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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收集整理了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分析生产总值的趋势以

及各产业的贡献情况。得出第三产业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结论。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序列进

行逐期和季节差分后，根据AIC准则，建立拟合最优的ARIMA(1,1,1)(0,1,1)4模型，用MAPE作为评价模

型指标，并运用此模型预测2022年后三季度和2023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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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llects GDP of Beijing data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0 to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analyzing the GDP trend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er-
tiary industry contributes the most to Beijing’s GDP is drawn. After the period by period and sea-
sonal difference, the ARIMA(1,1,1)(0,1,1)4 was established as the optimal model according to the 
AIC criteria, and MAPE was used as the evaluation model index, and used to predict the situation of 
GDP in Beijing in the third quarters of 2022 and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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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1] (以下简称“北

京 2022 年经济发展计划报告”)。对 2022 年度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目标。其中提到：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兼顾发展和需要，要求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保持在 5%以上。 
北京作为全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拥有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众多发展示范区，担负着

我国经济发展风向标的作用。以 2021 年为例，北京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 4 万亿元以上，创造了新的记录，

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因此，北京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研究和短期预测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有利于北京市政府对经济及时进行宏观调控，能加快推动北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制定下一年度本

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产业布局调整提供了参考依据，其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对全国能起到示范作用。利

用 SARIMA 模型去分析和预测生产总值，国内曾有很多学者研究过，本文参考陈玉霞[2]、耿春燕[3]、
赵喜仓[4]等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利用 49 个北京地区季度生产总值时间序列{G}，简要分析各产业

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情况。用差分处理的平稳序列{SdG}确定模型的阶数和参数，构建出拟合度

较高的 ARIMA(1,1,1)(0,1,1)4 模型。本文从两方面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检验，得出该模型拟合度较高的结

论，并来于预测 2022 年后三季度和 2023 年的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情况，再结合实际情况对该模型进行评

价和说明。 

2. 数据获取与分析 

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上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是衡量

和判断经济发展水平最核心的指标。通过该指标可以判断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可以从地区生产总值

的组成情况分析出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可以用来对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情况，是评估经济运行状

况最广泛的指标之一。因此，北京 2022 年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直接提到了对该指标的发展要求。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生产总值称之为 GDP；但是对于一个地区而言，生产总值称为地区生产总值。

两者的核算方法完全一致，只是核算区域有所不同。目前，GDP 核算方法主要有三种：支出法、收入法

和生产法[5]，三种核算方法的角度不一样。无论用以上哪种方法，所计算出的 GDP 数据应该是一致的。

虽然在实际核算工作中数据会有偏差，但是偏差在可控范围内，对数据的后续分析结果影响不大。我国

目前采用生产法核算 GDP，在实际核算工作中，通常以产业作为核算单位，即分别计算三大产业的增加

值，加总后作为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具体公式如下： 

GDP (或地区生产总值) = 第一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       (1) 

2.1. 数据来源 

对于北京地区每个季度的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的数据，可以从北京市统计局官方网站的月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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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获取。由于数据是累积的，即没有每个季度的单独数据，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用本季度累

计数据减去上一季度累计数据，可得到本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本文用此方法，得到了 2010 年第一季

度至 2022 年第一季度，共 49 个季度的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本文后续的任何分析和研究均根据此数

据，具体数据见附表 A1。 

2.2.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简要分析 

我们利用附表 A1 的数据，绘制图 1 折线图和图 2 簇状条形图，以此直观反映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

的状况和各产业占比情况。 

2.2.1.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现状 
从图 1 中看出，除 2020 年第一季度因新冠疫情造成大面积停工停产，使 2020 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

同比下降 4.14%外，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整体呈上升趋势，并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趋势。每年第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季度，且低于上一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可以用春节假期的因素解

释此现象。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生产单位通常在春节期间放假停工，人们一般会提前准备置办年货，

消费发生在第四季度，促进了第四季度的生产活动，以此拉高第四季度的生产总值。再加上天气因素，

第一季度时个别地区会受到严寒天气影响，难以开展生产活动。 
 

 
Figure 1. Line map of GDP in Beijing 
图 1.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折线图 

2.2.2.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情况 
为研究各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绘制簇状条形图进行说明。由图 2 可知，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是目

前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占比达到 70%及以上，特别是 2022 年第一季度占比创新高，第三产业

占比达到 85.84%。这与北京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服务业、高科技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北京 2022
年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再次提到要优化调整高科技、尖端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集群，这标志着第

三产业将继续作为北京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其生产总值所占比例将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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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luster bars (Unit: %) 
图 2. 簇状条形图(单位：%) 

 
第二产业占比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从 2010 年第一季度的 23%降至 2022 年第一季度的 14%，12 年

里占比降低了 8%。造成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更为迅速，使第二

产业占比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也与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和助力“双碳”目标有关。以首都钢铁厂为代

表的工业单位外迁，使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总体趋于平稳，占

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其中 2010 年第四季度占比最高为 0.99%，占比也不超过 1%。这与北京城市化程

度越来越高有关。通常情况下，第一产业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越低。北京作为

城市化进程较高的地区之一，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空间上的限制。根据《北京市第三次国土调查主要

数据公报》北京市耕地为 93,547.90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5.7%。 
总体来看，北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只要第三产业可以稳步发展，北京市的经济就能实

现预期增长。 

3. 模型构建与检验 

AR(I)MA 模型是研究时间序列数据的重要方法，是对自回归模型(AR)和移动平均模型(MA)的有机结

合，常用于研究长期数据。结合图 1 来看，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季度数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趋势。查阅相

关资料后，SAR(I)MA 模型考虑到了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构建此模型可以使后期预测更为准确。结合参

考文献[6]和参考文献[7]的建模流程图，绘制了本文研究流程图见图 3 所示。 

3.1. 序列处理与检验 

建立 SAR(I)MA 模型，首先需要该时间序列具备平稳的特性。因此需要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序列{G}
进行平稳性检验。 

3.1.1. 数据异常值检验 
在平稳性检验之前，通过绘制箱式图，查看序列中是否存在异常数据。统计学上认为，数据从小到

大排列后，若处于 ( ) ( )1 31.5 U 1.5Q IQR Q IQR− + 范围之外，则认为数据为异常值。其中， 1Q 代表下四分

位数， 3Q 代表上四分位数， IQR  (Inter quartile range)为四分位差， 3 1IQR Q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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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udy flow chart 
图 3. 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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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Box diagram 
图 4. 箱式图 

 
图 4 箱式图表明，序列中无异常数据。下面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3.1.2. 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亦称 ADF 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用于检验序列是否平稳，能排除回归分析

中可能存在的伪回归现象。利用 SPSSPRO 软件，对序列{G}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Original sequence ADF test 
表 1. 原序列 ADF 检验 

序列{G} t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1.056 0.995 −3.593 −2.932 −2.604 

 
所检验统计量的 p 值为 0.995 � 0.05，表明在 95%的显著下，{G}为不平稳序列。这一结论也可以从

图 1 印证：观测值不是围绕某一区域内上下波动。因此需要对序列{G}进行差分处理，即： 

1t t tG G G −∆ = −                                     (2) 

 
Table 2. First-order phase-by-phase differential sequence ADF test 
表 2. 一阶逐期差分序列 ADF 检验 

序列{dG} t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3.980 0.002 −3.593 −2.932 −2.604 

 
Table 3. First-order phase-by-phase differential-season differential ADF test 
表 3. 一阶逐期差分一次季节差分 ADF 检验 

序列{SdG} t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3.562 0.007 −3.639 −2.951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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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G} sequence ACF plots and PACF plots 
图 5. {dG}序列 ACF 图和 PACF 图 

 
我们对一阶逐期差分后的{dG}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2。其 p 值 � 0.05，即{dG}为平稳序

列。图 5 是 Eviews 软件针对序列{dG}绘制的自相关图(ACF)和偏自相关图(PACF)，当滞后阶数 k = 4，8，
12 时样本自相关系数分别为 0.904，0.806，0.693 与 0 有显著性差异，表明该序列有周期为 4 的季节波动，

需要对序列进行季节性差分，即： 
4

4t t tG G G −∆∆ = ∆ −∆                                   (3) 
 

 
Figure 6. {SdG} sequence ACF plots and PACF plots 
图 6. {SdG}序列 ACF 图和 PACF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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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一阶逐期差分一次季节差分后的{SdG}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其检验统计量

的 p 值 � 0.05，结合图 6 来看，相关图有明显的衰弱趋势，即便后期有上升趋势，但是在可控范围内。

表明在 95%显著水平下，该序列为平稳序列。后续将用序列{SdG}构建 SARIMA 模型。 

3.2. 模型建立 

SARIMA 模型亦称季节性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常用于短期预测研究中。模型共有 6 个阶数 p、
d、q、P、D、Q，其中 p 表示自回归的项数，q 表示移动平均的项数，d 表示序列的差分阶数，P 表示季

节自回归的项数，Q 表示季节移动平均的项数，D 表示序列季节差分的次数，对于季节性为 s 的 SARIMA
模型记为 ARIMA(p,d,q)(P,D,Q)s 具体表达式为[8]： 

( ) ( )( ) ( ) ( ) ( )1 1
Dds S s

p P t q Q tL A L L B y L B Lϕ θ µ− − =                      (4) 

各部分具体表达式如下： 

序列自回归部分： ( ) 2
1 21 p

p pL L L Lϕ ϕ ϕ ϕ= − − − −�        (5) 

序列自移动回归部分： ( ) 2
1 21 q

q qL L L Lθ θ θ θ= − − − −�       (6) 

序列季节性回归部分： ( ) 2
21S s s Ps

p s s PsA L L L Lα α α= − − − −�      (7) 

序列季节性移动平均部分： ( ) 2
21S s s Qs

Q s s QsB L L L Lβ β β= − − − −�     (8) 

其中 tµ 为白噪声序列，L 可以借助差分算子求得。一阶逐期差分算子可以定义为： 

1g L∆ = −                                       (9) 

则序列{Gt}一阶逐期差分算子为： 

( ) 11g t t t tG L G G G −∆ = − = −                               (10) 

以此类推，对于季节性为 s 的时间序列{Gt}一次差分算子为： 

( )1 s
s t t t t sG L G G G −∆ = − = −                               (11) 

3.2.1. 模型阶数确定 
因一阶逐期差分一次季节差分后的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 d = 1，D = 1。通过对平稳后序列的 ACF

图和 PACF 图来看，自回归项数 p = 1，移动平均项数 q = 1。对于阶数 P 和 Q，本文借助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和拟合度 R2 进行确定。AIC 信息准则是日本学者赤池弘次创立，常用于衡量模

型的拟合度。通常情况下 P 和 Q 不大于 2，可以通过遍历法，选取 AIC 值较小、R2 较大时的阶数作为模

型的阶数。 
 

Table 4. AIC and R2 at different orders 
表 4. 不同阶数下 AIC 和 R2 

ARIMA(p,d,q)(P,D,Q)4 AIC BIC R2 

ARIMA(1,1,1)(1,1,1)4 625.179 634.100 0.912 

ARIMA(1,1,1)(1,1,0)4 623.088 630.225 0.913 

ARIMA(1,1,1)(0,1,1)4 623.053 630.190 0.913 

ARIMA(1,1,1)(2,1,1)4 626.901 637.606 0.913 

ARIMA(1,1,1)(1,1,2)4 626.893 637.598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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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ARIMA(1,1,1)(2,1,2)4 627.392 639.881 0.913 

ARIMA(1,1,1)(2,1,0)4 624.943 633.864 0.913 

ARIMA(1,1,1)(0,1,2)4 625.040 633.961 0.913 

 
由表 4 可知，当 P = 0，Q = 1 时，AIC 达到最小，R2 较大。因此构建 ARIMA(1,1,1)(0,1,1)4 模型。 

3.2.2. 模型参数估计 
ARIMA(1,1,1)(0,1,1)4 模型中包含 4 个参数 1ϕ 、 1θ 、 sβ 和常数 C。利用 SPSSPRO 软件，确定 P = 0，

Q = 1 时的 4 个参数。结果如下： 
 

Table 5. ARIMA (1,1,1) (0,1,1)4 model parameter table 
表 5. ARIMA(1,1,1)(0,1,1)4模型参数表 

项 系数 标准误 z P 95%置信下限 95%置信上限 

ar.L1 0.500 0.116 4.300 0.000*** 0.272 0.728 

ma.L1 −1.000 0.141 −7.089 0.000*** −1.276 −0.723 

ma.S.L4 −0.121 0.098 −1.232 0.218 −0.314 0.072 

sigma2 64028.121 0.000 29101107073.097 0.000*** 64028.121 64028.121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表 5，具体的 SARIMA 模型方程为： 

( )( )( )( ) ( )( )4 41 0.5 1 1 64028.12 1 1 0.12t tL L L G L L µ− − − − = + +                 (12) 

3.3. 模型检验 

为检验模型拟合程度，也为使后期预测更具有参考意义，我们从拟合值与真实值偏差、残差序列两

个方面入手，分别计算统计量 MAPE 和 Q6。 

3.3.1. 拟合值与真实值对比 
我们可以将真实值和拟合值绘制一张图中，以此直观的说明对比模型拟合效果。拟合值详见附表 A2。 
图 7 中拟合曲线多出接近于真实值，直观来看拟合程度较好。为客观衡量该模型的拟合度，参考郝

军章，崔玉杰等[9]人评价模型时使用的指标，本文将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简称 MAPE)作为评价指标。 

MAPE 常用于衡量和描述拟合值与真实值之间离散程度的指标，适用于比率有意义的数据(分母不为

0)，其百分比取值范围为 [ )0,+∞ 。MAPE 取值越小，说明拟合值与真实值偏差程度越小，模型拟合效果

越好。当 MAPE > 50%时，直接拒绝该模型。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ˆ1MAPE 100%
n

i i

i i

G G
n G=

−
= ×∑                              (13) 

其中 n 表示观测值数量， ˆ
iG 表示序列中第 i 个数据的拟合值， iG 表示第 i 个真实观测值。 

如表 6 所示，MAPE = 3.96%，即平均下来二者的偏差不会超过 4%。从拟合与真实的偏差看，说明

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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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Model fitting and prediction plots 
图 7. 模型拟合和预测图 

 
Table 6. MAPE values 
表 6. 序列 MAPE 值 

n MAPE 值 

48 3.96% 

3.3.2. 残差检验 
当方程拟合效果较好时，其残差序列仅受到随机因素影响，不受到自相关的影响。即残差序列

( )~ 0,1Nε ，属于白噪声序列。我们可以借助统计量 Q6，即通过残差序列前 6 阶的相关系数来判断残差

序列是否为白噪声序列，结果如下： 
 

Table 7. Model Q6 statistic 
表 7. 模型 Q6 统计量 

项 统计量 p 值 

Q6 0.249 0.614 

 
由表 7 可知，统计量 Q6 的 p 值为大于 0.05，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 95%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原假设，

即序列为白噪声序列。从残差序列角度来说，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判断，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用此模型进行预测准确会比较高。 

4. 预测 

由于模型拟合效果优良，因此采用 ARIMA(1,1,1)(0,1,1)4 模型对 2022 年后三季度及 2023 年的北京地

区生产总值进行预测，结果如下： 
表 8 显示，预测的七个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2022 年第四季度生产总值将突破 11,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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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接近 10,000 亿元，与上一年同比增长 6.14%。 
 

Table 8. Prediction results 
表 8. 预测结果 

时间(季度) 预测值(亿元) 

2022 年第 2 季度 10,783.727 

2022 年第 3 季度 11,059.327 

2022 年第 4 季度 11,148.365 

2023 年第 1 季度 9991.522 

2023 年第 2 季度 11,362.096 

2023 年第 3 季度 11,637.869 

2023 年第 4 季度 11,726.994 

5. 结论与说明 

结合 2022 年第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和模型预测的结果，相加后得出 2022 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

预计为 42,404.92 亿元，同比 2021 年北京 40,269.60 亿元的生产总值，增速为 5.30%，完成了北京 2022
年经济发展计划报告中 5%的增速目标；预测出 2023 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 44,718.48 亿元，同比 2022 年

的预测数值增速为 5.46%。 
截止到本文完成之时，北京市统计局已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 2022 年第二季度北京部分经济数据。经

过查询，北京 2022 年第二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 9938.7 亿元，比预测值低，偏差了 7.84%，略高于 5%，

但总体可以接受。本文认为可以从实际角度出发分析偏差略高的原因。结合 2022 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总值

来看，同比增长幅度接近于 5% [10]，经济实现了平稳开盘，呈现出稳步恢复的态势，为 2022 年北京经

济打下了基础，但是奥密克戎引起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特别是 2022 年 4 月底朝阳区、房山区

等 15 个区域相继出现病例，并连续多日新增感染者总和超过 50 例以上。为减少人员聚集，很多门店采

取闭店措施，部分公共交通采取甩站停驶的措施，人员不出户居家办公。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恢复经

济的步伐，使得第二季度的生产活动受到一定限制，第二季度的实际生产总值低于预测结果。 
综上所述，SARIMA 模型的短期预测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预测结果偏差会很大，主要原

因在于该模型未考虑到外界变量对事物本身的影响，这是该模型的主要缺点。例如本文的SARIMA模型，

没有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二季度生产活动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预测结果仍可接受的原因在于短

期预测时事物自身的影响远远大于外界其他变量对事物的影响。因此本文的预测结果，可以用于判断未

来短期内北京地区的经济走势，为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发展结构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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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A1. Beijing’s GDP and industrial added value in 49 quarters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A1. 49 个季度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年份 季度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2010 第一季度 3177.2 13.9 745.9 2417.4 

2010 第二季度 3607.3 29.6 801.9 2775.7 

2010 第三季度 3847.5 36.2 928.6 2882.8 

2010 第四季度 4332.0 43.1 756.7 3532.2 

2011 第一季度 3680.2 15.3 832.8 2832.1 

2011 第二季度 4188.4 32.4 884.3 3271.7 

2011 第三季度 4458.4 40.9 1009.7 3407.9 

2011 第四季度 4861.8 45.9 836.5 3979.3 

2012 第一季度 4105.5 17.3 885.2 3203.0 

2012 第二季度 4678.8 41.9 948.6 3688.3 

2012 第三季度 4877.8 42.2 1094.9 3740.8 

2012 第四季度 5362.6 47.0 927.3 4388.2 

2013 第一季度 4584.4 19.3 969.4 3595.7 

2013 第二季度 5235.4 48.6 1027.6 4159.1 

2013 第三季度 5272.1 44.0 1183.5 4044.6 

2013 第四季度 6042.7 47.9 987.8 5007.1 

2014 第一季度 4932.9 19.8 1023.2 3889.9 

2014 第二季度 5594.3 49.1 1100.6 4444.5 

2014 第三季度 5669.6 43.3 1261.9 4364.5 

2014 第四季度 6729.2 47.0 1047.3 5635.0 

2015 第一季度 5335.9 18.7 810.0 4507.2 

2015 第二季度 6063.1 35.9 1118.0 4909.2 

2015 第三季度 6144.4 42.3 1080.9 5021.2 

2015 第四季度 7235.7 43.5 1410.9 5781.3 

2016 第一季度 5780.0 18.9 827.1 4934.0 

2016 第二季度 6594.5 32.3 1160.9 5401.3 

2016 第三季度 6778.1 40.4 1156.8 5580.9 

2016 第四季度 7888.7 38.2 1521.0 6329.5 

2017 第一季度 6465.7 18.1 925.3 5522.3 

2017 第二季度 7161.9 31.4 1236.8 5893.7 

2017 第三季度 7535.9 37.4 1267.9 6230.6 

2017 第四季度 8719.5 35.0 1619.4 7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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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8 第一季度 7235.5 15.3 1006.7 6213.5 

2018 第二季度 8044.2 26.7 1365.8 6651.7 

2018 第三季度 8386.0 37.4 1373.4 6975.2 

2018 第四季度 9440.4 41.2 1731.5 7667.7 

2019 第一季度 7784.3 15.0 1087.2 6682.1 

2019 第二季度 8659.2 34.4 1420.6 7204.2 

2019 第三季度 9003.2 30.0 1473.3 7499.9 

2019 第四季度 9924.6 34.3 1734.0 8156.3 

2020 第一季度 7462.2 12.7 909.6 6539.9 

2020 第二季度 8743.4 27.7 1495.2 7220.5 

2020 第三季度 9553.9 32.1 1512.4 8009.4 

2020 第四季度 10343.1 35.1 1799.2 8508.8 

2021 第一季度 8915.9 13.2 1225.3 7677.4 

2021 第二季度 10312.1 27.2 2067.9 8217.0 

2021 第三季度 10525.0 30.9 1913.4 8580.7 

2021 第四季度 10516.5 40.0 2062.0 8414.5 

2022 第一季度 9413.5 14.2 1318.6 8080.7 

 
Table A2. Model fit values 
表 A2. 模型拟合值 

年份 季度 真实值(亿元) 拟合值(亿元) 偏差 

2010 第二季度 3607.3 3145.4708 12.80% 

2010 第三季度 3847.5 3584.0173 6.85% 

2010 第四季度 4332.0 3834.1346 11.49% 

2011 第一季度 3680.2 5947.8689 61.62% 

2011 第二季度 4188.4 4180.1878 0.20% 

2011 第三季度 4458.4 4459.2375 0.02% 

2011 第四季度 4861.8 4948.2798 1.78% 

2012 第一季度 4105.5 4286.5976 4.41% 

2012 第二季度 4678.8 4681.8546 0.07% 

2012 第三季度 4877.8 4984.7195 2.19% 

2012 第四季度 5362.6 5349.5887 0.24% 

2013 第一季度 4584.4 4648.3551 1.40% 

2013 第二季度 5235.4 5186.7487 0.93% 

2013 第三季度 5272.1 5441.6451 3.22% 

2013 第四季度 6042.7 5818.251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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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4 第一季度 4932.9 5209.3347 5.60% 

2014 第二季度 5594.3 5661.9243 1.21% 

2014 第三季度 5669.6 5725.2696 0.98% 

2014 第四季度 6729.2 6465.5919 3.92% 

2015 第一季度 5335.9 5574.4698 4.47% 

2015 第二季度 6063.1 6057.9337 0.09% 

2015 第三季度 6144.4 6165.5016 0.34% 

2015 第四季度 7235.7 7188.7248 0.65% 

2016 第一季度 5780.0 5872.5705 1.60% 

2016 第二季度 6594.5 6536.3952 0.88% 

2016 第三季度 6778.1 6667.0249 1.64% 

2016 第四季度 7888.7 7805.9665 1.05% 

2017 第一季度 6465.7 6379.8857 1.33% 

2017 第二季度 7161.9 7196.2590 0.48% 

2017 第三季度 7535.9 7312.7013 2.96% 

2017 第四季度 8719.5 8529.3470 2.18% 

2018 第一季度 7235.5 7148.6244 1.20% 

2018 第二季度 8044.2 7831.3997 2.65% 

2018 第三季度 8386.0 8237.4099 1.77% 

2018 第四季度 9440.4 9412.5927 0.29% 

2019 第一季度 7784.3 7876.5702 1.19% 

2019 第二季度 8659.2 8580.8732 0.90% 

2019 第三季度 9003.2 8964.9703 0.42% 

2019 第四季度 9924.6 10035.6256 1.12% 

2020 第一季度 7462.2 8324.4939 11.56% 

2020 第二季度 8743.4 8753.1798 0.11% 

2020 第三季度 9553.9 9304.6810 2.61% 

2020 第四季度 10343.1 10483.5493 1.36% 

2021 第一季度 8915.9 8043.1544 9.79% 

2021 第二季度 10312.1 9762.0385 5.33% 

2021 第三季度 10525.0 10611.4257 0.82% 

2021 第四季度 10516.5 11146.3829 5.99% 

2022 第一季度 9413.5 9183.7925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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