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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

10 月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保供稳价和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

态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稳定，国际收支好于预期，结构

调整扎实推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一、农业增产在望，工业增速回升，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向好

10 月份，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从各地实打实收情况看，秋粮有望增产。

在夏粮比上年增产 59.3 亿斤、早稻增产 14.5 亿斤的基础上，全国粮食总产量预

计将达 1.3 万亿斤以上。

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长 5.2%，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9%。分三大门

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制造业增长 2.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1.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7%，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0.4%。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

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27.9%、22.2%、10.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5.2%；股份制企业增长 4.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3%；

私营企业增长 2.4%。1—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9%，两

年平均增长 6.3%。10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2%，其中，高技

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0%和 51.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为 53.6%。1—9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3441 亿元，同比增

长 44.7%，两年平均增长 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96%，

同比提高 1.09 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

10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8%；两年平均增长 5.5%，比上月

加快 0.2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4.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3%。1—10 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 15.1%，两年平均增长 6.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

指数同比增长 19.8%。1—9 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3.6%，

两年平均增长 10.6%。10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6%，其中，电信广播

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

月高于 56.0%；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8.5%，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三、市场销售稳中有升，升级类商品消费较为活跃

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454 亿元，同比增长 4.9%，比上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4.6%，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3%。按

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5090 亿元，同比增长 4.8%；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 5364 亿元，同比增长 5.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35994 亿元，同

比增长 5.2%；餐饮收入 4460 亿元，同比增长 2.0%。基本生活消费稳定增长，限

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9%、8.8%。升级类

消费较为活跃，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4.8%、12.6%、11.5%。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8511

亿元，同比增长 14.9%，两年平均增长 4.0%。1—10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103765

亿元，同比增长 17.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84979 亿元，同比增长 14.6%；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7%。

四、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1—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45823 亿元，同比增长 6.1%；

两年平均增长 3.8%，与 1—9月份持平；10 月份环比增长 0.15%。分领域看，1

—10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0%，制造业投资增长 14.2%，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长 7.2%。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4304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3%，两年平均

增长 3.6%；商品房销售额 147185 亿元，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 8.8%。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1.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1.3%，第三产业



投资增长 3.7%。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5%，两年平均增长 3.8%，比 1—9月份加

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7.3%，两年平均增长 13.5%；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3.5%、6.0%。高技术制造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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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9.9%、28.2%；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 39.8%、15.4%。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0.9%，两年平均增长 10.7%；其

中卫生投资、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8.9%、10.1%。

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0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3357 亿元，同比增长 17.8%。其中，出口 19408

亿元，增长 20.3%；进口 13949 亿元，增长 14.5%。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5459

亿元。1—10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16727 亿元，同比增长 22.2%。其中，出口

174892 亿元，增长 22.5%；进口 141835 亿元，增长 21.8%。1—10 月份，一般贸

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1.7%，同比提高 1.4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

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8.3%，同比提高 2.2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

长 22.4%，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8.9%。

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持平

1—10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33 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 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 0.4 个百分点。

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9%，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8%。16—24 岁

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14.2%，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

为 4.2%，与上月持平。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比上月上升 0.1 个

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6 小时，比上月增加 0.8 小时。

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扩大

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5%，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

百分点；环比上涨 0.7%。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0.9%，衣着价格上

涨 0.5%，居住价格上涨 1.7%，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9%，交通通信价格上

涨 7.0%，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2.9%，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0.6%，其他用品及服

务价格下降 0.5%。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44.0%，鲜菜价格上涨



15.9%，粮食价格上涨 0.9%，鲜果价格上涨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1—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0.7%。

10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3.5%，涨幅比上月扩大 2.8 个

百分点；环比上涨 2.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7.1%，涨幅比上月扩大

2.8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2.6%。1—10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7.3%、10.1%。

总的来看，10 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发展韧性继续显现。但也要

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发展中阶

段性结构性矛盾犹存，保持经济稳定恢复仍需加力。下一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附注

（1）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 2019 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

计算的增速。

（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为实际增

长速度；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均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3）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

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

可能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单位范围发

生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

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是部分企业集



团（公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团（公

司）跨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4）服务业生产指数是指剔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的产

出变化。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是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

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范围每年发生变化，

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指标同比增

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统计范围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

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部分企业（单位）达到限额标准纳入调查

范围，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单位）因规模变小达不到限额标准退出调查范围，还

有新开业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单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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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商品和服务包括实物商品和非实物商品（如虚拟商品、

服务类商品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6）根据统计执法检查和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对上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数

据进行修订，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7）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8）就业人员是指 16 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

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9）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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