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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实体经济稳中有升

（2021 年 12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

11 月份，面对复杂严峻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等多重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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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持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大

保供稳价和助企纾困力度，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工农业生产稳中有升，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国际收支继续改善，高质量发展稳

步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一、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工业生产持续回升

全国秋粮再获丰收，产量 10178 亿斤，比上年增加 191 亿斤，增长 1.9%。全

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 13657 亿斤，比上年增加 267 亿斤，增长 2.0%，

连续 7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比上月加快 0.3 个百分

点；两年平均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7%。分三大门

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制造业增长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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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2.9%。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

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12.0%、27.9%、11.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3.6%；股份制企业增长 4.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9%；

私营企业增长 3.9%。1—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两

年平均增长 6.1%。1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1—10 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1650亿元，同比增长42.2%，两年平均增长19.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7.01%，同比提高 1.04 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总体恢复，新兴服务业较快发展

11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1%，比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 5.6%，比上月加快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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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7.7%。1

—11 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4.0%，两年平均增长 6.0%。1—10 月份，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1%；两年平均增长 10.6%，与 1—9

月份持平。11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1%，其中与制造业活动密切相关

的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三、市场销售稳中有缓，网上零售较为活跃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043 亿元，同比增长 3.9%，比上月回落 1.0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4.4%，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22%。按

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5337 亿元，同比增长 3.7%；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 5706 亿元，同比增长 4.8%。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36200 亿元，同

比增长 4.8%；餐饮收入 4843 亿元，同比下降 2.7%。基本生活消费较快增长，

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5.5%、14.8%。升

级类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18.1%、8.2%。1—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9554 亿元，同比增长

13.7%，两年平均增长 4.0%。1—11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118749 亿元，同比增

长 15.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8056 亿元，同比增长 13.2%；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5%，比 1—10 月份提高 0.8 个百分点。

四、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加快

1—11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94082 亿元，同比增长 5.2%，

比 1—10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3.9%，比 1—10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11 月份环比增长 0.19%。分领域看，1—11 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

长 0.5%，制造业投资增长 13.7%，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6.0%。全国商品房销售

面积15813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8%，两年平均增长3.1%；商品房销售额 161667

亿元，同比增长 8.5%，两年平均增长 7.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9.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1.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5%。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7.7%；两年平均增长 3.8%，与 1—10 月份持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6.6%；

两年平均增长 14.2%，比 1—10 月份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2.2%、6.4%。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6.1%、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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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14.8%。

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长 10.8%；其中卫生投资、教育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 26.6%、9.5%。

五、货物进出口增势良好，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1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7164 亿元，同比增长 20.5%。其中，出口 20885

亿元，增长 16.6%；进口 16279 亿元，增长 26.0%。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4607

亿元。1—11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53903 亿元，同比增长 22.0%。其中，出口

195763 亿元，增长 21.8%；进口 158140 亿元，增长 22.2%。1—11 月份，一般贸

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1.6%，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

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8.5%，同比提高 2.2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

长 21.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9%。

六、城镇就业不断增加，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11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207 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11 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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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3%，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 5.1%，与上月持平。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7.8 小时。

七、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稳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回落

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

百分点；环比上涨 0.4%。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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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交通通信价格上

涨 7.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3.0%，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0.6%，其他用品及服

务价格下降 0.6%。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32.7%，粮食价格上涨



1.5%，鲜果价格上涨 4.1%，鲜菜价格上涨 30.6%。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1—1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 0.9%。

11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2.9%，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

百分点；环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7.4%，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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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0.7%。

总的来看，11 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制约仍然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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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做到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着力稳定宏观经济

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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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021 年 1—11 月份主要指标数据

指 标

11 月 1—11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3.8 … 10.1
（一）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6.2 … 5.1
制造业 … 2.9 … 10.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 11.1 … 11.9

（二）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3.6 … 8.5
其中：股份制企业 … 4.5 … 10.4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

… 1.9 … 9.5

其中：私营企业 … 3.9 … 10.9
（三）主要行业增加值
纺织业 … -3.5 … 1.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0.9 … 8.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4.0 … 8.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11.2 … 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 2.8 … 13.8
汽车制造业 … -4.7 … 5.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

… 3.6 … 10.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9.4 … 18.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 13.5 … 16.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10.1 … 11.3
（四）主要产品产量
发电量（亿千瓦时） 6540 0.2 73827 9.2
生铁 (万吨) 6173 -16.6 79623 -4.2
粗钢 (万吨) 6931 -22.0 94636 -2.6
钢材 (万吨) 10103 -14.7 122333 1.0
水泥 (万吨) 19958 -18.6 217260 -0.2
原油加工量（万吨） 5964 2.2 64479 4.9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535 -0.7 5911 6.3
原煤（万吨） 37084 4.6 367427 4.2



指 标

11 月 1—11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焦炭（万吨） 3385 -17.4 42839 -1.6
硫酸（折 100％） (万吨) 757 -2.4 8556 6.0
烧碱（折 100％） (万吨) 333 -2.6 3496 4.2
乙烯 (万吨) 231 2.7 2572 19.7
化学纤维 (万吨) 566 -2.7 6139 10.3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8359 -0.5 92999 8.4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4233 7.5 42265 24.0
集成电路 (亿块) 301 11.9 3295 37.1
汽车 (万辆) 267.3 -7.1 2364.4 5.3
其中：轿车 (万辆) 99.3 -5.6 865.5 5.9

（五）产品销售率（%） 97.0
-1.4

(百分点)
97.7

-0.2
(百分点)

（六）出口交货值（亿元） 13855 12.6 130308 17.8
二、服务业生产指数 … 3.1 … 14.0
三、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亿元）

… … 494082 5.2

其中：民间投资 … … 281027 7.7
分产业
第一产业 … … 12926 9.3
第二产业 … … 151028 11.1
第三产业 … … 330128 2.5
四、房地产开发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 … 137314 6.0
其中：住宅 … … 103587 8.1

办公楼 … … 5438 -6.1
商业营业用房 … … 11520 -3.1

（二）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
米）

… … 959654 6.3

其中：住宅 … … 679540 6.5
办公楼 … … 37126 2.3
商业营业用房 … … 89648 -1.9

（三）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
方米）

… … 182820 -9.1

其中：住宅 … … 135017 -8.4
办公楼 … … 4713 -19.3
商业营业用房 … … 12936 -20.2

（四）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
米）

… … 68754 16.2

其中：住宅 … … 49582 16.2
办公楼 … … 2217 16.8
商业营业用房 … … 6054 4.8



指 标

11 月 1—11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五）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
方米）

… … 158131 4.8

其中：住宅 … … 139156 4.4
办公楼 … … 2827 2.0
商业营业用房 … … 7530 -2.6

（六）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 … 161667 8.5
其中：住宅 … … 145597 9.3

办公楼 … … 3950 -3.0
商业营业用房 … … 8075 -2.2

（七）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
金
（亿元）

… … 183362 7.2

其中：国内贷款 … … 21640 -10.8
利用外资 … … 90 -41.7
自筹资金 … … 59378 4.8
定金及预收款 … … 67156 17.0
个人按揭贷款 … … 29633 9.8

土地购置面积（万平方米） … … 18287 -11.2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 … 50165 1.8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
元）

41043 3.9 399554 13.7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
售额

16031 4.2 147516 14.9

（一）按经营地分
城镇 35337 3.7 346316 13.8
乡村 5706 4.8 53239 13.3
（二）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4843 -2.7 42054 21.6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880 -0.3 9413 26.7
商品零售 36200 4.8 357501 12.8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5151 4.5 138103 14.2

粮油、食品类 1552 14.8 15098 10.7
饮料类 261 15.5 2564 21.2
烟酒类 432 13.3 4262 23.3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类
1484 -0.5 12363 14.9

化妆品类 571 8.2 3678 15.3
金银珠宝类 270 5.7 2756 34.1
日用品类 782 8.6 6647 13.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
1105 6.6 8418 12.2



指 标

11 月 1—11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中西药品类 545 9.3 5220 9.9
文化办公用品类 496 18.1 3707 20.2
家具类 167 6.1 1494 16.9
通讯器材类 825 0.3 5793 16.3
石油及制品类 1940 25.9 18843 21.7
汽车类 3777 -9.0 39215 9.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00 14.1 1753 22.2

六、进出口（亿元）
进出口总额 37164 20.5 353903 22.0
出口额 20885 16.6 195763 21.8
进口额 16279 26.0 158140 22.2
七、居民消费价格 … 2.3 … 0.9
食品烟酒 … 1.7 … -0.3
衣着 … 0.5 … 0.2
居住 … 1.7 … 0.8
生活用品及服务 … 0.5 … 0.3
交通通信 … 7.6 … 4.1
教育文化娱乐 … 3.0 … 1.8
医疗保健 … 0.6 … 0.4
其他用品及服务 … -0.6 … -1.4
八、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12.9 … 7.9
生产资料 … 17.0 … 10.4
采掘 … 60.5 … 33.5
原材料 … 25.0 … 15.4
加工 … 10.1 … 6.5

生活资料 … 1.0 … 0.3
食品 … 1.6 … 1.4
衣着 … 1.2 … -0.3
一般日用品 … 1.4 … 0.4
耐用消费品 … 0.1 … -0.7

九、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 17.4 … 10.7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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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除特殊
说明外，增长速度均按现价计算。
2.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3.此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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