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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7日电 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数据，2019 年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大关。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达

10276美元，跨上1万美元台阶。

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人类发展史上

的奇迹。

人均GDP是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从2001年我国人均

GDP突破1000美元到2019年跃上1万美元，不到20年时间。

党的十七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如今人均 GDP 的历史性跨越，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经济总量于 1986 年突破 1 万亿元，2000 年迈过 10 万亿元关口。

2010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我国经济接连迈上 10 万亿元

级台阶，2016年超过70万亿元，2017年超80万亿元，2018年超90万亿元。

数据显示，2018年人均GDP过万美元经济体人口约15亿。中国人均

GDP 的突破，让全球加入这一行列人口达近 30 亿。“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

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的贡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中等以上人口规模国家发展的重要节点。“跨越

这个节点，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市场规模、创新条件都将迈上

新台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杨光普说。

我国人均 GDP 与人均国民总收入数值相当。按照国际标准，高收入

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1.2 万美元以上。“我国距离高收入国家又近了一

步。迈过关口，要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居民收入达到中

高水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说。

人均GDP过万美元，具有重要历史标志意义，也是发展新起点。宁吉

喆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

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实现发展目标需久久为功。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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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中有进的发展大势
GDP同比增长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40万亿元、城镇化率突破60%……翻开中国经济“年

报”，一系列数据勾勒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新图景。

在风险挑战和下行压力下，中国经济的成绩单

来之不易、成色十足。

这是全球领先的增长——

从增速看，2019年，我国GDP增速在世界主要

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在1万亿美元以上经济体中位

居第一。

从规模看，我国 GDP达到 99.1 万亿元，稳居世

界第二，规模大体相当于2018年世界排名第3至6
位的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当年GDP之和。

从贡献看，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预计

将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预计将达30%左右。

这是稳字当头的增长——

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方面看，中国

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区间。

2019年6.1%的增速，实现了6%至6.5%的预期

目标。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52 万人，各月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 5%至 5.3%之间。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9%，符合3%左右的预期目

标。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3.4%，实际使用

外资全年有望超过 1300 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

31079亿美元。

这是高含金量的增长——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8%，与人均 GDP 增长大体

持平。全年110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年末

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60.6%。万元

GDP能耗比上年下降2.6%。

这是预期向好的增长——

四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与三季度持平，好

于预期。尤其是11月和12月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

现积极变化。

从生产看，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6%，比三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从需求看，四季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三季度加快0.2个百

分 点 。 从 市 场 预 期 看 ，12 月 份 制 造 业 PMI 为

50.2%，连续两个月站上荣枯线。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质量

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实现，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评价说。

英国智库莱加顿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9 年中国在全球繁荣指数排行榜上一年上升

25 个位次至第 57 名，在健康和经济质量指标上

表现强劲。

潜力无限的超大市场
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意味着什么？

1 月 7 日，特斯拉宣布启动在上海超级工厂制

造 Model Y 汽车项目。同时，首批中国产特斯拉

Model 3 汽车在上海向公众交付，这距离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奠基仅仅过去一年。

“中国就是未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说，特斯拉打算继续在中国进行重大投资并增加投

资，努力创建一个中国制造和研发工程中心。

“14亿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改善，这是历

史上经济最迅速获得成功的故事之一。”日本《日经

亚洲评论》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经济正处于

从高投资模式转向依靠消费的模式。重要的是，消

费的基础在个人层面越来越富有，在企业层面越来

越多元。

2019 年 11 月，苏宁与中国联通发布“零售云”

合作计划，升级5G智慧零售门店。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一面是新

技术拉动的巨大投资，一面是不断激活的强大消费

市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报告预计，2020
年至2025年，仅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将

达10.6万亿元。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超1万美元是中等以

上人口规模国家发展的重要节点。

“跨越这个节点，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

构、市场规模、创新条件都将跨上新的台阶。就我

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跨越这一节点有利于

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强我

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杨光普说。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看来，这也

意味着中国经济抗压能力及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科技投入的能力更强，财政用

于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能力更强，居民消费

能力更强，超大国内市场正在进一步强化。”

2019 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达 89%，其

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达57.8%；高技术产业投资比

上年增长 17.3%，补短板领域投资较快增长；劳动

年龄人口达8.96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

训的人才超过 1.7 亿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13.3件，中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比上年上

升3位至第14位……

更加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驱动，更加依靠

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驱动，一个潜力无限的超大

市场正在崛起，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加

速积聚。 （下转A19版）

经济总量迈向100万亿元
人均GDP突破 1万美元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从2019年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凸显中国经济里

程碑式的新跨越。大国经济，自有其特质。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仍然实现6.1%的增长，保持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展现强大发展韧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00 万亿元、经济增长

6.1%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

元大关、万元 GDP 能耗持续下降……中国 2019
年“经济答卷”17 日出炉，数据升降之间折射出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这

是现实反映，也是未来走向；既有牢固基础，也

有条件支撑。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2018 年人均 GDP 在 1
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口规模近 15 亿。也就是说，

随着中国的加入，全球在这个行列的国家人口规

模将接近翻番。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无疑是

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而接近 100 万亿元的经济总量和 6.1%的同比

增速，放在全球来看，也是了不起的。根据测算，

2019 年中国经济总量与 2018 年世界排名第三至

第六位的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当年 GDP 之和大

体相当。6.1%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

前茅，在 1 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中位居第一。

“大数”上升的同时，部分细分领域的“小数”

下降同样值得关注。比如，2019 年我国万元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2.6%，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比上

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2.4%，微观杠杆率持续稳

步下降……这些数据升降的轨迹，共同勾勒出中

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轨迹。

毋庸置疑，我国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

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

改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现状也不容忽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

的起点，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

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奋力绘就更加光

明的中国经济前景。 （新华社北京 1月 17日电）

“经济答卷”彰显
中国发展信心底气

新的里程碑！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