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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 曲 县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垣曲调查队

（2024年 4月 10日）

202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在县委、县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特别是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目标，不断夯实项目支撑，持续

推进转型升级，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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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990896万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1876万元，

增长 0.4%；第二产业增加值 461753万元，增长 6.5%；第三产

业增加值 427267万元，增长 5.5%。三次产业比重为 10.3：46.6：

43.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1349元，比上年增长 6.1%。

图 1 2019-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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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幅

指 标 涨 幅 （%）

居民消费价格 2.2

食品烟酒 -2.5

衣着 38.2

居住 11.5

生活用品及服务 -0.4

交通和通信 -10.0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2

医疗保健 -18.1

其他用品及服务 -15.6

全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2%(以上年同期为

100)，其中，居住类上涨 11.5%，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 2.5%，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下降 0.4%。

据 2023 年人口抽样调查，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91987人，

比上年末减少 1975人。其中，城镇人口 112649人，乡村人口

79338人。全年全县出生人口 1171人，人口出生率为 6.07‰；

死亡人口 1682人，死亡率为 8.72‰；自然增长率为-2.65‰。男

女性别比为 105.13（女性为 100）。城镇化率为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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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人） 比 重 （%）

全县常住人口 191987 100.00

其中：男性 98394 51.25

女性 93593 48.75

其中：城镇 112649 58.68

乡村 79338 41.32

新动能加快发展。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7.8%，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19.6%、

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增长 1.5%、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增长 42.5%；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5%。

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初步核算，全年全县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2.6%。全年 PM2.5平均浓度 27μg/m3，

优良天数比例 80%。

全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6661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1.3%。其中，农业产值 120796万元，下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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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产值 5579万元，下降 14.9%；牧业产值 29911万元，增长

15.8%；渔业产值 630 万元，增长 0.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9700万元，增长 2.3%。

全年全县农作物种植面积 400422亩，比上年减少 10723亩，

其中，粮食作物面积 333651亩，比上年减少 11990亩。其中，

小麦种植面积 180003亩，比上年减少 12329亩；秋粮种植面积

153648亩，比上年增加 339亩。秋粮中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面

积 133857 亩，比上年增加 7879 亩。经济作物中，油料 10470

亩，减少 419亩；棉花 184亩，比上年减少 5亩；烟叶 5372亩，

增加 550 亩；蔬菜 40123亩，增加 664 亩；水果 15864亩，增

加 49亩；核桃 142977亩，减少 63233亩。

全年全县粮食产量 87054 吨，比上年减少 3452 吨，减产

3.8%。其中，夏粮产量 48069吨，减产 2.7%；秋粮产量 38985

吨，减产 5.2%。秋粮中，玉米产量 35300吨，减产 4.2%。经济

作物中，油料产量 1528吨，减产 1.4%；棉花产量 27吨，减产

1.8%；烟叶产量 1313吨，增产 9.5%；蔬菜产量 77943吨，增产

3.9%；园林水果产量 31850吨，减产 7.8%；核桃产量 17672吨，

减产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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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9-2023年粮食总产量

全县全年肉类总产量 9746吨，其中：猪肉产量 8106吨，

牛肉 238吨，羊肉 660吨，禽肉 718吨。禽蛋产量 3111吨。年

末大牲畜存栏 3300头，猪存栏 59745头，羊存栏 74187只，家

禽存栏 43.8万只。水产品产量 450吨，其中：养殖产品 198吨，

捕捞产品 252吨。

全县全年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4693吨，比上年减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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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3年主要农林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 量（吨）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87054 -3.8

其中：玉米 35300 -4.2

小麦 48069 -2.7

谷子 1731 15.4

豆类 566 -52.0

薯类 6898 -12.8

油 料 1528 -1.4

蔬菜及食用菌 77943 3.9

水 果 39045 -9.6

其中：瓜果类 7195 -17.1

园林水果 31850 -7.8

食用坚果 17672 -31.8

其中：核桃 17672 -31.8

年末全县全部工业增加值 435096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7.7%。全县 3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上年下

降 5.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7%。全年规模以上

工业产品销售率为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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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中，传统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8%，

非传统行业增加值增长 12.5 %。分三大门类看，全年全县采矿

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13.4%，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12.6%；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9%，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84.3%；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3.9%，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为 3.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 4.5 %，私人控股企业增长 8.7%。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

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6.9%，中型企业下降 12.2%，小型企业增长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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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指 标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5.7

其中：轻工业 -18.4

重工业 5.7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4.5

其中：股份制企业 5.6

其中：非公有制 8.7

按行业分：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0.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8.4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工业 5.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8

金属制品业 8.9

专用设备制造业 3.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9.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2

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658014万元，比上

年下降 10.2%，实现利润总额 91550万元，比上年下降 13.9%，

实现利税 134298万元，比上年下降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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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铜金属含量（吨） 52456 -0.4

铁精矿（吨） 417897 -22.0

硫酸（折 100%）（吨） 427727 -16.2

精炼铜（吨） 135678 -4.8

镁（吨） 33541 16.7

商品混凝土（立方米） 242587 -54.1

自来水生产量（万立方米） 1049 3.7

黄金（千克） 2994 33.4

白银（银锭）（千克） 28495 -6.1

钢结构（吨） 25124 -8.0

瓷质砖（万平方米） 1151 11.0

建筑用天然石料（立方米） 221100 -46.8

镍金属含量（吨） 953 -

石墨及碳素制品（吨） 26601 568.4

全年全县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26657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下降 6.5%。全县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

包建筑业企业共 6家，实现产值 37523万元，下降 18.5%；共签

订合同额 61696万元，增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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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核算，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 312093吨标准

煤，比上年增长 1.7%。原煤消费下降 1.1%，洗精煤消费下降

3.4%，电力消费增长 0.6%。

全年全县全社会用电量 15.26亿千瓦小时。其中，第一产业

用电 0.19 亿千瓦小时；第二产业用电 12.17亿千瓦小时，其中

工业用电 12.02 亿千瓦小时；第三产业用电 1.12亿千瓦小时；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78亿千瓦小时。

全年全县服务业增加值 427267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5.5%。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6792万元，

增长 8.0%；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68461万元，增长 0.6%；住宿

和餐饮业增加值 5893万元，增长 13.8%；金融业 46198万元，

增长 9.2%；房地产业 41447万元，增长 10.5%；其他服务业 212187

万元，增长 4.3%。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下

降 21.4%。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1062.772公里，其中，国道 177.815

公里，省道 18.047公里，县道 278.629公里，乡道 356.724公里，

村道 231.557公里。全县公路密度 65.6公里/百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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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邮电业务总量 19759万元，比上年增长 23.8%。其

中：邮政业务总量 3907万元，增长 10.8%；电信业务总量 15852

万元，增长 27.5%。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21828件，包

裹业务 1938件，快递业务 39.96万件，报纸业务 406.2万份，

杂志业务 7.84 万份。年末全县移动电话用户 212400 户，增长

1.9%，其中：4G 用户 46397户，下降 31.1%；5G 用户 166003

户，增长 17.6%。固定电话用户 6781户，下降 2.3%。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 77207户，增长 5.4%。全县邮政所 13所，邮路总长

度 169公里。

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1662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92951万元，增长 3.4%。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97701万元，增长 3.1%；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 73961万元，增长 2.5%。按消费类型统计，商

品零售额 222997万元，增长 3.0%；餐饮收入 148665万元，增

长 3.0%。

在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24.1%，烟酒类下降 35.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增长 2.7%，化妆品类增长 7.5%，金银珠宝类下降 12.8%，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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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增长 35.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11.6%，中西药品

类增长 9.3%，家具类增长 8.7%，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25.0%，

石油及制品类下降 63.6%，汽车类下降 62.0%。

图 4 2019-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339317 万元，比上年下降

23.7%。其中：进口总额完成 339317万元。

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27564 万元，比上年下降

2.3%。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4.7%，占全县投资比重 47.7%。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8.0%，占全县投资比重 13.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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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投资增长 19.3%，占全县投资比重 55.6%；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 28.4%，占全县投资比重 31.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61.7%。

图 5 2019-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全年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75138万元，比上年下降 5.8%。

其中，住宅投资 70534万元，下降 7.2%。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117253平方米，比上年末减少 8516平方米。年末商品住宅待售

面积 95186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 897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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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全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025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1%，其中：增值税 12870万元，比上年下降 14.5%；企业所

得税 4472万元，比上年下降 30.1%；个人所得税 377万元，比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投资完成额 万 元 75138 -5.8

其中：住 宅 万 元 70534 -7.2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1396150 2.9

其中：住 宅 平方米 1289758 4.7

房屋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268749 -57.6

其中：住 宅 平方米 255290 -55.8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220439 12.1

其中：住 宅 平方米 214815 16.1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251458 64.8

其中：住 宅 平方米 250091 67.1

商品房待售面积 平方米 117253 -6.8

其中：住 宅 平方米 95186 10.4

商品房销售额 万 元 72694 47.2

其中：住 宅 万 元 71696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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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下降 31.8%；资源税 6870万元，比上年增长 13.2%；城市

维护建设税 1801万元，比上年下降 30.4%；专项收入 3204万元，

比上年下降 13.2%；行政性收费收入 15895万元，比上年增长

517.3%。

图 6 2019-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1265万元，比上年增长 15.8%。其中，

民生支出 231764万元，增长 15.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616

万元，增长 10.7%；公共安全支出 6968万元，下降 5.1%；教育

支出 53343万元，增长 12.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827万元，

增长 6.7%；卫生健康支出 21191万元，增长 0.9%；农林水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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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45941万元，增长 15.1%；节能环保支出 12448万元，增长

14.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3663万元，增长 30.4%；住房保障

支出 11535万元，增长 142.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240

万元，增长 11.5%；科学技术支出 161万元，下降 80.7%。

年末全县共有保险公司 16家，全年保费收入 42772万元，

比上年增长 7.6%，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10245 万元，增长

16.9%；人身险保费收入 32527万元，增长 4.9%。全年支付各类

赔款及给付 14694万元，比上年增长 13.0%，其中：财产险赔款

7015万元，增长 36.0%；寿险赔款及给付 7679万元，下降 2.1%。

年末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共 67所。其中：幼儿园 31所，小

学 27所，初级中学 4所，高级中学 3所，高级职业中学 1所，

聋哑人学校 1所。全年全县普通高中招生 750人，在校生 2758

人，毕业生 1057 人。高级职业中学招生 384 人，在校生 1345

人，毕业生 450人。普通初中招生 2029人，在校生 6355人，

毕业生 1317人。普通小学招生 2293人，在校生 12188人，毕

业生 2064人。幼儿院招生 1669人，在园幼儿数 5770人。

全年全县授予专利权 72件。其中，授予发明专利权 3件，

下降 40.0 %。全年高新技术企业 6家，同比增长 20.0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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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小企业数量 8户，同比增长 33.3%。

全县有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 1 个。防雹、增雨受益覆盖面

积 430平方公里，全年全县增雨量 3500万立方米。全年全县平

均气温 13.9℃，平均年降水量 902.2毫米，平均总日照时数 2211

小时。

全县地震检测台（站）1个。

年末全县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5 个，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

馆 1个，馆藏图书 5.43万册。博物馆 3个。县级以上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79处，其中国家级 3处，省级 8 处，市级 5处、县

级 163处。

全年全县旅游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 11.57万人次，直接收

入 459万元，相关产业收入 2458万元。

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含村卫生所和个体诊所）224

个，其中医院 13 个，在医院中有公立医院 3 个，民营医院 10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11个，其中乡镇卫生院 13个，门诊部

（所）113个，村卫生室 85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个，其中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卫生监督所 1 个。年末卫生技术人员

1959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886人，注册护士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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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1539张，其中医院 1181张，乡镇卫生

院 398张。全年总诊疗人生 498872人，总出院人数 26871人。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6.4%。

年末全县共有体育场 2 个，体育馆 1 个。全年销售中国体

育彩票 2467万元。

全县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08元，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36元，比上年增长 5.8%；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997元，比上年增长 12.5%；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59元，比上年增长 10.6%；农村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 10801元，比上年增长 13.7%。

图 7 2019-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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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9-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年末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3023人，比上

年末增加 1443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10399人，

减少 469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40561人，减少

11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57907人，减少 4247

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8212人，增加 479人。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 41850人，增加 250 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21451人，减

少 358人。全年全县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832人，新增技

能人才 665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624人。

年末全县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共有17个，床位825

张。其中，老年人服务机构 4 个，床位 110张。年末共有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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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573.5万元；

7027人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3213.3

万元。698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全年全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59.6公顷。其中，工矿仓

储用地 44.9公顷，房地产用地 9.3公顷，商业服务用地 0.4公顷，

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 205.0公顷。

全年总用水量 4299.7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0%，其中，

农业用水 1702.1万立方米，工业用水 1361万立方米，生活用水

939.6万立方米，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297万立方米。

全年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43，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含

二级）天数为 288天。

全年全县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92.6万元，农

作物受灾面积 5358.9公顷。

全年全县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2起，比上年下降 20%；

死亡 14人，比上年下降 17.6%。其中，生产运营性道路交通事

故 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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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本公报部分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

3.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

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4.除注明外，所有增长或下降速度均为同上年相比较。

5.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6.农业粮食与畜牧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运城调查队数据。

1.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本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

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生产总值等于各产业增加值之和。在

核算中，地区生产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

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2.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

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年主营收入大

于 2000 万的工业企业或者国有工业企业。

3.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

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该指标是

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又是

观察工程进度和考核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固定资产投资按登

记注册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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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商、其他等。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比，本指标不包

含农村农户投资。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

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

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

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

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5.财政收入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

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财政收入所包括的内容几经变化，

目前主要包括：

（1）各项税收：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境保

护税等。

（2）专项收入：包括教育费附加收入、残疾人保障金、森

林植被恢复费、广告收入等。

（3）其他收入：包括其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

入、捐赠收入等。

（4）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这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

入。

6.进口指直接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和委托外贸部门代理进口

的商品，不包括从国内有关单位（包括对外贸易部门和其他部

门）购进的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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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指直接向国（境）外出口商品和委托外贸部门代理出

口的商品。不包括售给外贸部门出口或加工后出口的商品以及

在国内市场以外币销售的商品。

7.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

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可支

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

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

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

收入

其中：经营净收入 = 经营收–经营费–生产性固定资产折

旧–生产税

财产净收入 = 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支出

转移净收入 = 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支出

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公路运输数据来自交通

运输局；邮政业务数据来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垣曲

县分公司；电信业务数据来自联通、电信和移动公司；旅游、

文化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局；保险业数据来自运城银保监分局

垣曲监管组；教育数据来自教育局；科技专利数据来自市场监

督管理局；进出口、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来自

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卫生数据来自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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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数据来自医疗保障局；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

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气象数据来自气象局；地震

数据来自防震减灾中心；水资源数据来自水利局；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数据来自自然资源局；社会服务、低保和特困供养数据

来自民政局；环境数据来自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垣曲分局；安全

生产数据来自应急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