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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县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稷山县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稷山调查队

（2016年 2月 26日）

201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抢抓机遇，持续发力，全力推

进脱贫攻坚，全力以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全县

经济平稳增长、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民生保障持续增强。

一、综合

年末全县总人口 357495人。其中，城镇人口 134111人，

乡村人口 223384人；男性 181875人，女性 175620人，人口

性别比 103.56。人口出生率 11.04‰，人口死亡率 6.31‰，人

口自然增长率 4.73‰。

初步核算，全县实现生产总值（GDP）713885万元，按可

比价计算，比去年增长1.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2677

万元，增长-0.2%，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1%；第二产业实现

增加值 264641万元，增长-2.7%，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7.2%；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326567万元，增长 8.5%，占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45.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016元，按2015年平均汇率折算为3062美

元。

全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4515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54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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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业人数 668人，技能人才培养 402人。全县已开网店 300

余家，涉及土特产、民族服饰、童装、仿古工艺、金刚石刀具等

行业。

全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去年上涨 1.7%。其中，

食品价格上涨 0.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 1.4%，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总指数上涨 2.4%。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 3.3%。

表 1 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标 比上年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7

其中：食品 0.5

烟酒及用品 2.9

衣着 4.0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4.6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5.0

交通和通信 -1.2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

居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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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33561万元，增长 0.2%。其中，

国税完成 15944万元，下降 7.11%；地税完成 11145万元，增

长 1.27%；财政完成 6472万元，增长 21.31%。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完成 15957万元，增长 6.24%。公共财政支出 145555万

元，增长 9.45%，用于民生相关投入达到 109683 万元，增长

12.97%，占总支出的 75.36%。其中，教育支出 34838万元，

增长 12.96%；科技支出 414万元，增长 21.05%；农林水事务

支出 22041万元，增长 15.55%；医疗卫生支出 23024万元，

增长 15.2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757万元，增长 19%;文

化和体育支出 3968万元，下降 0.5%。

全年全县引进各类项目 10个，到位资金 36.9亿元，签约项

目 21个，签约资金 121亿元。

二、农业

全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668515 亩。其中，秋粮种植面积

313236亩，夏粮种植面积 355279亩。

全年粮食产量 238040 吨。其中，夏粮 129120 吨，秋粮

108920吨。

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 55.8万千瓦，增长 1.8%。机械耕

地面积 573000亩，增长 8.2%；机械播种面积 591300亩，增

长 0.7%；机械收获面积 568650亩，增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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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县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吨） 比上年增长（％）

红枣 吨 45755 49.04

葡萄 吨 13407 -14.93

蔬菜 吨 34883 -40.29

苹果 吨 33690 -20.32

桃 吨 42080 127.37

柿子 吨 2716 -52.85

禽蛋 吨 93712 13.1

鸡存栏 万只 675.4 24.84

鸡出栏 万只 433.8 10.64

猪存栏 头 62098 -11.25

猪出栏 头 86767 -11.25

肉类总产量 吨 10338 2.14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县 27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 144943 万

元，增长-2.1%。

分类别看，重工业实现增加值 127690万元，增长-2.1%；

轻工业实现增加值 17253万元，增长-2.2%。

分行业看，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 8192万元，增长 10.7%；

纺织业增加值 3785万元，增长-4.6%；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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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草制品业增加值 172万元，增长-34.6%；造纸和纸制品业

增加值 3495万元，增长-8.8%；医药制造业增加值 893万元，

增长 139.4%；其他制造业增加值 887万元，增长 8.7%。六大

高耗能行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 19939 万元，增长

5.8%；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加值 29035万元，增

长-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 72699 万元，增

长-2.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 2940万元，增长

-8.2%；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493万元，增长 5.1%。

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 17818.2万元。其中，

实现利润 6554万元，增长-19.5%；缴纳税金 11264.2 万元，

增长 0.4%。

全年全县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17307万元，增长-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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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同比增长（%）

粗钢 吨 249909 -0.44

铁合金 吨 321989 60.22

中成药 吨 744.5 0

饲料 吨 279286.1 22.70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20206 3.82

石墨及碳素制品 吨 154285 24.21

纸制品 吨 9222 124.85

布 万米 343 -76.67

纱 吨 4370.5 13.93

焦炭 吨 1231947.5 -0.40

人造板 立方米 3980 0

生铁 吨 274691 -0.38

机制纸及纸板 吨 10506 -84.42

水泥 吨 104239 -1.54

钢材 吨 581711 -0.44

镁 吨 127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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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

全年全社会用电总量 10.4 亿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用电

1.05亿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 10.13%；第二产业用电 7.19亿

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 69.13%，其中，工业用电 7.13 亿千瓦

时；第三产业用电 0.59亿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 5.7%。城乡居

民用电 1.56亿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 15.04%。

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43.15万吨

标煤，增长 6.51%。其中，重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42.07万

吨标煤，增长 7.07%；轻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08万吨标煤，

下降 36.8%。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41.55万吨标煤，

增长 7.02%。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为 76.11 万吨标煤，下降 4.5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综合能

源消费量为 44.6 万吨标煤，增长 55.24%；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20.52万吨标煤，下降 12.7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0.32 万吨标煤，

增长 17.31%。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县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67607万元，增长 17.8%。

其中，项目投资完成 760578 万元，增长 21.1%。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 90540万元，增长 34.1%；

非国有投资 677067万元，增长 15.9%。其中，民间投资 617931

万元，增长 66.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26268万元，增长 160.5%；第

二产业投资 408602 万元，增长 4.6%；第三产业投资 232737

万元，增长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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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县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行 业 投资额
（万元） 比上年增长（％）

总计 767607 14.6

农林牧渔业 127848 163.7

制造业 329064 -12.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5188 415.6

批发和零售业 24780 438.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701 78.3

房地产业 134338 -8.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4018 11.6

采矿业 4350 163.6

住宿和餐饮业 3820 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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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 124 个，新开工项目 108

个，本年竣工项目 117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7 个，计划总

投资 403949万元，完成投资 122551万元。一期投资 2.8亿元

的大佛文化园项目、总投资 5亿元的 50MW光伏发电项目、总

投资 1亿元的华明光伏农业项目等进展顺利。

全年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7029万元，下降 70.2%。其中，

住宅投资 7029万元，下降 68.5%。

六、国内外贸易

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1192.9万元，增长 8.1%。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74913万元，增长 8.5%；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96279万元，增长 7.4%。按消费形态统计，

商品零售额 219309.3 万元，增长 6.3%；住宿和餐饮收入额

44986.3万元，增长 16.0%。

全年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13281万美元，增长 16.9%。

其中，进口额 10810万美元，增长 30.6％；出口额 2471万美

元，增长-19.8％。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年末全县公路总里程 1990.6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33.8

公里，一级公路 22 公里，国道 24 公里，省道 29 公里，县道

145.89公里，乡道 297.61公里，村道 284.07公里。

年末全县民用车辆拥有量 53556辆。其中，汽车 26772辆。

本年新注册汽车 1236辆。

全年全县营运性公路运输客运量累计完成 213.5万人，增长

4.7%；公路货运量累计完成 208万吨，增长 16.9%。货物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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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累计完成 35300万吨公里，增长 13.0%；旅客周转量累计完

成 9480万人公里，增长 3.0%。

全年全县邮政业务总量 1590.57万元，增长 1.10％；业务

收入 2282.55万元，增长 11.69％。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24.6万

户，4G用户 7.5万户，宽带接入用户 4.4万户。

全年全县旅游总收入 89100万元，增长 21.39 %。接待国

内外旅游者 115.85万人次，增长 16.11%。

八、金融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756729 万元，比年初增长

60557万元，增长 8.7%。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39146万元，比

年初减少 2403万元，增长-0.99%。

年末全县农村金融合作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341160万元，

比年初增加 40116万元，增长 13.3%;人民币贷款余额 183852

万元，比年初增加 5652万元，增长 3.17%。

全年全县人寿保险业务保费收入 7000万元，增长 10.0%。

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 2266万元，增长 3.0%；支付赔款及给付

1540万元，增长 37.0%。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县共有幼儿园 127 所，小学 102 所，普通初中 10

所，普通高中 4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6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

全年全县普通高中招生 2305人，在校生 7093人，毕业生

2442人。初中招生 3432人，在校生 11108人，毕业生 3962

人。普通小学招生 3720 人，在校生 21243 人，毕业生 3571

人。幼儿园招生 4185人，在园幼儿 12490人，毕业幼儿 4470

人。全县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实现免费全覆盖，惠及学生 1603



- 11 -

人。年末全县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 97.4%，初中三年保留

率达 99.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5.8%。高考全县文理两大

类二本 B类达线 818人，达线率 28.3%。

全年全县发明专利拥有量 18 件，专利申请量 17 件。申报

成功科技计划项目 10项。其中，市级 4项，县级 6项。

年末全县共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和计量检定技术机构 3个，

检测中心 1个。监督抽查了 80家企业 9类 102种产品和商品。

全年完成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1980台件。

全县共有气象台站 14个，开展电话天气自动答询的台站 1

个，预警信息发布平台 1个，天气预报服务 Intel网站 1个，卫

星云图接收站 1个，电子显示屏 7个。天气预报喇叭 158个，

覆盖全县 80%的乡村。全年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业务 2次，防雹、

增雨累计受益面积 300平方公里，增雨量 50000立方米。

全县共有专业综合地震台站 1个。全年全县M3.0-M3.9级

地震 0次，M4.0-M4.9级地震 0次，最大震级 1.1级。投资 127

万元的西社镇肖家庄村地下水深井观测站及临震预警前兆“痕量

氢”监测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馆 1 个，文化站 7 个，农村文化活动场

所 200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1个，公共图书馆 1个，广播电

视台 1 座，电台 1 座，调频转播发射台 1 座，一百瓦以上电视

转播发射台 1座。有线电视用户 32792户，电视人口覆盖率 95%

以上。全年共计放映电影 2589场。其中，农村电影 2400场，

农村寄宿制学校电影 189场，观众人数达 40万人次。

全县共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项（高跷走兽、高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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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麻花传统制作技艺、螺钿漆器技艺、金银细工制作技艺）。

全年稷山县电视台共采编新闻 2500余条，稷山报社共刊发

《稷山新闻》65期，稿件 1800余篇。

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283 个。其中，县直医疗卫生

单位 13 个，乡镇卫生院 7 个，分院 4 个，诊所（医务室）59

个，村卫生室 200个。全县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833人，

注册护士 899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2387张。其中，公立医院

993张，乡镇卫生院 370张，民营医院 1024张。

全年全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 290787人，参合率

达 99.21%。新农合全年受益 423131 人次，累计拨付补偿款

10954.1万元。

全县共有体育场 1个，体育馆 1个。全年我县运动员在省

内外重大比赛中获金、银、铜牌分别为 34枚、21枚和 19枚。

十一、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32元，增长 6.9%。按常

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106元，增长 7.5%；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014元，增长 6.2%。

年末全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97277人；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3607 人；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

人数 10032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690人；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72980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36340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5375 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50669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19073人。

全年全县共审定城市低保对象 708户 1565人，占城镇人口

总数的 1.2%，全年共发放城市低保金 658.9万元。审定农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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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对象 3539 户 6765 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 2.9%，全年共发

放农村低保金 1779.1万元。全年共发放五保供养经费 303.5万

元。全年共救助 11482人次，发放医疗救助 355.79万元。国家

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 2315 人，共发放补助款 1362.6万元。

全年接受社会捐赠款 13万元。

年末全县共有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3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

务中心 1个。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县完成造林面积 3.38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2.48万

亩、封山育林 0.9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25.3%。

年末全县公园绿化总面积达到 53.86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到 5.83 平方米。县城绿地总面积达到 281.13 万平方

米。绿地率达 32.31%；绿化覆盖总面积达到 327.24万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达 37.61%。
全年全县水资源总量 6832 万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

9743.64 万立方米。其中，城镇生活用水量 385 万立方米，农
村生活用水量 403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量 527.62万立方米。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3.01 立方米。全年农田灌溉面积完成
45.69万亩，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完成 28.62万亩。新增有效灌溉
面积 1.62万亩。修建支斗渠 54千米。
全年全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445 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0.03％。县城环境空气 PM2.5实现自动监测，2级以上良好天
数稳定在 210 天以上。汾河柴村桥断面达到ⅴ类水质标准。全
年共减排二氧化硫（SO2）1509 吨、化学需氧量（COD）952
吨、氨氮（NH3-N）99 吨、氮氧化物（NOx）540 吨、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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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吨、工业粉尘 875吨，全面完成了“4+2”年度减排任务。
全年全县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630万元，减少

20%；农作物受灾面积 9.02万亩，减少 1.5%。
全年全县工矿商贸行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2人。

道路交通事故 156起，死亡 20人。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
事故 6起，死亡 6人。消防火灾事故 122起，死亡 0人。其中，
生产经营性 7起，死亡 0人。
注：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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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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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

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2、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指在一年内自然增加的人数（出生人数减死亡

人数）与年平均人数之比。

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 CPI，是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

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

4、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家庭在调查期获得并且可以用来自由支配

的收入。

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将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扣除各类相应的支

出后，得到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的收入。

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

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

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

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

企业。

8、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

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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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反映各行业通过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

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总量，是研究国内零售市场变动情况、反

映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

11、公路里程指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达到《公路工程[WTBZ]技术标准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2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9729.htm
http://baike.haosou.com/doc/5386087.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227513.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2657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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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J01-88》规定的等级公路，并经公路主管部门正式验收交付使用的公路

里程数。

12、专利申请量指专利机构受理技术发明申请专利的数量，是发明

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之和。

13、森林覆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面积占有情况或森林资源丰富程度及实现绿

化程度的指标。

14、绿化覆盖率是指绿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城市总用地面积的

比值。

15、绿地率是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与居住区用地的

比率。

16、水资源总量是指降水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的产水量，即河川径

流量和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

17、用水量是指用水户所使用的水量，通常是由供水单位提供，也

可以是由用水户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塘）或地下取水获得。

18、PM2.5 是细颗粒物的简称。细颗粒物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

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它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其

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

19、痕量氢是通过测量地下氢气的痕含量来捕捉地震的前兆异常。

http://baike.baidu.com/view/1649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8138/636945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8138/636945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9514/111710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