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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同比增长8.1%

经济总量超114万亿元 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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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7日电（记者 魏
玉坤 王雨萧）2021 年中国经济“成绩
单”出炉。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数据，
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1％，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在 17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

比重预计超 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预计将达到 25％左右。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超 8 万元人民币，按年均汇率
折算为 12551 美元，超世界人均 GDP 水
平，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下限。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
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主要
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宁吉喆说。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2021
年，新增就业人数超 1200万。全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元，比上年名

义增长 9.1％，两年平均名义增长 6.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1％，两年平均
增长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
各种风险挑战，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但
也要看到，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去年季
度经济增速来看，一、二、三、四季度同
比分别增长 18.3％、7.9％、4.9％、4.0％，
增速逐季放缓。

“按两年平均算，一、二、三、四季度

分别增长 4.9％、5.5％、4.9％、5.2％，四
季度经济两年平均增长率比三季度还
高一些，反映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宁吉
喆说，从环比增速来看，四季度比三季
度加快 0.9 个百分点，经济企稳态势逐
步显现。

宁吉喆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 1143670亿
元，同比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 5.1％，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
成。

这份经济年报有哪些亮点？释放哪
些重要信号？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中国
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2022年，中
国外贸将如何延续增长势头？有哪些
问题需要关注？记者采访了中国政策
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委员会
副主任徐洪才。

2021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有哪些亮点？

徐洪才：总 体 上 看 ，2021 年 我 国
GDP同比增长 8.1％是来之不易的，在新
冠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而且通胀压力
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国取得这样快速
的增长确实不易，整体呈现平稳复苏向
好发展的态势，具体来看可以说亮点纷
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一，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美国通
胀创下近 40 年新高，但是中国 CPI 比上
年上涨 0.9％，显然中国通过政策调整，
通胀控制得不错，特别是跟民众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商品，瓜果、蔬菜、猪肉、
牛羊肉、鸡蛋等供给充足，生活没有受
到大的影响。

第二个是就业，2021 年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 1269 万人，比上年增加 83 万人。
全 年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平 均 值 为
5.1％，比上年平均值下降 0.5个百分点。
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
率降低，在民生保障方面做得比较好。

第三是外贸，据海关总署公布最新
数据，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1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以美元计
价，进出口规模达到了 6.05万亿美元，首
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再上新台阶。

中国的新冠疫情在 2020 年一季度
得到了有效控制，从当年二季度开始，
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全面恢复，在全
球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原来流失到越

南、印度和墨西哥的订单流回到中国。
这反映了中国经济产业链韧性比较强，
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

第四是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稳步推
进，2021 年我们在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上的成绩也是亮眼的，特别是
在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领域，
还有新经济领域，吸引资本投资增长速
度都是比较快的，这说明结构在优化，
质量在提升。

第五是金融体系比较稳定，能有效
化解一些局部性风险。2021 年下半年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一些脆弱的新兴
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加上全球大宗商
品价格居高不下，但是我国整个金融体
系总体是相对平稳的，守住了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对于实体经济的
平稳运行是有力保障。

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徐洪才：第一是疫情防控措施到
位。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来，我们的“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得力，总体平稳
有序，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健康安全
环境。

第二，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2021年国内
生产材料大幅度上涨，PPI居高不下，推
升了制造业和中下游中小微企业的生
产经营成本，市场主体的生存情况受到
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市
场主体，特别是保中小微企业，我们做
了很多工作，比如减税降费、降低融资
成本、提供定向的普惠金融支持等，效

果显著。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协同配合，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有
机结合，在关注短期经济周期性问题的
同时，更加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和趋势
性变化，各项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坚持
了稳中求进的总原则，所以当出现短期
波动时，我们没有频繁地过度调节，而
是把控了政策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从而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加快
创新政策落地。比如我们在鼓励企业
研发投入上，会有财政政策优惠支持。
另外在营造创新环境上，资本市场也积
极支持，特别是北交所的建立，专注于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型创新企业，这些
都是有助于创新，有助于资金流入创新
领域，对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经
济竞争力有支撑作用。

2022年中国外贸将如何延
续增长势头？还需关注哪些问
题？

徐洪才：2021 年中国外贸一路狂
飙，以美元计价，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规模首次突破 6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
高。

展望 2022年，中国外贸面临新的挑
战和机遇。未来面临的挑战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2021 年中国外贸 6 万亿的规
模基数大，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还能保
持两位数的增长，会有一些挑战，2022
年外贸会呈现回归常态化的趋势。

第二，随着 2022年全球供应链逐渐
修复，一些国外来的外贸转移订单或相

对减少，疫情原因产生的国内外贸新需
求也会因此下降。整体而言，我国外部
的需求是减弱的。

第三，2021年我们 PPI高位运行，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大幅
上升，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
外贸的出口。

下面来看机遇。第一个难得的机遇
是 RCEP 对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
重构。我们要充分利用未来进口关税
降低，乃至绝大多数产品要实行零关税
这一点，趁机扩大传统优势产品的出
口。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参与到整个
RCEP 的分工体系中，要将规则为我所
用，降低我们的经营成本并扩大出口。

第二，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来提升
外贸竞争力。这方面可以做的内容很
多，比如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开放等……
这方面我们要尽可能跟国际规则接轨，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释放改革开放红
利，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第三，技术的创新是根本。我们要
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高端迈进，
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创新，促进外贸企业
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变压力为
动力。

整体而言，未来高科技、高附加值
产品的出口比重会上升，一般贸易的比
重会上升，加工贸易的比重会下降，这
是一个趋势。另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估计从 2022年二季度开始会逐渐回落，
这 对 于 我 们 的 外 贸 也 是 有 积 极 意 义
的。2021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
涨，我们外贸进口花了不少冤枉钱。原
材料如煤炭、石油、钢铁这些商品价格
如果大范围回落，将有利于我们外贸进
口。所以，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

据新华社电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1 月 17 日，在山东烟台开发区一家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出厂车
辆进行检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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