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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一季报”16 日新鲜出炉。GDP 同
比增 1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33.9%，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29.2%……多个指标呈两
位数增长且新动能尽显，印证了我国经济持续复
苏态势，实现“十四五”发展稳健开局。

这份开局季的“成绩单”意义非凡。多个两
位数增长，尽管有去年低基数的因素，但综合环
比和两年平均增速考虑，依然能体会到我国不断
积蓄的复苏力量。《华尔街日报》称，这一创纪录
的增速，反映出受疫情冲击的中国经济已经复苏
且保持增长势头。

当前的“稳”为下一步的“进”打下基础。3
月当月餐饮收入首次高于 2019 年同期，恢复到
疫情前水平；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77.2%，是 2013 年以来同期最高值；一季度新能
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
增长 3.1 倍、1.1 倍、73.6%……透过一系列数据，
能真切感受到我们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供给
质量持续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这也为下一
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良好
基础。

稳健开局，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也是我们主动作为、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结果。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放管
服”改革继续深化，减税降费力度不减，主动为企
业纾困，帮助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并增强其获得
感，这一切都为中国经济稳健前行提供了支撑与
力量。

成绩喜人，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宏观数据表
现好，企业感受怎么样？同比增速高，环比表现
又如何？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际环境增
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恢复不平衡、基础
不牢固，部分服务业、小微企业增长仍然偏慢，结
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坚定信
心，正视困难，扎实办好自己的事。

稳健开局，需要珍惜，更需趁势前行。当前
稳增长压力不如往年，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时间
窗口。我们更应抓住契机，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经济可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
展打下基础，以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的精神奋力
前行，努力谱写中国经济
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稳健开局
更需趁势前行

国家统计局 16日发布一季度国民经
济“成绩单”，GDP同比增长 18.3%，环比增
长 0.6%，中国经济稳步复苏。

“新华视点”记者从这份“成绩单”和
多个领域近期公布的“春季报”梳理出重
要经济数据，由此观察“十四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的发展脉动。

【数据1】GDP：同比增长18.3%，两年
平均增长5.0%，稳！

初步核算，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249310 亿元，同比增长 18.3%，环比增长
0.6%，相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10.3%，两
年平均增长 5.0%。

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需要全面客观冷
静看待：

——去年一季度我国 GDP 同比下滑
6.8%，客观上为今年设定了低基数。

——今年就地过年情况普遍，带来工
作日增加，为经济增长带来不具可比性的
动力。

总体来看，一季度与去年四季度相
比，仍然增长 0.6%，两年平均增长 5.0%。
这说明，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拓展，经济呈现稳
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可以说开局良
好。

【数据2】就业：城镇新增就业297万
人，总量压力、结构压力同时存在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297 万
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5.4%，比去年
同期下降 0.4 个百分点。3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 2 月份下降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6 个百分
点。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但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就业的结构性
矛盾也有所显现，就业的总量压力、结构
压力同时存在。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随着经济持续恢复，我们要继续强化就业
优先的政策，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
扶，通过保障就业服务，拓展市场化、社会
化的就业渠道，逐步解决就业领域面临的
问题。

【数据3】财税金融：“钱袋子”回暖，支
持实体经济政策“不急转弯”

前 2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805亿元，同比增长 18.7%，财政收入呈
现恢复性增长，运行更趋稳健。

今年以来，多项阶段性税费政策适当
延长执行期限，继续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政策“不急转弯”。与此同时，金融对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不减。一季度，新增贷款
7.67 万亿元，同比多增 5741 亿元。其中，
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企（事）业单位贷
款增加 5.35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
峰表示，一季度我国贷款总量平稳合理，
保持了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稳定性、
可持续性。更为难得的是，我国一直实施
正常的货币政策，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
过度刺激。

【数据4】投资：稳步恢复，高技术产业
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95994亿元，同比增长 25.6%，两年平均
增长 2.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37.3%，
两年平均增长 9.9%。社会领域投资一季
度增长 31.7%，两年平均增长 9.6%。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了 29.8%，两
年平均下降 2%。在刘爱华看来，这意味
着目前制造业投资水平相当于疫情前的
96%左右，制造业投资还没有恢复到疫情
前的水平。随着经济整体恢复不断推进、
企业效益不断好转，企业信心会慢慢增
强，制造业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

【数据5】外贸：跟前三年相比均增长超
过20%，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 8.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29.2%，跟 2018年、2019年同期相比，
则分别增长 25.3%和 20.5%。从环比看，3
月当月我国进出口增幅达到 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
究院教授庄芮说，我国外贸稳健持续复
苏，既得益于全球贸易回稳，也助力全球
贸易复苏。要看到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较多，仍面临海运运

价高位徘徊、运力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难题，推动外贸稳中提质依然任重道
远。

【数据6】外资：同比增长近四成，保持
全球投资“引力场”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 10263家，同比增长 47.8%；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 3024.7 亿元，同比增长
39.9%。与 2019年同期相比，两项增速分
别为 6.7%和 24.8%。

可以说，外资数据一如既往地亮眼。
2020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几近“腰
斩”，中国吸收外资却逆势增长 4%，一跃
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一季度的表
现足以证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非但没
有减弱，而且在持续增强。随着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一再“瘦身”、双边和多边投资协
定持续推进，今年我国吸引外资有望持续
向好。

【数据7】收入：同比增长13.7%，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更快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30元，同比名义增长 13.7%，两年平均名
义 增 长 7.0%；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同 比 增 长
13.7%，两年平均增长 4.5%。

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名 义 增 长 12.4% 、19.5% 、
17.0%、10.7%，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我国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值 2.43，比上年同期缩小 0.09，
差距继续缩小。增速方面，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16.3%，高于城镇居
民的 12.2%。总体看，我国居民收入延续
了去年同期以来逐季走高的趋势，保持稳
定恢复性增长。

【数据8】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33.9%，消费市场进一步复苏

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221亿元，同比增长 33.9%，两年平均增
长 4.2%。其中，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5484 亿元，同比增长 34.2%，比 1 至 2
月份加快 0.4个百分点。全国网上零售额
28093亿元，同比增长 29.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表示，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居民收
入增加、扩内需政策效应释放等因素推动
了一季度消费市场的快速恢复，前期受到
制约的住宿、餐饮等线下消费正逐步改
善。下一步，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
体、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政策持
续显效，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恢复，居民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有望持续
复苏。

【数据9】物价：CPI同比持平，全年有
望保持在温和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持平。其中，3 月份由上月的同比下降
0.2%转为上涨 0.4%，涨势比较温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杨志勇认为，CPI同比持平，是经济较为
健康的表现。3月份CPI温和上涨，主要受
汽油柴油价格上涨带动，但我国工业产业
体系完整，生产能力充足，宏观调控有力，
工业消费品不存在大幅上涨的基础。食品
价格领域，生猪生产持续恢复，猪肉价格连
续下降。全年来看，CPI上涨压力不大，有
望继续平稳，保持在温和的区间。

【数据10】房地产：商品房销售额同比
增长88.5%，坚持“房住不炒”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5.6%，两年平均增长 7.6%。全国商品房
销 售 面 积 36007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63.8%，两年平均增长 9.9%；商品房销售额
38378亿元，同比增长 88.5%，两年平均增
长 19.1%。

针对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升温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约谈了广州、合
肥、宁波、东莞、南通等 5个城市政府负责
人，要求牢牢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
经济的手段。

中指研究院院长莫天全表示，在坚持
“房住不炒”的定位下，各地房地产调控将
更加趋向目标精准、措施有力，以实现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18.3%！

一季度“成绩单”公布，关键数据释放出哪些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