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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置顶

国家统计局 17日发布数据显
示，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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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5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467万人。数据显示，2019年
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0.48‰；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
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3.3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
达1465万人，是一个很大的出生规
模；虽比上年减少58万人，但这一
减少规模相较之前年份已经有所下
降。在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
以上孩次比例达59.5%，比例连续
几年提高，说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发挥了成效。

从性别结构看，2019年末，男
性人口 71527 万 人，女性人口
68478 万 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45（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
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8964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4%；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
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
人口的12.6%。

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继续
提高。2019 年末，城镇常住人口
8484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706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
少123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城镇化率）为60.6%，比上年末
提高1.02个百分点。

宁吉喆说，国务院已经部署要
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开
展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将把中国
人口的总量、结构和分布等人口“家
底”进一步摸清楚，为制定“十四五”
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9908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6.1%，符合6%至6.5%
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
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
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面对
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
局面，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
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
较好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生产来看，粮食产量创历
史新高，牛羊禽蛋奶实现增长。

工业方面，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7%，高技
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8.8% 和
8.4%。服务业方面，全年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6.9%，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增
长8%，网上零售占比明显提高。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551478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
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7.3%。对外贸
易逆势增长。全年货物进出口总
额 3154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其中出口增长5%。

就业形势也保持稳定。统计

显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
人，连续7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
上。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保持在5.0%至5.3%之间，实
现了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

“总的来看，2019年国民经济
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
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世界
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和风险
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
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宁吉喆说，下阶段，要全面做
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经济数据

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又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对外公布，经初步核算，2019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为99.0865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
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意味着什么？全世界“万元户”增加了约一

倍，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动力强劲。

宁吉喆17日说，2019年，我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了
10276美元，突破1万美元大关，
实现了新的跨越。一个拥有14
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人均GDP过
万美元，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进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此前，
全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

经济体总人口近15亿。中国人
均GDP突破1万美元，相当于人
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世界人
口几乎翻了一番。宁吉喆表示，
经济规模的提升，意味着人民收
入增加、生活更加殷实，更是人类
历史上的重大进步。

自2006年以来，我国稳居世
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
个百分点。“人均GDP突破1万
美元，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规模更
大，塑造更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发
展环境的能力增强，中国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更加巩固。
约1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也
为世界各国拓展商机提供了重要
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
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伟说。

全世界“万元户”增加约一倍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
主任王远鸿分析，人均GDP增
加，代表可支配收入也在增加。
收入决定消费，这就意味着中国
消费规模还将持续整体扩大，消
费升级也可以持续推进。

“不用担心增速滑坡。只要
我们能保持这样的增长，人口大
国就是具有持续购买力的超大规
模市场，经济运行将更有韧性，不
仅能更好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也为建设现代化强国
提供重要支撑。”王远鸿表示，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收入水平

持续提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打下坚实基
础。从长期看，这也为我们跨越
小康，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提供了
有利条件。

不过，按照联合国目前的划
分标准，中国仍处于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的水平，只是中国人均
GDP离世界平均水平更近了。
1980 年，我国人均GDP约 300
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2.3%；2019年，按照现价美元
估算，我国人均GDP大致相当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90%。

“用人均水平考察，我国发展
中国家特征没有根本改变。”王远

鸿介绍，从投资水平看，目前我国
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
国家的20%~30%。西部省份和
贫困地区交通、通信、水利等重大
基础设施仍很薄弱。从消费水平
来看，2016年我国人均居民消费
为25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的1/2。从消费结构看，2018年我
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为28.4%，
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中
国百姓还需要用较大比重的支出
来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

许伟也表示，按照世行标准，
中国离高收入门槛还有差距，需要
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实
现高质量的追赶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继续扩大

中国经济规模迈向100万亿元大关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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