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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2021年中
国经济“成绩单”出炉。1月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国
民经济数据，备受关注的中国经
济年报出炉。初步核算，2021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8.1%，经济增速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突破
110万亿元，连续两年突破百万
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8%。

在17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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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
和疫情防控双双保持全球领先
地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
区间，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
成，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
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
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去年国民经济增速
“前高后低”

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
国民经济先是经历了一季度的
负增长，而后逐步转正，走出“前
低后高”趋势。受2020年对比
基数影响，去年的国民经济则正
好相反，增速“前高后低”。分季
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
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
4.9%，四季度增长4.0%。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83086亿
元，比上年增长7.1%；第二产业
增加值450904亿元，增长8.2%；
第三产业增加值609680亿元，

增长8.2%。

全国人口超过14亿

备受关注的人口数据也随
之出炉。人口总量有所增加。
2021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
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
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48万人。2021年出生人
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
‰；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
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0.34‰。

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
72311万人，女性人口68949万
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88（以
女性为100）。

从年龄构成看，16岁至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60
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

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
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14.2%。

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去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了2021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即经济较快增
长，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
从GDP增速来看，2021年经济
增速为8.1%，增速高于全年目
标，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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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 食 总 产 量
13657亿斤，达到1.3万亿斤以上

预期目标。

城乡收入比缩至2.50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全国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
入、财产净收入分别比上年名义
增 长 9.6%、11.0%、10.2%。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0，比上
年缩小0.06。

基本消费品产销稳定增长，
规模以上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9.8%，限额以上单
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日用品
类的商品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居民消
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9%，低于
3%左右预期目标。

民生投入继续加大，社会领
域投资比上年增长10.7%，其中
教 育 、卫 生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1.7%、24.5%。

我国经济总量连续两年突破百万亿元 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

2021年GDP同比增长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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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经初步
核算，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
1062万人。这一数字低于2020
年的1200万人和2019年的
1465万人。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
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的小高
峰，此后持续回落。而2021年
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仅增长48
万人。

目前，我国人口问题主要矛
盾正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
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
降，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与
2010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
少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
口数量比重为18.70%，与2010

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
根据预测，在总和生育率为

1.3的条件下，我国总人口规模
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零增长
甚至负增长。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
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
现象。2019年，全球203个国家
（地区）中，84个国家（地区）总
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
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育水平
或超低生育水平。

低生育水平怎么看？专家
认为，其深层原因是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
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
的提高、避孕方法的普及、生活
方式的变迁、生育观念和养育模
式的变化等。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贺丹表示，“这是人口变动
的自然过程和必然趋势，我们也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推动实现
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只要应对得当，人口依
然会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
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三孩生育政策有望多大程
度提升生育水平？

受访专家认为，生育政策调
整是一个总体导向，大家生或不
生，更多取决于相关配套支持措
施能否尽快落地。

生了孩子没人带，是不少家
庭“不想生、不敢生”的一个重要

原因。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
规划》，到2025年，我国将努力
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
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

从中央多部委到全国多个
省份，从修订相关政策法规到出
台各项生育支持措施，一个更完
善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正在逐
步构建中。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提
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
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建议方案；
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给付三孩
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教育部推进“双减”工作……

截至2021年底，23个省份
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订。各地
在条例中进一步完善生育休假
制度，22个省份产假延长到158

天及以上，其中16个省份规定
假期待遇由生育保险支付；配偶
陪产假一般在15天左右，均设
立5至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鼓励生育不能只靠经济补
贴。”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
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
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各项政
策，包括进一步降低生育成本、
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妥善解
决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等。

“要从婚嫁、生育、养育、教
育一体化来考虑，构建生育友好
的政策环境。”贺丹认为，此外，
做好家庭价值、生育价值的观念
引导，加强对女性健康的保护和
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对修复我
国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21年我国人口增长48万，低生育水平怎么看？
■ 相关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