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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

1-12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286.72亿元，增长 7.7%，其中：第一产业 7.15亿元，增长

5.9%；第二产业 142.55亿元，增长 9.6%；第三产业 137.03亿

元，增长 6.2%。

（一）农业

1-12月，全区蔬菜产量 13.78万吨，增长 10.86%。园林水果

产量 1.69万吨，增长 1.66%。生猪存栏 7.68万头，下降 0.65%；

出栏 10.42万头，增长 5.42%。牛存栏 10829头，增长 0.71%；

出栏 1664头，增长 6.80%。羊存栏 10.62万只，增长 1.68%；出

栏 9.94 万只，增长 14.13%。家禽存栏 115.71 万只，增长

1.74%；出栏 65.98万只，增长 3.06%。牛奶产量 19000吨，下降

2.10%。蛋产量 3247吨，下降 3.91%。

（二）工业

1-12月，辖区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4%。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9.0%。

1、主要产品产量。累计生产水泥 202.74万吨，下降 8.1%；

硫酸 143.59万吨，增长 0.6%；十种有色金属 61.99万吨，增长

11.9%，其中：铜增长 26.5%，铅增长 16.2%，锌下降 1.3%。

2、产值。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增长 8.8%。

3、工业企业经济效益。1-12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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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营业收入 597.59亿元，增长 11.2%。

（三）固定资产投资

1-12月，辖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0%。其中:房地产开发完

成投资增长 26.8%。在建项目 149个，新开工 50个。

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100%；第二产业投资增

长 26.5%；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8.9%。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2月，全区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42亿元，

增长 1.3%。其中：限额以上零售总额 65.74亿元，下降 6.6%；

限额以下零售总额 42.68亿元，增长 15.3%。

（五）城乡居民收入

1-12月，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48113元，增长

6.3%。其中：工资性收入 30894 元，增长 5.9%、经营净收入

4465元，增长 7.2%、财产净收入 2167元，增长 5.9%，转移净

收入 10588元，增长 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21740

元，增长 8.0%。其中：工资性收入 4990元，增长 9.5%、经营

净收入 16337元，增长 7.6%、财产净收入 216元，增长 8.1%，

转移净收入 197.6元，增长 4.9%。

（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1-12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8亿元，增长 25.3%。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3亿元，增长 5.4%。其中：社会保障与就业

支出 5.83亿元，下降 3.5%；教育支出 6.17亿元，增长 16.4%。

（七）信贷收支

1-12 月，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459.11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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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25.06亿元，增长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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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一、地区生产总值 2867237 7.7

第一产业 71518 5.9

第二产业 1425462 9.6

第三产业 1370257 6.2

二、辖区工业增加值 -- 8.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9.0

三、固定资产投资 -- 4.0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4214.1 1.3

五、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6836 25.28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75340 5.44

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113.3 6.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40.45 8.0

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591127 8.4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4250603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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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单位：万元、吨、只、头，吨、%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农业增加值 75302 5.9

蔬菜产量 137808 10.86

园林水果产量 16885.5 1.66

生猪存栏 76794 -0.65

生猪出栏 104234 5.42

牛存栏 10829 0.71

牛出栏 1664 6.8

羊存栏 106198 1.68

羊出栏 99350 14.13

家禽存栏 1157100 1.74

家禽出栏 659788 3.06

牛奶产量 19000 -2.1

蛋产量 3247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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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辖区工业增加值 -- 8.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9.0

#轻工业 -- -1.5

重工业 -- 9.2

#国有经济 -- 19.2

股份制 -- 7.6

外商及港澳台 -- -47.0

其他 -- --

#国有控股 -- 9.9

非公有工业 -- 3.9

私营企业 -- 3.7

#大中型企业 -- 9.0

国有企业 -- 16.1

注:规模以上企业为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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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分行业工业增加值

指 标 1—12月累计（%）

非金属矿采选业 15.9

农副食品加工业 36.3

食品制造业 -20.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1.9

金属制品业 144.8

通用设备制造业 6.8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8

汽车制造业 -47.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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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产销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工业销售产值 -- 8.8

#轻工业 -- 8.2

重工业 -- 8.8

#大中型工业 -- 9.9

#国有经济 -- 22.0

股份制 -- 7.0

外商及港澳台 --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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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企业单位数（个） 90 16

＃ 亏损企业 33 6.5

亏损面（%） 36.66 -5.23

营业收入（万元） 5975920.8 11.2

利润总额（万元） 88725.9 13.5

税金总额（万元） 95457.9 -8.4

应收账款（万元） 888625.7 8.7

产成品库存（万元） 305280.6 26.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1.48 0.02

(+)(-)为亏损增减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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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单位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磷 肥 万吨 3.26 -3.6

水 泥 万吨 202.74 -8.1

硫 酸 万吨 143.59 0.6

烧 碱 万吨 13.36 10.3

钢绞线 吨 1492.4 -20.6

电力电缆 千米 19463 -5.8

十种有色金属 吨 619869 11.9

#铜 吨 316824 26.5

铅 吨 23676 16.2

锌 吨 279369 -1.3

黄 金 千克 6678 -0.9

白 银 千克 315763 90.9

单一稀土金属 千克 4630365 -7.4



- 11 -

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固定资产投资 -- 4.03

其中：

房地产开发 -- 26.78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 15.6

设备工器具购置 -- -11.51

其他费用 -- -49.77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 -100

第二产业 -- 26.5

＃工业 -- 26.5

第三产业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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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单位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 -74.12

投资总额中：住宅投资 万元 -- 37.77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 -4.98

#住 宅 平方米 -- -2.3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 -100

#住 宅 平方米 -- -10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 95.51

#住 宅 平方米 -- 94.19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 100.21

#住 宅 万元 -- 97.71

在建项目个数 个 149 3

其中：新开工 个 5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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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84214.1 1.3

1、限额以上零售总额 657438.3 -6.6

限额以上零售企业 644878.4 -7.1

限额以上餐饮企业 12559.9 30.6

2、限额以下零售总额 426775.8 15.27

限额以下批发企业 -- --

限额以下零售企业 -- --

限额以下住宿企业 -- --

限额以下餐饮企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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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
单位：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113.3 6.3

工资性收入 30893.61 5.9

经营净收入 4465 7.2

财产净收入 2166.82 5.9

转移净收入 10587.86 7.2

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40.45 8.0

工资性收入 4989.88 9.5

经营净收入 16336.76 7.6

财产净收入 216.2 8.1

转移净收入 197.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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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836 25.28

#增值税收入 21983 75.58

企业所得税 2337 3.04

个人所得税 2538 -8.5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340 5.44

#一般公共服务 28558 21.6

公共安全 5256 2.28

教育支出 61685 16.36

社会保障与就业 58312 -3.49

农林水事务 23046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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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591127 8.4

#境内存款 4590395 --

住户存款 3239490 --

非金融企业存款 629830 --

广义政府存款 720852 --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224 --

#境外存款 732 --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4250603 25.1

#境内贷款 4250603 --

住户贷款 1003369 --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247234 --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0 --

#境外贷款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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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

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

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

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

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

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

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

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

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

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

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

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

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总支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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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

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

时期后，呈递减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