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步平稳 向新向好
——聚焦前2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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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2个月我国主要经济指标表
现如何？实现一季度经济良好开局、实
现全年预期目标有哪些有利条件？

在17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了1至2月份国
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经济运行起步平稳

今年以来，随着各项宏观政策继续
发力显效，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上年四季
度以来的回升态势，起步平稳。

从生产端看，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上年全
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工业增长支撑
作用明显。

服务业增势较好，现代服务业较快
增长。1至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5.6%，比上年全年加快0.4个百
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分别增长9.3%和8.8%。

从需求端看，市场销售增长加快，以
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较好。1至2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731亿元，同比增
长4%，比上年全年加快0.5个百分点。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显效，限额以上
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
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
分别增长26.2%、21.8%、11.7%、10.9%。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1至2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2619
亿元，同比增长4.1%，比上年全年加快
0.9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

从就业看，尽管受春节因素影响，月
度间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波动，但就业
基本盘保持总体稳定。1至2月份，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与上年
同期基本持平。

付凌晖说，前两个月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是在外部不利影响加深、上年同期
基数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非常不容易，
显示出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发展态势向新向好

在外部不利影响加深的背景下，我
国经济不仅保持了总体平稳，发展新动
能也在逐步壮大。付凌晖说，从前两个
月情况看，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产
业发展向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持续壮
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取得新进展。

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比上年全年
加快0.2个百分点。国产人工智能大模
型异军突起，“人工智能+”等创新产品跑
出加速度，带动高端制造快速发展。1至
2月份，集成电路圆片、工业机器人、动车
组、民用无人机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同比
分别增长19.6%、27%、64%、91.5%。

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从行业
看，前两个月，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1%，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3%。从
产品看，3D打印设备、虚拟现实设备等
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0.2%、37.7%。
5G规模化应用持续推进，春节期间5G移
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35%，占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的比
重达到60.9%。

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稳健。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风
力、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0.4%和
27.4%，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
电池、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
的产量分别增长47.7%、35.4%、51.5%。
前两个月，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0%，快于全部投资5.9个百分点。

一季度经济运行有望保持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

展望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付凌晖
说，尽管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加剧，国内需求偏弱，部分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但我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
富人力人才资源优势明显，有需求升级、
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广阔增量空间，存
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续显效，一季度经
济运行有望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
发展态势。”他说。

今年前两个月，生产供给稳定增长、
消费投资稳中有升，主要指标增速多数
快于上年全年，为一季度经济开局奠定

了较好基础。“两重”“两新”政策力度加
大，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各地区各部门
相继推出促消费、惠民生“组合拳”，加大
稳投资工作力度，强化项目、资金等要素
保障，国内需求有望逐步扩大。

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楼市
股市出现积极变化。前两个月，房地产
市场继续呈现回稳态势，沪深两市成交
量、成交金额保持较快增长。经营主体
预期继续改善，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明显上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
续处于景气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5%左右
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全年情况看，
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具有较多有
利条件。”付凌晖说，我国产业基础坚实，
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市场需求空间广
阔，消费投资潜力释放有基础；改革开放
全面深化，将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和动
力；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助力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此外，今年是“十四五”规
划收官之年，各方面将聚焦重点任务、
加大工作力度，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更
多支撑。

付凌晖说，实现5%左右的预期经济
增长，绝非轻而易举，需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下阶段，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抓住当前经济回升的时机，加力
落实好各项宏观政策，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大力培育壮大新
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四川亮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绩单”
3月17日，四川省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2024年四川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2024年四川GDP为64697.0亿元，全省民
营经营主体达到893.3万户，在川落户世
界500强企业达到385家。

2024年四川GDP为64697.0亿元

统计公报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
（GDP）统一核算初步结果，2024年四川
省地区生产总值64697.0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7%。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5619.9亿元，增长2.5%；第二产
业增加值22816.9亿元，增长5.6%；第三
产业增加值36260.2亿元，增长6.3%。三
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4%、35.1%和60.5%。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为77333元，增长5.7%。

此外，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持
平，其中食品烟酒类上涨0.2%，居住类持
平，教育文化娱乐类上涨1.4%，医疗保健
类上涨0.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
年下降2.1%，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2.6%，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8%；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2.7%。

全省民营经营主体达到893.3万户

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36461.1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4%，按不
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5452.8 亿元，增长
2.4%；第二产业增加值12897.9亿元，增
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18110.4亿元，
增长7.0%。

年末全省民营经营主体达到893.3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9%，占经营主体总
量的97.1%，其中，私营企业实有数量达

到252.0万户，增长3.2%。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140户

工业和建筑业全年工业增加值
17884.0亿元，比上年增长6.1%，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30.1%。年末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9140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6.6%。在规模以上工业中，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5.4%，重工业增加值增长7.1%，轻重
工业增加值之比为28：72。分经济类型
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6.4%；股份制企业
增长7.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3.2%。分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41个行业
大类中有34个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增长18.8%，汽车制造业增长9.5%，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7.8%，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7.3%，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6%，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3%。

全年快递业务量完成47.3亿件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10.0亿人次，比
上年增长8.9%。旅客运输周转量2213.5
亿人公里，增长17.1%。年末全省民用汽
车拥有量1623.2万辆，比上年末增加80.7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1441.1万辆，
增加78.0万辆。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572.2亿标准量，比上年增长21.8%。邮
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2564.8万
件，包裹业务113.5万件，快递业务量47.3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379.8亿元。全年完
成电信业务总量1010.7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年末移动电话基站数67.5万个，
其中4G基站39.9万个，5G基站21.6万个。

在川落户世界500强达到385家

对外经济方面，全年全省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机构）906家；外商直接投资26.1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5.2%。截至年末，
在川落户世界500强企业达到385家。已

获批准在川设立领事机构的国家达23
个。全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81.6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7.9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16.0%。新增境外投资企业114家，现有
备案境外投资企业共1020家。全年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额10457.2亿元，比上年增
长9.4%。其中，出口额6177.7亿元，增长
2.4%；进口额4279.5亿元，增长21.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3项

年末共有国有博物馆253个，文物保
护管理机构16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6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214处；世
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1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3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32项。全年
出版地方报纸65种，出版量87420.0万
份；出版期刊356种，出版量4453.9万册；
出版图书15001种，出版量45438.0万
册；录像制品33种，电子出版物208种。
年末全省电影院931家，电影银幕5489
块；全年电影院线观众6051万人次，票房
收入24亿元。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364万人

人口方面，根据2024年全国人口变
动情况抽样调查资料测算，全年全省常
住人口出生人口53.6万人，人口出生率
6.41‰；死亡人口78.9万人，人口死亡率
9.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02‰。年
末全省常住人口8364万人，比上年末减
少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026.8万人，乡
村人口3337.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0.10%，比上年末提高0.61个百分点。
年末全省户籍人口9060.5万人，比上年
末减少10.9万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2020~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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