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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国国民经济在深化改革、加快对外开放中发展，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对外经

济交流扩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初步计算，全年国民生产总值①138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2％；国民收入 11533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主要问题是：社会需求过旺，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加剧，物价上涨过猛，出现了明显

的通货膨胀。进入第四季度，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

中，做了不少工作，初步获得一些成果。 

一、农业 

1988年农业总产值 5618亿元，比上年增长 3．2％；其中种植业产值下降 0.5％，林业产值

增长 3．8％，牧业产值增长 10.5％，副业产值增长 10.4％，渔业产值增长 11.8％。 

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棉、油有不同程度减产，但粮食、棉花生产比原来预料的要好；糖

料有较大幅度增产，扭转了连续两年减产的局面；部分地区烤烟面积增加过猛。农业与国民

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1988年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39401 万吨    -2．2 

棉  花          420 万吨    -1．1 

油  料         1320 万吨   -13．6 

  其中：油菜籽  504 万吨   -23．8 

甘  蔗         4908 万吨     3．6 

甜  菜         1329 万吨    63．2 

黄红麻          108 万吨    -4．8 

烤  烟          233 万吨    42．4 

蚕  茧           44 万吨     9．3 

茶  叶           54 万吨     7．2 

水  果         1662 万吨    -0．4 

造林绿化有新的进展。“三北”防护林二期建设工程超额完成当年造林任务，沿海防护林建

设初见成效，平原地区人造防护林带有显著发展。但一些地方乱砍滥伐林木的现象仍然屡禁

不止频繁发生。 

畜牧业生产中，生猪饲养回升，肉猪出栏头数、存栏头数均有增长。肉、禽、蛋、奶等主要

产品产量继续增加。草食牲畜持续发展。但由于饲料价格上涨，生猪生产不够稳定。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头数如下： 



                      1988年    比上年增长％ 

    猪牛羊肉         2188 万吨   10．2 

    牛  奶            369 万吨   11．7 

    绵羊毛          22．4 万吨    7．3 

    肉猪出栏数      2．75 亿头    5．2 

    大牲畜年末数    1．25 亿头    2．9 

    猪年末数        3．42 亿头    4．4 

    羊年末数        2．01 亿头   11．4 

渔业生产持续发展。全年水产品产量达 1046万吨，比上年增长 9．5％；其中淡水产品

产量增长 11．1％，海水产品产量增长 8．4％。 

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88年末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2648亿瓦特，比上年增长 6．6％；

大中型拖拉机 86万台，下降 1．9％；小型及手扶拖拉机 598万台，增长 12.7％；载重汽车

59万辆，增长 7.5％；排灌动力机械 655亿瓦特，增长 4．7％；化肥施用量 2142万吨②，

增长 7.1％；农用薄膜 33．7万吨，增长 17．5％；农村用电量 722亿千瓦小时，增长 9.6％。

农田水利建设有所加强。 

整个农村经济有新的发展。1988年农村社会总产值③120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其

中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产值增长 22.5％，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50．4％上升到

53.5％，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则由 49.6％下降为 46.5％。 

二、工业 

1988年工业总产值 18100亿元，比上年增长 20．7％；不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为 15181 亿元，

增长 17.7％。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 12.7％，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 28.8％

(其中乡村工业增长 35％)，个体工业增长 46％，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

业增长 97％。 

1988年轻工业发展加快，总产值为 8950亿元，比上年增长 22.6％。主要是以非农产品为原

料的轻工业增长快，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增长更快。重工业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总产值达

到 9150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其中的加工工业增长更快，大大超过能源、原材料工

业的增长，致使工业生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 

主要工业品产量如下： 

                            1988年        比上年增长％ 

纱                        454  万吨          3．9 

布                        176  亿米          1．7 

呢  绒                   2．65 亿米          持平 

机制纸及纸板              1210 万吨          6．0 

糖                         455 万吨        -10．0 

原  盐                    2200 万吨         24．7  

卷  烟                    3095 万箱          7．4 

合成洗涤剂                 129 万吨          8．2 



日用精铝制品             8．57 万吨        -19．0 

自行车                    4122 万辆          0．1 

电视机                    2485 万部         28．5   

  其中：彩色电视机        1028 万部         52．8 

录音机                    2344 万部         18．5 

照相机                     292 万架         13．8 

家用洗衣机                1046 万台          5．6 

家用电冰箱                 740 万台         84．4 

能源生产总量(折标准燃料) 9．51 亿吨          4．2 

原  煤                    9．7 亿吨          4．5 

原  油                   1．37 亿吨          2．2 

发电量                    5430 亿千瓦小时    9．2 

  其中：水电              1080 亿千瓦小时    8．0 

钢                        5918 万吨          5．2 

钢  材                    4698 万吨          7．0 

水  泥                   2．03 亿吨          9．1 

木  材                    6300 万立方米     -1．7 

硫  酸                    1098 万吨         11．7  

纯  碱                     259 万吨          9．6 

化肥④                    1767 万吨          5．7 

化学农药⑤              19．46 万吨         20．7 

发电设备                  1097 万千瓦       16．6 

金属切削机床                20 万台         16．1 

  其中：数控和高精度机床  3920 台            0．3 

汽  车                  64．67 万辆         37．1 

拖拉机                   5．21 万台         40．4 

机  车                     843 台           -7．3 

民用钢质船舶            140．7 万吨        -20．7 

1988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和税金 1558亿元，比上年增长 17.4％；定额流动资金

周转天数由上年的 104天缩短到 97天；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 9.3％；多数产品质量

保持稳定；能源消耗继续下降，工业部门节约能源 3000万吨，节能率达 5.6％。但预算内

国营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上升 12.3％，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上升 26．6％。 

工业企业改革取得新的成果。1988年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

有 9024个，实现利税比上年增长 20.8％。一些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到 1988年末，

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中，已有横向经济联合组织 10804 个。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 

198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314亿元，比上年增加 673亿元，增长 18.5％；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工作量略有增长。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 2695 亿元，增长 17．3％；集体所有制单

位 621亿元，增长 13．5％；个人投资 998亿元，增长 25.4％。但全国在建工程投资总规模

仍然偏大，约 1.3万亿元，比上年扩大 12％。主要是新开工的非重点项目过多，预算外投



资大量增加。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效。全国决定停缓建的投资项

目 14400多个，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 442亿元。 

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 1543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投资结构有所变化：能源工

业部门完成投资 371亿元，比重由上年的 22.5％上升到 24％；原材料工业部门完成投资 206

亿元，比重由上年的 14．6％下降为 13.4％；运输邮电部门完成投资 218亿元，比重由上年

的 15.3％下降为 14.1％；轻纺工业部门完成投资 62亿元，农业部门完成投资 71亿元，文

教卫生部门完成投资 95亿元，比重均比上年略有下降；商业、金融部门完成投资 84亿元，

比重由上年的 5．1％上升到 5．5％；城市建设部门完成投资 94亿元，比重由上年的 5．9％

上升到 6.1％。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生产性建设投资 1033 亿元，比重由上年的 65．5％上升

到 66.9％；非生产性建设投资 510亿元，比重由上年的 34.5％下降为 33.1％。但楼堂馆所

投资仍然增加较多。 

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 20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21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全国

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78个、大中型项目的单项工程 138个。一些重点电站、煤

矿、铁路、港口及科研项目的建成投产，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后续能力。 

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发电装机容量 999万千瓦，原煤开采 3090 万吨，

原油开采 1577万吨（包括更新改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乙烯 60万吨，水泥 246 万吨，

平板玻璃 792万重量箱，铁路交付营业里程 419公里，铁路复线里程 820公里，铁路电气化

里程 1487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 878万吨。 

企业技术改造稳步前进。198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更新改造投资 955亿元，比上年增长

25．8％；占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比重，由上年的 33％上升到 35．4％。更新改造投资中，

用于增加产品生产能力的 375亿元，增长 37.4％；用于增加品种的 135亿元，增长 24.1％；

用于提高产品质量的 49亿元，增长 14．8％；用于节约能源的 31亿元，增长 18．8％。全

年建成投产更新改造项目近 4万个，新增固定资产 634 亿元。 

建筑业改革进一步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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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万个，占全部施工工程的 83．2％；施工面积 1.7亿平方米，占全部施工面积的 85.6％。其

中投标承包的单位工程和施工面积，分别占承包单位工程和施工面积的 21.6％和 28．6％。

1988年全民所有制施工单位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7％，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1.8％。但建筑施工队伍存在窝工现象，亏损企业有所增加。 

地质普查勘探工作取得新成果。1988年新发现及有新进展的主要矿产地 281处，55 个矿种

新增加了探明储量，其中煤炭 93亿吨，铁矿 7．6亿吨，黄金储量也有增加。油气普查勘探

取得较大进展。 

四、运输邮电 

交通运输在紧运行、深挖潜中进一步发展。各种运输工具完成的运输量如下： 

                          1988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周转量            23355 亿吨公里    5．1 

  铁    路             9876 亿吨公里    4．3 



  公    路             2871 亿吨公里    9．5 

  水    运             9964 亿吨公里    4．8 

  空    运             7．4 亿吨公里   12．1 

  输油输气管道          637 亿吨公里    2．0 

旅客周转量             6060 亿人公里   12．1 

  铁    路             3260 亿人公里   14．7 

  公    路             2382 亿人公里    8．8 

  水    运              204 亿人公里    2．5 

  空    运              214 亿人公里   14．9 

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    4．36 亿吨       10．0 

铁路部门努力挖潜，扩大了旅客列车编组并增开旅客列车。公路运输部门积极开展长途客运，

减轻铁路负担，全国跨省公路客运线已达 2500多条。 

运输部门经济效益进一步改善，运输效率继续提高。铁路货运机车平均日产量 82.9 万吨公

里，比上年增长 1％；铁路运输收入比上年增长 6.9％；铁路运输人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5％。

集装箱运输业务有较快发展，全年铁路和水运完成的集装箱运量达 1651万吨，比上年增长

8％。但运输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状况进一步加剧，铁路运输长期超负荷运行。交通运输事故

较多。 

邮电事业继续发展。1988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49.1亿元，比上年增长 26.3％。年末城市市

内电话用户达到 36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23．5％。 

五、国内商业和物资供销 

商品销售大幅度增长。1988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74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8％；扣除价格

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7.9％。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 899亿元，增长

27．5％；消费品零售额 6541亿元，增长 27.9％。全年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达 6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 

各种经济类型商业全面发展。全民所有制零售额增长 29.9％，供销合作社零售额增长

27.9％，其他集体所有制零售额增长 21.2％，合营经济零售额增长 27.7％，个体经济零售

额增长 30％，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增长 29.1％。 

各类消费品零售普遍增长。吃的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8.2％，穿的商品增长 21.4％，用

的商品增长 31.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吃、穿、用商品分别增长 4．3％、7.7％和 13.2％。

受通货膨胀和抢购风影响，不少消费品零售量超常增长。其中粮食增长 8％，食盐增长 20％，

肥皂、洗衣粉增长 20％以上，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分

别增长 20％至 50％。 

零售物价上涨过猛。1988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18.5％(其中 12月份比上年同月上

升 26．7％)。分城乡看，城镇上升 21．3％；农村上升 17.1％。分商品看，食品类价格上

升 23％，其中粮食上升 14.1％，肉禽蛋上升 36.8％，鲜菜上升 31.7％，水产品上升 31.1％；

衣着类上升12.7％；日用品类上升12.2％；药及医疗用品类上升24.8％；燃料类上升16.1％；

农业生产资料类上升 16．2％。 



1988年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20.7％。 

生产资料需求过旺。全国物资系统销售各种生产资料达 2362亿元，比上年增长 51％；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4.3％。通过物资系统销售的钢材 3966万吨，比上年增长 16.4％；木

材 2966万立方米，增长 14.3％；煤炭 27015万吨，增长 8．8％。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

1988年物资部门 15种主要生产资料销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升 21.5％，其中钢材上升

21％，铜上升 50％，铝上升 38．6％。 

市场物价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秩序较混乱，违法经营活动增多，乱涨价现象突出。由于通

货膨胀、物价上涨过猛，影响市场稳定，一年内相继出现几次较大的抢购风，致使商品紧缺

面扩大。进入第四季度后，市场乱涨价现象有所收敛。 

六、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 

据海关统计，1988年进出口货物总额达 102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4.4％；其中出口总

额 475.4亿美元，增长 20.6％；进口总额 552.5亿美元，增长 27.9％。扣除不收付外汇的

援助捐赠、来料加工和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等货物后，逆差 30．9亿美元。 

1988年全国非贸易外汇收入 6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2％；支出 27亿美元，增长 31．8％，

收大于支 39.1亿美元。 

利用外资规模扩大。1988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 98．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6.4％；其中吸

收客商直接投资 26.2亿美元，增长 13．1％。 

1988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金额 18．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6％；完成营

业额 12亿美元，比上年略有下降。 

国际旅游业有明显发展。1988年来自 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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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9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7.8％。全年旅游外汇收入 22.2 亿美元，

比上午增长 19.2％。 

七、教育、科技和文化 

1988年全国招收研究生 3．6万人，在学研究生 11.3 万人，比上年下降 5％。普通高等学校

招收本、专科学生 67万人，在校学生 206．6万人，比上年增长 5.5％；毕业生 55.4 万人。

成人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 69．8万人，在校学生 172.8万人，比上年下降 7％。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发展。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 555．7万人(含技工学校学

生 116.4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 1301.6万人的 42．7％。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

学生 179.8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在校学生 933万人。 

全国初中在校学生 4015．5万人，小学在校学生 12535．8万人，已有 1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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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展。但一些地区中小学生辍学现

象有所增加。 



科技事业发展较快。1988年经国家批准的发明奖 217 项，科学技术进步奖 513项，星火奖

138项。 

国家推行的各项科技发展计划全面展开。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取得显著成效；国家重点工

业性试验项目己有 30个通过验收；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已有 21个通过验收，高技术计划进

入实施阶段；以促进高技术、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和国家重大

新产品试产计划开始组织实施；“星火计划”对于振兴农村经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批准的科研项目 2983个，资助金额 1.16 亿元，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起了积极作用。实用通信卫星准确定点赤道上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低纬度区

第一次火箭探空试验圆满结束，说明我国高科技领域在若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建成的国家

种子资源库已入库种子 12.5 万份，培育出 169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综合治理黄淮海中低

产地区取得初步成效；大秦重载列车和宝钢二期工程等 11个重大装备的研制取得新的进展，

表明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管理方面的基础性科技工作得到加强。截止 1988年底，已建立国家计

量基准 132种；一级标准物质 261种，制定各类产品国家标准 13841项，其中采用国际标准

占 38.5％。气象、海洋、地震部门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资料和信息，有助于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专利工作进一步开展，技术市场活跃。1988年共批准专利 11500件，比上年增长 68．8％；

签订技术合同 24.7万项，比上年增长 87．7％；成交金额 70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 

1988年测绘部门为国家各项经济建设测绘了各种比例尺地图 2．6万幅，出版公开版地图 307

种，总印数达 7440万册(幅)。 

科技队伍进一步扩大，群众性科技活动逐步开展。1988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的人员 960万人(未含社会科学)，比上年增长 8％。全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研究与开

发机构 5700个，职工 110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38万人。全国有 85％的乡镇建立了

科普协会，会员 416万人。 

文化事业繁荣。1988年生产电影故事片 158部。发行各种新片（长片）227部。有 31部影

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 35次奖。全国共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 16.2万个，艺术表演团体 2998

个，文化馆 2975个，公共图书馆 2479个，博物馆 893 个，档案馆 3356个。全国共有广播

电台 461座，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645座，电视台 422 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811座。全国性和省级报纸全年出版 206.4亿份，各类杂志出版 26.6亿册，图书出版 62.8

亿册(张)。 

八、卫生和体育 

卫生事业继续发展，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1988年末全国医院病床达到 250．3万张，比上

年末增长 4.1％。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372.4万人，比上年增长 3.2％；其中医生 161.8 万人(含

中、西医师 109.6万人)，比上年增长 9．2％；护师、护士 82．9万人，增长 15.6％。预防

保健工作有所加强，各种传染病、慢性病的预防控制取得新的成效，传染病总发病数比上年

下降 10.8％。全国有 12个省市达到了计划免疫接种指标。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有所加强。

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仍然存在。 



体育事业取得新成就。1988 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 54个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 33项世界纪

录，233次打破 138项全国纪录。在第 24届夏季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共取得 5枚金牌、11

枚银牌和 12枚铜牌。群众体育活动进一步开展，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和城市运动会相继举

办。 

九、人民生活 

198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 1119 元，比上年增长 22.2％；扣除职工生

活费用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2％。但由于种种原因，城镇不同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有

增有减，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据 13 个城市抽样调查，有 34.9％的居民家庭纯因物价上涨造

成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全年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545 元，比上年增长 17．7％；扣除商品

性消费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6.3％。在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每人生产性纯收入 493元，

增长 17.8％。 

劳动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就业人数增加。1988年全国城镇安置待业人员 361万人。年末全

国职工人数为 1357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59万人。全年职工工资总额 2297亿元，比上年

增加 416亿元，增长 22.1％。合同用工制度稳步发展，年末全民所有制单位有合同制职工

9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57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为 6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64万人。 

城乡人民储蓄增加。198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380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732 亿元，增

长 23．8％。 

城乡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1988年城镇新建住宅 1．9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 8．8亿平

方米。 

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1988年全国各类社会福利院床位数达 71万张，收养 58万人，分

别比上年增长 9.4％和 12％。城乡各种社会救济对象得到国家救济达 4156万人次。全国已

有 14.8％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城市社会服务网络也有较快发展，建立起各种

小型、多样社会服务设施 74580个。 

保险事业迅速发展。1988年各类财产险承保总额达 17970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共有

7216万户家庭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各种人身保险投保人数已达 15867万人。国内财产险

业务共处理赔案 262万件，赔款支出 43亿元，为受灾的企业、家庭和个人及时恢复生产、

经营，安排生活，发挥了作用。 

十、人口 

1988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 20．78‰，死亡率为 6.58‰，自然增长率为 14.2‰。年末全国总

人口为 10961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541万人。现正面临人口生育高峰期，育龄妇女人数逐

年增多，完成计划生育的预定任务仍然是极其艰巨的。 

注―― 

本公报各项数据是年度的初步统计，都没有包括台湾省。公报所列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各

项总产值数据，都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比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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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价值。 

②化肥施用量按折合有效成份 100％计算。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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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⑤均按折合有效成份 100％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