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客观的、正确的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果断地出台一

系列治乱降温的措施，而且是在经济运行临近周期的

高峰期主动出击，适时采取了反周期措施。这样争取

了宏观调控的主动权，有序地、平稳地降温，工业生

产的增幅，9 月份以后基本回落到 20% 左右，使经

济增长率保持在适度范围内滑行。

2.宏观调控，要选准突破口，正确把握力度。过

去几次经济调整，基本上都是采取全面紧缩的措施，

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大。而这次强化宏观调控，中央正

确分析了这次“过热”是局部性的，是某些领域和秩序

混乱引起的，不像前几次是全方位、全面的过热。并

选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旺和金融秩序混乱互相推动

这个源头，作为强化宏观调控的突破口，对症下药。

对固定资产投资按照产业政策和建设条件进行轻重缓

急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在宏观调控力度上，

不采取大力度的全面紧缩政策，而是进行结构性调

整，强调保证重点，采取“软着陆”、“点刹车”的微调

办法，提出定量的目标，来控制经济增长率、物价涨

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而且灵活地根据改

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调控的力度。这样

做，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减轻调整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负效应，使经济适当降温，又避免“伤筋动骨”，

保护了各方面又好又快发展的积极性。

3.宏观调控，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注意手段的

科学性、有效性。过去几次经济调整，主要是依靠行

政手段。而这次强化宏观调控，强调与改革开放相结

合，强调整顿也是改革，强调调控手段的多样化，以

经济手段为主，同时配合法律手段和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反腐倡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并辅以必要的行

政手段，注意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进行宏观调控，

着重管好金融、财政两大闸门，运用提高利率的时

机，整顿金融秩序，堵住了旁门，开通了正门，既规

范了各种金融投资行为，又保障了资金市场的健康发

展。

4.宏观调控，要组织好舆论导向。在新旧体制交

替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地方政府、集团和个

人，对政策调整引起既得利益的调整是关心的，也是

敏感的。因此，要注意人们心理预期有变化，及时对

各种苗头性现象进行疏导，加强舆论导向，做好宣传

解释工作，加大政策的透明度，来化解不正常的心理

预期，这也是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

总的来说，这次强化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但是，由于目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中央

政府财政调控能力有限，经济生活中存在“软预算约

束”，国有企业既缺乏活力，又缺乏有效的风险机

制，使得以利益调整为驱动器的间接调控的效应还不

是很强，只是治标，没有治本。主要表现：一是宏观

调控对纠正总量失衡容易见效，而对带根本性的经济

结构的调整见效甚微。由于缺乏配套性的改革措施，

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步履艰难，随着生产速度回落，国

有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增多，相互拖欠帐款的现象

有所抬头。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势头虽然有所遏

制，但投资体制改变甚微，在建项目规模大，已上马

项目基本继续施工，一遇适当气候，“投资饥饿症”会

很快旧病复发。三是经济运行虽然趋向好转，但市场

消费价格涨幅居高不下。由于成本推动，加上不少地

方、部门在价格放开后，一度存在“放而不管”现象，

致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继续攀高，目前物价涨幅还在

20% 以上，超过部分居民承受能力。四是城乡、地

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

依然突出，不利于社会稳定。五是价格改革虽然迈出

较大步伐，但价格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近几个月

粮、棉、油等农副产品价格虽然上升，而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涨幅更大，种植业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农业生

产后劲不足的局面仍未改观。六是这次宏观调控虽然

迈开了间接调控的步子，但有些方面还不得不借助于

行政手段和组织纪律，还带有相当程度的直接调控色

彩，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发展滞后问题尚未得

到明显改变，资源的配置效益不高问题还比较严重。

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今后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改

善宏观调控来解决。

（1994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1995 年 2 月28 日）

1994 年，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抓住机遇、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我国

财税、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流通等改革迈出重

大步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继续改

善，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初步统计，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 43 8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 。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8 231 亿元，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

加值 21 259 亿元，增长 17.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4 310 亿元，增长 8.7% 。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是：市场价格涨幅过高；农业发展滞后；部分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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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较多困难。

一、农业

农业生产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取得较好收成。主要

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有所减产，棉花生产扭转减产趋

势呈恢复性增长，油料生产创历史新纪录，蔬菜、水

果生产又获丰收，糖料、麻类和烤烟产量下降。与快

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相比，农业

生产发展滞后问题更加突出。

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1994 年  比上年增长%

粮食  44 450 万吨  -2.5

其中：谷物  39 397 万吨  -2.8

油料  1 984 万吨  10.0

其中：花生  964 万吨  14.4

油菜籽  746 万吨  7.5

棉花  425 万吨  13.6

黄红麻  38 万吨  -44.1

甘蔗  6 086 万吨  -5.2

甜菜  1 253 万吨  4.0

烤烟  195 万吨  -35.2

茶叶  58 万吨  -2.9

水果  3 478 万吨  15.5

林业生产建设稳步发展，造林质量不断提高。全

年完成造林面积 5 900 千公顷，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

设步伐加快；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和资源管理保护

工作继续加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3.9% 。

畜牧业生产全面增长，肉、禽、蛋、奶等畜产品

产量增加。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头数如下：
1994 年  比上年增长%

肉类  4 300 万吨  11.9

其中：猪牛羊肉  3 670 万吨  13.8

牛奶  530 万吨  6.2

绵羊毛  26 万吨  6.2

蚕茧  83 万吨  10.2

猪年末存栏数  41 218 万头  4.9

羊年末存栏数  23 959 万只  10.2

大牲畜年末存栏数  15 032 万头  7.5

渔业生产持续发展。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2 098 万

吨，比上年增长 15.1% 。其中，淡水产品产量 890

万吨，增长 19.1% ；海水产品产量 1 208 万吨，增长

12.3% 。

农业生产条件继续改善。年末全国农业机械总动

力33 685 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5.9% ；大中型拖拉

机 69 万台，减少 4.6% ；小型和手扶拖拉机 821 万

台，增长 4.1% ； 农用载重汽车 76 万辆，增长

9.9% ；化肥施用量（折纯） 3 313 万吨，增长

5.1% ； 农 村 用电 量 1 511 亿 千瓦小时， 增长

21.4% 。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增加。

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继续高速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18 3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 。在全部工业中，国

有企业增长 5.5% （如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6.8% ）；集体企业增长 21.4% ，其中乡办企业增长

27.3% ；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增长

28% 。大中型企业增长 12% ，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

头。

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全年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7 6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6% ；重工业完成增加值

10 691 亿元，增长 16.5%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升

有降。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
1994 年  比上年增长%

化学纤维  269 万吨  13.3

纱  470 万吨  -6.3

布  200 亿米  - 1.5

机制纸及纸板  2 000 万吨  4.5

糖  581.9 万吨  -24.6

原盐  2 974.6 万吨  1.1

卷烟  3 421.3 万箱  1.4

合成洗涤剂  196.4 万吨  4.3

彩色电视机  1 689.5 万部  17.7

家用洗衣机  1096.4 万台  22.4

家用电冰箱  764.5 万台  28.1

能源生产总量

（折标准燃料）

  11.2 亿吨  4.7

原煤  12.1亿吨  5.3

原油  1.46 亿吨  1.0

发电量  9 200 亿千瓦时  9.6

钢  9 153.2 万吨  2.2

钢材  8 003.6 万吨  3.7

十种有色金属  375.2 万吨  7.5

水泥  4.05 亿吨  10.1

木材  6 100 万立方米  -4.5

硫酸  1 494.7 万吨  11.8

纯碱  568.4 万吨  6.3

化肥（折 100% ）  2 276 万吨  16.3

化学农药（折 100% ）  26.8 万吨  4.4

发电设备  1706.9 万千瓦  15.9

金属切削机床  19.2 万台  -26.8

汽车  140.2 万辆  8.0

拖拉机  4.6 万台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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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全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综合指数为97.0，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但工业

产品库存积压增多，企业亏损面较大，相互拖欠较严

重，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建筑业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全社会建筑业增

加值 2 9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 。国有建筑业企

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 3.7 亿平方米，增长 15.1% ；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为 1.2 亿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

平；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8 968 元，实际提高 21.5% ；

人均创利税超过 1 660 元，但亏损面略有上升。

地质勘查取得新成果。全年新发现或新证实为工

业矿床的主要矿产地 150 处；取得重大新进展的勘

查矿区 58 处；提供可供建设利用的重要地质报告

790 份，有 30 种矿产新增加了探明储量，其中：煤

矿 82 亿吨，铜矿 120 万吨，硫铁矿 5 330 万吨，磷

矿 9 061 万吨；投入地质勘查工作费用 159 亿元；完

成机械岩心钻探工作量 384 万米。

三、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得到一定控制。全年全社会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5 9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8% （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 15.8% ），增幅比上年回

落 30.8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包括国有单位与

境外合资、联营及股份制投资，下同）投资 11354

亿元，增长 34.2% ；集体经济项目投资 2 758 亿元，

增长 23.6% ；城乡居民个人投资 1 814 亿元，增长

22.9% 。

国有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 6 287 亿元，增

长 35.3% ；更新改造投资 2 842 亿元，增长 29.6% ；

房地产投资 1796 亿元，增长 41.3% ；其他投资 429

亿元，增长 24.8% 。中央项目完成投资 3 544 亿元，

增长 30.7% ；地方项目完成投资 6 015 亿元，增长

34.5% 。

全年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新开工5 万元以上项目

76 492 个，比上年减少 1 768 个，但固定资产投资在

建总规模仍然偏大，年末在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

项目 计划总投资 为 30 574 亿元， 比 上年增长

31.4% 。

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国有单位投资中，能源工业

投资所占比重由 20.7% 上升到 21.8% ；原材料工业

投资所占比重为 11.9% ，与上年持平；邮电通信业

投资所占比重由 4% 上升到 5.3% ；但农业投资比重

继续下降，仅占 1.9% ，比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运 输 业投 资所占 比 重由 上年的 16.2% 下降 到

15.4% 。

重点建设取得新进展。列入国家计划的 151 个

重点建设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1 051亿元，超额完成

了年度计划，其中有 72 个项目和单项工程建成投

产。全国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137 个，

限额以上更新改造项目 244 个。

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加的主要生产能力有：煤炭开

采 477 万吨，发电机组容量 1 527 万千瓦，石油开采

1 545 万吨、天然气开采 11.34 亿立方米（含更新改

造和其他投资增加的能力），炼铁 81 万吨，汽车制

造 9.22 万辆，化肥 48 万吨，木材采运 14.8 万立方

米，新建铁路正线交付运营里程 278.6 公里，增建铁

路复线交付运营里程 1342 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

2 580 万吨，市内电话机装机容量 1 622 万门，长途

光缆3 万延长公里，新建微波电路 1万公里，新建高

速公路 493 公里等。

四、交通和邮电

交通运输生产持续增长。全年完成增加值 2 2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6% 。但运输能力与需求不平衡状

况依然存在。

运输生产完成情况如下：
1994 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周转量  33 275 亿吨公里  9.1

铁路  12 462 亿吨公里  4.4

公路  4 481 亿吨公里  10.1

水运  15 704亿吨公里  13.9

民航  19.5 亿吨公里  17.4

管道  608 亿吨公里  持平

旅客周转量  8 492 亿人公里  8.1

铁路  3 637 亿人公里  4.4

公路  4 147 亿人公里  12.0

水运  175 亿人公里  -10.8

民航  533 亿人公里  11.6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

吞吐量
  7.3亿吨  6.2

其中：外贸货物

吞吐量
  2.7 亿吨  11.1

邮电通信业保持高速增长。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

量 693 亿元，增长 50.2% ；新发展城乡电话用户突

破 1000 万户，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 3.2% 。公众通

信能力继续增强，局用交换机容量达到 4 878 万门，

长途交换机容量达到 220 万路端。全网技术水平明

显提高，长途传输数字化比重达 80% ，市话交换程

控化比重达 97% 。分组交换网，公共数字数据网，

已具备现阶段国民经济信息所需要的通信能力。新增

邮路 2.9 万公里，邮政业务计算机管理水平有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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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0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2% ，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7.8% 。其中城市 9 555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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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农村6 498亿元，增长28.4% 。

分经济类型看，非国有商业更为活跃，在消费品

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上年的 60.3% 上升到 66.3% ，

而国有商业则由上年的39.7% 下降到33.7% 。

生产资料市场平稳。全年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

为 22 9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2% ，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12% 。

由于前两年社会需求增长过快、货币超经济发行

的滞后影响，部分农产品因灾减产，加上国家政策性

调价和一些影响物价的宏观改革措施出台，使市场价

格大幅度上升，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各类价格比上年上涨幅度（% ）
1.居民消费价格  24.1

其中：城市  25.0

35 个大中城市  24.8

农村  23.4

其中：食品  31.8

粮食  50.7

肉禽及其制品  41.6

食用植物油  64.1

蛋品  15.0

水产品  20.3

鲜菜  38.2

衣着  17.1

家庭设备及用品  12.0

医疗保健用品  11.7

交通和通讯工具  7.8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12.5

居住商品  21.3

服务项目  25.7

2.商品零售价格  21.7

其中：城市  20.9

35 个大中城市  20.7

农村  22.9

3.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  21.6

4.农产品收购价格  39.9

5.工业品出厂价格  19.5

六、对外经济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据海关统计，全年出口总额

1 21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1.9% ；进口总额 1 157

亿美元，增长 11.2% 。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

善，出口中机电产品比重由上年的 24.7% 上升到

26.4% ；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及机械运输设备类进口扩

大。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继续大幅度上升，全年出口额

347 亿美元，增长37.6%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

的27.5% 提高到28.7% 。

实际利用外资继续增长。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4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7.6%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38

亿美元，增长 22.8% 。到 1994 年末，已注册的外商

投资企业达 20.6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4 万户。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取得较大发展。全年对外承包

工程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金额 79.9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17.5% ； 完成营 业额 59.7 亿 美元，增长

31.5% 。

国际旅游业取得好成绩。全年来我国旅游、访

问、从事商务以及各项活动的外国、台湾、港澳和华

侨旅游者达 4 368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5.2% ；全国

旅游外汇收入73.23 亿美元，比上年有较大增长。

七、金融和保险业

金融形势基本稳定，存款增长较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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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国家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 29 328 亿元，比

上年末增加7 940 亿元，增长37.1% ，其中企业存款

余额为 11 46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 735 亿元，增

长 31.3% ；各项贷款余额为31 603 亿元，比上年末

增加5 161亿元，增长 19.5% ；其中短期贷款余额为

23 428 亿元，增长 19.3% ，中长期贷款余额为7 173

亿元，增长 20% 。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为 7 28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4.3% ，当年现金发行量为1 424 亿

元；广义货币（M 2）比上年增长 34.4% 。年末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21 519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 315 亿元，增长41.5% 。

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年末国家现汇结存为

516 亿美元，比年初增加304 亿美元。

保险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全年全国承保总额

111 7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1% 。保费收入 498 亿

元，比上年增长20.7%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336

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 162 亿元。财产险赔款金额

195 亿元，人身险给付金额 101亿元。

八、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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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58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2.4% 。全国

县级以上国有独立研究开发机构 5 860 个，高等院校

办科研机构 3 000 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研机构

11 656 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241.5 万人，其中科学

家和工程师 152.9 万人。

科技经费投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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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亿元。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 222 亿元，

增长 13.3%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5% 。

科技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年全国共取得省部级

以上重大科技成果 2.6 万项。主要科技成果有：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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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操纵和原子级加工居世界前列、国家计算机与网络

设施（N C FC）实现国内国际联网、培育出270 个农

作物新品种、研制成时速 160 公里的准高速机车和

东风 4E 型重内燃机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科学

项目 3 537 项，资助金额 3.1 亿元。新建成国家重点

实验室 1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5 个，国家工业试

验基地 6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60 个。全年国家

组织完成了 100 项技术开发、新技术推广、消化吸

收、工业性试验项目，完成了 17 套重大技术装备的

研制并经鉴定验收交付使用。

质量检测、标准化建设、专利申请和天气预报服

务进一步完善。年末全国共有产品质量监测机构

3 000 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234 个。全年制定、修

订各类国家标准 1414 个。全年共受理国内外专利申

请7.8 万件，授权专利 4.3 万件。全国共建立了超短

波天气警报服务系统发射台 1 894 个。测绘部门测绘

各种比例尺地图 67 761幅，公开出版地图 893 种。

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年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

21.2 万份，成交金额 228.8 亿元。1994 年参加“产、

学、研”合作的单位 33 997 个，设立合作开发项目

12 844项，参加人数45.4 万人。

各类教育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国招收研究生

5.1 万人，比上年增加 0.9 万人；在学研究生 12.8 万

人，增加 2.1 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

90 万人，下降 2.6% ；在校学生 279.9 万人，增加

26.4 万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继续发展。各类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844.6 万人（含技工学校学生

182.2 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 1 509 万人的

56% 。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一步发展。全国初中在校学

生 4 317 万人，小学在校学生 1.3 亿人。小学学龄儿

童入学率达 98.4% ；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上年的

81.8% 提高到86.6% 。普通初中和小学学生辍学率分

别为 5.11% 和 1.85% 。中、小学办学条件继续得到

改善。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高速发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

训蓬勃展开。成人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包括

电大、函授及夜大招生的普通班学员）101.7 万人，

比上年增长 17.9； 在校学生 235.2 万人，增长

26.3%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 221.4 万人，增

加 14.6 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培训学员 6 625 万

人次；成人中、小学在校学生761.5 万人；全年共扫

除文盲486.2 万人。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2 681 个，文化馆 2 875 个，公共图书馆 2 597 个，

博物馆 1 140 个，档案馆 3 585 个，广播电台 1 108

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 748 座，电视台

764 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1 123 座。

广播人口覆盖率 77.4% ，电视人口覆盖率 83.3% 。

各类电影放映单位 10.9 万个。全年生产电影故事片

148 部，发行各种新片（长片）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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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 亿份，各类杂志出版 22.5 亿册，图

书出版59.3 亿册（张）。

医疗卫生条件继续改善。年末全国医院共有病床

283.2 万张，比上年增长 1.3% 。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419.9 万人，增长 2% 。其中医生 188.2 万人（含

中、西医师 142.5 万人），增长 2.8% ；护师、护士

109.4 万人，增长3.6% 。

体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

我国运动员获得 79 个世界冠军；26 人 4 队 72 次创

41项世界纪录，24 人 5队 44 次创 37 项亚洲纪录，

73 人 21队 131次创 89 项全国纪录。在第 12 届亚运

会上，我国运动员取得的金牌和奖牌总数列第一位。

群众体育在全民健身计划的指导下，更加有序地发

展，有 87% 的在校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九、人口与人民生活

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年人口出生率为

17.7‰，死亡率为 6.49‰，自然增长率为 11.21‰。

年末全国人口为 119 85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333

万人。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

入为 3 179 元，比上年增长 36%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8.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 220 元，比

上年增长 3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 。但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居民实

际收入水平下降。

劳动就业工作稳步发展。各类职业介绍所发展到

1.7 万多家，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715 万人。年末

城镇失业人数 480 万人，失业率 2.9% 。年末全国城

镇职工 15 10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50 万人。城镇

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 1 322 万人，增加

206 万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1.2 亿人，增加722 万

人。乡村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 2 438 万

人，增加242 万人。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全国有 9 500多

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8 000 多万企业职工参加了

基本养老保险，1850 多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统

筹。各地劳动部门为 180 多万失业人员提供了失业

救济，帮助 106 万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职工工资水平提高较快。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

6 6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 ；职工平均工资 4 510

元，增长 3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分别为

8% 和7.2% 。

城乡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全年城镇新建住宅 2亿

平方米，农村新建住宅 5.8亿平方米。

社会福利事业日益发展。年末全国各类社会福利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院床位达 94 万张，收养 73 万人；全年城乡各种社

会救济对象得到国家救济的达 4 300 万人次。全国已

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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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万个。

环境保护事业进一步发展。年末全国环境保护系

统共有 8.5 万人，各级环境监测站 2 306 个，环境监

测人员3.4 万人。全国自然保护区达763 个，其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90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6 618 万

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 6.8% 。年末制定的各类环境

保护标准已达 325 项。在全国 647 个城市中建成了

3 134 个烟尘控制区，面积达 11 588 平方公里；在

573 个城市中建成了 1 928 个环境噪声达标区，面积

达 4 683 平方公里。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

6 285 个，总投资2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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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1995 年3 月1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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