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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6.6%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90030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5%，四季

度增长6.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4734亿元，比上年增长3.5%；第二产
业增加值366001亿元，增长5.8%；第三产业增加值469575亿元，增长7.6%。

◎粮食保持高产
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5789 万吨，比上年下降0.6%，仍是历史高产年，连

续4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

◎工业平稳增长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6.2%，增速缓中趋稳。

◎服务业较快发展
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7.7%，保持较快增长。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

37.0%、10.1%。

◎网上零售占比明显提高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快增长。

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90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23.9%。

◎投资增长缓中趋稳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 亿元，比上年增长5.9%。其

中，民间投资394051亿元，增长8.7%，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05050 亿元，比上年增长9.7%；贸易总量首次超过

3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进出口稳中向好的目标较好实现。
其中，出口164177亿元，增长7.1%；进口140874亿元，增长12.9%。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1%，处于温和上涨区间，低于 3%左右的

预期目标。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61 万人，比上年多增 10 万人，连续6年保持在1300

万人以上，完成全年目标的123.7%。

◎人均收入增长快于人均GDP增速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7%，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6.5%，快于人均GDP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经济转型升级态势持续
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2.2%，比上年提高0.3个

百分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

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9538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530 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 1523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0.94‰；死亡人口 993 万人，

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万人；乡村常

住人口 56401 万人，减少 1260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
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

我国GDP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
2018年比上年增长6.6%

▶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900309亿元，
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
右的预期发展目标。
▶“2018年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同时也要看
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前进中的问
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答记者问

数说2018中国经济“成绩单”

市场普遍预期2019年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加严峻，国际
机构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请问中国2019
年经济走势如何？

2019年，我国经济危中有机、稳中趋进，有基础、有条
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实现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全球经济增长都在回落，我国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是最大的。至于月度乃至季度一些指标可
能会发生波动，这也是正常的，不必过于担心，关键是要看
全年、看走向、看趋势、看潮流。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网络化、政治多极
化、文化多元化多样性仍然是大趋势，统一的共识是多边
主义，和平、发展和合作仍然是全球的潮流。从中国自身
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中国仍然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最大发展中国
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仍然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较大的
发展空间，特别是我们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
盾，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必然会带来发展深
度和广度的开拓，带来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支撑经济
保持中高速增长。

？

？

2018年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创新低，是否意
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会提前消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已经很清晰地表明，2018年中
国不仅人口在正增长，出生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1523
万人，这个数据还是很可观的。至于人口增长率、出生率
有所下降，人口的数据不是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历史上
我们有过人口高峰，现在人口的结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发
生的。所以，不必过度解读。

人口结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变化的。我们的
人口红利仍然存在，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有一些波动，但
这个规模仍然巨大。我国劳动参与率在世界上不算低，9
亿人当中有7亿多在就业，还是有空间。劳动力数量本身
就有很大潜力，我国农民工仍然有2.88亿人，是一支很庞
大的队伍。我们还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人户分离人口
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很大的，下降的原因是有1亿
人已在城市就业，从农民变成市民。现在，随着中西部地
区的发展，外资企业和国内沿海企业更多到中西部投资，
中西部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民
工返乡创业，很多就地就近进入了二三产业，这也是一个
趋势。我们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每年还有800万大学
毕业生，他们对产业升级和人才红利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再加上我们仍然存在人口红利，我们更加重视人才
红利，应该说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的因素没有也不会
改变。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

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季度从前三季度的
78%，降到刚刚发布的76.2%，如何看待这种波动？

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高。全年比
前三季度稍微低点，这一点波动不足以说明有质的变化。
总的看，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结构总体是升级
的。按国际通行指标恩格尔系数衡量，这几年都是下降
的，说明居民消费中非实物性支出在总体上升。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商品消费向高品质方向发展，质量高、
价格不菲的商品也开始更多地进入中高收入家庭。服务
性消费比重是上升的。

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而言，旅游、文化、
卫生等服务性消费还没有纳入进来。尽管这样，2018年仍
然是增长9%，这个速度是不低的。我们正在由高速增长
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所以要转变思维，实现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追求更高质量、更好的效益。顺应消费升级的趋
势来改善生产结构，配合产业结构调整，投资结构也要调
整，为了消费而投资，改善消费的基础设施，这都需要我们
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消费红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