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0年末，我国粮食生产已

实现“十七连丰”。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949万吨，比

上年增长0.9%，增产565万吨。宁吉■

称，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

高，持续居世界第一位。

其中，夏粮产量14286万吨，增长

0.9%；早稻产量2729万吨，增长3.9%；

秋粮产量49934万吨，增长0.7%；分品

种看，稻谷产量21186万吨，增长1.1%；

小麦产量13425万吨，增长0.5%；玉米

产量26067万吨，持平略减；大豆产量

1960万吨，增长8.3%。

“我国粮食自足有余。从年内疫情也

可看出，粮食问题是国家重中之重，疫情

之下，农业愈加凸显其战略性地位。”南

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孙文

华指出，当前海外疫情尚未稳定，我国一

方面需引导粮食种植户的生产积极性，

也要确保耕地红线，抓住粮食生产的主动

性，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值得关注的还有，经历了2018年

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生猪存

栏量逐步恢复，其他肉类替代品产量

齐升。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639万吨，

比上年下降0.1%。2020年末，生猪存

栏、能繁殖母猪存栏比上年末分别增

长31.0%、35.1%。

宁吉■指出，经过大半年的努力，

到四季度，生猪存栏、出栏都得到明显

改善。同时，猪肉进口量加大，保障了

国内供应，使得猪肉价格四季度明显

回落。猪肉价格去年年初涨幅超

100%。在去年10-12月间，猪肉价格同

比分别下降2.8%、12.5%、1.3%。在其影

响下，食品价格总体得到有效控制，呈

回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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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翻盘，迎难而上
陶凤

1月18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首度迈上百
万亿元新的大台阶， 实现历史性跨越。 与此同
时，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
目标如期实现。

“我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取得了极不平
凡的成就，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世界瞩目、
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这些成绩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外部
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取得的， 来之不
易，成之惟艰。”在国新办就2020年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介绍说。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年。 在这个特殊
的时间节点， 新冠疫情曾给2020中国经济的开
局造成重大影响，由于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
区也有相当疫情困扰， 首季度经济增长失速在
情理之中。此后，在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的双线
战疫中， 中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间实现止跌回
升、强劲复苏，最终实现“V”型反转。

仔细回溯经济“战疫”之路，在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 不难发现有条不
紊地“自救”方案如及时雨，而坚定不移的改革
之举如定心丸。 从中央到地方接连打出一套包
括减税降费、援企纾困、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在
内的调控“组合拳”，一方面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另一方面也为在疫情考验下坚持改革与高水平
开放创造了条件。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也侧面
展现出中国经济近距离与深层次隐忧。 新冠疫
情对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影响相对可控， 但对部
分行业和中小企业来讲，旅游、航空、消费、娱乐
等板块全面复苏仍有差距，困难近在咫尺。从深
层次看，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等“卡脖子”的问题，如
何激活大消费有效落实双循环发展战略， 则迫
在眉睫，争分夺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宏观政策
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
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
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这意味着
即便是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经济转型
的方向没有变，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没有变，改革
开放的决心没有变。

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告别， 将是漫长而艰辛
的，但也应是勇往直前而义无反顾的。中国经济
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空间， 只有通过一系列
实质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源源不断地释放发展
红利，才能在面对巨大风险时有从容不迫、成熟
应对的能力和底气，让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跃上新台阶，让中国经济底盘更稳、动力
更足。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GDP首次

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全年增速达2.3%。按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宏观调控目标，当前全国新增就业目标

实现超预期完成，消费增速接近往年正常水平，三大产业投资数据全部转正。

跨越百万亿的中国经济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

万亿元人民币，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

元，全年增速达2.3%。据了解，2000年，我

国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的台阶，2012

年这一数字突破50万亿元，2020年再次

突破100万亿元。在过去20年间，国内经

济总量规模扩大至10倍。

按照目前测算的年平均汇率折算，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7万亿

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

的比重预计达到17%左右。2020年，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居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发

展的差距继续缩小。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对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

性意义。”宁吉■表示。

在过去一年间，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

现。例如，“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并采样返

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等；

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我国工农业生产能力

明显增强。其中，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持续居世界第一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

11年居世界第一位。

不过，宁吉■也指出，我们要清醒

认识到，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人均GDP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旧

较大，创新能力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教

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依然存

在短板，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

发动机等高新技术领域仍面临被‘卡脖

子’的境况。”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付一夫指出。

付一夫表示，我国仍要推动强大国内

市场的形成，继续从促进居民消费、推动

新基建等方面着手，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

潜力；同时，继续通过完善营商环境、优化

外贸结构、主动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新兴市场等方式来助力稳外贸外资。此

外，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推动信息化建设

等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

粮食总产量
66949万吨

城镇新增就业
1186万人

鉴于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

作用不断提升，促消费、扩内需逐渐成

为推动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共识。尤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扩内需已

成为战略基点。从总量来看，尽管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最终消

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

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

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在2011-2019年，

这一数据平均为53.4%。

从增量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逐季增强。2020年四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增速

比三季度加快了3.7个百分点；最终消

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比

三季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不过，由于国内疫情零星反复，

消费分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加速了

消费业态升级的势头。据统计，2020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17601亿元，比

上年增长10.9%，增速比1-11月回落

0.6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97590亿元，增长14.8%，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在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穿类

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30.6%、5.8%和

16.2%。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关键在于挖掘内需尤其是消费需

求的潜力。”宁吉■说，我国人口规模

居世界第一，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世界

最大的，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接近4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超过55

万亿元，资本形成总额也接近45万亿

元，这将助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

势进一步发挥。

最终消费支出
超55万亿

“去年，消费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投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宁吉■指

出，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三次产业投

资、社会领域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都实

现了正增长。

据统计，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18907亿元，比上年增长2.9%，增速

比1-11月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民

间固定资产投资289264亿元，增长

1%，增速提高0.8个百分点。从环比速

度看，1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2%。

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全年

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19.5%、0.1%和

3.6%。在第二产业中，虽然制造业投资

同比下降2.2%，但降幅收窄1.3个百分

点。其中，医药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对制

造业仍带来较强支撑作用。

据宁吉■介绍，随着需求结构调

整，高技术产业、社会领域的投资均比

上年增长10%以上，为10.6%、11.9%，

分别快于全部投资7.7个、9个百分点。

从产业投资数据看，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全年投资增幅达

12.5%，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28.4%。

第三产业中基建产业一直是疫情期间

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前12月，基础

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0.9%。

李超认为，四季度一般是基建传

统淡季，受拉尼娜现象导致的冷冬和

供需错配推升再通胀的逻辑影响，电

力供需差距拉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供

电不足”的超负荷现象，导致阶段性拉

闸限电的非常规措施出现，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了现存基建项目的施工强

度，对基建进度也产生一定扰动。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三大产业年内投资
转正

100万亿与2.3%

2020年初至今，随着我国疫情控

制总体走向平稳，政策帮扶持续显效，

就业压力得到缓解。2020年年均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6%左右的

预期目标。12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1%。2020年末，城镇登

记失业率为4.24%，低于5.5%左右的

预期目标。

从新增就业数据来看，2020年，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显著高于

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完成全年目

标的131.8%。其中在12月，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

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7%，与上

年同期持平。

稳就业带动居民增收。2020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基本民生

保障有力，全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同比名义增长8.7%，这表明兜底保障

的力度加大。”宁吉■表示。

不过浙商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李超提醒道，随着春节临近，国内新增

就业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春节期间农

民工返乡，季节性失业率面临冲高可

能，不过鉴于今年春节时间较晚，农民

工返乡抬升失业率或在1月数据中体

现；同期，考研人数和应届毕业生人数

创新高。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考研

人数达到377万人，2021年高校毕业生

将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或

超过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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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就业情况

●完成全年目标的131.8%就业

2020年12月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

●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7%，与上年同期持平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

◇粮食产量情况
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949万吨

比上年增长0.9%
增产565万吨

14286万吨

增长0.9%

49934万吨

增长0.7%

夏粮产量

秋粮产量

早稻产量

2729万吨，增长3.9%

◇消费支出情况

全年最终消费支出超55万亿元

占GDP的比重达54.3%

其中，四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

最终消费增长

拉动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

较三季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