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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深入推进

结构性改革，扎实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

中高端水平，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民生事业持续进步，经济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了“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6767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60863 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274278 亿元，增长 6.0%；

第三产业增加值 341567 亿元，增长 8.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9.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0.5%，首次

突破 50%。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9351 元，比上年增长 6.3%。全年国民总收入
[3]
673021 亿元。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 13746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680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

人口 77116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6.10%，比上年末提

高 1.33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1655 万人，出生率为 12.07‰；死亡人口 975

万人，死亡率为 7.11‰；自然增长率为 4.96‰。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4]2.94 亿

人，其中流动人口
[5]
2.47 亿人。人均预期寿命 76.34 岁。

表 1 2015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国总人口 137462 100.0



其中：城镇 77116 56.10
乡村 60346 43.90

其中：男性 70414 51.2
女性 67048 48.8

其中：0-15岁（含不满 16周岁）[6] 24166 17.6
16-59 岁（含不满 60周岁） 91096 66.3
60周岁及以上 22200 16.1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14386 10.5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51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0410 万人。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 1312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5%。全国农民工[7]总量 27747 万人，

比上年增长 1.3%。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84 万人，增长 0.4%；本地农民工 10863

万人，增长 2.7%。

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8]为 76978 元/人，比上年提高 6.6%。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3%。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下降1.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5.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6.1%。

农产品生产者价格
[9]
上涨 1.7%。

表 2 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单位：%

指 标 全 国
城 市 农 村

居民消费价格 1.4 1.5 1.3



其中：食 品 2.3 2.3 2.4
烟酒及用品 2.1 2.0 2.3
衣 着 2.7 2.8 2.3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0 1.0 0.9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2.0 1.9 2.3
交通和通信 -1.7 -1.6 -1.9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4 1.4 1.4
居 住[10] 0.7 1.0 -0.3

年末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同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 21 个，

比年初增加 20 个；下降的为 49 个，减少 20 个。

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217 亿元，比上年同口径
[11]
增加 8324 亿元，

增长 5.8%，其中税收收入 124892 亿元，增加 5717 亿元，增长 4.8%。



注：图中 2011 年至 2014 年数据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2015 年

为执行数。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33304 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5127 亿美元。全年人民币

平均汇率为 1美元兑 6.2284 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 1.4%。

二、农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1334 万公顷，比上年增加 62 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 380

万公顷，减少 42 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1406 万公顷，增加 1万公顷。糖料种植

面积 174 万公顷，减少 16 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 62144 万吨，比上年增加 1441 万吨，增产 2.4%。其中，夏粮

产量 14112 万吨，增产 3.3%；早稻产量 3369 万吨，减产 0.9%；秋粮产量 44662

万吨，增产 2.3%。全年谷物产量 57225 万吨，比上年增产 2.7%。其中，稻谷产

量 20825 万吨，增产 0.8%；小麦产量 13019 万吨，增产 3.2%；玉米产量 22458

万吨，增产 4.1%。

全年棉花产量 561 万吨，比上年减产 9.3%。油料产量 3547 万吨，增产 1.1%。

糖料产量 12529 万吨，减产 6.2%。茶叶产量 224 万吨，增产 6.9%。

全年肉类总产量 8625 万吨，比上年下降 1.0%。其中，猪肉产量 5487 万吨，

下降 3.3%；牛肉产量 700 万吨，增长 1.6%；羊肉产量 441 万吨，增长 2.9%；禽

肉产量 1826 万吨，增长 4.3%。禽蛋产量 2999 万吨，增长 3.6%。牛奶产量 3755

万吨，增长 0.8%。年末生猪存栏 45113 万头，下降 3.2%；生猪出栏 70825 万头，

下降 3.7%。

全年水产品产量 6690 万吨，比上年增长 3.5%。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 4942

万吨，增长 4.1%；捕捞水产品产量 1748 万吨，增长 0.5%。

全年木材产量 6832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7.0%。

全年新增耕地灌溉面积 158 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54 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2289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6.1%。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1.4%；集体

企业增长 1.2%，股份制企业增长 7.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3.7%；私

营企业增长 8.6%。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2.7%，制造业增长 7.0%，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4%。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5%，纺织业增

长 7.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9.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6.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5.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9%，专用设备制

造业增长 3.4%，汽车制造业增长 6.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7.3%，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0.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0.5%。

六大高耗能行业
[12]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7.8%。高技术制造业
[13]
增加值增长 10.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1.8%。装备制造业[14]增加值增长 6.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1.8%。

表 3 2015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
纱 万吨 3538.0 4.7
布 亿米 892.6 -0.1
化学纤维 万吨 4831.7 10.1
成品糖 万吨 1474.1 -10.3



卷 烟 亿支 25890.7 -0.8
彩色电视机 万台 14475.7 2.5

其中：液晶电视机 万台 14391.9 3.8
其中：智能电视 万台 8383.5 14.9

家用电冰箱 万台 7992.8 -9.1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14200.4 -1.8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亿吨标准

煤
36.2 0.0

原 煤 亿吨 37.5 -3.3
原 油 万吨 21455.6 1.5
天然气[15] 亿立方米 1346.1 3.4

发电量
亿千瓦小

时
58105.8 0.3

其中：火电
亿千瓦小

时
42420.4 -2.7

水电
亿千瓦小

时
11264.2 5.0

核电
亿千瓦小

时
1707.9 28.9

粗 钢 万吨 80382.5 -2.2
钢 材[16] 万吨 112349.6 -0.1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5155.8 6.8

其中：精炼铜（电解铜） 万吨 796.2 4.2
原铝（电解铝） 万吨 3141.0 8.8

水 泥 亿吨 23.6 -5.3
硫 酸（折 100%） 万吨 8975.7 0.8
烧 碱（折 100%） 万吨 3020.7 -1.4
乙 烯 万吨 1714.6 1.1
化 肥（折 100%） 万吨 7432.0 8.1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万千瓦 12431.4 -17.4
汽 车 万辆 2450.4 3.3

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万辆 1163.0 -6.8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

车（SUV）
万辆 602.4 48.0

其中：新能源汽车 万辆 32.8 161.2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68.8 6.9
集成电路 亿块 1087.2 7.1
程控交换机 万线 1880.3 -12.5
移动通信手持机 万台 181261.4 7.8

其中：智能手机 万台 139943.1 11.3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31418.7 -10.4
工业机器人 台（套） 32996.0 21.7



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150828 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10.5%。其中[17]，火

电装机容量 99021 万千瓦，增长 7.8%；水电装机容量 31937 万千瓦，增长 4.9%；

核电装机容量 2608 万千瓦，增长 29.9%；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12934 万千瓦，增

长 33.5%；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4318 万千瓦，增长 73.7%。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6355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3%。分经济类

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1094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9%；集体企业 508 亿

元，下降 2.7%，股份制企业 42981 亿元，下降 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5726 亿元，下降 1.5%；私营企业 23222 亿元，增长 3.7%。分门类看，采矿业

实现利润 2604 亿元，比上年下降 58.2%；制造业 55609 亿元，增长 2.8%；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341 亿元，增长 13.5%。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464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全国具有资质等

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 6508 亿元，增长 1.6%，其中国有控

股企业 1676 亿元，增长 6.0%。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620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8%，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1.8%。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590 亿元，增长 10.0%。

分区域看[18]，东部地区投资232107亿元，比上年增长12.4%；中部地区投资143118

亿元，增长 15.2%；西部地区投资 140416 亿元，增长 8.7%；东北地区投资 40806

亿元，下降 11.1%。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 155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8%；第二产业投资 224090 亿元，增长 8.0%；第三产业投资 311939 亿元，增

长 10.6%。基础设施投资[19]101271 亿元，增长 17.2%，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的比重为 18.4%。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0]354007 亿元，增长 10.1%，占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 64.2%。高技术产业投资
[21]
32598 亿元，增长 17.0%，

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 5.9%。

表 4 2015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速度



行 业 投资额（亿元）比上年增长（%）

总 计 551590 10.0
农、林、牧、渔业 19061 30.8
采矿业 12971 -8.8
制造业 180365 8.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6621 16.6
建筑业 4895 10.2
批发和零售业 18682 20.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8972 14.3
住宿和餐饮业 6504 5.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517 34.5
金融业 1367 0.3
房地产业[22] 126674 2.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436 18.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752 12.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5673 20.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628 15.5
教育 7723 15.2
卫生和社会工作 5175 2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724 8.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851 9.1

表 5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与运营能力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新增 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 万千伏安 21785
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9531

其中：高速铁路[23] 公里 3306
增、新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 公里 7647
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8694
新建公路里程 公里 71401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11265
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 万吨 38487
新增民用运输机场 个 8
新增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441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959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其中，住宅投资 64595

亿元，增长 0.4%；办公楼投资 6210 亿元，增长 10.1%；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4607

亿元，增长 1.8%。



全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住房 772 万套，新开工 783 万套，其

中棚户区改造开工 601 万套。

表 6 2015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投资额 亿元 95979 1.0
其中：住宅 亿元 64595 0.4

其中：90平方米及以下 亿元 24646 21.2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735693 1.3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511570 -0.7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154454 -14.0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06651 -14.6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100039 -6.9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73777 -8.8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28495 6.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12406 6.9
本年到位资金 亿元 125203 2.6

其中：国内贷款 亿元 20214 -4.8
其中：个人按揭贷款 亿元 16662 21.9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09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0.6%。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58999 亿元，增长 10.5%；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1932 亿元，增长 11.8%。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 268621

亿元，增长 10.6%；餐饮收入额 32310 亿元，增长 11.7%。



注：图中 2011 年至 2014 年数据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修订。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比上年增

长 14.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9.8%，化妆品类增长 8.8%，金银珠宝

类增长 7.3%，日用品类增长 12.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1.4%，中西药

品类增长 14.2%，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5.2%，家具类增长 16.1%，通讯器材类

增长 29.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18.7%，汽车类增长 5.3%，石油及制品类下

降 6.6%。

全年网上零售额[24]387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3%，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

32424 亿元，增长 31.6%。在网上商品零售额中，吃类商品增长 40.8%，穿类商

品增长 21.4%，用类商品增长 36%。

六、对外经济[25]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45741 亿元，比上年下降 7.0%。其中，出口 141255

亿元，下降 1.8%；进口 104485 亿元，下降 13.2%。货物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

口）3677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244 亿元。



表 7 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金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进出口总额 245741 -7.0
货物出口额 141255 -1.8

其中：一般贸易 75456 2.1
加工贸易 49553 -8.8

其中：机电产品 81421 1.1
高新技术产品 40737 0.4

货物进口额 104485 -13.2
其中：一般贸易 57323 -15.9

加工贸易 27772 -13.7
其中：机电产品 50111 -4.5

高新技术产品 34073 0.6
货物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 36770 —

表 8 2015年主要商品出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商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比上年增长

（%）
金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煤（包括褐煤） 万吨 533 -7.1 31 -27.7
钢材 万吨 11240 19.9 3890 -10.6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 — — 6796 -1.3
服装及衣着附件 — — — 10819 -5.5
鞋类 万吨 447 -8.4 3319 -3.9
家具及其零件 — — — 3277 2.6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 万台 171508 -10.6 9461 -15.2



部件

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 万台 134342 2.4 7711 8.8
集装箱 万个 272 -10.1 475 -14.2
液晶显示板 万个 229344 -6.4 1923 -1.5
汽车 万辆 72 -19.4 696 -9.5

表 9 2015年主要商品进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商品名称
数量

（万吨）
比上年增长（%）

金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谷物及谷物粉 3270 67.6 582 52.4
大豆 8169 14.4 2157 -12.8
食用植物油 676 4.1 311 -14.5
铁矿砂及其精矿 95272 2.2 3574 -37.7
氧化铝 465 -11.8 101 -14.2
煤（包括褐煤） 20406 -29.9 749 -45.2
原油 33550 8.8 8333 -40.5
成品油 2990 -0.3 886 -38.5
初级形状的塑料 2610 2.9 2793 -11.8
纸浆 1984 10.4 792 6.9
钢材 1278 -11.4 889 -19.2
未锻轧铜及铜材 481 -0.3 1804 -17.4

表 10 2015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进口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欧盟 22096 -3.0 12985 -13.6
美国 25425 4.5 9238 -5.4
东盟 17221 3.1 12097 -5.4
中国香港 20589 -7.7 797 2.8
日本 8424 -8.3 8881 -11.4
韩国 6291 2.1 10847 -7.1
中国台湾 2785 -2.0 8904 -4.6
印度 3612 8.5 831 -17.2
俄罗斯 2161 -34.5 2066 -19.1

全年服务进出口[26]总额 713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6%。其中，服务出口

2882 亿美元，增长 9.2%；服务进口 4248 亿美元，增长 18.6%。服务进出口逆差

1366 亿美元。



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新设立企业 26575 家，比

上年增长 11.8%。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7814 亿元（折 1263 亿美元），增

长 6.4%。其中“一带一路”
[27]
沿线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2164 家，

增长 18.3%；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526 亿元（折 85 亿美元），增长 25.3%。

表 11 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及其增长速度

行 业
企业数

（家）

比上年

增长

（%）

实际使用金

额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
总 计 26575 11.8 7813.5 6.4

其中：农、林、牧、渔业 609 -15.3 94.8 1.3
制造业 4507 -13.0 2452.3 0.0
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264 26.9 139.4 3.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9 19.4 259.7 -5.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
1311 33.6 237.1 40.1

批发和零售业 9156 14.8 744.0 28.0
房地产业 387 -13.2 1789.8 -15.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465 12.7 623.3 -18.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17 19.9 44.4 0.8

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7351 亿元，按美元计价为

118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7%。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

投资额达 148 亿美元，增长 18.2%。

表 12 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及其增长速度

行 业

对外直接投资金

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

总 计 1180.2 14.7
其中：农、林、牧、渔业 20.5 17.8

采矿业 108.5 -43.9
制造业 143.3 105.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7.9 51.6
建筑业 45.0 -35.9
批发和零售业 160.2 -7.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0.9 5.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7.8 240.0
房地产业 90.6 193.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6.7 11.9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9596 亿元，按美元计价为 1541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8.2%。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53 万人，下降 5.7%。

七、交通
[28]

、邮电和旅游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417 亿吨，比上年增长 0.2%。货物运输周转量 177401 亿

吨公里，下降 1.9%。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14.3 亿吨，比上年增

长 1.6%，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35.9 亿吨，增长 1.1%。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 20959 万标准箱，增长 4.1%。

表 13 2015 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总量 亿 吨 417.1 0.2
铁路 亿 吨 33.6 -11.9
公路 亿 吨 315.0 1.2
水运 亿 吨 61.4 2.5
民航 万 吨 625.3 5.2
管道 亿 吨 7.1 1.7

货物运输周转量 亿吨公里 177400.7 -1.9
铁路 亿吨公里 23754.3 -13.7
公路 亿吨公里 57955.7 2.0
水运 亿吨公里 91344.6 -1.2
民航 亿吨公里 207.3 10.4
管道 亿吨公里 4138.8 6.6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 194 亿人次，比上年下降 4.4%。旅客运输周转量 30047

亿人公里，增长 4.9%。

表 14 2015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总量 亿人次 194.3 -4.4
铁路 亿人次 25.3 10.0
公路 亿人次 161.9 -6.7
水运 亿人次 2.7 2.8



民航 亿人次 4.4 11.1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30047.0 4.9

铁路 亿人公里 11960.6 6.4
公路 亿人公里 10742.7 -2.3
水运 亿人公里 73.1 -1.7
民航 亿人公里 7270.7 14.8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17228 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955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1.5%，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4399 万辆，增长 14.4%。

民用轿车保有量 9508 万辆，增长 14.6%，其中私人轿车 8793 万辆，增长 15.8%。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29]282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2%。其中，邮政行业

业务总量 5079 亿元，增长 37.4%；电信业务总量 23142 亿元，增长 27.5%。邮政

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45.8 亿件，包裹业务 0.4 亿件，快递业务量 206.7 亿

件；快递业务收入 2770 亿元。电信业全年新增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30]6529 万户，

达到 211066 万户。年末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53673 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130574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 95.5 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31]
21337 万户，比上年增加 1289 万户；移动宽带用户

[32]
78533 万户，增加 20279

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41.9 亿 G，比上年增长 103%。互联网上网人数 6.88

亿人，增加 3951 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33]6.20 亿人，增加 6303 万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 50.3%。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4]
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324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6.6%。



全年国内游客 40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0.5%，国内旅游收入 34195 亿元，

增长 13.1%。入境游客 13382 万人次，增长 4.1%。其中，外国人 2599 万人次，

下降 1.4%；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 10783 万人次，增长 5.6%。在入境游客中，

过夜游客 5689 万人次，增长 2.3%。国际旅游收入 1137 亿美元，增长 7.8%。国

内居民出境 12786 万人次，增长 9.7%。其中因私出境 12172 万人次，增长 10.6%；

赴港澳台出境 8588 万人次，增长 4.4%。

八、金融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 139.2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3.3%；狭义

货币供应量（M1）余额 40.1 万亿元，增长 15.2%；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3

万亿元，增长 4.9%。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35]
15.4 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少 4675 亿

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39.8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 15.3 万

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35.7 万亿元，增加 15.0 万亿元。全部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99.3 万亿元，增加 11.7 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 94.0 万亿元，增加 11.7 万亿元。

表 15 2015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年末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397752 12.4



其中：住户存款 551929 8.9
其中：人民币 546078 8.7

非金融企业存款 455209 13.7
各项贷款余额 993460 13.4

其中：境内短期贷款 366684 7.3
境内中长期贷款 538924 14.2

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

币贷款余额 12032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3433 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

款余额 189520 亿元，增加 35869 亿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 41008 亿

元，增加 8497 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 148512 亿元，增加 27373 亿元。

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 29814 亿元，比上年增加 21417 亿元。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 A股 220 只，筹资 1579 亿元；A股再筹资（包括配股、公

开增发、非公开增发
[36]
、认股权证）6711 亿元，增加 2546 亿元；上市公司通过

发行可转债、可分离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筹资 21524 亿元，增加 17961

亿元。全年首次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 86 只，筹资 309 亿元。

全年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
[37]
6.72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57 万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8]242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0%。其中，寿

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3242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3046 亿元，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7995 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8674

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 3565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 915 亿

元，财产险业务赔款 4194 亿元。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比上年增长 8.9%，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9]19281 元，增长 9.7%。按常

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95 元，比上年增长 8.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29129 元，增长 9.4%。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22 元，比上年增长 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10291 元，增长 8.4%。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为 10772 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3072 元，比上年增长 7.2%。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15712 元，比上年增长 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9%。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392 元，增长 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5.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223 元，增长 10.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8.6%。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3536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36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0472 万人，增加 365 万人。参加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 66570 万人，增加 6823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

数 28894 万人，增加 598 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7675 万人，增

加 6225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17326 万人，增加 283 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数 227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21404 万人，增加 765 万人，其中参



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 7489 万人，增加 127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17769 万人，

增加 730 万人。年末全国共有 1708.0 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903.2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
[40]
517.5 万人。全年资助 5910.3

万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按照每人每年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的

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 年农村贫困人口 5575 万人，比上年减少 1442 万人。

十、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 64.5 万人，在学研究生 191.1 万人，毕业生 55.2 万人。

普通本专科招生 737.8 万人，在校生 2625.3 万人，毕业生 680.9 万人。中等职

业教育
[41]
招生 601.2 万人，在校生 1656.7 万人，毕业生 567.9 万人。普通高中

招生 796.6 万人，在校生 2374.4 万人，毕业生 797.6 万人。初中招生 1411.0

万人，在校生 4312.0 万人，毕业生 1417.6 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1729.0 万人，

在校生 9692.2 万人，毕业生 1437.2 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8.3 万人，在校生 44.2

万人，毕业生 5.3 万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 4264.8 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为 93.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87.0%。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142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与国

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1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671 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 3574

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561 项“863”计划课题。截至年底，累计建设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 132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58 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1187 家。国

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
[42]
累计支持设立206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557亿元，

投资创业企业 1233 家。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 279.9 万件，授予专利权 171.8



万件。截至年底，有效专利 547.8 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87.2 万件，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6.3 件。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30.7 万项，技术合同成交

金额 98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

表 16 2015年专利申请受理、授权和有效专利情况

指 标 专利数（万件） 比上年增长（%）

专利申请受理数 279.9 18.5
其中：境内专利申请受理 261.7 19.7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 110.2 18.7

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95.7 21.2
专利申请授权数 171.8 31.9

其中：境内专利授权 157.8 32.4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35.9 54.1

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25.6 62.5
年末有效专利数 547.8 18.0

其中：境内有效专利 467.4 19.3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147.2 23.1

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87.2 31.4

全年成功完成 19 次宇航发射。长征六号、长征十一号新型运载火箭成功首

飞；地球静止轨道分辨率最高的遥感卫星高分四号成功发射；完成 4颗新一代北

斗导航卫星发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稳步推进；国产首架大飞机 C919

成功总装下线。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 31768 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641 个。全国现

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 221 个，已累计完成对 136780 个企业的产品认证。

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机构 3830 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7354 万台（件）。

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 1931 项，其中新制定 1330 项。全年中央气象台和省级

气象台共发布气象预警信号 5939 次，警报 6107 次。全国共有地震台站 1687 个，

区域地震台网 32 个。全国共有海洋观测站（点）[43]124 个。测绘地理信息部门

公开出版地图 2003 种。

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2052 个，博物馆 2956 个。全国共有公

共图书馆 3136 个，总流通[44]58339 万人次；文化馆 3315 个。有线电视用户 2.39

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2.02亿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2%，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8.8%。全年生产电视剧 395 部 16560 集，电视动画

片 134011 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 686 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45]202

部。出版各类报纸 440 亿份，各类期刊 30 亿册，图书 81 亿册（张），人均图书

拥有量
[46]
5.91 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 4196 个，已开放各类档案 13294

万卷（件）。

全年我国运动员在 25 个运动大项中获得 127 个世界冠军，共创 12 项世界纪

录。全年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 34 项国际赛事中获得 395 个世界冠军。

十一、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990248 个，其中医院 27215 个，乡镇卫生院

36869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4588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195866

个，村卫生室 64475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492 个，卫生监督所（中心）3097

个。卫生技术人员 803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300 万人，注册护士

328 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708 万张，其中医院 534 万张，乡镇卫生院 121 万

张。



年末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3.2 万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 2.8

万个。社会服务床位
[47]
676.3 万张，其中养老床位 669.8 万张。年末共有社区服

务中心 2.4 万个，社区服务站 12.5 万个。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48]
53 万公顷，比上年下降 12.5%。其中，工

矿仓储用地 12 万公顷，下降 15.2%；房地产用地[49]12 万公顷，下降 20.9%；基

础设施等其他用地 29 万公顷，下降 7.1%。

全年水资源总量 28306 亿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 644 毫米。年末全国监测

的 614 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 3645 亿立方米，与上年末蓄水量基本持平。全年总

用水量 6180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4%。其中，生活用水增长 3.1%，工业用水

增长 1.8%，农业用水增长 0.9%，生态补水增长 1.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50]
104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5.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58 立方米，下降 3.9%。

人均用水量 450 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0.9%。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632 万公顷，其中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完成造林面积 242

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 38.2%。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 2740 个，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28 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5.4 万平方公里，新增实施水

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 2.0 万平方公里。

全年平均气温为 10.5℃，共有 6个台风登陆。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43.0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0.9%。煤炭消

费量下降 3.7%，原油消费量增长 5.6%，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3.3%，电力消费量增

长 0.5%。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4.0%，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17.9%。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6%。

工业企业吨粗铜综合能耗下降 0.79%，吨钢综合能耗下降 0.56%，单位烧碱综合

能耗下降 1.41%，吨水泥综合能耗下降 0.49%，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

0.95%。



十大流域[51]的 700 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 72.1%，劣

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 8.9%。十大流域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水质保持稳定。

近岸海域 301 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

点占 70.4%，三类海水占 7.6%，四类、劣四类海水占 21.9%。

在监测的 338 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 21.6%，未达标的城市

占 78.4%。

在监测的 321 个城市中，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好的城市占 4.0%，较好的占

68.5%，一般的占 26.2%，较差的占 0.9%，差的占 0.3%。

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13784 万立方米，比上年末增长 5.3%；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1.0%，提高 0.8 个百分点。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92.5%，提高 0.7 个百分点。城市集中供热面积 64.2 亿平方米，增长 5.1%。

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189 万公顷，增长 3.7%；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6.3%，提高

0.05 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3.16 平方米，增加 0.08 平方米。

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2177 万公顷，其中绝收 223 万公顷。全年因洪涝和地

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20 亿元，因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86 亿元，因低温

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9 亿元，因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2 亿元。

全年大陆地区共发生 5级以上地震 14 次，成灾 12 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80

亿元。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2936 起，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 1.3 万公顷。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 66182 人。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

亡人数 0.098 人，比上年下降 8.4%；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 10 万人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人数1.071人，下降19.4%；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2.1人，下降4.5%；

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 0.162 人，下降 36.5%。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

的情况。



[2]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

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国民总收入，原称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

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总额。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净

要素收入。

[4]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

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

[5]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

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

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6]2015 年年末，0-14 岁（含不满 15 周岁）人口为 22715 万人，15-59 岁

（含不满 60 周岁）人口为 92547 万人。

[7]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 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

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 6个月及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

[8]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生产总值（以 2010 年价格计算）与全部就业人员

的比率。

[9]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是指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10]居住类价格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住房租金、自有住房和水电燃料等价

格。

[11]按照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的要求，2015 年将政府性基金中用于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以及主要用于人员和机构运转等方面的 11 项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

为此，需扣除 11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计算同口径增幅。

[12]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3]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

息化学品制造业。

[14]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

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15]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油田天然气（分为油田气层气、油田伴生溶解

气）和煤田天然气（也称煤层气）。

[16]钢材产量数据中含企业之间重复加工钢材约 34400 万吨。

[17]少量发电装机容量（如地热等）文中未列出。

[18]固定资产投资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计算的合计数据小于全国

数据，是因为有部分跨地区的投资未计算在地区数据中。其中，东部地区是指北

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省（市）；

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省；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省

（区、市）；东北地区是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省。

[19]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

务的工程和设施的支出。本文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投资。

[20]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

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21]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22]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

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23]高速铁路是指最高营运速度达到 200 公里/小时及以上的铁路。



[24]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

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其中，网上零售额包括的服务类商品，以及少部分用

于生产经营用或被转卖的商品不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25]货物贸易、吸收外资采用人民币计价。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

工程由于技术原因仍主要沿用美元计价。

[26]服务进出口按照《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标准统计，不含政府服务，

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27]“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8]2015 年公路客货运量、周转量数据的核算方法和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29]邮电业务总量按 2010 年价格计算。

[30]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是指移动电话交换机根据一定话务模型和交换机

处理能力计算出来的最大同时服务用户的数量。

[31]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xDSL、FTTx+LAN、FTTH/0 以及其他宽带接入方式和普通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

用户。

[32]移动宽带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息，占用 3G 或 4G

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

[33]手机上网人数是指过去半年通过手机接入并使用互联网的 6周岁及以

上中国居民数量。

[3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包括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服务和其他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

[35]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

额。



[36]非公开增发又叫定向增发，不含资产认购部分。

[37]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以及公司债、

可转债等。

[38]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39]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或从高到

低）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40]农村五保供养是指老年、残疾和未满 16 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

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

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村民，在吃、穿、住、医、葬方面得到的生活照顾

和物质帮助。

[41]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

[42]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是指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通过与地方政府资金、社

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或以股权投资模式直接投资创业企业等方式，

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活动。

[43]海洋观测站（点）是指依托岸基、岛屿（或海上固定平台）进行海洋水

文、气象观测，获取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长期、定点、连续海洋环境观测资料的场

所，部分海洋观测站存在多个观测点的情况。

[44]总流通人次是指本年度内到图书馆场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总人次，包括

借阅书刊、咨询问题以及参加各类读者活动等。

[45]特种影片是指那些采用与常规影院放映在技术、设备、节目方面不同的

电影展示方式，如巨幕电影、立体电影、立体特效（4D）电影、动感电影、球幕

电影等。

[46]人均图书拥有量是指在一年内全国平均每人能拥有的当年出版图书册

数。

[47]社会服务床位数除收养性机构外，还包括救助类机构、社区类机构以及

军休所、军供站等机构的床位。



[48]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是指报告期内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年度土地供应

计划依法以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单位或个人使用的国有

建设用地总量。

[49]房地产用地是指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总和。

[50]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按 2010 年价格计算。

[51]十大流域包括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

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数据来自财政部；外汇储备、汇率、货币金融、公司信用类债券数据来

自人民银行；水产品产量数据来自农业部；木材产量、林业、森林火灾数据来自

林业局；灌溉面积、水资源数据来自水利部；发电装机容量、新增 220 千伏及以

上变电设备数据来自中电联；新建铁路投产里程、增新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电

气化铁路投产里程、铁路运输数据来自铁路总公司；新建公路里程、港口万吨级

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公路运输、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

新增民用运输机场、民航数据来自民航局；新增光缆线路长度、电话交换机容量、

电话用户、宽带用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上网人数、软件业务收入等数据来

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保障性住房、城市污水处理、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建成区绿

地率数据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货物进出口数据来自海关总署；服务进出口、外

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数据来自商务部；

管道数据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民用汽车、交通事故数据来自公安部；

邮政业务数据来自邮政局；旅游数据来自旅游局、公安部；上市公司数据来自证

监会；保险业数据来自保监会；城乡低保、五保供养、社会服务、农作物受灾面

积、洪涝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低温冷冻和雪灾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来自民政部；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安排科技计划课题、技术



合同等数据来自科技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新兴产业创投等数

据来自发展改革委；专利数据来自知识产权局；宇航发射数据来自国防科工局；

质量检验、国家标准制定修订等数据来自质检总局；气象预警、平均气温、登陆

台风数据来自气象局；地震数据来自地震局；海洋观测站（点）、海洋灾害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数据来自海洋局；测绘数据来自测绘地信局；艺术表演团体、博物

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数据来自文化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期刊、图书

数据来自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档案数据来自档案局；体育数据来自体育总局；残

疾人运动员数据来自中国残联；卫生数据来自卫生计生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数

据来自国土资源部；自然保护区、环境监测数据来自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数据

来自安全监管总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