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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意萌动时节，全面反映2010年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如期发布了。《统计公报》中的笔笔数据和张张

图表，从各个不同侧面生动展示了面对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重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一、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果得到有效巩固和扩大  

  

  《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

年加快1.1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主要国家

或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为5.0%。其中美国为

2.8%，欧元区为1.8%，日本为4.3%。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俄罗斯为3.7%，印度为9.7%，巴西

为7.5%。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2010年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是在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实现的。国际上，欧债危

机此起彼伏，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从未间断，美国经济的复苏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持续

萎靡不振远未达到原来的预期，世界经济复苏之路艰难曲折、步伐缓慢。从国内看，我国接连遭遇

异常的灾害性气候，极端高温和强降水事件发生之频繁，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历年罕见，旱涝灾害

交替发生对农业、交通运输业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夏粮和早稻相继减产，如果不是秋粮丰收，全

年粮食生产形势和价格形势可能会非常严峻。从宏观经济来看，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逐季回落，一

度引起对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而9月份之后物价上涨突然加速，又引发持续的通胀预期，

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构成巨大挑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

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始终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之间的

关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国民经济在2009年回升向好的基础上不断巩

固，经济运行由回落而趋于平稳。四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11.9%、10.3%、9.6%和

9.8%。二、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分别比上季度回落1.6和0.7个百分点，四季度增速比三季

度加快0.2个百分点。从工业数据来看，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与金融危机前

的平均增长速度已经非常接近。6月份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稳定在13%-14%这个区间

内。分季度看，一、二、三、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9.6%、15.9%、13.5%和

13.3%，增幅趋于稳定，工业经济的表现对整体经济的稳定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粮食生产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农业基础得到加强  

  

  《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比上年增长2.9%，创造历史最高

水平，连续7年增产，连续四年产量超过5亿吨。其中，夏粮产量12310万吨，下降0.3%；早稻3132

万吨，下降6.1%；秋粮39199万吨，增长4.8%。   



  

  2010年我国的气候条件是近年来较为严峻的一年，低温、干旱、洪涝灾害接连不断。年初，气

温较低，雨雪天气偏多；春季，西南部分地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干旱，7、8月份南方部分地区

又遭遇洪涝等特大自然灾害；10月份，海南又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党中

央、国务院及时部署减灾抗灾，进一步强化一系列扶农、惠农政策措施，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秋

粮实现大幅增产，全年粮食再获丰收。粮食增产对稳定居民消费价格起了重要作用。9月份以后，

虽然由于农产品价格导引的物价上涨持续加快，但由于粮食增产的有力支撑，全年CPI上涨3.3%，

基本实现了全年预期的目标。不过，对于2010年的粮食增产也要全面看待，从夏粮、早稻和秋粮

看，夏粮和早稻都是减产的，粮食增产主要靠秋粮；分地区看，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11个地区减

产，增产较多的仍主要集中在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也不平衡，江西和湖南两省因为自然灾

害有一定幅度减产。因此，粮食稳产增产的基础仍不巩固，受气候条件影响仍然很大，需要继续加

大支持力度。   

  

  三、外需和内需均实现快速增长，内外需对经济增长支撑的协调性更强   

  

  《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

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6.4%。考虑到2009年进出口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滑，2010年的外需增长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的

成份，但全年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均超过2008年创造的最高纪录，显示外需已经恢复至金融危机前

的水平。   

  

  与此同时，《统计公报》显示，内需延续了2009年快速增长的势头，增速依然较快。其中，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5%；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56998亿元，比上年增长18.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内需结构也有改善。从投

资结构看，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5.1%、31.7%、40.4%和48.2%，增速大幅超过投资的平均增速。

从消费结构看，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增长46.0%，家具类增长37.2%，汽车类增长

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7.7%。显示消费热点持续旺盛，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不断加

快。   

  

  初步测算，2010年内需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个百分点，对增长的贡献率为92.1%；净出口

扭转了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趋势，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个百分点，贡献率为7.9%，显

示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比2009年更加协调。   

  

  四、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统计公报》从多方面显示了结构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果。   

  

  从区域结构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1.4%，中部地区增长26.2%，西部地区增长24.5%，东北地

区增长29.5%。投资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六大高耗能行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5%，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长速度2.2个百分点。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增长20.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5.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3.2%，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1.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增长9.6%。除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之外的另外五大高耗能行业的增速都显著低于规模以上工业

平均增速。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5.7%的平均增

速。   

  

  五、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民生事业成绩突出   

  

  《统计公报》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全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快3.1个



百分点，是1985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也使得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为2688万人，比上年

末减少909万人。   

  

  就业状况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一年。2010年我国积极就业政策力度加大，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1168万人，比上年增加66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1%，比上年末下降0.2个百分点。全

国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比上年增长5.4%。其中外出农民工15335万人，增长5.5%，本地农民工

8888万人，增长5.2%。   

  

  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面继续扩大。截止2010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2567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23万人；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3206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3059万人；全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37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0万人；全国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达到16173万人，比上年增加末1278万人；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306万人，比上

年增加末1430万人。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96.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32亿元，累计受益7.0亿人次。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万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价格形势，

我国政府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基本养老金、优抚对象补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等多项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社会保障由以往只重视量的增加向既重视量的增加、又重视

质的提高转变。   

  

  六、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  

  

  《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在有效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果，实现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的同时，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新的进步。   

  

  在科技方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推动科研机构深化管理体制改

革，支持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推动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2010年全年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支出69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328亿元。同时，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突破100万件，达到122.2万件，其中境内申请108.4万

件，占88.7%。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3.0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额3906亿元，比上年增长28.5%。全年

成功发射卫星15次，嫦娥二号卫星成功发射，使我国未来的探月工程又前进了一步。   

  

  在教育方面，研究生继续扩招，招生人数达到53.8万人，在学研究生153.8万人，增加13.3万

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和全国普通高中分别招生661.8万人、868.1万人和

836.2万人。   

  

  在医疗卫生方面，我国继续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步伐，支持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试点，不断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继续完善社区卫生和农村卫生投入政策，支持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医疗救治等体系建设。截止2010年底，医疗服务机构继续快速增长，包括村卫生室在内的全

国卫生机构总计达到93.9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6.0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1万个。与

此同时，医疗服务人员也快速增长，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237万人，比上年增加4.1万人，注册

护士205万人，比上年增加19.5万人。   

  

  在体育方面，我国继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成功举办了广州亚运会，再次展示了我国对于

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全年我国体育健儿在22个项目上获得108个世界冠军，8人5队15次

创15项世界纪录。在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上，我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金牌199枚、银牌119枚、铜牌

98枚，金牌数和奖牌数蝉联第一名。   

  

  2010年，新中国第一次承办了世界博览会，创造了参观人数最多、单日参观人数最多、参展国

家和组织最多、园区面积最大等多项世界纪录，累计参观者首次突破7000万人次。   

  

  总之，面对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环境最为复杂的一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实现了“十一五”的圆满收官，为“十二五”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必须认识到，我国



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世界经济复苏的趋势仍曲折复杂，全球流动性

持续增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持续动荡，这对我国外需继续快速增长和国内物

价稳定均构成挑战。2011年，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

协调拉动转变。同时，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国

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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