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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同比增长

5.4%
开局良好，彰显中国
经济韧性与潜力

国家统计局4月
16 日发布数据，今
年一季度，我国国内
生 产 总 值（GDP）
318758 亿元，同比
增长5.4%。

今年是“十四五”
规划收官之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外部环
境，国民经济实现良
好开局，长期向好的
发展大势没有改变。

1起步平稳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16日举行的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季度，随着各项宏观政策继续发
力显效，国民经济起步平稳、开局良好，延续回升向
好态势。

观察经济运行稳不稳，主要看四大宏观指标，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状况。

从经济增长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4%，增
速高于去年全年5%的增速，也高于去年一季度5.3%
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延续了稳中
向好、稳中回升的态势。

从就业和物价看，同期，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5.3%。其中，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但扣除食品和能
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3%，保持温和上涨。

再看国际收支。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407亿美元，比上月末增加134亿美元，连续16个
月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

从生产端和需求端观察，经济增长稳中有升的
态势明显。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3%，比上年全年加快0.3个百分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比上年全年加快1.1
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2%，比上年全年加快1个百分点。

社会预期持续改善，市场活力和信心有所增
强。一季度，民间投资由上年全年下降转为同比增
长0.4%。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5，较去年四季度上升0.5
点。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5%，比
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扩张。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变乱交织，不利影响加深，
国内结构调整阵痛仍在释放，不少企业经营比较困
难。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攻坚克
难，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保驾
护航。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下，一季度，限额以
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9%，文化
办公用品类增长21.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9.3%，家具类增长18.1%，仅这四项就拉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地方新增专项债发行提速，带动了到
位资金的改善和项目的推进。一季度，新增专项债累
计发行量接近1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本年实际到位
资金同比增长3.7%，去年全年为下降2.3%。基础设
施投资同比增长5.8%，比上年全年加快1.4个百分点。

2向新向好
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从统计数据情况来看，‘五个维度’反映出今年
一季度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继续
取得新成效。”盛来运说。

创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一批先
进技术的推出和应用，带动了高技术产业发展。一
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0.3%，创新动力不断增强。

协调发展持续改善。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33.7%，同比提高1.9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的占比达15.7%，提高0.5个
百分点，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趋势
明显。

高水平开放继续推进。目前，我国已与世界上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贸易伙伴。今年一季度，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长7.2%，货物进
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比重超过50%，多元化市场
格局正在形成。

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以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继续保持较高增
长速度。一季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升了1.5个百分点。

民生改善和安全发展继续取得新进展。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能
源保供有力有效，化解地方债、中小金融机构、房地
产等风险的政策积极有效，安全发展得到加强。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动摇，中国始终保
持战略定力，奋楫向前、向“新”求“质”，立足国内大
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宇树机器人惊艳“亮相”、
DeepSeek引领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潮流……今年
以来，高水平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教融汇、产教融
合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新
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显示，我国创新能
力综合排名居世界第10位。

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到博鳌亚洲
论坛2025年年会、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创新”已
经成为全球工商界代表观察中国的共同话题。

脱口秀、演唱会、舞台剧持续升温，急救培训、AI

课程、厨艺缝纫等“夜校”成上班族新宠，“赏花+”新
业态不断上新，各类新品首发首秀精彩纷呈……今
年以来，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一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12.5万亿元，消费在政策的推动下持续
改善。

3应对挑战
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

美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中国能
否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

“从短期来看，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会对我国经济
和外贸带来一定压力，但是改变不了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发展大势。”盛来运说，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
多、韧性强、潜力大，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应
对外部挑战，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原来依
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依靠
内需和创新驱动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正在
形成。

过去五年，三大需求中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
贡献率超过80%。2024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我国GDP
的比重约为18%。

首季中国经济成绩单上的一组组数字，凸显了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潜力——

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一季度，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
出口6.13万亿元，增长6.9%。

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比同期商品
零售额增速高0.4个百分点。与消费结构升级相
关的消费增长更快，保持两位数增长。居民人均
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4%，占全部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3.4%，比去年同期提高0.1
个百分点。

“中国有14亿多人口，市场规模巨大，现在人均
GDP超过1.3万美元，正处在消费升级的关键阶段，
市场成长性好，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空间都非常大，
将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盛来运说。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坚定不移办好
自己的事，与各方做大互利共赢蛋糕，为全球经济注
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从《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
导意见》到《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今年以
来，一系列政策文件接连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持续攻坚，为中国经济打开新空间。

消博会、广交会接连举办，中国张开双臂迎接
八方来客，与全球共享市场机遇，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同各国共同促进自由贸易，实现
互利共赢。

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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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口烟台港商品车码头
山东枣庄经济开发区一企业无人“智慧纺纱”车间，智

能化生产线在加工高端纱线。
大庆油田采油一厂第九作业区采油

班工作人员在检查站内设备运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