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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区统计局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 3 月 28 日）

2018 年，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双招双引”

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加快传统经济转型

和新经济培育，深化改革创新，狠抓政策落实，全区经济

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态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一、综 合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004485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12.9%，从三次产业情况看，一产增速有所回落，

二产、三产发展势头强劲。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18897

万元，同比下降 7.6%；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328981 万元，

同比增长 12.9%；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656607 万元，同比增

长 13.6%。三产比重为 1.9:32.7:65.4。

分行业看，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8897万元，同比下降7.6%；

工业增加值 258120 万元，同比增长 14.6%；建筑业增加值

70861 万元，同比增长 8.7%；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72998 万

元，同比增长 8.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21371



2

万元，同比增长 19.5%；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9212 元，同

比增长 3.7%；金融业增加值 194762 万元，同比增长 15.9%；

房地产业增加值 45594 万元，同比增长 0.6%；其他服务业增

加值 272099 万元，同比增长 18.5%。

图 1. “十二五”以来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全区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368903 万元，同比增长

37.42%。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24802 万元，同比增长

29.48%。其中,国税系统完成50056万元，地税系统完成51903

万元，财政系统完成 22843 万元。

公共财政总支出 235473 万元，同比减少 14.39%。其中

教育支出 49776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32412 万元，文化体

育与传媒支出 2215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5817 万元，交通

运输支出 141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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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十二五”以来全区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18 年 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9%，

延续了温和上涨趋势，保持小幅上扬。八大类消费价格同比

全部上涨。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2.4%，衣着类价格上

涨 1.3%，居住类价格上涨 0.6%，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8%，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 1.9%，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

上涨 1.7%，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4.9%，其他用品及服务类

价格上涨 0.8%。

表 1.2018 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 标 涨跌幅度 %

居民消费价格 1.9

食品烟酒 2.4

衣着 1.3

居住 0.6

生活用品及服务 0.8

交通和通信 1.9

教育文化和娱乐 1.7

医疗保健 4.9

其他用品和服务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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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4785 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3304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3.5%。

二、农 业

2018 年，全区农业生产经济呈平稳运行。全区粮食播种

面积 13264.5 公顷，同比减少 763.1 公顷。粮食总产量

29747.4 吨，同比增加 4419.7 吨，同比增长 17.5%；粮食平

均单产 149.5 公斤/亩，同比增长 24.6%。

图 3 “十二五”以来全区粮食产量情况

（单位：吨）

全区农林牧渔总产值 34311.5 万元，同比下降 7.95%。

其中农业产值为 11650 万元，同比下降 10.21%；林业产值为

7823.3 万元，同比增长 3.1%；畜牧业产值为 13812.4 万元，

同比下降 10.36%；渔业产值为 24 万元，同比下降 74.32%；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为 1011.8 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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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18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920065 万元，同比

增长 69.6%；工业增加值累计完成 283649 万元，同比增长

13.8%。

目前，我区工业经济的主导产业仍然是煤焦行业，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 1 月份开始月均完成亿元以上，受上

年基数影响，工业增加值速度为负增长，3 月开始逐步回落，

4 月开始均为正增长，增速稳中趋缓，11 月开始增速大幅增

长，全区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平稳增长区间。

表 2.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 标 总量

规模以上工业 283648

其中：轻工业 1696

重工业 281952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81949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91544

医药制造业 110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58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8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38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70

专用设备制造业 629

食品制造业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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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情况

指 标 单位 总量 比上年增长%

焦炭 吨 20522235 9.37

粗苯 吨 19470 12.11

蒽 吨 19128 4.24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953087.73 48.05

其中：窑外分解水泥熟料 吨 953087.73 48.05

中成药 吨 165.24 -21.87

电力电缆 千米 62185.63 28.18

产品销售率 % 102.97 0.07

从库存看，原煤期末库存为 9.2 万吨，同比下降 41.8%，

洗精煤期末库存为 3.9 万吨，同比下降 57.6%，焦炭库存为

2.5 万吨，同比下降 8.2%。

从财务指标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 849692 万元，同比增长 9.5%，累计完成利润总额 98434

万元，同比增长 60.6%；累计实现利税 202957 万元，同比增

长 37.14%。

全年全区建筑业实现总产值 308372.5 万元，同比增长

19.4%。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973017 平方米，同比增长 9.59%。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18 年全区固定投资完成 599843 万元，同比增长 7.7%。

其中，其中基础设施完成 143897 万元，同比下降 45.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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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完成 266206 万元，同比增长 58.6%;其它投资完成

189740 万元，同比增长 49.7%。按产业分，全区第一产业投

资完成 82 万元，同比下降 99%，第二产业完成 262140 万元，

同比增长 52.5%，第三产业完成 337621 万元，同比下降 10.3%。

其中房地产 1-12 月累计完成投资 108901 万元，同比增长

227.8%；按项目分：5000 万元以下在库项目 55 个，施工个

数 54 个，新开工 45 个，完成投资 105430 万元，同比增长

58.5%；5000 万元以上在库项目 71 个，施工个数 48 个，新

开工 22 个，完成投资 385512 万元，同比下降 15.6%。

图 4 .“十二五”以来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表 4. 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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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投资额 上年同期投资额

一、本年完成投资 599843 556758

1、 按建设性质

新建 297013 394263

改建 18143 32796

改建和技术改造 142473 80606

2、案购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496929 447804

设备工器具购置

其中：购置旧设备 63546 32357

其中：用于更新设备 5458 0

其他费用 0 0

其中：旧建筑物购置费 39368 76597

其中：建设用地费 0 4000

二、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24179 48235

三、项目个数（个） 119940 317983

1、施工项目个数

其中：本年新开工 102 66

2、本年投产项目个数 67 37

四、房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31 34

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其中：住宅 2337012 2043970

本年竣工房屋面积 2319876 2043970

其中：住宅 10776 197122

本年竣工房屋价值 4872 160702

其中：住宅 807 33543

五、控股情况

1、国有控股 311454 379943

2、集体控股 -- 18881

3、私人控股 267283 138874

4、港澳台商控股 -- --

5、民间投资 288389 176815

六、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111795 59486

五、能 源

全年全区规模以上综合能源消费量 90.81 万吨标准煤,

同比下降 26.58%；万元 GDP 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3.34%。



9

图 5. “十二五”以来全区万元 GDP 能耗情况

六、国内贸易

全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768023.8 万元，

同比增长 7.7%。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19987.8 万元，

同比增长 10.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48036 万元，同比

增长 3.1%。

表 5.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 标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68023.8 7.7

分地域：城镇 519987.8 10.1

乡村 248036 3.1

分行业：批发业 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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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679696.3 6.2

住宿业 9306.5 -1.36

餐饮业 63632.2 11.9

七、交 通

年末全区公路里程 1053.002 公里，其中国道 140.77 公

里，省道 33.179 公里，县道 127.71 公里，乡道 166.403 公

里，村道 584.94 公里。

八、金 融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 5015487 万元，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2650949 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3232921

万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2454426 万元。

表 6. 2018 年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 标 2018 年末数 比上年末增长% 2017 年末数

各项存款余额 5015487 9.25 4590717
住户存款 2650949 9.18 2427948

其中：人民币 2643107 8.86 2420191
各项贷款余额 3232921 16.6 2772364

其中：短期贷款 725441 -6.47 775610
中长期贷款 1860095 24.06 1499394

其中：个人消费性贷款（人民币） 350445 4.80 334389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区小学共有 57 所，在校人数 44508 人；中学校

19 所，在校人数 18897 人；全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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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升学率 100%，高中升学率 90%。

全年全区有效发明专利 29 件。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群众图书馆、文化馆 2 个，农家书屋 193

个，综合文化站 5 个，社区文化中心 7 个。全区共有剧场、

剧院 8 个。全区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15145 册。年末全区

共有医院、卫生院 326 个，病床数 399 张。全区卫生院共有

卫生技术人员 911 人。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 338491 人，比上年末增加 2817 人。

全年全区出生人口 4002 人，人口出生率为 11.87‰；死亡人

口 1107 人，死亡率为 3.28‰；自然增长率为 8.59‰；城镇

化率为 82.43%。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03.01:100（以女性为

100）。

表 7. 2018 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人

指 标 年末数 比重(%)

全区常住人口 338491 100

其中：城镇 279018 82.43

乡村 59473 17.67

其中：男性 171755 50.74



12

女性 166736 49.26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33元，同比增长5.7%；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80 元，增长 9.7%。

图 6 2011-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 7. 2011-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元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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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区耕地面积 20988.87 公顷。当年净减少耕地 83.57

公顷。

年末全区森林面积 4.22 万公顷。

全年全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平均为 250 天，比上年

减少 4 天。

全年共发生生产经营性事故 8 起，死亡 10 人；无重大

以上事故发生。全年全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 0。

公报注释 ：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

算。
3.所有增长或下降速度均为同上年相比较。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