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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方、各部门继续贯彻中央“抓住机遇、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积极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经济结构调整有所进展，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抑制，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

有新的发展。初步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57733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2％。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11365亿元，增长 4. 5％；第二产业增加值 28274亿元，增长 13.6％；第三产业

增加值 18094亿元，增长 8％。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物价总水平涨幅仍

然偏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不好。 

一、农 业 

种植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全年除茶叶减产外，粮食、油料、棉花、糖料、麻类、烤烟、蔬

菜、水果等主要农产品均有增产，对稳定经济、保障市场供应起了积极作用。  

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1995 年  比上年增长％ 

粮食 46500 万吨 4.5 

其中：谷物 41700 万吨 5.9 

油料 2250 万吨 13.1 

其中：花生 1024 万吨 5.8 

油菜籽 976 万吨 30.2 

棉花 450 万吨 3.7 

黄红麻 40 万吨 12.7 

甘蔗 6440 万吨 5.7 

甜菜 1360 万吨 8.5 

烤烟 210 万吨 8.2 

茶叶 58 万吨 －0.8 

水果 4190 万吨 19.7 

林业生产健康发展。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550万公顷， 国家重点林业建设工程进展显著，群

众造林活动广泛开展，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等国家重点造林项目超额完成规划任务；森林防

火、病虫鼠害防治工作有新进展；森林资源管理、保护工作不断加强，保持了森林面积和蓄

积量的双增长，森林覆盖率达到 13.92％。 

畜牧业全面发展，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头数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头数如下： 



 

 1995 年 比上年增长％  

肉类 5000 万吨 11.0 

其中：猪牛羊肉 4200 万吨 13.7 

牛奶 548 万吨 3.7 

绵羊毛 27.6 万吨 8.4 

蚕茧 79 万吨 －2.5 

猪年末存栏数 44141 万头 6.5 

羊年末存栏数 27327 万只 13.6 

大牲畜年末存栏数 15939 万头 6.8 

渔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2538万吨，比上年增长 18.4％。其中，淡水产品产

量 1161万吨，增长 28.8％；海水产品产量 1377万吨，增长 10.9％。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

改善。年末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 36070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6.7％；大中型拖拉机 67万

台，减少 3％左右；农用载重汽车 80万辆，增长 7％；化肥施用量（折纯）3570万吨，增

长 7.6％；农村用电量 1628 亿千瓦小时，增长 10.5％。农田水利建设有所加强，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增加。 

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在平稳回落中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24718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在全部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9.5％，其中国有企业增长 7.2％；集体企业增长

15.8％；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 19％。大中型企

业增长 10.2％。  

轻工业生产发展快于重工业。全年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11181亿元，比上年增长 16.7％；重

工业完成增加值 13537亿元，增长 12％，石油化工、机械电子、 汽车等支柱产业在调整中

稳定发展。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升有降。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 

 1995 年 比上年增长％ 

化学纤维 290 万吨 3.4 

纱 500 万吨 2.2 

布 210 亿米 -0.6 

机制纸及纸板 2400 万吨 12.2 

糖 565.6 万吨 -4.5 

原盐 2499 万吨 -16.6 

卷烟 3491 万箱 1.7 

合成洗涤剂 221.8 万吨 2.0 

彩色电视机 1958 万部 15.9 

家用洗衣机 944.8 万台 -13.6 



家用电冰箱 929.6 万台 21.0 

能源生产总量 12.39 亿吨 4.4 

（折标准燃料） 原煤 12.98 亿吨 

4.5   

原油 1.49 亿吨 2.0 

发电量 10000 亿千瓦时 7.8 

钢 9400 万吨 1.5 

钢材 8000 万吨 -5.1 

十种有色金属 425 万吨 7.9 

水泥 4.5 亿吨 7.1 

木材 6650 万立方米 0.5 

硫酸 1741 万吨 13.3 

纯碱 582 万吨 0.1 

化肥（折 100％） 2450 万吨 7.8 

化学农药(折 100％) 36 万吨 24.7 

发电设备 1682 万千瓦 -1.5 

金属切削机床 18.1 万台 -12.5 

汽车 150.3 万辆 10.0 

拖拉机 6.3 万台 35.5 

集成电路 31292 万块 7.9 

微型电子计算机 40.3 万部 182.3 

程控交换机 1635 万门 22.0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大中型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总体水平仍保持优势。

全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90.02，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为 94.15。当前看，影响工业经

济效益总体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成本费用上升过快，产成品库存偏大，资金相互拖欠问题

较突出。 

建筑业生产经营持续发展。全年建筑业完成增 加 值 3556亿元，比上年增长 9.8％。建筑

行业加大管理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行施工工程招标投标责任制，招标投标面进一步扩大。

国有建筑业企业施工工程个数为 22.3万个，实行招标投标的工程个数为 7.7万个，招标投

标的承包面达 34.5％，比上年增加 8个百分点；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 4.25亿平方米，增长

7.8％；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为 1.29亿平方米，下降 8.4％。劳动生产率 13475元，提高 13.3％；

人均利税与上年基本持平，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地质勘查取得新成果。全年发现或证实为工业矿床的主要矿产地 126处，取得重大新进展的

勘查矿区 71处；有 31种矿产增加了探明储量，其中石油 66853万吨，天然气 1810 亿立方

米，金矿 60.6吨，煤矿 42.8亿吨，铜矿 65.9万吨，铝土矿 1505万吨，铁矿 18274 万吨。

地质勘查行业完成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 832万米。提交可供工农业生产利用的地质报告 202

份。 

三、固定资产投资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445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 11％），增幅比上年回落 12.6个百分点。其中国



有经济投资 10822亿元，增长 16.1％；集体经济投资 2978亿元，增长 11.8％；城乡居民个

人投资 2381亿元，增长 20.8 ％；其他各种经济类型投资 3264亿元，增长 35.3％。  

分投资类型情况是，基本建设投资 7365亿元，增长 22.1％，比上年回落 17.4个百分点；

更新改造投资 3199亿元，增长 11.3％，回落 21.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 2831 亿元，

增长 21.4％，回落 20.6个百分点；城乡集体、个体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6050亿元，增长

17.9％，回落 0.8个百分点。  

分行业情况是，农业、运输邮电通信业投资增长较快，而能源工业投资增速放慢。农林牧渔

水利业完成投资 264亿元，增长 43. 7 ％；运输邮电通信业完成投资 2467亿元，增长 24.6％；

能源工业完成投资 2427亿元，增长 16.7％。  

分地区情况是，中、西部地区投资比重有所提高。东部地区全年完成投资 12188亿元，增长

17.5％，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 63.3％下降到 62.7％；中部地区完成投资 4121亿元，增长

20.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 20.8％上升为 21.2％；西部地区完成投资 2387亿元，增长

21.1％，所占比重由 12％上升为 12.3％。  

全年施工项目 17万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37775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9.3万个，新开

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5773亿元。全部建成投产项目 9.5 万个，新增固定资产 7261亿元，其中

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129个，限额以上更新改造项目 258个。 

全年建成投产的国家重点项目 30个，其中铁路项目 9 个，包括兰新复线（299公里）、侯

月线（电气化新线 253公里、复线 121公里）、浙赣线(135公里)、宝中线(498公里)等；

电力项目 7个，包括云南漫湾水电站（装机容量 25万千瓦）、浙江嘉兴电厂（装机容量 60

万千瓦）等；邮电项目 5个，包括杭福贵成光缆（4523 公里）、京呼银兰光缆（2084公里）

等；仪征化纤三期也已建成投产。  

全国基本建设新增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采 2393 万吨，发电机组容量 1451万千瓦，石

油开采 2371万吨，天然气开采 9.23亿立方米（含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炼铁

325万吨，钢材 151万吨，木材采运 19.3万立方米，新建铁路正线交付运营里程 2389 公里，

增建铁路复线交付运营里程 901公里，新建公路 4839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538公里，市内

电话自动交换机 1720万门，长途光缆 25078皮长公里，新建数字微波通信线路 42777 波道

公里等。 

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 

交通邮电业继续得到较快发展，全年完成增加值 32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通信能力

增强，运输紧张状况有所改善。  

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客货运输周转量如下：  

 1995 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35436 6.5 

铁路 12900 3.6 



公路 4890 9.0 

水运 17000 8.4 

航空 24 26.3 

管道 622 1.6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9105 6.0 

铁路 3547 -2.5 

公路 4726 12.0 

水运 180 -2.2 

航空 652 18.1 

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万吨） 78980 6.2 

邮电通信业继续高速发展。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2％。住宅电话

发展迅速，全年新增电话用户 1546万户，相当于上年末的 56.6％，电话普及率达到 4.66

部/百人，比上年提高 1.46 个百分点；移动电话全年新增用户 206万户，是上年底用户数的

1.3倍。公用通信能力进一步提高。年末局用交换机容量为 7096万门，长途交换机容量达

351万路端。邮电通信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五、国内贸易和市场物价 

国内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598亿元，比上年增长 26.6％，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3％。国内生产资料市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销售稳定增长。农

业生产资料购销两旺，但价格水平上升幅度较高。  

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12389亿元，比上年增长 28.2％；农村消费品零售额 8209亿

元，增长 2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 13％和 6.8％。  

分行业看，实行五天工作制后，居民旅游度假时间增多，饮食服务业相应发展，全年饮食业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9.9％，增长幅度居各行业之首；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增长 22.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市场价格涨幅逐月回落，实现了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涨幅控制在 15％

左右的调控目标。但物价总水平涨幅仍然偏高。  

各类价格比上年上涨幅度（％） 



 

六、对外经济 

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280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8.6％；其中出口总额 1488

亿美元，增长 22.9％；进口总额 1321亿美元，增长 14.2％。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

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由上年的 26.4％上升到 29.4％，超过服装纺织品类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

类产品。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及生活资料进口增加较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继续大幅度上升，

全年达 1098亿美元，增长 25.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 37％提高到 39.1％。

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新进展，我国对外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由上年的 221个增加到 227个，

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进出口额分别增长 48.3％和 30％，大大高于对其他各洲的增长速度。  

实际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4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其中外商直接

投资 377亿美元，增长 11.7％。年末，已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达 23.4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2.8万户。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继续发展。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金额 96.7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21.1％；完成营业额 65.9亿美元，增长 10.3％。  



国际旅游又有新发展。全年来旅游、访问、从事商务及各项活动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胞

达 463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6.2%；全国旅游收入 87 亿美元，增长 19%。 

七、金融和保险业 

金融形势平稳。存款增加较多，贷款结构有所改善，用于支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产业结构

的调整、有市场和有效益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重要物资的进口和储备等方面的贷款增多。  

年末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4595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0880亿元，增长 31％，

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 14520 亿元，增加 3004亿元，增长 26.1％； 各项贷款余 额 为 4462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7971亿元，增长 21.7％， 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 31243亿元，增加 5321

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10532亿元，增加 1969亿元。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Ｍ0）为 788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596.7 亿元，增长 8.2％； 狭义货币（Ｍ1）增长 16.8％；广义货币（Ｍ 

2）增长 29.5％。 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2966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126亿元，增

长 37.7％。  

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较多。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为 73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220亿美元。  

保险事业继续发展。全年全国承保总额 139679亿元，比上年增长 25％。保费收入 615.7亿

元，增长 23.6％。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421.1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 194.2亿元。财产

险赔款金额 242亿元，人身险给付金额 64.7亿元。  

职工社会保险取得较大进展。年末全国有 9500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8900万城镇职工参

加了基本养老保险，2100 多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500多万职工参加了

大病医疗统筹，70多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医疗费用统筹。 各地劳动部门为 250多万失业职

工提供了失业救济。 

八、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体育 

科技队伍扩大。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785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4％。

全国县级以上国有独立研究开发机构 5856个，高等院校办科研机构 2550个，大中型工业企

业办科研机构 14400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277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163万人。  

科技经费增加。全年全国科技机构、高等院校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等单位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支出为 833亿元，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286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5％，与上

年持平。 

全年全国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 3.1万项；获国家奖励的成果 795项，其中国家发

明奖 13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5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607项。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主要科技成果有：研制成功我国拥有自主版权的大型软件开发环境――青鸟系统和大规模集

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熊猫系统，建成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示范工程并通过

验收，自主研制开发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设备开始投入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开始在工

业生产中得到应用，在世界上首获抗大麦黄矮病毒的转基因小麦。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 8.3

万件，授权专利 4.5万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6.8％和 4.1％。全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科

研项目 4131项，资助金额 5.1亿元。对 2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关键仪器设备进行了更新改



造。新建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4个、国家工业性试验基地 10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40

个。全年国家组织完成了 278项技术开发、新技术推广、消化吸收、工业性试验项目，完成

了 300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并经鉴定验收交付使用。  

质量检测、标准化建设和天气预报服务水平提高。到年末，全国共有产品质量监测机构 5000

个，比上年增加 2000个，国家质检中心 235个，比上年增加 1个。全年制定、修订各类国

家 标 准 1320个。全国共建立了超短波天气警报服务系统发射台 2035个，比上年增加 188

个。测绘部门测绘各种比例尺地图 64087幅，公开出版地图 970种。  

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有新发展 。全年参加“产、学、研”合作的单位 44000 个，

设立合作开发项目 26400项，参加人数 40.4万人。 

技术市场繁荣。全年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 22万份，成交金额 268亿元，比上年增长 17％。 

各类教育事业继续发展。高等学校布局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年末普通高校为 1054所，成人

高校为 1156所，均比上年有所减少。高等学校招生稳步发展，普通高校招生 92.6 万人，比

上年增加 2.6万人，在校生 290.6万人；成人高校招生 91.4万人（含电大普通专科班 8.1

万人），比上年减少 10.3万人，在校生 257万人（含电大普通专科班 17.8万人）。全国招

收研究生 5.11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学研究生 14.5万人，增加 1.7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继续扩大。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 939.4万人（含技工学校学生

188.6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 1653万人的 56.8％。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新进展。全国初中在校生 4728万人，入学率达 78.4％，比上年提高 4.6

个百分点；小学在校生 13195 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8.5％，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

普通初中和小学学生辍学率分别为 3.95％和 1.49％。希望工程取得可喜进展。全年累计接

受海内外捐款 2.53亿元人民币；资助 23.7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资助建设希望小学 1325

所。  

各类成人教育获得较大发展。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 242.9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培

训学员 7698万人次；成人中、小学毕业学生 288万人；全年共扫除文盲 476万人。  

文化事业加快发展。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2690 个，文化馆 2890个，公共图书馆 2619

个，博物馆 1165个，档案馆 3589个，广播电台 1204 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746

座，广播人口覆盖率 78.7％，电视台 835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1205 座，电

视人口覆盖率 84.4％。各类电影放映单位 9.4万个。全年生产电影故事片 146部，发行各

种新片（长片）204部，有 16部（次）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全国性和省级报纸全年

出版 181亿份，各类杂志出版 23.8亿册，图书出版 62.6亿册（张）。  

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年末全国医院共有病床 283.6万张，比上年增长 0.2％。专业卫生技

术人员 425.7万人，增长 1.4％；其中医生 191.8万人（含中、西医师 145.5万人），增长

1.9％；护师、护士 112.6万人，增长 2.9％。  

体育事业成绩显著。在全年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我国运动员在 18 个项目中获得 102 个世界

冠军；14人 2队 24次创 13项世界纪录，16人 4队 32 次创 20 项亚洲纪录，56人 23队 137



次创 87项全国纪录。有 89％以上的在校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 

九、人口、人民生活和环境保护 

控制人口增长取得积极成效。全年人口出生率为 17.12‰，死亡率为 6.57‰，自然增长率为

10.55‰。年末全国人口为 12112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71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全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3893元，比上年增长 2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578元，增长 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3％。但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一部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  

劳动就业工作平稳发展。到年末，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发展到 2.5万多家，全年城镇新就业人

员 720万人。年末全国城镇从业人员 18620万人，比上年增加 460万人。其中城镇职工 14900

万人，增加 51万人；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 1960万人，增加 403万人。全年通过实施再

就业工程帮助 140万长期失业者和企业富余职工再就业。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520 万人，

登记失业率 2．9％。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12350万人，增加 332万人。乡村私营和个体从业

人员 3100万人，增加 233万人。  

职工工资水平继续提高。全年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 8100亿元，比上年增长 21.7％；职工

年平均工资 5500元，增长 2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3.8％。 

城乡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全年城镇新建住宅 3.3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宅 6.5亿平方米。 

 

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年末全国各类社会福利院床位达 99.7万张，收养 76.7万人；城乡

各种社会救济对象得到国家救济的达 4028万人次。全国已有 33.2％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

保障网络，城镇社会服务网络也有较大发展，已建立起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10.4万个。  

环境保护事业加快发展。年末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共有 8.8万人，各级环境监测站 2184个，

环境监测人员 3.4万人。全国自然保护区达 793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8个，自然保

护区总面积 7172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7.2％。环境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到 1995 年末，

制定颁发的环境保护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达 362项。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 4397

个，总投资 36.5亿元。在全国 530 个城市中建成了 3002个烟尘控制区，面积达 12532 平

方公里，在 416个城市中建成了 1980个环境噪声达标区，面积达 5144平方公里。 

―――――――― 

注：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未包括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地区； 

2、公报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