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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 经 济 顶 住 压 力 迎 难 而 上
——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上）

经济运行向新向好
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郑学工

上半年，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内部

困难挑战叠加的复杂局面，国民经济顶住压

力稳中向好，展现较强韧性。

一、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三次产业协
同发展

上半年，我国 GDP 为 660536 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1172 亿元，

同比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239050 亿

元，同比增长 5.3%；第三产业增加值 390314

亿元，同比增长 5.5%。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4.7%、36.2%和 59.1%。

二季度，我国 GDP 为 341778 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19459 亿元，同比增长 3.8%；第二

产业增加值 127147 亿元，同比增长 4.8%；第

三产业增加值 195172 亿元，同比增长 5.7%。

从环比看，经季节因素调整后，二季度

GDP环比增长1.1%，经济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二、重点行业增势良好，供给结构持续
优化

上半年，各行业生产呈现稳步增长势

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畜牧业生产稳步提高，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3.9%。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6%。服务业蓬勃发展，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

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1.1%和 9.6%。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二季度，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增加值同

比增长 6.2%。服务业增势良好，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保持较快增长，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1.8%

和 9.0%。金融市场稳健运行，金融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5.8%。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

消费市场活力提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6.0%和 5.2%。

三、国内需求稳步扩大，消费支撑作用
显著

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发力显效，服务消费增势较好，消费活

力不断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

一步增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 52.0%。其中，二季度最终消费

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52.3%。

投资需求稳中有升。随着“两重”建设

加快推进，“两新”政策加力扩围，有效投资

持续扩大。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 16.8%。其中，二季度资本形成

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4.7%。

净出口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各地区各

部门加力稳定外贸，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和

活力。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为 31.2%。其中，二季度货物和服

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3.0%。

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经济发展向
新向好

数 字 赋 能 激 发 市 场 新 活 力 。 1 月 至

5 月，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1.4%。上半年，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6.0%。

创新驱动锻造经济新动能。上半年，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和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0.2%和 9.5%。1 月

份至 5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9.9%。

高质量投资培育发展新引擎。上半年，

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7.5%。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8.6%。投资聚力推动高

技术产业发展壮大，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克服旱情

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农产品市场稳定运

行，农业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一、全国夏粮稳产丰收
2025 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单产持平，夏粮产量 2994.8 亿斤，比上年减

少 3.1 亿斤，下降 0.1%，总体保持稳定。

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2025年，全国夏

粮播种面积 3.99亿亩，比上年减少 52.0万亩，

下降 0.1%，保持基本稳定。其中，冬小麦播种

面积 3.39亿亩，增加 5.7万亩，持平略增。在 25

个有夏粮生产的省份中，20个播种面积增加。

夏粮单产持平。2025 年，全国夏粮单产

375.6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0.1 公斤，基本持

平。其中，冬小麦单产 399.8 公斤/亩，减少

0.2 公斤，下降 0.1%。今年，河南、陕西等主产

区发生了较重旱情，对夏粮生产造成不利影

响。受旱地区积极引水调水，全力抗旱浇麦，

减轻了旱情影响。

二、畜牧业生产总体平稳
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4843 万

吨，同比增长 2.8%。其中，猪肉产量 3020 万

吨，同比增长 1.3%；牛肉产量 342 万吨，同比

增 长 4.5% ；羊 肉 产 量 210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4.6%；禽肉产量 1270 万吨，同比增长 7.4%。

生猪出栏保持增长。上半年，全国生猪出

栏 36619 万头，同比增长 0.6%，连续 2 个季度

同比增长，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二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 42447 万头，同比增

长 2.2%。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4043万头，同比

增长0.1%，目前为正常保有量的103.7%。

牛羊生产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肉牛

出栏 2203 万头，同比增长 2.9%；牛奶产量

186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0.5% 。全 国 羊 出 栏

13280 万只，同比下降 5.7%。二季度末，全国

牛存栏 9992 万头，同比下降 2.1%；全国羊存

栏 30083 万只，同比下降 6.2%。

家禽生产较快发展。上半年，全国家禽

出 栏 81.4 亿 只 ，同 比 增 长 7.0%；禽 蛋 产 量

1729 万吨，同比增长 1.5%。二季度末，全国

家禽存栏 63.3 亿只，同比增长 0.2%。

三、农产品市场稳定运行
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水平

同比下降 1.4%，其中，一季度下降 1.6%，二

季度下降 1.1%，降幅有所收窄。分类别看，

农业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2.1%，林业产品价

格上涨 0.2%，饲养动物及其产品价格下降

2.0%，渔业产品价格下降 0.7%。

6 月末，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总体平

稳。其中，玉米价格环比上涨 1.5%，连续 5 个

月 上 涨 ；籼 稻 、粳 稻 、大 豆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0.3%、0.5%、0.1%，小麦价格略有下降。生猪

价格下降 1.7%，活牛、活羊价格小幅下降。

蔬菜价格涨跌互现，水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水果价格有涨有跌。

夏粮稳产畜牧业平稳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 魏锋华

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内部风

险挑战增多的复杂形势，工业经济总体平稳

向好。多数行业、产品实现增长，工业品出口

保持韧性，装备制造业支撑有力，高技术制造

业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增势强劲，绿色低碳产

品表现亮眼，工业高质量发展向优向新。

一、工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增速较

2024 年全年加快 0.6 个百分点，其中一、二季

度分别增长 6.5%、6.3%。三大门类中，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7.0%，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增长 6.0%、1.9%。分

行业看，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8 个行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分产品看，在统计的 623种主

要工业产品中，378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工业品出口韧性凸显。上半年，我国规

模以上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

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从行业看，全球

新造船市场需求活跃，带动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 24.0%。专用设备

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 9.6%。

二、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装备制造业占比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0.2%，“压舱石”作用进一步

夯实。装备制造业中的 8 个行业均保持增

长。从产品看，中高端装备类产品产量高速

增长，发电机组、铁路客车、动车组等产品产

量分别增长 60.5%、49.8%、41.4%。

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助力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从行业看，航空、

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8.4%，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12.7%。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势强劲，工业数智化

转型稳步推进。上半年，规模以上数字产品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其中，智能设

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等行业两位

数增长，增速分别为 14.9%、11.7%。

绿色低碳产品表现亮眼，工业绿色发展

步伐加快。上半年，“新三样”产品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

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2%、53.3%、18.2%。

三、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内需潜力持续释

放，对工业生产带动明显。上半年，在设备更

新政策等因素带动下，船舶及相关装置制

造、电机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锅炉及原动

设 备 制 造 等 行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0%、19.2%、14.3%、13.6%。以旧换新方面，

在汽车报废置换更新补贴政策等带动下，汽

车产量增长 10.8%，充电桩产量增长 25.6%；

得益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及购新补贴政策支

持，平板电脑、5G 智能手机、家用洗衣机等

产 品 实 现 较 快 增 长 ，增 速 分 别 为 25.9% 、

11.5%、10.3%。

助企政策显效发力，企业获得感增强。

对 11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显

示，二季度，在调查的 7 项惠企政策中，企业

对多项政策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其中，对稳

外贸稳外资政策、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清理

拖欠账款的满意度同比分别提高 1.8 个、1.6

个、1.6 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工业统计司司长 汤魏巍

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全社会能源消费增速加快。能源行业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国内能源生产稳中有增，

供应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节能降碳稳步推

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绿色低

碳转型步伐加快。

一、能源生产稳中有增
上半年，随着煤炭先进产能有序释放，

能源供应基础进一步夯实，原煤生产平稳增

长，原油生产稳定增长，天然气生产创历史

新高，电力生产平稳增长，能源生产总体稳

中有增。

原煤生产平稳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

工业原煤产量 24.0 亿吨，同比增长 5.4%。

油气生产稳定增长。油气稳产增产形

势良好，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

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 1.08 亿吨，同比增长

1.3%；规模以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1308 亿立

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5.8%。

电力生产保障有力。电力安全保供平

稳有序推进，清洁能源发电保持快速增长。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4.5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火

电、水电分别下降 2.4%、2.9%，规模以上工

业 核 电 、风 电 和 太 阳 能 发 电 分 别 增 长

11.3%、10.6%、20.0%。规模以上工业水电、

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占

比达 35.2%，较上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

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
初步测算，上半年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

同比增长 3.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3 个百

分点。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非化石能源

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稳步提升，比上年同期

提高 1.7 个百分点。

能源迈向绿色低碳
能源统计司司长 胡汉舟

上半年，服务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新

动能成长壮大，新业态蓬勃发展，市场预期

总体稳定，向新向好态势继续巩固。

一、服务业经济稳中有升，支撑经济增
长作用突出

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初步核算，上半

年，服务业增加值 390314 亿元，同比增长

5.5%。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为 59.1%，比 上 年 同 期 上 升 0.7 个 百 分 点 。

二 季 度 服 务 业 增 长 加 快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195172 亿元，同比增长 5.7%，比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点。

企业生产经营增势良好。1 月份至 5 月

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1%。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相关行业保持快

速增长，研究和试验发展、多式联运和运输

代理业、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11.4%、11.3%和 10.7%。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经营效益良好，利润总额快速增长，

企业盈利面持续改善。

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新动能彰显
新活力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上半年，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1%和 9.6%。

二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 赁 和 商 务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8%和 9.0%。

新兴服务业加快培育。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深入。1 月份至 5 月

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

务 业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9%和

9.5%。数字服务供给不断创新优化。1 月

份至 5 月份，规模以上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2%。高技术服务需

求旺盛。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8.6%。

服务消费稳中向好。上半年，服务零售

额同比增长 5.3%，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

费支出同比增长 4.9%。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 8.5%。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上半

年，旅游游览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

额同比分别增长 31.9%和 7.4%。1月份至 5月

份，规模以上文化艺术业、休闲观光活动、旅

行社及相关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 14.8%、14.5%和 12.2%。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1 月

份至 5 月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32543.6 亿

元，同比增长 7.7%，其中旅行服务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12.2%；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

执行额保持较大规模，其中维修维护服务、

业务运营服务业务增长较快，执行额同比分

别 增 长 46.5%和 20.7%。 清 明 和“ 五 一 ”假

期，中外人员出入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9.7%和 28.7%。服务业对外资稳步扩大开

放领域。1 月份至 5 月份，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 2596.4 亿元，占全部使用外资总额比重

超七成。

三、服务业景气保持扩张，市场预期持
续向好

上半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位于

临界点及以上，均值为 50.2%。从市场预期

看，上半年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值为

56.7%，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服务业景气保持扩张
服务业调查中心主任 彭永涛

7 月 14 日 ，京 杭

大运河江苏淮安段运

输各类物资的货船来

回穿梭。

赵启瑞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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