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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要闻 

 2024 年二季度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 

2024/07/16 09:30  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有关基础资料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方法，经初步核算，我国 2024

年二季度和上半年 GDP 核算结果如下。 

  

表 1 2024 年二季度和上半年 GDP 初步核算数据 

  

 绝对额（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二季度 上半年 二季度 上半年 

GDP 320537 616836 4.7 5.0 

第一产业 19122 30660 3.6 3.5 

第二产业 126684 236530 5.6 5.8 

第三产业 174731 349646 4.2 4.6 
         

农林牧渔业 20241 32535 3.8 3.7 

工业 103433 199858 5.9 6.0 

#制造业 86544 166686 6.2 6.3 

建筑业 23793 37771 4.3 4.8 

批发和零售业 31336 60879 5.3 5.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15153 28684 6.5 6.9 

住宿和餐饮业 4944 9836 5.9 6.6 

金融业 26194 53005 4.3 4.8 

房地产业 17778 35514 -4.6 -5.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16121 32002 10.2 11.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801 22033 8.7 9.8 

其他行业 50744 104718 3.1 3.4 

注： 

1.绝对额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2.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3.行业分类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4.本表 GDP 总量数据中，有的不等于各产业（行业）之和，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

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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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DP 同比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2019 6.3 6.0 5.9 5.8 

2020 -6.9 3.1 4.8 6.4 

2021 18.7 8.3 5.2 4.3 

2022 4.8 0.4 3.9 2.9 

2023 4.5 6.3 4.9 5.2 

2024 5.3 4.7     

注：同比增长速度为与上年同期对比的增长速度。 

  

表 3 GDP 环比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2019 1.6 1.4 1.4 1.3 

2020 -10.4 11.4 3.4 2.7 

2021 0.5 1.4 0.6 1.8 

2022 0.4 -2.1 4.0 0.8 

2023 1.8 0.8 1.5 1.2 

2024 1.5 0.7     

注：环比增长速度为经季节调整后与上一季度对比的增长速度。 

  

  其他相关核算结果详见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 

  

  附件： 

  

中国 GDP 季度核算说明 

  

  1.季度 GDP 核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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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本概念 

  

  GDP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

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GDP核算有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反

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成果。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中，剔除

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货物和服务价值，得到增加值的一种方法。国民经济各行业

生产法增加值计算公式如下：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将国民经济各行业生产

法增加值相加，得到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是从生产过程形成收入的角度，

对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增加值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

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行业收入法增加值之和等于收入

法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是从生产活动成果最终使用的角度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

一种方法。最终使用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 GDP是以生产法为基础核算的结果。 

  

  1.2 核算范围 

  

  1.2.1 生产范围 

  

  GDP核算的生产范围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生产者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他

单位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第二，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的所有

货物的自给性生产；第三，生产者为了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而进行的知识

载体产品的自给性生产，但不包括住户部门所从事的类似的活动；第四，自有住房

提供的住房服务，以及雇佣有酬家庭服务人员提供的家庭和个人服务的自给性生

产。生产范围不包括没有报酬的家庭和个人服务、没有单位控制的自然活动（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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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未经培育的森林、野果或野浆果的自然生长，公海中鱼类数量的自然增长）

等。 

  

  1.2.2 生产活动主体范围 

  

  GDP 生产活动主体范围包括了中国经济领土范围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所有

常住单位。本报告中的季度 GDP 数据是由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的全国数据，未包

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1.3 核算单位 

  

  GDP核算主要以法人单位作为核算单位，在核算中依据法人单位从事的主要活

动将其划分到不同的行业，分别计算各个行业的增加值，再将各行业增加值汇总得

到 GDP。 

  

  1.4 核算频率 

  

  核算频率为季度。中国从 1992 年 1 季度开始到 2015 年 2 季度，采用累计核

算方式核算季度 GDP，即分别计算各年 1 季度、1-2 季度、1-3 季度和 1-4 季度的

GDP 数据，1-4 季度 GDP 初步核算即为年度 GDP 初步核算。从 2015 年 3 季度开始

改为分季核算方式，即分别计算各年 1季度、2季度、3季度和 4季度的 GDP数据，

累计数据通过当季数据相加得到。 

  

  从 2011年 1季度开始，国家统计局正式对外发布各季 GDP环比增长速度。 

  

  1.5 法律依据和制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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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核算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目前，中国 GDP是按照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的要求进行测算的，该体系采纳了联合国《国

民账户体系（2008）》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 

  

  1.6 保密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一章第九条的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

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在进行 GDP 核算时对所使用的未经公开的专业统计数据和

行政记录数据严格保密，在 GDP核算数据发布前对当期 GDP 数据也严格保密。 

  

  1.7 用户需求 

  

  季度 GDP数据的国内用户主要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行业协会、媒体

以及社会公众。此外，国家统计局定期向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季度 GDP数据。 

  

  2.季度 GDP 核算方法 

  

  2.1 分类体系 

  

  在季度 GDP 核算中，行业划分依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三次产业划

分标准，并采用两种分类方式。 

  

  第一种分类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采用国家标准管理部门 2017年颁布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在实际核算中采用两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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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级分类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门类为基础，分为农、林、牧、渔业，工

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行业等 11

个行业。其中工业包含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个

门类行业；其他行业包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7个门类行业。 

  

  第二级分类在第一级分类的基础上，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一部分门类细

化为行业大类。 

  

  第二种分类是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

规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

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

其他行业（剔除国际组织）。 

  

  2.2 资料来源 

  

  在季度 GDP 核算时，将所有可以在核算时获得的、适用的经济统计调查数据

都用于 GDP核算。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国家统计调查资料，指由国家统计系统实施的统计调查获得的各种统计

资料，如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等统计调查资料、人口与劳动工资统计资料、价格统计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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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主要包括：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

证监会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数据，例如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情

况、税务总局分行业的税收资料等。 

  

  2.3 核算方法 

  

  2.3.1 现价增加值核算方法 

  

  根据资料来源情况，季度现价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增加值率法、相关价值量指

标推算法以及利用不变价推算现价等方法。 

  

  2.3.1.1 相关价值量指标速度推算法 

  

  相关价值量指标速度推算法是利用相关价值量指标的现价增长速度推算现价

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然后用上年同期现价增加值乘以推算出的现价增加值增长速

度得出当期现价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现价增加值＝上年同期现价增加值×（1＋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 

  

  其中，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根据本期相关价值量指标现价增长速度，以及以

前年度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和相关价值量指标的现价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确

定。 

  

  2.3.1.2 利用不变价推算现价方法 

  

  先利用物量指数外推法求得本期不变价增加值，再根据相关价格指数推算现

价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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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价增加值＝不变价增加值×价格指数 

  

  2.3.2 不变价增加值核算方法 

  

  不变价增加值是把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增加值换算成按某个固定期（基期）价格

计算的价值，从而剔除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以使不同时期的价值可以比较。不变

价增加值采用固定基期方法计算，目前每 5年更换一次基期，2021年至 2025年不

变价增加值的基期是 2020年。 

  

  季度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和相关物量指数外推法。 

  

  2.3.2.1 价格指数缩减法 

  

  利用相关价格指数直接缩减现价增加值，计算不变价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某行业不变价增加值＝该行业现价增加值÷价格指数 

  

  2.3.2.2 物量指数外推法 

  

  利用相关物量指标的增长速度推算不变价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然后用上年同

期不变价增加值和推算出的不变价增加值增长速度计算得出当期不变价增加值，

计算公式为： 

  

  某行业不变价增加值＝该行业上年同期不变价增加值 ×（1＋该行业不变价

增加值增长速度） 

  

  其中，不变价增加值增长速度根据本期相关物量指标增长速度，以及以前年度

不变价增加值增长速度和相关物量指标的增长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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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季节调整 

  

  GDP环比增长速度是季度增加值与上一个季度增加值数据对比的结果。在测算

时，须剔除季节性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利用国家统计局版季节调整软件（NBS-

SA）对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NBS-SA 是在目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季节调整软件

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特有的季节因素研制而成的。该软件添加了处理中国特有的

季节因素的新模块，有效剔除了中国特有的季节因素，包括春节、端午、中秋等移

动假日因素、周工作天数从原来的 6 天制到 5 天制转变的因素、假期变动及调休

带来的变化因素等。 

  

  3.季度 GDP 数据修订 

  

  3.1 修订的必要性 

  

  季度 GDP初步核算对时效性要求很强，一般在季后 15 天左右公布，这时，GDP

核算所需要的基础资料不能全部获得，因此季度 GDP 初步核算利用专业统计进度

资料和相关指标推算得到。之后，随着可以获得的基础资料不断增加和完善，会利

用更加完整的基础资料，例如，专业统计年报、行业财务资料和财政决算资料对 GDP

数据进行修订，使其更加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实际情况。 

  

  3.2 修订程序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改革的 GDP 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中国季度 GDP 核

算分为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通常，年度 GDP最终核实后，要对季度数据

进行修订，称为常规修订；在开展全国经济普查，发现对 GDP数据有较大影响的新

的基础资料，或计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后而对年度 GDP 历史数据进行修订

后，也要对季度 GDP历史数据进行相应修订，称为全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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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修订方法 

  

  3.3.1 当季数据的修订 

  

  中国目前对季度 GDP 数据修订的方法是比例衔接法，即利用年度基准值与年

内四个季度汇总数的差率调整季度数据的方法。比例衔接法的基本做法是：首先对

国民经济各行业现价和不变价增加值分别进行衔接，GDP和三次产业增加值是衔接

后的行业增加值的加总。不变价 GDP 和不变价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衔接方法与现价

相同。 

  

  3.3.2 环比数据的修订 

  

  由于季节调整的对象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当时间序列中任何一个季度数据

发生变化时，都会影响季节调整的结果；在时间序列中加入最新的一个季度的数据，

也会使以前季度的环比数据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这是模型自动修正的结果。根据

季节调整原理，一般情况下，离最新数据时间较近的时期，数据受影响较大；离最

新数据时间较远的时期，数据受影响较小。为便于用户使用，在发布当期环比数据

的同时，会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修订后的以前季度的环比数据。 

  

  4.季度 GDP 数据质量评估 

  

  4.1 对基础数据的评估 

  

  对于 GDP 核算所使用的各专业统计数据和行政记录数据，有关部门都会对其

质量进行检验，确保数据合理反映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当 GDP 核算部门得到这些

基础数据后，会再次对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检验，确保这些数据符合 GDP 核

算的概念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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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对核算方法的评估 

  

  在 GDP核算中，GDP核算部门会根据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依据不断

完善的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对中国的季度 GDP 核算方法进行修订，以确保核算方

法的合理性。 

  

  4.3 对核算结果的评估 

  

  在得到季度 GDP 核算结果后，要对 GDP 各构成项目数据、GDP 数据与相关专

业、部门统计数据以及宏观数据的协调性进行检验，保证 GDP 数据和其他主要数

据的相互协调和匹配。正在建立以国民经济核算为核心框架，对各专业和部门基础

统计数据进行评估的制度。 

  

  4.4 数据的可比性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采纳了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2008）》

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因而 GDP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 

  

  在开展全国经济普查或计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后对季度 GDP 历史数据

进行了修订，因此 1992年 1季度以来的季度 GDP时间序列具有可比性。 

  

  5.季度 GDP 数据发布 

  

  5.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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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 GDP初步核算数一般于季后 15日左右发布，季度 GDP最终核实数一般于

隔年 1月份发布。对于主要统计指标的发布，国家统计局会在年初发布的《主要统

计信息发布日程表》中说明发布日期，GDP数据将按规定日程发布。 

  

  5.2 发布方式 

  

季度 GDP 初步核算数在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上公布；季度 GDP最终核实数在国

家统计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上公布。

对于 1992 年 1 季度以来的季度 GDP 数据时间序列，可以通过国家统计数据库

（http://data.stats.gov.cn/）进行查询。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2024/07/15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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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有效落实各

项宏观政策，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生产稳定增长，需求持续恢复，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1683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0660 亿元，同比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236530

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349646 亿元，增长 4.6%。分季度看，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二季度增长 4.7%。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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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夏粮再获丰收，畜牧业总体平稳 

  

  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全国夏

粮总产量 14978 万吨，比上年增加 363 万吨，增长 2.5%。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

量 4712 万吨，同比增长 0.6%，其中，牛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 3.9%、6.3%，猪

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 1.7%、0.9%；牛奶产量增长 3.4%，禽蛋产量增长 2.7%。二

季度末，生猪存栏 41533 万头，同比下降 4.6%；上半年，生猪出栏 36395 万头，

下降 3.1%。 

  

  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

加值增长 2.4%，制造业增长 6.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0%。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7%，增速分别快于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 1.8和 2.7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4.6%；

股份制企业增长 6.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4.3%；私营企业增长 5.7%。分

产品看，3D 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1.6%、34.3%、

28.9%。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环比增长 0.42%。6 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5%，与上月持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1-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7544

亿元，同比增长 3.4%。 

  

  三、服务业继续恢复，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9%、9.8%、6.9%、6.6%、5.7%。6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 4.7%。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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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 13.5%、9.7%、5.4%。1-5 月份，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5%。6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7.6%，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运输、

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

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服务消费增势较好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按经营单位所在

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04559 亿元，增长 3.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1410 亿

元，增长 4.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209726 亿元，增长 3.2%；餐饮收入 26243

亿元，增长 7.9%。部分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

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9.6%、5.6%；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

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11.2%。全国网上零售额 70991 亿元，同比增长 9.8%。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59596 亿元，增长 8.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 25.3%。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0%，环比下降 0.12%。上半

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 

  

  五、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5391 亿元，同比增长 3.9%；扣除

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4%，

制造业投资增长 9.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1%。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4791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0%；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47133 亿元，下降 25.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3.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2.6%，第三产业投资下

降 0.2%。民间投资增长 0.1%；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 6.6%。高技术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

11.7%。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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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别增长 38.3%、12.1%；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4.1%、17.4%。6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增长

0.21%。 

  

  六、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11688 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出口 121298

亿元，增长 6.9%；进口 90390 亿元，增长 5.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30909 亿

元。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5.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5.0%。民营企业进出口

增长 11.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5.0%，比上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机电

产品出口增长 8.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8.9%。6 月份，进出口总额 36705 亿

元，同比增长 5.8%。其中，出口 21871 亿元，增长 10.7%；进口 14834 亿元，下

降 0.6%。 

  

  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0.1%，一季度为同比持平。分类

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1.4%，衣着价格上涨 1.6%，居住价格上涨 0.2%，生活用

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9%，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0.7%，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2.0%，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1.4%，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3%。在食品烟酒价格中，鲜

果价格下降 7.8%，鲜菜价格下降 2.7%，猪肉价格持平，粮食价格上涨 0.5%。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 0.2%，环比下降 0.2%。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0.6 个

百分点。其中，6 月份同比下降 0.8%，环比下降 0.2%。上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同比下降 2.6%。其中，6 月份同比下降 0.5%，环比上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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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一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6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与上月持

平，比上年同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0%；外来户

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8%，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7%。31 个

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6 小时。

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 18997 万人，同比增长 1.6%。 

  

  九、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3 元，同比名义增长 5.4%，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5.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61 元，同比名义

增长 4.6%，实际增长 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72 元，同比名义增长

6.8%，实际增长 6.6%。从收入来源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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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4%、2.1%、5.0%。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7358 元，同比名义增长 5.9%。 

  

  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同时也要看到，

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下

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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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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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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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实际增长速度；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

外，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2）根据季节调整模型自动修正结果，对近一年来各期国内生产总值、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进行

修订。修订结果及 2024年二季度 GDP 环比数据、2024年 6月份其他指标环比数据

如下： 

  

  2023 年各季度及 2024 年一季度、二季度 GDP 环比增速分别为 1.8%、0.8%、

1.5%、1.2%、1.5%和 0.7%。 

  

其他指标环比数据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环比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环比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环比增速（%） 

2023年 6月份 0.78 -0.60 0.01 

7月份 0.13 -0.38 -0.02 

8月份 0.61 0.48 0.75 

9月份 0.41 0.19 0.36 

10月份 0.42 0.20 0.42 

11月份 0.82 0.36 0.16 

12月份 0.41 0.24 0.18 

2024年 1月份 0.85 0.04 0.04 

2月份 0.24 0.50 0.03 

3月份 -0.10 0.66 0.17 

4月份 0.94 -0.06 0.01 

5月份 0.26 0.03 0.23 

6月份 0.42 0.2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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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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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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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

个体户）、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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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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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达

到限额标准纳入调查范围，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因规模变小达不到

限额标准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开业、破产、注（吊）销企业（单位、个体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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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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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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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零售额指企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给个

人和其他单位非生产、非经营用的服务价值总和，旨在反映服务提供方以货币形式

销售的属于消费的服务价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娱乐等

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 

  

  （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8）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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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

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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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6月份及上半年主要统计数据 

  

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一、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320537 

（二季度） 

4.7 

（二季度） 
616836 5.0 

第一产业 19122 3.6 3066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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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二季度） （二季度） 

第二产业 
126684 

（二季度） 

5.6 

（二季度） 
236530 5.8 

第三产业 
174731 

（二季度） 

4.2 

（二季度） 
349646 4.6 

二、农业     

猪牛羊禽肉（万吨） … … 4712 0.6 

其中：猪肉（万吨） … … 2981 -1.7 

生猪存栏（万头，二季度末） … … 41533 -4.6 

生猪出栏（万头） … … 36395 -3.1 

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5.3 … 6.0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4.4 … 2.4 

制造业 … 5.5 … 6.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 4.8 … 6.0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3.0 … 4.6 

其中：股份制企业 … 5.9 … 6.5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2.9 … 4.3 

其中：私营企业 … 5.7 … 5.7 

产品销售率（%） 94.5 
-1.3 

(百分点) 
95.6 

-0.7 

(百分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3175 3.8 72368 3.3 

四、服务业生产指数 … 4.7 … 4.9 

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 

（亿元） 

… … 245391 3.9 

其中：民间投资 … … 127278 0.1 

分产业     

第一产业 … … 4540 3.1 

第二产业 … … 82297 12.6 

第三产业 … … 158554 -0.2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 … 138312 4.8 

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亿平方米） 
… … 110.4 -6.2 

六、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 … 52529 -10.1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 … 696818 -12.0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 … 38023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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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 … 26519 -21.8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

米） 
… … 47916 -19.0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 … 47133 -25.0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 … 73894 15.2 

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

（亿元） 
… … 53538 -22.6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40732 2.0 235969 3.7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

售额 
16994 -0.6 91057 3.1 

按经营地分         

城镇 35141 1.7 204559 3.6 

乡村 5591 3.8 31410 4.5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4609 5.4 26243 7.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286 4.0 7192 5.6 

商品零售 36123 1.5 209726 3.2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5708 -1.0 83865 2.9 

八、进出口总额（亿元） 36705 5.8 211688 6.1 

出口额 21871 10.7 121298 6.9 

进口额 14834 -0.6 90390 5.2 

九、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 
5.0 

-0.2 

(百分点) 
5.1 

-0.2 

(百分点)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4.9 
-0.6 

(百分点) 
5.0 

-0.6 

（百分点） 

十、居民消费价格 … 0.2 … 0.1 

 食品烟酒 … -1.1 … -1.4 

 衣着 … 1.5 … 1.6 

 居住 … 0.2 …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 … 0.9 … 0.9 

 交通通信 … -0.3 … -0.7 

 教育文化娱乐 … 1.7 … 2.0 

 医疗保健 … 1.5 … 1.4 

 其他用品及服务 … 4.0 … 3.3 

十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0.8 … -2.1 

生产资料 … -0.8 … -2.6 

 采掘 … 2.7 … -3.6 

 原材料 … 1.6 … -1.4 

 加工 … -2.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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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生活资料 … -0.8 … -0.9 

 食品 … -0.2 … -0.8 

 衣着 … 0.0 … 0.2 

 一般日用品 … -0.1 … 0.0 

 耐用消费品 … -2.1 … -2.0 

十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 -0.5 … -2.6 

十三、农产品生产者价格 … 
-2.9 

（二季度） 
… -3.2 

农业产品 … 
-3.3 

（二季度） 
… -3.0 

谷物 … 
-4.8 

（二季度） 
… -4.8 

小麦 … 
-2.4 

（二季度） 
… -2.5 

稻谷 … 
1.7 

（二季度） 
… 2.0 

玉米 … 
-12.7 

（二季度） 
… -12.0 

油料 … 
-2.6 

（二季度） 
… -2.7 

糖料 … 
5.0 

（二季度） 
… 4.4 

蔬菜 … 
-2.3 

（二季度） 
… -1.6 

水果 … 
-7.1 

（二季度） 
… -8.9 

茶叶 … 
-0.5 

（二季度） 
… -0.5 

林业产品 … 
3.6 

（二季度） 
… 2.6 

木材 … 
-3.8 

（二季度） 
… -1.4 

饲养动物及其产品 … 
-3.1 

（二季度） 
… -4.4 

生猪 … 
8.7 

（二季度） 
… 1.4 

活牛 … 
-14.5 

（二季度） 
… -16.0 

活羊 … 
-11.3 

（二季度）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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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6月 1-6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活家禽 … 
-5.3 

（二季度） 
… -3.3 

禽蛋 … 
-11.2 

（二季度） 
… -10.6 

渔业产品 … 
-4.0 

（二季度） 
… -2.9 

十四、居民收入和支出（元/

人）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20733 5.3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 … 27561 4.5 

 农村居民 … … 11272 6.6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 … 11950 5.8 

 经营净收入 … … 3235 6.4 

 财产净收入 … … 1780 2.1 

 转移净收入 … … 3768 5.0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 
… … 17358 5.9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 13601 6.7 

 城镇居民 … … 16780 6.0 

 农村居民 … … 9197 7.4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万人，

二季度末） 
… … 18997 1.6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月均收入

（元/人，二季度） 
… … 4828 3.9 

注： 

1.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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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

消费支出增速为实际增长速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项增速、中位数增

速为名义增速；其他指标增长速度均按现价计算。 

2.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

分包建筑业企业。 

3.失业率累计数据为各月平均值。 

4.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农产品生产者第一手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5.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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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更加详细数据信息，请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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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 

国内 

 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 2024 年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

推进会 

日期：2024-07-15    来源：国家能源局网站 

7 月 10 日，国家能源局在北京组织召开 2024 年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大力提升油

气勘探开发力度部署要求，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分析当前面临形势，对重点工作任

务再动员、再部署，鼓足干劲，乘势而上，确保完成“十四五”后两年油气产储量

目标任务，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京东主持会议。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石化董事长马

永生，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总经理周心怀，国家管网副总经理姜昌亮，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孙龙德院士、邹才能院士、孙焕泉院士、邓运华院士，油气企业

有关负责同志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延长石油主要负

责同志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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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10年来，在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全国能源系统及油

气企业全面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决推进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6年来，坚

决实施“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七年行动计划”，从规划引领、投资落实、体

制改革、绿色低碳转型、协调服务等方面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勘探新发现一批亿吨

级、千亿立方米级大型油气田，呈现了高位增储的良好态势。原油产量由 1.89 亿

吨提升到 2.09 亿吨，天然气产量由 1602 亿立方米提升至 2324 亿立方米，连续 7

年增产百亿立方米以上，油气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转型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为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油气增储上产的关键环节，采取有力

举措持续推进。要坚持规划先行，扎实做好顶层设计，着眼于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

和油气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科学谋划油气勘探开发布局及任务。要聚焦重点盆地，

加大资金和工作量投入强度，强化科技攻关力度，集中立体勘探，规模高效建产，

加快建立油气勘探开发基地。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开展“两深一非一老”四

大领域攻坚战，加快突破万米级深地、千米级深水、纳米级非常规和老油气田高效

开发关键理论与技术难题。要高质量推进油气勘探开发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努力激

发骨干油气企业内生动力和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要加快绿色转型，坚持因地制宜、

多元融合，系统推动油气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 CCUS产业化发展，推动油气勘

探开发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会上，各油气企业、国家油气战略研究中心就工作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考

虑作了情况介绍。中央外办、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林草局及国家能源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

国家油气战略研究中心负责同志、21 个油气主产省份能源主管部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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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首个！正式启动！ 

日期：2024-07-16    来源：中国石油报 

7月 12日上午，中国石油首个咸水层 CCS试注项目在南方油田福山探区金凤

7x 井场正式启动。这代表着中国石油在南方地区低碳产业布局和转型发展驶向快

车道。 

 

咸水层 CCS 是实现二氧化碳规模埋存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咸水层封存潜

力巨大，对实现碳减排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石油南方油田持续攻关咸水层 CCS 技

术，在海南省“揭榜挂帅”重点研发专项和中国石油“基础前瞻”科技专项的支持

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该项目可为国内咸水层 CCS方案编制标准和规范制定、咸

水层 CCS 封存技术和商业模式探索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中国石油和海南省

参与国内及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拓展新的应用场景。 

 

南方油田布局 CCUS相关技术已 10余年，不仅打通了 CCUS全产业链流程，而

且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内部收益率达到 13%以上。未来，南方油田将深度融合

“CCUS降碳、CCS 固碳、新能源减碳”，推动油气产业与负碳产业融合发展，积极

融入海南省西部工业走廊绿碳产业链建设，加快培育负碳技术向未来产业延伸，以

实际行动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石油力量。 

 

 

 

国际 

 墨西哥石油公司未来收入仅能偿还其 26%债务 

日期：2024-07-20    来源：商务部 

据 6 月 18 日报道，墨西哥经济和预算研究中心对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

未来收入的预测显示，其收入仅能偿还该公司截至 2023 年底债务总额的 26.2%。

2008年，PEMEX 收入占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9.8%，而 2020年仅占 2.5%。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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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有企业，PEMEX得到本届政府大力支持帮助其解决财务问题，自 2019年至 2023

年 9月，墨西哥能源部已经累计向 PEMEX 出资 8060亿美元，是保健和免费药品计

划预算的两倍。 

 

 

 俄罗斯企业拟投资伊朗北部港口石油产品生产项目 

日期：2024-07-19    来源：商务部 

德黑兰时报 7 月 13 日报道，据伊朗北部马赞德兰省阿米拉巴德港

(Amirabadport)海事和港口局局长戈尔吉称，一家俄罗斯公司在本周在伊访问期

间表示认可该港口处于里海东部的地理位置优势，愿意在该港口投资石油产品生

产项目。(驻伊朗使馆经商处) 

 

 

三．五金建材卫浴 

 2024 年卫浴行业迎扩产热潮 各地投资总额超 10 亿元 

2024-06-11 17:29 搜狐焦点家居 

随着 2024 年进入中期，卫浴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扩产热潮。近年来，随着居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升级，卫浴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推动了行业企业不断

扩展产能，以满足市场多样化和高品质的需求。同时，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行业技术

的进步也为卫浴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个卫浴企业在中

山、江门、潮州、济宁等地纷纷宣布了新的扩产计划，总投资金额超过 10 亿元，

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6月 5日，欧贝特智能卫浴生产基地项目在中山黄圃镇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

总投资 2亿元，占地 18.6 亩，建筑面积约 3.1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包括企业总部、

办公楼、生产车间、自动化立体成品仓库、科研中心及营销展厅，预计明年建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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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年产值约 4 亿元，年税收将超过 3000 万元。此次扩产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济宁：年产 600万套高端智能恒温卫浴项目 

 

近日，济宁市微山县政府发布公告，易兰达高智能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的年

产 600 万套高端智能恒温卫浴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获批。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

高端智能恒温卫浴产品的市场供应能力，助力山东省卫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潮州：宾卫卫浴科技有限公司浴室柜生产项目 

 

6月 6日，潮州市潮安区政府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显示，宾卫卫浴科技有

限公司的浴室柜生产项目顺利获批。该项目占地 2066.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334

平方米，预计年生产免漆浴室柜和喷漆浴室柜各 4000套，将有效满足市场对高品

质浴室柜的需求。 

 

江门：四大卫浴项目成功摘牌 

 

5月末，江门市 4个超亿元卫浴项目用地成功摘牌，总投资达 9.3亿元，占地

面积约 154.8亩。其中，开平市的瑞霖智能卫浴项目总投资 5亿元，年产值预计达

8亿元；库兰卫浴高端智能龙头项目总投资 1.5亿元，年产值预计 2 亿元；博美智

能卫浴项目总投资 1.2亿元，年产值预计 1.28亿元；蒙倍纳卫浴产品制造项目总

投资 1.6亿元，年产值预计 2.85亿元。这些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巩固江门在卫浴

行业的地位。 

 

此外，据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公开的信息显示，仅在 2024 年 5

月份，广东省就有 6个卫浴企业的扩产项目备案获通过，涉及江门、佛山、肇庆等

地，总投资金额超过 20亿元，生产品类覆盖水龙头、浴室柜、浴缸、卫浴配件等。

这表明广东省在推动卫浴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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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期，卫浴行业在多个地区的扩产项目陆续开工和备案，不仅展现了行

业的蓬勃发展势头，也预示着下半年行业形势的良好前景。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各

地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并为卫浴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矿产有色钢材 

国内 

 自然资源部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杨立强建议时提出，进一步深

入研究自然保护地退出区域矿业权设置和协议出让问题 

中国矿业报 7月 15日讯，自然资源部近日公布《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第 6538 号建议的答复》。自然资源部称，妥善处理油气矿业权与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关系，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依法有序处理历史

遗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源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理作出

答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部署，近年来石

油公司陆续退出自然保护地与油气矿业权重叠区域。为此，自然资源部明确因避让

各类自然保护地退出的探矿权面积可以抵扣应退减面积，尽量减小退出工作对油

气矿业权人的影响程度。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继续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推进《矿产

资源法》修改，结合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制修订进展，进一步深入研究自然保护地

退出区域矿业权设置和协议出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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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部将积极推进锂矿区块出让，加大锂矿源头供应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7 月 17 日讯，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矿产室副主任胡

容波日前在《2024 年中国锂业大会·第二届锂电新能源发展大会》上表示，为全

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促进锂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推动锂电新能

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积极推进锂矿区块出让，加大锂矿源头供应。胡容

波称，近年来，我国锂矿等稀有金属找矿工作在川西、昆仑、阿尔金、幕阜山、喜

马拉雅等成矿带实现重大突破，锂矿增储取得良好进展。找矿方面，2021 年 5 月

以来，江西省宜春市共探获 4处超大型规模、6处大型规模锂矿床，新提交锂矿资

源量达 920万吨。2022年 12月，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在华中幕阜山西

南缘——湘北平江县黄柏山地区取得了重要的锂矿找矿发现，有望成为长江经济

带的大型锂资源基地。2024 年 1 月，我国在四川雅江探获锂资源近百万吨，是亚

洲迄今探明的最大规模伟晶岩型单体锂矿。 

 

国际 

 印尼考虑重新开放铝土矿出口 

Bisnis.com7 月 10 日讯，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印尼计划

重新审视铝土矿出口禁令政策，此前印尼国会议员请求重新开放铝土矿出口。据悉，

印尼在 2023年年中禁止铝土矿出口，以鼓励该矿产的国内加工。但是，由于现有

加工产能有限，此举损害了部分矿商的利益。为此，该发言人表示，近期将进行一

次审查及部门间的协调，以帮助这些依赖铝土矿开采活动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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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和必拓暂停运营澳大利亚镍项目 

界面新闻 7 月 12 日讯，当地时间 7 月 11 日，必和必拓发布消息称，从今年

10月起，将暂停其西澳大利亚镍业公司的相关项目运营，直到 2027年 2月再重新

审查这一决定。这主要是因为全球镍市场供应过剩导致价格下跌，且未来五年镍价

大幅下跌已经成为共识。 

 

必和必拓表示，在 10月过渡期结束后，必和必拓将每年投资约 3亿美元，以

支持西澳大利亚镍业的潜在重启。过渡期将从今年 7 月开始，10 月将暂停运营，

12月将完成临时停工的交接工作。 

 

在暂停运营期间，必和必拓将暂停 Kwinana镍精炼厂、Kalgoorlie镍冶炼厂、

Mt Keith和 Leinster 的采矿和加工业务以及西莫斯格雷夫项目的开发；实施工作

保养和维护计划，以确保其矿山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持续安全和完整；继续投资勘探，

以延长西澳大利亚镍矿的资源寿命并保留期权等。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五矿商会综合部。 

 电话：010-85692735，传真：010-65884109， 

 Email:   zonghe@cccm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