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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2020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101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2.3%。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
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
度增长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77754亿元，比上年增长3.0%；第二产
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增长2.6%；第三
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增长2.1%。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生产持续较
快恢复

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949万吨，比
上年增长0.9%，增产565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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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639万吨，
比上年下降0.1%。其中，牛肉产量672
万吨，增长0.8%；羊肉产量492万吨，增
长1.0%；禽肉产量2361万吨，增长5.5%；
禽蛋产量3468万吨，增长4.8%；牛奶产
量3440万吨，增长7.5%；猪肉产量4113
万吨，下降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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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产持续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
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2.8%。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
企业增加值增长2.2%；股份制企业增长
3.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2.4%；私营企业增长3.7%。分三大门类
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0.5%，制造业增长
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增长2.0%。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增
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3.8个百分
点。从产品产量看，工业机器人、新能源
汽车、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设备同比分
别增长19.1%、17.3%、16.2%、12.7%。四
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比三季度加快1.3个百分点。12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
比上月加快 0.3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1.10%。2020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为74.5%。四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为78.0%，比三季度上升1.3个百分点。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57445 亿元，同比增长
2.4%，增速比1-10月份加快1.7个百分
点；其中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15.5%，连续6个月保持两
位数增长。

服务业逐步恢复，现代服务业增势良
好

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与上年持
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9%、7.0%，增
速分别快于第三产业 14.8、4.9 个百分
点。四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7%，比三季度加快3.4个百分点。12月
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7.7%。1-
11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3.5%、9.9%，增速分
别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11.9、8.3个百分
点。

12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8%，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航空运
输、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
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
数持续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从
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0.1%，连续6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

市场销售较快恢复，消费升级类商品
销售增速加快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3.9%。其中，限额以上
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43323 亿元，下降
1.9%。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339119亿元，下降4.0%；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52862亿元，下降3.2%。
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39527亿元，下
降16.6%；商品零售352453亿元，下降
2.3%。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加快，
四季度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化妆品
类、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6.0%、21.2%、17.3%，分别比三季度加
快16.0、7.1、5.0个百分点。四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比三季
度加快3.7个百分点。12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环比增长
1.24%。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17601亿
元，比上年增长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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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高技术产业
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518907亿元，比上年增长2.9%。分领域
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制造业投资
下降2.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0%。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76086万平方米，
增长2.6%；商品房销售额173613亿元，

增长8.7%。三次产业投资增速全部转
正，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9.5%，第二
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3.6%。民间投资 289264 亿元，增长
1.0%。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6%，快于
全部投资7.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1.5%
和9.1%。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2.4%；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
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0.2%、15.2%。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1.9%，快于全部投资9.0个百分点，其中
卫 生 、教 育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29.9% 和
12.3%。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
2.32%。

对外贸易实现正增长，贸易结构持续
优化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
比上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26亿
元，增长4.0%；进口142231亿元，下降
0.7%。进出口相抵，顺差为 37096 亿
元。机电产品出口增长6%，占出口总额
的59.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一
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9.9%，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民营
企业进出口增长11.1%，占进出口总额的
比重为 46.6%，比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
点。12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2005亿
元，同比增长5.9%。其中，出口18587亿
元，增长10.9%；进口13419亿元，下降
0.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5168 亿
元。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
价格下降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低于
上年2.9%的涨幅，也低于3.5%左右的全
年预期目标。其中，城市上涨2.3%，农村
上涨3.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
涨8.3%，衣着下降0.2%，居住下降0.4%，
生活用品及服务持平，交通和通信下降
3.5%，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1.3%，医疗保
健上涨 1.8%，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4.3%。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
涨1.2%，鲜菜价格上涨7.1%，猪肉价格
上涨49.7%。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上涨0.8%。12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0.2%，环比上涨0.7%。全年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8%，
12月份同比下降0.4%，环比上涨1.1%。
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
2.3%，12月份同比持平，环比上涨1.5%。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
回落至上年水平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明显
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完成全年
目标的131.8%。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
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7%，与上
年同期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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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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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
万人，下降 1.8%。其中，本地农民工
11601 万人，下降 0.4%；外出农民工
16959万人，下降2.7%。农民工月均收
入水平4072元，比上年增长2.8%。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继续缩小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4383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3.5%，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
0.08。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754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3.8%。按全
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
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
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
配收入80294元。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
元，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下降4.0%。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名义下降3.8%；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名义增
长2.9%。

宁吉喆指出，总的来看，2020年国民
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就业保民生成效显
著，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同时应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
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
尚不牢固。下一步，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
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 人民网

2020年中国GDP首超100万亿元

“十三五”时期，我国国资国企发
展质量明显提升。截至“十三五”末，
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和所
有者权益分别为218.3万亿元和71.9
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
82.1%和80.3%。

持续深化改革是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的强大动力。“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
年、关键之年。会议明确了2021年国
企改革时间表、任务书：确保公司制改
革年底全面收官，地方三年行动方案
春节前全部印发，青岛、西安、武汉、杭
州等地开展第二批区域综改试验……
一系列新政在途，多领域改革提速提
效。

2020年地方国企净利润1.2万亿元
2020年地方监管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29.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实
现净利润1.2万亿元，降幅从一季度
78.9%的最低谷逐月收窄至8.5%。江
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天津
等9个地方净利润实现正增长。

这一较好经营业绩的取得来之不
易。2020年，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形
势和多重冲击，各地国资委攻坚克难，
努力推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企稳回
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经济
平稳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国资系统
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增
长分别为7.4%、10.7%。2020年，国
资系统80家监管企业进入《财富》世
界500强，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总的来说，2020年地方国有企
业和中央企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
现了‘十三五’圆满收官。”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会议上指出。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会议提
出，各地国资委要指导地方国有企业
坚持市场导向，切实做好提质增效、开
源节流等工作，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
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出现多起债务违约
事件。郝鹏介绍，今年将花大气力防
范和应对债务风险等可能出现的各类
风险。存在企业债券难以按期兑付风
险的地方要抓紧采取措施，督促企业
稳妥化解风险，还要防范永续债使用
不当带来的风险；各地国资委要进一
步开展风险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完善
长效机制。

三年行动明确任务表
持续深化改革是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企业的强大动力。2020年启动实
施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吹响了新一
轮改革“冲锋号”。

“双百行动”涌现出万华化学、上
海医药、云天化股份、深投控等一批改
革尖兵；66户地方科改示范企业积极
推进改革方案落地；33个地方改组组
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107家，在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各地
国资委积极制定方案，加强改革攻坚，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走深走实。

“2021 年是三年行动的攻坚之
年、关键之年，要扎实推动各项改革举

措落地见效。”郝鹏强调，各地实施方
案要在春节前全部印发。

据了解，国务院国有企业领导小
组将明确2021年落实三年行动的重
点任务。对于2022年底完成的任务，
要努力往前赶，确保年内要完成三年
总任务量的70%。三年行动的落实情
况将纳入有关考核及巡视巡查范围。

按照要求，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
统一监管是今年要基本完成的重点任
务。据了解，截至2020年底，全国省
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比例
超过91%，24个地方超过95%。

“目前集中统一监管比例较低的
地方要敢于啃硬骨头，积极主动向地
方党委政府汇报，稳步推动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所属企业脱钩后纳入集中统
一监管体系。”郝鹏说。

公司制改革也要力争在2021年
底前全面收尾。据统计，全国公司制
改革完成率已达98.8%，但一些地方
仍有相当数量的新脱钩企业未完成改
制。各地要列出名单，逐家推进。

这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的一部分。今年国资委还将突出
抓好董事会建设的两个薄弱环节，制
定印发中央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董
事会和董事评价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各地国资委要参照建立健全监管企业
董事会制度。

多领域改革提速增效
在一系列改革收官的同时，2021

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还将聚焦混改等
重点改革全力突破，“双百行动”、“科
改示范行动”、“区域性综改试验”等专

项工程将再提速、再提质、再增效。
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合理设计
和调整优化股权结构，避免“一股独
大”。要指导商业一类企业更多引入
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进一步加大
与民营资本合作力度。

郝鹏强调，混改是国企改革的一
项重要任务，但不是国企改革的全部，
不能片面以混改的数量、比例、进度、
范围等情况作为国企改革的标志。同
时要加强全过程监督，坚决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此外，要把混资本和改机
制结合起来，引入更加灵活高效的市
场化经营机制，在劳动、人事、分配三
项制度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据透露，国资委将制定经营投资
尽职合规免责事项清单，为改革者、实
干家消除后顾之忧。

推动“区域性综改试验”再提效也
被列入2021年的改革重点任务。记
者了解到，在深入推进上海、深圳、沈
阳三地综合改革试验的基础上，日前
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
同意青岛、杭州、武汉、西安开展第二
批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会议要求，第一批综改试验地区
要结合三年行动进一步深化综改措
施，着力打造综改试验“升级版”。第
二批综改试验地区要突出区域特色，
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做好综改方案制
定实施工作。要更加注重完善配套政
策，促进驻地央企与省、市国企联动改
革、协同发展。

经济参考报

公司制改革年底全面收官，区域性综改试验升级扩围

国企改革攻坚任务表敲定 一揽子新政在途

1月20日0时2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通一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发射迎来2021年开门红。 新华网

中国航天发射迎来2021年开门红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日前说，我国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
本取消落户限制，超过1亿农业转
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赵辰昕在1月19日召开的国
家发展改革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年）》确定的主要目
标任务顺利完成，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
城镇化领域改革红利和政策效应
加快显现。

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
明显。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镇落户。向未落户常住人口发放1
亿多张居住证，含金量不断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覆盖全部城镇常
住人口，农业转移人口享有更多更
好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技能培

训等服务，90%左右农民工随迁子
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或政府购买学
位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二是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
化。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三大城市群国际竞争力显著提
升。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逐步
完善，普通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基
本覆盖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基
本覆盖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城市
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市辐
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培育新设一
批中小城市，特大镇设市模式取得
突破。

三是城市建设质量不断提升。
2020年1至11月，全国各类棚户区
改造开工206.9万套；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3.97万个，惠及居民
700多万户。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96%，地级
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提高到87%。城市管理不断完善，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全面推行，地
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数字化管理
平台。

四是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
伐。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顶层设计基本确立。城乡要素
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不断拓
宽，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分
置”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
入市交易制度等重大改革有序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接
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水平
全面提升，99.61%的行政村通硬化
路，超过 98%的行政村通光纤和
4G网络。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城乡居民收入比稳步降至2.56。

新华网

我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

据阳泉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
支队微信公众号消息，2021年1月
15日晚，山西阳泉市盂县微信朋友
圈中出现一张核酸检测呈阳性的
《检测报告单》图片。当地公安机关
巡查发现后，迅速会同卫健部门连
夜展开核查工作。

经调查，在外地上大学的违法

嫌疑人张某龙(男，19岁，盂县人)近
日放寒假回盂后，做了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为与同学开玩笑，张某
龙用P图软件将自己《检测报告单》
上的核酸检测结果修改为阳性，通
过微信发给聊天的盂县同学，涉嫌
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
违法嫌疑人张某龙予以行政拘留。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大家凝心聚
力，共抗疫魔。对于编造、传播网络
谣言，影响社会稳定，扰乱公共秩序
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坚决依法惩
处。 中国新闻网

山西阳泉一大学生将核酸检测结果改为阳性被行拘

春节快到了，你打算回家吗？2021年
春运将于1月28日开始，目前“异地回乡
是否需要做核酸检测”、“中高风险地区回
乡是否需要集中隔离”是大家普遍关心的
话题。疫情下的春运，如何安全、顺利出
行，关系着春运中的每个人。

1月15日，2021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
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健康码一码通行”

“春运客流量下调”等成为这次会议中网
民关注的关键词。

春运期间，全国将实行防疫健康码统
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全国各地种类繁多的健康码，一直是疫情
下的出行“堵点”。近日有网民称，其在深
圳宝安国际机场进行健康申报时，发现健
康码竟有28个之多。网民也一直呼吁，希
望防疫健康码能够尽快全国统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全
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各地要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落实健康码互认机
制和规则，明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
息在各地区可信可用，切实保障群众必要
的出行需求。全国互认、一码通行是普遍
性的原则要求，“码”上加“码”是个例、是
特殊，确有原因暂不能与其他地区互认
的，要先报告。因此，大家期待的“防疫健
康码全国统一”在春运期间应该会得以实
现。

客流下调、春运车票预售期调整、各
地隔离政策等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文新表示，“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
往年同期下降近6成，预计全国铁路春运
客流将下调至2.96亿人次”。这反映出不
少人选择了“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

而针对疫情的不断变化，春运车票预
售期、退票时间也有所调整。

自发售2021年2月12日（正月初一）
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调
整后，从1月29日起售2021年2月12日
（正月初一）车票。1月14日至1月28日，
只发售2月11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随着购票政策的调整，春节能不能回
家这一问题引发网民热议，“理解疫情防
控难处，但还是很想回家过年”“到底要不
要买票回家，还在纠结中”“各地防疫措施
不一样，想知道回家需不需要核酸检测，
需不需要隔离”，也有网民提出“选择‘就
地过年’，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目前，全国31省区市均出台了返乡隔
离政策。各地政策有一定区别，但均要求
中高风险区返乡人员接受隔离，同时进行
核酸检测。

春运是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一次“大
考”，要把疫情防控放在春运工作的首
位。同时，春运期间疫情防控，要做到精
准科学，不能“过度防控”，要方便群众百
姓出行。

为了防疫安全，许多人响应倡导，选
择“就地过年”，无论是决定留守工作地

“就地过年”，还是朝着家的方向进发，不
变的是浓浓的乡愁和守护健康的殷切期
盼。愿每个人都能过一个平安健康的春
节！ 新华网

全国一码通行，返乡要不要隔离？
31省区市最新情况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