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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领导下，进一步贯彻执行改革和开放的方针，

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活跃，对外经济交流扩大，

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初步计算，全年国民生产总值①1092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9．4％。国民收入 9153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大于社会总供给，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副食品供应偏紧，物价上涨幅度

较大。 

一、农业 

农业增产。1987年农业总产值 4447亿元，比上年增长 4.7％。 

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总产量 40241万吨，比上年增产 1090万吨，接近历史最高的 1984

年。棉花、油料生产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茶叶、烤烟、蚕茧、水果增产，糖料和黄

红麻减产。 

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1987年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40241  万吨     2．8 

棉  花            419 万吨    18．4 

油  料           1525 万吨    -3．5 

  其中：油菜籽    673 万吨    14．5 

甘    蔗         4685 万吨    -6．7 

甜    菜          797 万吨    -3．9 

黄 红 麻           96 万吨   -32．5 

烤    烟          164 万吨    19．5 

蚕    茧        39．7 万吨     7．6 

茶    叶        49．7 万吨     8．0 

水    果         1551 万吨    15．1 

林业生产由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营林、护林的积极性，营林质量有所提高。平原地区的

造林和西北、华北、东北的防护林建设取得新的成就，用材林、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有所进

展。但有些地方乱砍滥伐林木的现象仍有发生。森林防火工作薄弱，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特

大火灾。 

畜牧业生产中，草食牲畜稳步增长，大牲畜年末头数增加，羊年末存栏数继续回升。牛奶、

绵羊毛、禽蛋增产。但生猪出栏数、肉产量、存栏数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头数如下： 



                  1987年    比上午增长％ 

猪    肉        1 780 万吨    -0．9 

牛 羊 肉          141 万吨    16．9 

牛    奶          319 万吨    10．0 

绵 羊 毛        20．8 万吨    12．4 

肉猪出栏数     25 513 万头    -0．8 

大牲畜年末数   12 633 万头     6．2 

猪年末数       32 640 万头    -3．2 

羊年末数       17 835 万只     7．3 

渔业生产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水产品产量 940万吨，比上年增长 14.1％；其中淡水产品

产量增长 17．8％，海水产品产量增长 11．5％。 

农业投入增加，农田水利建设开始加强，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87年末全国农业机械总动

力达 2472亿瓦特，比上年增长 7．7％；大中型拖拉机 88万台，增长 2％；载重汽车 56万

辆，增长 11.8％；排灌动力机械 679亿瓦特，增长 12．4％；化肥施用量 2010万吨，增长

4．1％；农村用电量 659亿千瓦小时，增长 12．3％。但农业后劲不足的状况仍然存在，主

要农产品生产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村改革继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1987年农村社会总产值②90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7％；其中农村办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总产值增长 21.8％，所占比重由上年

的 46．9％上升到 50．8％，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二、工业 

工业生产均衡增长。1987年工业总产值 13780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不包括村及村以

下工业为 11820亿元，增长 14．6％。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 11％，集体所

有制工业增长 25％，个体工业增长 48％，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增长

98％。 

轻重工业协调发展。1987年轻工业总产值 6560亿元，比上年增长 16．8％；重工业总产值

7220亿元，增长 16％。电力工业和支农工业发展明显加快，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等

基础工业稳步发展。在消费品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特别是名优耐用消费品增

长更快。但工业生产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仍然存在，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供应紧张。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 

                            1987年         比上年增长％ 

纱                          432 万吨           8．7 

布                          167 亿米           1. 4 

呢绒                       2．6 亿米           3．0 

机制纸及纸板              1 008 万吨           1．0 

糖                          511 万吨          -2．6 

卷烟                      2 881 万箱          11．0 

自行车                    4 091 万辆          14．7 



电视机                    1 938 万部          32．8 

  其中：彩色电视机          672 万部          62．1 

录音机                    1 863 万部           6．O 

照相机                      239 万架          18．2 

家用洗衣机                  992 万台          11．0 

家用电冰箱                  398 万台          76．8  

原煤                       9．2 亿吨           2．9 

原油                       1.34 亿吨           2．6 

发电量                    4 960 亿千瓦小时    10．3 

  其中：水电                995 亿千瓦小时     5．3 

钢                        5 602 万吨           7．3 

钢材                      4 391 万吨           8．2 

水泥                       1．8 亿吨           9．2 

木材                      6 843 万立方米       5．2 

硫酸                        962 万吨          26．1 

纯碱                        237 万吨          10．5 

化肥(折合有效成份 100％)   1 703 万吨          22．0 

化学农药                     26 万吨          27．9 

发电设备                    960 万千瓦        32．9 

机床                      14．6 万台         -10．6 

  其中：数控和高精度机床  4 267 台             6．4 

汽车                      47．2 万辆          27．7 

拖拉机                        4 万台          39．2 

铁路机车                    909 台            11．1 

民用钢质船舶                192 万吨          12．7 

工业企业产销衔接比较好，经济效益逐步改善。1987 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和税

金 1307亿元，比上年增长 9.9％；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上年的 109．1天缩短到 105．4

天；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 7.6％；多数产品质量稳定提高；能源消耗下降，工业部门

节约能源 2000多万吨，节能率达 4％。但产品成本超支，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长 4．6％，

少数滞销产品库存上升。 

工业企业改革开始转向内部机制配套改革。据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国营工业企

业中，已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占 68％；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

经营责任制的占 82％；小型国营工业企业中，改成集体经营、租赁和个人承包的占 46％。

横向经济联合向纵深发展，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到 1987年末，全国已有县以上

工业企业为主的横向联合组织 6780个，投入资金 125．7亿元。联合组织的产值和实现利润

分别比上年增长 38％和 38.1％，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趋缓。198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18亿元多比上年增加 498亿

元，增长 16.5％，低于上年增长 18.7％的速度；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 2262亿元，增长 14.4％；

集体所有制单位 480亿元，增长 22．4％；个人投资 776亿元，增长 19．6％。但投资总规

模仍然偏大，计划外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过多。 



各地贯彻基本建设“三保三压”方针，投资结构改善。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 13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能源工业部门 309亿元，比上年增长 25．5％；

运输邮电部门 204亿元，增长 7．9％；原材料工业部门 194亿元，增长 31％；轻纺工业部

门 67亿元，增长 15．9％。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比重由上年的 33．5％上升到 38％。 

重点建设继续加强。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 206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362亿元。重点油

田、电站、煤矿、铁路、港口建设的主要实物工程量都完成较好。全国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基

本建设项目 102个、大中型项目的单项工程 193个。 

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发电装机容量 810万千瓦，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

原煤开采 1711万吨，原油开采 1631万吨（包括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新建铁

路交付运营里程 272公里，铁路复线 433公里，铁路电气化里程 204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

力 984万吨，乙烯 30万吨，水泥 297万吨，平板玻璃 390万重量箱。 

企业技术改造稳步前进。198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更新改造投资 743亿元，比上年增长

19．9％。其中用于增加产品生产能力的 256亿元，增长 21.3％；用于增加品种的 106 亿元，

增长 8．3％；用于提高产品质量的 42亿元，增长 7．3％；用于节约能源的 28亿元，增长

24．4％。全年建成投产更新改造项目 4．2万个，新增固定资产 549亿元。 

建筑业改革继续深化。全民所有制建筑施工企业实行各种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工程达 11．7

万个，施工面积 1.6亿平方米，占全部施工面积的 83.9％；其中投标承包的单位工程为 1.8

万个，施工面积 3693万平方米，占全部施工面积的 19％。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7

年全民所有制建筑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7.7％，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6.2％。 

矿产资源勘查喜获丰收。1987年新发现矿产地 366处，涉及 64个矿种，新探明煤炭储量 310

亿吨，探明相当多的黄金储量，还探明了一大批金属、非金属和能源矿产资源。深海远洋地

质调查的开展，取得了丰富的海洋地质米。 

四、运输邮电 

运输部门深化改革，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运输能力。各种运输工具完成的运输量全面增长。 

                          1987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周转量           21 909 亿吨公里    9．2 

  铁  路              9 471 亿吨公里    8．2 

  公  路              2 409 亿吨公里   13．7 

  水  运              9 397 亿吨公里    9．8 

  空  运               6．6 亿吨公里   37．5 

  输油输气管道          625 亿吨公里    2．1 

旅客周转量            5 350 亿人公里   11．0 

  铁  路              2 843 亿人公里   10．1 

  公  路               2129 亿人公里   11．6 

  水  运                192 亿人公里    5．5 

  空  运                186 亿人公里   27．4 

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    3．97 亿吨        3．3 



邮电通信事业有较大增长。1987年全国邮电业务总量完成 38.9亿元，比上年增长 18.3％。

年末全国城市市内电话用户达到 293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17%。全国有 196个大中城市开展

了国内邮政快件业务。 

运输部门经济效益进一步改善。铁路部门大包干进入第二年，运输效率继续提高，平均日装

车量突破 7万辆，比上年增长 1．6％；铁路货运机车平均日产量 82.1万吨公里，比上年增

长 1．9％；铁路运输收入和实现利润，比上年分别增长 8.7％和 2．6％；铁路运输人员劳

动生产率提高 5.3％。交通部直属轮船货运吨船产量 5．01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7．4％。

集装箱运输业务有较快发展，全年铁路、海运集装箱运量达 1438万吨，比上年增长 27．7％。 

运输能力扩大。铁路扩大旅客列车编组并增开旅客列车 20对，同时改革乘务制度，部分直

快列车减挂了宿营车、行李车，提高了旅客运输能力。公路运输部门积极开发长途客运，减

轻铁路负担，全国跨省公路客运线已达 2500条，汽车零担货运量比上年增长 10.5％。但运

输邮电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状况，仍然比较严重。运输事故较多。 

五、国内商业和物资供销 

国内市场持续活跃。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5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扣除价格上

涨因素，实际增长 9.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 705亿元，增长

22．4％；消费品零售额 5115亿元，增长 16．9％。由于有些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铺张浪

费、公费请客旅游之风屡禁不止，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过猛，全年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

售额达 553亿元，比上年增长 19．7％。 

各种经济类型的商品零售额普遍上升，其中全民所有制增长 15．6％，集体所有制增长

15．4％，合营经济增长 26．3％，个体经济增长 24．2％，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增长

24％。 

各类消费品全面增销。吃的商品除猪肉、蔬菜、食糖等少数副食品供应偏紧外，大多数食品

供应比较充裕，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8．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7．2％)，穿的商

品增长 13．9％，用的商品增长 16．7％。 

商业体制改革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到 1987年末，大中型国营商业企业有 60％以上实行

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小型国营商业企业有 80％改为集体经营、转为集体所有制和租赁给个

人经营。供销合作社已有 9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城乡集

市贸易点由上年的 6.8万个增加到 6．9万个；全年集市贸易成交额 1100亿元，比上午增长

21.3％。商业经济联合体继续发展，1987年末达 6792 个，比上年末增长 20.3％；全年营业

额 155亿元，利润 6.5亿元。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有所改善。1987年每销售百元商品开支的费用比上年下

降 1.4％，实现利润增长 6．4％，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上年的 220天缩短到 203天。 

生产资料市场进一步扩大，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所占比重下降。钢材由上年的 53．1％下降

为 46.8％；水泥由 16．2％下降为 15.6％；木材由 30％下降为 26．2％。物资部门销售额

1567亿元，比上年增长 32．5％；其中物资贸易中心销售额 268亿元，增长 69．6％。 



物价上涨幅度较大。1987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平均上升 7．3％(其中 12月份比上

年同月上升 9．1％)。分城乡看，城镇上升 9．1％，农村上升 6．3％。分商品看，食品类

价格上升 10.1％，其中肉禽蛋上升 16．5％，鲜莱上升 17．7％，水产品上升 17％；衣着类

上升 3.5％，其中纯毛线上升 18．1％；日用品类上升 6．1％；药及医疗用品类上升 4.6％；

燃料类上升 3.6％；农业生产资料类上升 7％。 

1987年全年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8.8％，有些大中城市上升幅度已突破

10％。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12％。 

市场物价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垄断性行业、企业擅自抬价争购和提价销售紧俏商品，

中间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商店和个体摊贩变相涨价、以欠充好、短斤缺

两现象，也屡见不鲜。 

六、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 

出口大幅度增长，进口有所控制。据海关统计，1987 年进出口总额达 827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12％；其中出口总额 395亿美元，增长 27．8％；进口总额 432亿美元，上升 0．7％。

进出口逆差由上年的 120亿美元缩小到 37亿美元。 

非贸易往来继续扩大。1987 年全国非贸易外汇收入 53．8亿美元，支出 19．9亿美元，收

大于支 33．9亿美元。 

1987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达 7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3％；其中对外借款 53．3 亿美元，

增长 6.4％；吸收客商直接投资 22．4亿美元，基本与上年持平。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取得新进展。1987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17．4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28.3％；完成营业额 11．1亿美元，增长 13.5％。 

经济特区的经济实力增强，外向型程度明显提高。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统计，

198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112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出口货物总额 27.4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 114％。引进外资的投向已逐步转向生产性项目，全年有 100多家外资工业企业建成投产。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5.1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6％。 

国际旅游业兴旺发达。1987 年来自 169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参观、访问以及从事各项交

流活动的入境人数达 269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7.9％。全年旅游外汇收入 18．4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20.3％。 

七、科技、教育和文化 

科技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1987年经国家批准的

发明奖 225项、技术进步奖 807项多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奖

励的科技成果 9902项。获得技术进步奖的微型中子源反应堆、国家激光波长标准系列、超

精密轴系和超精密车床的研究等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了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

1987年在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 7个领域，落实课题近 800



个，总投资 2亿元。“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到 1987年底已落实近 4000

项专题合同。以支持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项目为主要对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年批

准各类资助项目 2777项，资助金额 1．3亿元。以振兴农村经济为宗旨的“星火计划”，取

得一批可喜的成果，近两年共完成项目 2800多项。群众性科技活动广泛开展。技术市场方

兴未艾，全年成交各类技术合同 13．2万项，成交额 33．5亿元。 

专利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年受理专利申请 26077件，被批准的有 6811件，比上年增长 1

倍多。 

气象、海洋部门对天气和海况作了比较及时、准确的预报，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提高

了社会经济效益。 

测绘部门为了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全年测绘了各种比例地图 2．6万幅，出版公开版地图

223种，总印数达 8222万幅(册)。 

科技队伍继续扩大。198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 868万人，比上年增加 43万

人。年末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的研究和开发机构 5580个，职工人数 105万人。 

教育事业在改革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87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4万人，在学研究生 12 万人，

毕业研究生 2．8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 61.7万人，在校学生 195．9万人，

比上年增长 4．2％，毕业生 53．2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 49.8万人，在校

学生 185.8万人。 

中等教育结构趋向合理。各类职业技术高中在校学生 516．9万人(含技工学校学生 104.6

万人)，比上年增加 37．7万人，占高中在校学生总数 1291万人的 40％，成人中等专业学

校在校学生 168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学生 736万人。 

基础教育进一步加强。全国初中在校学生 4174万人，小学在校学生 12836万人，学龄儿童

入学率由上年的 96．4％提高到 97．1％。已有 1240个县通过了普及初等教育检查验收。对

弱智、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文化事业日益繁荣。1987年生产电影故事片 146部，发行各种新片(长片)195部。全国共有

各类电影放映单位 16．3万个，艺术表演团体 3089个，文化馆 2980个，公共图书馆 2432

个，博物馆 826个，档案馆 3238个。全国共有广播电台 385座，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624

座，电视台 365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719座。全国性和省级报纸全年出版

206亿份，各类杂志出版 26.4亿册，图书出版 62.5亿册(张)。 

八、卫生和体育 

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医疗条件继续改善。1987年末全国医院病床达到 236.5万张，比上

年末增长 3％。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360.9万人，比上年增长 2．9％；其中医生 148.2万人(含

中、西医师 77．7万人)，增长 2.6％；护师、护士 71.8 万人，增长 5．4％。各种传染病、

慢性病的预防控制取得新的成效，传染病的总发病数比上年下降 20％。但城市“看病难”

和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仍较普遍，有 12．2％的村无医疗点。 



体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1987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 69 个世界冠军；41次打破和超过 22项

世界纪录；392次打破 171 项全国纪录。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取得历届全运会的最好成绩。 

九、人民生活 

城乡人民收入继续增加。1987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186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6亿元，增长

12．4％。据城乡住户抽样调查，198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 916元，

比上年增长 10.6％；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7％。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463元，

比上年增长 9．2％；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5．3％。在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每人生

产性纯收入 419元，增长 11．7％。但城乡各阶层居民收入增长不平衡，有 21％的城镇居民

家庭由于物价上涨，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有 8．2％的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在 200 元以

下。 

劳动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劳动就业增加。1987年全国城镇安置待业人员 349万人。年末全

国职工人数为 1319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81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的

职工达 726万人，增加 202 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为 56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84万人。 

城乡人民储蓄大幅度增长。1987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307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38亿

元，增长 37．5％。 

城乡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1987年城镇新建住宅 1.8 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 8．6亿平方

米。 

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1987年全国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有 3．7万个，收养 48．2万人。城

乡由集体供养的社会散居孤老、残、幼 233万人。城乡的贫困户得到了救济和扶持，残疾人

就业学习的条件有了改善，老少边地区扶贫致富工作有较大进展。 

十、人口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略有提高。据全国 1％人口的抽样调查资料和下半年核查推算，1987 年人

口出生率为 21．04‰，死亡率为 6.65‰，自然增长率由上年 14．08‰上升为 14.39‰，年

末全国总人口为 10．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1500多万人。 

注―― 

本公报各项数字是年度的初步统计，都没有包括台湾省的数字。公报所列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

入和各项总产值数字，都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①国民生产总值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的净收入，不包括中

间消耗的产品和劳务价值。 

②农村社会总产值包括全部农业总产值，以及农村集体和个体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总产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