资平稳增长，制造业民
间投资支撑作用凸显

2024 年，民间项目投资（扣除房地产开

发民间投资）比上年增长 6.0%。分行业看，

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 10.8%，拉动民间项目

投资增长 5.3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民间投资

增长 5.8%，拉动民间项目投资增长 0.7 个百

分点。

六、绿色能源投资快速增长，节能降碳
大力推进

2024 年，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 应 业 投 资 比 上 年 增 长 23.9%，对 全 部 投

资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45.9%，拉 动 全 部 投 资

增长 1.5 个百分点。其中，太阳能发电、风

力发电、核力发电、水力发电投资合计增

长 29.3%。

2024 年，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发

力显效，消费市场在新业态新热点带动下

实现平稳增长。

一、市场销售稳中向好，城乡市场共
同壮大

202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78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 4211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 66729 亿元，增长 4.3%，乡村

市场销售增速持续高于城镇。

二 、 服 务 零 售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 出 游
类、信息类消费增势良好

2024 年，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6.2%，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0 个百分点。

随着居民出游意愿增强，旅游市场持

续 升 温 ， 交 通 、 旅 游 等 相 关 消 费 增 势 较

好，交通出行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

类 零 售 额 较 快 增 长 。 数 字 娱 乐 、 在 线 教

育、直播及短视频购物等新型消费蓬勃发

展，带动信息类服务消费快速增长，通讯

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

三、绿色升级类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向好

2024 年 ，商 品 零 售 额 比 上 年 增 长

3.2%。升级类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通

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1%、9.9%。以

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绿色

商品成为消费新热点，高能效等级家电、智

能家电销售实现较快增长。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措施落地见效

带动下，自 2024 年 9 月份开始，相关商品

销售向好，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零售额连续 4 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汽车类、家具类零售额增速由负转正。

四、电商新模式拉动线上消费快速增
长，实体零售稳定恢复

2024 年，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7.2%；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6.5%，增速

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 个百分点。直

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电商新模式持续拓展，

带动线上消费增长作用明显。

2024 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实体店商品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9%。其中，传统超市

业态通过不断优化经营手段与内容，经营持

续稳定恢复，零售额增长 2.7%，增速比 1 月

份至 11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

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2024

年我国出生人口增加，人口总量降幅收窄，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人口素质持续提升。

一、出生人口回升，人口总量降幅有所
收窄

2024 年，全国出生人口为 954 万人，比

2023 年增加 52 万人，自 2017 年以来首次回

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障进

一步完善，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对降低

死亡人口起到关键作用，2024 年全年死亡人

口为 1093万人，比上年减少 17万人。2024年

末全国人口为 140828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39万人，减少幅度比上年收窄69万人。

二 、城 镇 人 口 增 加 ，城 镇 化 水 平 稳 步
提高

受国民经济稳步回升、人口迁移流动活

跃等因素影响，城镇人口继续增加。2024 年

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94350万人，比 2023

年末增加 1083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 46478

万人，减少 122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00%，比 2023 年末提高 0.84 个百分点。随

着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群的发展，我国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空间布

局优化，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

三、人口年龄结构基本稳定，劳动力资

源依然丰富
2024 年 末 ，全 国 0 岁 至 15 岁 人 口 为

23999 万人，占 17.1%；16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

人口为 85798 万人，占 60.9%；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为 31031 万人，占 22.0%，其中 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为 22023 万人，占 15.6%。我

国 16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超过 8 亿人，

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虽继

续加深，但老年人口中 60 岁至 64 岁所占比

重较高，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为深化养老服

务改革发展，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人
口素质持续提升

随 着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体 制 机

制一体化推进，新进入劳动年龄

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我

国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继续上升。2024 年，16 岁

至 59 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达 11.21 年 ，比

2023 年提高 0.16 年。人才发

展红利加快释放，为高质量

发 展 和 现 代 化 建 设 提 供 基

础性支撑。

2024 年，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就业总体

稳定，居民收入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

消费支出稳定增长。

一、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城乡居民收入
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2024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131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5.1%。增速较前三季度略

有回升，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比前三季度快

0.1 个和 0.2 个百分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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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2024 年，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较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

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23327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5.8%。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分别增长 5.0%和 6.9%。

经营净收入增长较快。2024 年，全国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6908 元，比上年增长

5.6%。其中居民人均三产经营净收入增长

9.3%。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

经营净收入分别增长 5.8%和 5.6%。

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继续增长。

2024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转 移 净 收 入 7644

元，比上年增长 5.3%，与全国居民收入增速

持 平 ；居 民 人 均 养 老 金 或 离 退 休 金 增 长

7.2%；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3435 元，

增长 2.2%。

（三）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188 元，比

上年名义增长 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4.4%；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3119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6.6%，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6.3%。

二、居民消费支出稳定增长，服务性消
费支出增长较快

（一）居民消费支出稳定增长

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227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5.1%。居民平均消费率为 68.3%，

与上年持平。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34557 元，实际增速 4.5%；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19280 元，实际增长 5.8%。

食品烟酒支出比上年增长 5.4%；居民

饮食服务支出增长 10.5%；交通通信支出增

长 8.9%；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9.8%；医疗

保健、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分别增长 3.6%、2.8%、2.8%、1.4%。

（二）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13016 元，比上年增长 7.4%；占居民消费支出

比重为 46.1%，比上年上升 0.9个百分点。

2024 年，消费领域价格基本稳定，生产

领域价格低位回升。

一、消费领域价格基本稳定
CPI 同比总体平稳。2024 年，国内消费

市场供给总体充裕，CPI 上涨 0.2%，涨幅与

上年相同。

食品价格降幅扩大。2024 年，食品价

格 下 降 0.6%，降 幅 比 上 年 扩 大 0.3 个 百 分

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11 个百分点，是拉低

CPI 涨幅的主要因素。

能源价格略有下降。2024 年，能源价

格下降 0.1%，降幅比上年收窄 2.5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01

个百分点。

核 心 CPI 涨 幅 高 于

CPI。 2024 年 ，扣 除 食 品

和 能 源 价 格 的 核 心 CPI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绝

大 多 数 月 份 同 比 涨 幅

在 0.3% 至 0.7% 之 间 ，

全年平均上涨 0.5%，

影响 CPI 上涨约 0.35

个百分点。

二、生产领域价
格低位回升

PPI 同比降幅收

窄 。 2024 年 ，PPI 下

降 2.2%，降幅比上年收窄 0.8 个百分点。分

月看，1 月份至 7 月份，PPI同比降幅由 1 月份

的 2.5%波动收窄至 7 月份的 0.8%。8 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7%，降幅有所扩大。自 9 月

份起，随着宏观政策特别是一揽子增量政策

落地实施，国内工业品需求逐步恢复，PPI 环

比降势明显趋缓，11月份 PPI环比止降转涨。

能 源 和 原 材 料 相 关 行 业 价 格 走 低 。

2024 年，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 价 格 全 年 降 幅 分 别 为 4.3% 、4.1% 和

0.4%。钢材、水泥等工业品有效需求不足，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价格分别下降 6.4%、6.3%。

部分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价格

下行。2024 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锂

离子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通用

设 备 制 造 业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28.4% 、12.5% 、

4.3%、0.9%；通信设备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

造、计算机制造、纺织业价格全年降幅在

0.5%至 2.3%之间。

产业转型升级对 PPI 产生一定的拉升

作用。2024 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一些

高技术产品性能提升，价格上涨，其中航空

相关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4.0%，飞机制造价

格上涨 3.8%，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价

格上涨 3.2%，雷达设备价格上涨 0.9%。

2024 年，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的就

业带动力不断提高，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一、调查失业率稳中有降，大城市就业
状况继续改善

2024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为 5.1% ，较 上 年 下 降 0.1 个 百 分 点 ，低 于

5.5%左右的预期目标。总体看，各月失业率

保持在 5.0%至 5.3%之间，走势较为平稳，除

部分月份季节性上升外，多数月份处于较低

水平。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较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大城市人

口集中，经济活力足，就业机会多，上半年各

月失业率位于 4.9%至 5.1%之间，明显低于

全国城镇整体水平。

二、就业优先政策发力显效，重点群体
就业总体稳定

2024 年，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

业率平均值为 4.6%，较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

点。分月看，3 月份受春节后大量外来人员

集中求职影响，7 月份受暑期天气炎热、部

分户外工作岗位减少等因素影响，失业率有

所升高，随后即回落，其余月份总体平稳。

上半年，不含在校生的 16 岁至 24 岁、

25 岁至 29 岁劳动力失业率较为平稳；7 月

份、8 月份，受毕业季应届毕业生集中离校

求职影响，失业率有所走高；9 月份以来，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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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降低。

三、部分服务行业吸纳就业增加，制造
业就业年末明显回升

2024 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部分

服务行业用工需求较为活跃。与此同时，受

年底订单增加、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带动等因素影响，相关企业生产

经营活跃度提升，年末制造业就业人员出现

明显回升，有力支撑了就业大局稳定。

全年来看，在一系列存量和增量政策带

动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看到，当

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部分行业和企业

仍存在不少困难，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

大，相关群体就业仍面临一定压力。下阶

段，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稳

步推进，各项就业政策持续发力，稳就业的

积极因素不断积累，我国就业形势有望继续

保持稳定。

临近春节临近春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的超市超市，，市民在选购年货市民在选购年货。。

史传鸿史传鸿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中 国 经 济 运 行 稳 中 有 进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 2024年主要经济数据（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