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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从生产、需求和收入等多个角度对 2020 年中国经

济运行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总结过去一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探讨经济发展中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新一年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予以展望。2020 年中国经济运行具有以下突

出特点：一季度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二季度以后呈逐季恢复、稳定回升态势；在世界经

济增长中表现突出；从生产端看，二季度第二产业恢复较快，三、四季度第三产业恢复较快；

从需求端看，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力，出口表现超预期；从收入端看，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增速恢复最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稳定回升；从经济增长动力看，一

季度新经济新动能逆势增长，二至四季度稳定上升，对于减缓一季度经济下降幅度和拉动二

至四季度经济增速稳定回升起到重要作用。初步判断，2021 年预计经济增长 7%–8%，年内

呈高开低走的趋势；从生产端看，第三产业有望重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需求

端看，消费需求有望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需求有望保持稳定增长，其中

制造业投资可能成为稳投资主力，净出口需求在上半年可能保持增长，但下半年面临压力；

从收入端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将保持回升趋势；从经

济增长动力看，新经济新动能对 2021 年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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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and forecast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using 

statistical data and indicators, based 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national 

accounting. In addition, we summarize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20 Chines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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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has the following outstanding features. After suffering from the severe shock of 

COVID-19 in the first quarter, the economy recovered quarter by quarter and rebounded steadily 

and China has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world. From the production side, the tertiary 

industry recovered slower tha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the second quarter but faster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quarter. From the demand side, investment demand beca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s performed beyond expectations. From the income side, profit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recovered fastest and the growth rate of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rebounded steadily. As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in the first quarter, 

the “new economy” and “new momentum” kept increasing rapidly against the economic trend and 

grew stead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quarter,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lowing the 

first quarter’s economic decline and pulling economic growth rate’s recovery in the rest of the year. 

As for 2021, based on a preliminary forecast, the GDP growth rate may attain 7% to 8%, and in 

the first quarter, the GDP growth rate may be higher but it will be much lower in the last quarter. 

From the production side, the tertiary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gain. While from the demand side, consumption demand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vestment demand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and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may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investment. The growth rate 

of export may maintain growt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but face press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From the income side,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and profit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will keep reboun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nument of economic 

growth, “new economy” and “new momentum” will keep playing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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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

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党中央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及时采取逆周期调控的政策并加大政策对冲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在最短的时

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复工复产，预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本文运

用相关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从生产、需求、收入和价格角度，对 2020 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

况进行分析，并对 2021 年经济表现进行展望，为宏观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准确判断新一年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提供参考。 

 

一、2020 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 



 

（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生产角度看，2020 年经济运行主要表现如下：2020 年 GDP 增长 2.3%，成绩取得实

属不易，一季度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二季度以后逐季恢复，四季度增速超过上年同期；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在二季度率先快速恢复，随后逐季稳步回升，建筑业和制造业做出突出

贡献；第三产业增加值在二季度以后保持快速恢复态势，全年多数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 

1．2020 年实现 2.3%的经济增长，成绩取得实属不易。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

发，在全国范围传播，居民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几乎完全停摆。在党中央的高度

重视和坚强领导下，3 月底疫情基本得到控制，随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快速有序推进，居

民工作和生活开始逐步恢复。然而新冠疫情的影响贯穿全年，国内多地先后爆发局部小规模

疫情，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举措。同时，全球疫情仍在蔓延，造成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在这

样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经济达到 2.3%的正增长，尽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增速，但在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分季度看，一季度，在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同比下降 6.8%，是 1992 年建

立季度 GDP 核算制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经济负增长（许宪春等，2020）；由于疫情迅速得到

控制，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以及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二季度经济迅速恢复正增长，增速强

力反弹至 3.2%；三季度持续恢复至 4.9%；四季度实现超预期增长 6.5%，比上年同期高 0.7

个百分点，为 2019 年以来最高当季增速。 

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在二季度率先快速恢复，随后逐季稳步回升，建筑业和制造业

做出了突出贡献。2020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2.6%。分季度看，一季度下降 9.6%，在三

次产业中降幅最大，对一季度经济下降的影响最大；二季度增长 4.7%，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14.3 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增速最快，回升的幅度最大；三、四季度分别增长 6.0%和 6.8%，

呈逐季稳步回升态势（见图 1）。 

制造业和建筑业表现突出，是拉动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率先快速恢复和稳步回升的主要

动力。2020 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3%和 3.5%。分季度看，一季度制造业和

建筑业受新冠疫情冲击非常严重，增加值分别下降 10.2%和 17.5%，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大幅

下降影响最大；二季度分别增长 4.4%和 7.8%，增速分别回升 14.6 和 25.3 个百分点，对第

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迅速回升起主要拉动作用；三、四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1%和 7.3%，

呈稳步回升走势，其中，四季度 7.3%的增速是近年来 ①制造业增加值最快的季度增速，建

筑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1%和 6.6%，保持较快增长。三、四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稳步回

升和建筑业增加值的较快增长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稳步回升发挥了主要作用。制造业和建

                                              
① 由于 2015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目前判断，至少为 2015 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最

快的季度增长速度。 



筑业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中国最先控制住新冠疫情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完备的配套能

力。 

3．第三产业在二季度以后保持快速恢复态势，全年多数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2020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2.1%。分季度看，一季度下降 5.2%，二至四季度分别增长 1.9%、

4.3%、6.7%，保持快速恢复态势（见图 1）。其中二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恢复弱于第

二产业，但三、四季度快于第二产业，所以四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已经与第二产业基本

持平。分行业看，除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仍

存在-1.3%、-13.1%、-5.3%的负增长外，其他行业均实现正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季

度，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2.7%和 2.2%，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比三季度分别提升 7.8 和 9.1 个百分点。①。 

新兴行业表现突出，对减缓经济下降幅度和拉动经济增速持续回升起重要作用。2020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6.9%。其中一季度增长 13.2%，拉动

GDP 增长 0.6 个百分点（毛盛勇，2020），减缓了 GDP 的下降幅度；二至四季度分别增长

15.7%、18.8%和 19.7%，保持两位数增长，且增速逐季上升，对经济增速的持续回升起到重

要拉动作用。 

 

图 1  2019–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二）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 

                                              
①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在二季度便实现 1.2%正增长，恢复较快，全年增速为负主要由于一季度增加值下

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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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角度看，2020 年中国经济运行主要表现如下：从年度看，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需求向下拉动经济增长，净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提升；从季度看，

消费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投资需求在二季度强势反弹后拉动作用

减弱。 

1．投资需求增速恢复较快，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需求在支出法 GDP

中称为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 ①。2020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名义增长 2.9%，比上年回落 2.5 个百分点，一至四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16.1%、-3.1%、

0.8%、2.9%。分三大投资领域看，2020 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9%；制造业投资下降 2.2%；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7.0%（见图 2）。在疫情时期较宽松的资金条件以及刚性购房需求推动

下房地产开发投资表现最好，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起重要作用。制造业投资降幅收窄最

多，是促进固定资产投资恢复的重要因素。制造业投资全年下降 2.2%，降幅分别比前三季

度、上半年、一季度收窄 4.3、9.5、23.0 个百分点。分投资主体看，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5.3%，

增速比上年回落 1.5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 1.0%，增速比上年回落 3.7 个百分点，民间投

资抗风险能力较差，更容易受到冲击。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决定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呈增长

态势。 

2020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长 7.5%，比上年提高 5.5 个百分点。存货

变动相应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的走势决定了资本形成总额的较快增

长，2020 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 GDP 增长 2.2 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① 具体解释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若干重要指标与有关统计指标的比较》（许宪春，2014）。 



 

图 2  2019–2020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名义增长率 

2．消费需求受疫情影响突出，向下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在支出法 GDP 中称为最终

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下降

1.6%，实际下降 4.0%（见图 3），与投资需求相比受疫情影响更加突出。分城乡看，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下降 3.8%，实际下降 6.0%，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起主要作用；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2.9%，实际下降 0.1%。分类别看，在居民消费支出八大分

类中，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增长 5.1%，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增长 3.2%，其他类别人均消费

支出均下降。其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分别下降

19.1%和 11.8%，出现两位数下降。可见居民消费支出受疫情影响严重，且完全恢复尚需时

日，除需求弹性较小的食品烟酒和居住消费支出外，其他消费支出均出现幅度不等的下降。 

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8%（见图 4），与政府消费支出相关的一般

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支出小幅增长。但由于居民消费支出

下降幅度较大，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共同决定的最终消费支出下降，全年最终消费

支出向下拉动 GDP 0.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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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累计名义和实际增长率 

 

 

图 4  2019–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3．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海关统

计，2020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4.0%，进口下降 0.7%，货物贸易顺差比上年扩大 27.4%。

据商务部统计，2020 年 1–11 月，服务出口下降 2.3%，进口下降 24.0%，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51.3%。2020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 GDP 增长 0.7 个百分点。 

4．分季度看，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投资需求在二

季度强势反弹后拉动作用减弱。如表 1 所示，一季度，受疫情的严重冲击，三大需求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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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共同向下拉动经济增速。二季度，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由负转正，尤其是投资需求

强势反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季度，消费需求恢复加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投资需求恢复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回落，但仍是主要动力；净出口需求则保持

稳步提升。四季度，在促消费政策的推动下，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当，净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也持续提升。 

表 1  2020 年三大需求对 GDP 的拉动（单位：百分点） 

 全年 四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消费需求 -0.5 2.6 1.4 -2.3 -4.3 

投资需求 2.2 2.5 2.2 4.9 -1.4 

净出口需求 0.7 1.4 1.3 0.6 -1.1 

（三）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 

从收入角度看，2020 年经济运行主要表现如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逐季回

升，全年实际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增

速高于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呈 V 型走势，与上年相比回落幅度仍较大。 

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实际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4.7%，实际增长 2.1%，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 4.2 和 3.7

个百分点（见图 5）。一至四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名义增速分别为 0.8%、2.4%、

3.9%、4.7%；累计实际增速分别为-3.9%、-1.3%、0.6%、2.1%。全年实际增速与经济增速

基本同步。 

分收入来源看，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

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 4.3%、1.1%、6.6%和 8.7%，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 4.3、7.0、3.5 和 1.2

个百分点。其中，转移净收入增长最快，是拉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上调养

老金、退休金标准，加大社会救济、临时救助等政策措施的作用下，2020 年居民人均养老

金和离退休金增长 7.8%，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增长 18.7%，政策性生活补贴收入增长 12.7%

（宁吉喆，2021），带动居民转移净收入的快速增长。随着经济逐渐恢复，以及各项稳就业、

保就业政策的有力实施，一至四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累计名义增速分别为 1.2%、

2.5%、3.6%和 4.3%，稳步回升。经营净收入受疫情影响最大，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较慢

的重要原因。全年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名义增速为 1.1%，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低 3.6 个百分点。一季度，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人均经营净收入同比下降 7.3%。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和各项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起效，居民家庭经营状况逐季好转，

到四季度恢复正增长。 



 
图 5  2019–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名义与实际增长率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增速高于上年。2020 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1%，增速比上年加快 7.4 个百分点（见图 6）。其中，装备和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起重要拉动作用。装备制造

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0.8%，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3.7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

造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6.4%（朱虹，2021）。 

受市场需求逐步回升、成本压力缓解、工业品价格回升等因素的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增速逐季回升。一季度，受疫情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6.7%，

二季度开始迅速恢复，降幅逐渐收窄。1–10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0.7%，增速

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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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9–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呈 V 型走势，与上年相比回落幅度仍较大。受疫情冲击，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利润减少，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2.3%；同时，为应

对疫情影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2020 年全国连续发布实施了 7 批 28 项减税降费措施，

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5 万亿元。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9%，增速

比上年回落 7.7 个百分点（见图 7）。 

 
图 7  2019–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月度累计名义增长率 

（四）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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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格角度看，2020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总体呈回落走势，全年涨幅比上年收窄，工

业生产者价格降幅呈先扩大后缩小走势，全年降幅比上年扩大。 

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总体呈回落走势，全年涨幅比上年收窄。2020 年，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上涨 2.5%，涨幅比上年收窄 0.4 个百分点。从月度看，2020 年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涨幅总体呈回落走势（见图 8）。 

2020 年居民消费价格八大类四涨一平三降。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8.3%，涨幅比上年扩大

1.3 个百分点，是影响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在食品烟酒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0.6%，影

响 CPI 上涨约 2.20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猪肉和鲜菜价格上涨的影响。全年猪

肉和鲜菜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9.7%和 7.1%，二者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1.78 个百分点。 

受疫情影响，服务消费受到一定抑制，全年服务价格上涨 0.6%，涨幅比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其中，租赁房房租和邮递服务价格均下降 0.6%，涨幅比上年分别回落 2.4 和 0.4

个百分点；家庭服务价格、教育服务价格和旅游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7%、2.2%、1.1%，涨

幅比上年分别回落 2.1、0.9 和 0.7 个百分点。 

 

图 8  2019–2020 年 CPI 月度同比上涨率 

2．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呈先扩大后缩小走势，全年降幅比上年扩大。2020 年，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下降 1.8%，降幅比上年扩大 1.5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2.7%，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5%，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是 PPI 下降的主要因素。2020 年，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3%，降幅比上年扩大 1.6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的九大

类价格六降三涨。其中，燃料、动力类价格降幅最大，同比下降 8.4%；农副产品类价格涨

幅最大，同比上涨 5.4%。从月度看，2020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降幅整体先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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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缩小走势（见图 9）。 

 

图 9  2019–2020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月度同比上涨率 

 

二、2020 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 

 

（一）经济呈逐季好转、稳定恢复态势 

一季度，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大多数指标出现下降。GDP 同比下降 6.8%，

三次产业增加值和三大需求均明显下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回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大幅下降。 

二季度，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宏观经济政策发力，经济迅速恢复正增长，主要指标

迅速回升。GDP 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10.0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均恢复正增长，第二产

业增加值回升幅度最大；三大需求中，投资需求强势反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均恢复正增长。 

三季度，经济增长保持上升态势，许多经济指标由负转正。GDP 增速比二季度进一步

回升 1.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恢复速度加快；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恢复正增长；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实现年内首次由负转正。 

四季度，经济持续恢复，GDP 增速超上年同期。各行业增加值均实现正增长，大多数

行业增加值增速快于上年同期；需求结构持续改善，消费需求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

动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恢复正增长，且表现好于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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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 

（二）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表现突出 

目前大多数国家尚未公布全年 GDP 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 ①，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5%，发达经济体衰退 4.9%，其中美国经济衰退 3.4%，欧元区衰

退 7.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衰退 2.4%，其中印度经济萎缩 8.0%，中国经济增长 2.3%，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预计 ②2020 年全球

GDP 将下降 4.2%，中国 GDP 增长 1.8%，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并预测 2021 年中国

将继续增长，为全球增长贡献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之所以在不平凡之年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直接原因在于有效的疫情防控、率先完成

复工复产，但这背后反映了党中央坚强领导、显著的制度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精准的宏

观调控。正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帮助中

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的趋势。而完整的产业体系在疫情的冲击下显示出强大

的组织调整能力和灵活的协作配套能力，帮助中国迅速恢复生产。同时，灵活精准的宏观调

控政策，确保了经济稳步恢复，民生得到保障。 

（三）生产端恢复出现结构性分化 

从生产端看，第三产业恢复慢于第二产业，且第三产业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等行业依然疲软。生产端的恢复出现结构性不平衡，产业结构持续改善的趋势放缓。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低、回落幅度大。2020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2.6%，比上年回

落 2.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2.1%，比上年回落 5.1 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回落

幅度最大，且低于 GDP 2.3%增速（见表 2），打破了第三产业连续六年对 GDP 增长起主要

拉动作用的态势。一季度，三次产业增加值均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二季度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强势反弹14.3个百分点，达到4.7%；而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增长1.9%，

回升幅度和增长速度均明显落后于第二产业。三、四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恢复速度

开始加快，四季度基本上与第二产业持平，但全年表现仍弱于第二产业。 

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恢复较慢，拉低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

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全年依然保持-13.1%和-5.3%的负增长 ③，尽管四

季度这两个行业增加值增速由负转正，分别实现 2.7%和 2.2%的正增长，但依然比上年同期

增速低 2.6 和 7.8 个百分点，而其他行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上年同期或表现较好 ④。由于全

                                              
① IMF 根据世界经济形势最新情况，在 2021 年 1 月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世界各国（地

区）2020 年经济增速的估计值进行了更新，其中中国采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 2.3%的增速。2020
年 10 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估计值为 1.9%。 
② OECD 在 2020 年 12 月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对全球经济增速进行了预测。 
③ 虽然 2020 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速-1.3%，也是负增长，但其四季度增速为 6.3%，高于上年同期 1.0
个百分点，显示出其恢复速度较快，全年负增长主要由于一季度受疫情冲击较严重。 
④ 其中，2020 年四季度，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4.5%，比上年同期低 2.6 个百分点，但表现好于住宿和



年疫情防控常态化及多地散发病例导致的局部小规模疫情，居民外出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还是相对较少，因此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仍难以迅速恢复至疫情前状态。 

表 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单位：%） 

 2020 年 2019 年 

 全年 四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年 

GDP 2.3 6.5 4.9 3.2 -6.8 6.0 

第一产业 3.0 4.1 3.9 3.3 -3.2 3.1 

第二产业 2.6 6.8 6.0 4.7 -9.6 4.9 

第三产业 2.1 6.7 4.3 1.9 -5.2 7.2 

农林牧渔业 3.1 4.2 4.0 3.4 -2.8 3.2 

工业 2.4 6.9 5.6 4.1 -8.5 4.8 

#制造业 2.3 7.3 6.1 4.4 -10.2 4.6 

建筑业 3.5 6.6 8.1 7.8 -17.5 5.2 

批发零售业 -1.3 6.3 3.1 1.2 -17.8 5.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5 7.6 3.9 1.7 -14.0 6.5 

住宿和餐饮业 -13.1 2.7 -5.1 -18.0 -35.3 5.5 

金融业 7.0 7.0 7.9 7.2 6.0 6.6 

房地产业 2.9 6.7 6.3 4.1 -6.1 2.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9 19.7 18.8 15.7 13.2 21.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3 2.2 -6.9 -8.0 -9.4 8.7 

其他服务业 1.0 4.5 2.3 -0.9 -1.8 6.9 

（四）需求端存在结构性不平衡 

从需求端看，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恢复速度不平衡，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等内生

动能尚未完全释放。 

1．消费需求恢复慢于投资需求。2020 年，最终消费支出向下拉动 GDP 0.5 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态势被打破，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一季度三大需求均遭受严重冲击后，二季度投资需求快速恢复，并成为二、三季度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需求在三季度才由负转正，四季度虽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但

对 GDP 的拉动作用仅略大于投资需求 ①（见表 1）。消费需求恢复较慢的主要原因有：一方

面，受疫情影响，人们线下文化娱乐活动和外出活动依然受限，阻碍了消费的恢复。另一方

                                                                                                                                  
餐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① 四季度，消费需求拉动 GDP 增长 2.6 个百分点，而投资需求拉动 GDP 增长 2.5 个百分点，虽然消费需

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需求拉动 GDP 增长仅大于投资需求 0.1 个百分点，与近些年消费需求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投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 



面，疫情的冲击也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放缓，引起预防性储蓄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降

低，压制了消费需求的恢复速度。 

2．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恢复较慢。如前所述，在三大投资领域中，只有制造业

投资负增长。在财政政策主导和货币政策配合下，政府着力提升与“两新一重”①相关的有

效投资，这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迅速回升，二季度基础设施投资降幅收窄最多，并在前三

季度实现累计正增长。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受到的影响较小，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7.7%，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起抑制作用，加上刚性购房需求和宽松的资金环境，房地产

开发投资累计增速在上半年迅速实现由负转正。制造业投资在一季度下降 25.2%，受到的冲

击最严重，同时，制造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资金，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持续的利润

增长累积充裕资金，才能开启新一轮投资扩张，而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增

速仍较低，对制造业投资的恢复造成负面影响，制造业投资固有的滞后周期属性决定其投资

恢复慢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五）从需求端看，出口表现超预期 

面临疫情的冲击，2020 年中国的出口创下近年来最高，表现超预期。2020 年初，中国

作为全球疫情的震中，出口遭受重创，根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货物出口下降 11.4%，货

物贸易顺差减少 80.6%。然而 6 月份起，出口总值连续 7 个月正增长。出口超预期的表现主

要得益于率先复工复产的优势和完整的产业链基础。 

3 月下旬，国外疫情爆发形成对防疫医疗等物资的巨大需求，而中国率先复工复产的优

势支撑了出口的高速增长。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长 4.5%，防疫物资等出口快速增长。上半

年，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长 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

23.6%和 46.4%（李魁文，2020）。 

6 月开始国外疫情短暂有所好转，外需回暖，而中国的贸易竞争性国家在疫情的影响下

生产尚未恢复，订单转移导致出口增速较大幅度反弹，优先复工复产形成的对国外产业链的

替代优势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创下季度历史

新高（李魁文，2020）。 

（六）新经济新动能逆势增长 

新经济新动能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且全年保持快速增长，对抑制经济下降、促进经

济恢复起到重要作用。一季度，在大多数行业受疫情影响增加值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新经

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保持高速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3.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5.9%，3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全年来看，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从生产角度看，

                                              
① “两新一重”是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一是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2020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 7.1%，快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 4.3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比下降 3.8%、二季度增长 9.8%，三季度增

长 8.4%，四季度增长 10.3%，增速上升到两位数。从产品产量上看，2020 年，工业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分别增长 19.1%、17.3%、16.2%，都是高位增长（卢山，2021）。二

是新兴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2020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6.9%，

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分别增长 13.2%、15.7%、18.8%、19.7%，保持两位数增长，且增速

逐季上升。1–11 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0%、11.0%、8.6%、15.7%，分别快于规模以

上服务业 10.4、9.4、7.0、14.1 个百分点（赵同录，2021；杜希双，2021）。 

从消费角度看，线上消费蓬勃发展。受疫情影响，居民的生活、工作和消费方式发生转

变，催生了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线上购物、直播带货和线上交易等诸多新业态和新模式。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4.8%，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7 个百分点，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比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

亿元，增长 31.1%（李魁文，2021）。 

从投资角度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2020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6%，增

速快于全部投资 7.7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1.5%，快于全部制造业投资

13.7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9.1%，快于全部服务业投资 5.5 个百分点（翟善清，

2021）。 

 

三、机遇与挑战 

 

2020 年，新冠疫情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但是中国经受住了考验。疫苗研发成功

并进入使用阶段，新经济新动能逆势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步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完

成等为中国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中国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靠，居民可支

配收入增速较低、就业仍面临较大压力，国外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挑战。 

（一）机遇 

1．疫苗为经济进一步恢复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稳定了市场预期。随着病毒检测和追踪

技术的逐渐纯熟以及疫情防控手段的逐步精细化，近期多地局部复发的疫情并未对实体经济

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疫情影响总体是可控的。疫苗的推广有助于推动线下密集接触性

行业如住宿和餐饮、体育娱乐、旅游等行业的恢复，对生产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恢复以及经

济结构恢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截至 2021 年 1 月底，全国累计报告新冠疫苗接种数量已经

超过 2400 万剂次，接种范围有望在 2021 年二季度扩大。 



2．新经济新动能逆势增长，创新的第一动力持续增强。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长，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比重持续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突破了 20 万家，线上教育、

远程医疗等新模式在 2020 年特殊的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协调内生的特点日益凸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2020 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4.5%，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

16.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

速分别为 6.6%、7.1%，且前者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70.6%（卢山，2021）。需

求结构调整取得进展，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5%，快于全部投资 7.7 个百分点，且拉动全

部投资增长 0.8 个百分点；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 11.9%，快于全部投资 9.0 个百分点（翟

善清，2021）。收入分配结构持续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低收入组居民收

入增长快于全部居民，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在 2020 年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中国的

结构调整仍取得一系列进展，为后续释放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基础。 

4．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

下简称“新基建”）的发展，2020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要加快推进

“新基建”。一方面，“新基建”有助于需求侧投资结构的优化，激发企业设备和技术更新换

代的需求。同时，“新基建”为满足新型消费需求、实现消费升级提供了条件，对需求侧管

理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新基建”的发展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软硬件基

础，对稳增长、促创新都具有重要作用。“新基建”兼顾扩大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为未来

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新进展，开放之路迈出新步伐。2020 年，RCEP 正式签署。RCEP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且该协定的签署首

次构建了中日和中韩之间的自贸伙伴关系，这对增强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完整性，推动进出口

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历时 7 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也在 2020 年谈判完成，这是近十

余年来欧盟首份对外投资协议。这两份协定为区域合作和区域增长乃至全球增长注入强劲动

力，有望部分对冲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二）挑战 

1．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靠，内生动力不足。2020 年，尽管经济稳步回升，但恢复过程中

也存在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生产端，受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影响，

第三产业整体恢复较弱。需求端，消费需求仍未从疫情影响中完全恢复，全年仍然向下拉动

经济增长。需求端的主要动力为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的恢复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



产开发投资，随着逆周期调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需求端的动力也可能减弱。受

疫情影响，消费需求和制造业投资等内生动力不足。 

2．就业仍面临压力，居民收入增速偏低。尽管 2020 年 1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

落至 5.2%，与上年同期持平，但 2020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比上年减少 166 万

人。教育部预计，2021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 909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 35 万人。就业

岗位有限与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就业压力依然严峻。2020 年全国居民可

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均低于上年，这可能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对消费需求造成压力。 

3．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2020 年，新冠疫情加速了国际经济

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上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骤增。首先，新冠疫情

对许多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全球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经济面

临艰难恢复期，这对中国传统市场在外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第二，近年来逆全球化抬头，

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国际投资、文化和旅游等活动频

率降低，全球产业链可能面临重新布局，中国传统资源在外的发展模式也面临挑战。第三，

拜登的上台虽然降低了特朗普政府决策的不确定性，但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拜登总统明确

提出“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政策方针，很有可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科技等

领域封锁打压，这给中国传统技术在外的发展模式也带来挑战。 

 

四、结论与 2021 年展望 

 

2020 年，无论从生产、需求还是收入角度看，中国经济呈逐季回升、稳定恢复态势，

预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牢靠，

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2021 年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初步判断，受 2020 年 GDP 基数较低的影响，2021 年预计经济增长 7%–8%，年内呈高

开低走趋势。一季度预计经济增长 12%左右，二季度增长 8%左右，一、二季度的高增长主

要原因是 2020 年同期基数较低；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将回归正常，预计增长 5.5%-6%左

右。 

1．从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有望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1 年，新经济

新动能相关行业将继续发力，保持高速增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行

业将继续保持快速恢复势头。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疫苗的逐渐推广，居民

线下活动限制将逐渐放松，2020 年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

2021 年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2．从需求角度看，2021 年，消费需求有望回归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需

求将延续稳定恢复态势，制造业投资可能成为稳投资主力，净出口需求上半年仍可能表现突



出，下半年增长面临压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而

消费需求作为过去连续六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经济循环中最重要的环节。随着经

济形势的好转以及国家对需求侧管理的高度重视，2021 年消费需求有望回归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国家围绕扩大消费提出一系列改革方向和具体方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要“通过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式从

根本上扩大居民消费”。同时，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等部门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和 12 月 28 日先后印发《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

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制定多条措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有效促进消费需求，

推动经济供需循环畅通。另一方面，随着 2020 年三、四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

实现正增长，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可能有所提高，对 2021 年消费需求的提升形成支

撑。然而也应注意到 2020 年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2.1%，比上年实际增速低

3.7 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恢复仍较慢，也不应对消费需求的恢复过于乐观。 

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则将延续稳定恢复态势，有望实现中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形

成重要拉动作用；同时，投资结构也将优化，制造业投资可能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力。2021

年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保持小幅增长。一方面，2020 年疫情期间的非常规政策有可能逐渐退

出，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力度可能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

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样一系列强基础、增功

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的建设，决定了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大幅下降，最终可能保持稳定小幅

增长。2021 年制造业投资将延续回升态势，有可能成为稳投资主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

业利润的持续改善有助于改善制造业投资收益预期，同时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 ①，提高

了制造业投资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制造业

投资在 2021 年可能出现快速增长。在“房住不炒”的基调和地产融资“三条红线”新规等

政策约束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在 2021 年会有小幅回落。 

2021 年净出口存在不确定性。2021 年上半年，由于全球疫情防控，机电产品、防疫设

备出口可能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中国贸易竞争性国家的生产尚未恢复导致订单转移的情况可

能仍然存在，加上 2020 年上半年的基数较低，出口增速可能仍保持较快增长。随着疫苗的

应用，下半年全球疫情可能出现好转，国内优先恢复产能带来的优势可能减弱，对下半年的

出口造成压力。同时应注意人民币汇率的持续波动走高也可能对出口造成一定压力。 

3．从收入角度看，2021 年各类经济主体收入增速有望保持回升。2021 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将继续回升。一方面，生产进一步恢复，带动居民经营净收入进一步回升，

将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产生向上拉动作用。另一方面，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① 2020 年四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78.0%。 



议强调要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尽管 2021 年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可能对居民收入增长

造成压力，但在各项民生政策的助力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望进一步回升。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有望保持回升。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随着市场

需求继续回升，带动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进一步恢复；二是 2021 年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可能回升；三是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助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以上三

方面因素有利于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继续回升。 

2021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可能有所回升。一方面，生产进一步恢复，经济增

速持续回升，带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和价格涨幅的回升，

促进企业利润增速回升，带动税收增速增加，拉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升。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乘

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时刻。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指出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的发展方向，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而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长期来看，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态势不会改

变；短期应该保持审慎乐观，既要看到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诸多动力，也不能忽视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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