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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县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18 年，夏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

神以及省、市决策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对标

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县、文化旅游名县、生

态文明强县和新型工业基地”，居民收入大幅增加，脱贫攻

坚成效显著，全县总体经济运行呈现出“农业平稳发展、工

业效益提高、三产快速提升、财政金融持续增长，经济总体

平稳运行”的发展态势。。

一、综 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夏县生产总值 561997 万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8500 万元，增长 2.9%；第二产业增加值 113653 万元，增

长 5.7%；第三产业增加值 229844 万元，增长 8%。一、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38.9%、20.2%

和 40.9%，与上年相比，一产下降 0.6 个百分点，二产不变，

三产上升 0.6 个百分点。

全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一产、二产 5.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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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3个百分点，占GDP比重分别高于一产、二产2个和20.7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全县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 33.4%、

20.2%和 46.4%，拉动全县经济分别增长 1.1 个、1.3 个和 3.1

个百分点。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5320 元，比上年增长 5.1%。

人口：据公安部门统计，2018 年末，总户数 111048 户，

户籍人口 364506 人。其中，城镇人口 76751 人，乡村人口

287755 人。出生人口 3987 人，死亡人口 1085 人。60 岁及

以上人口 699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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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口抽样调查，2018 年末，常住人口 367724 人，比

上年末增加 1760 人。男女性别比 102.02（女性为 100）。

出生人口 3597 人，出生率 9.81‰；死亡人口 1837 人，死亡

率 5.01‰；自然增长率 4.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6.02%，

比上年提高 1.32 个百分点。

2018 年年末常住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人） 比重（%）

全县常住人口 367724 100.0

其中：男性 185704 50.5

女性 182020 49.5

其中：城镇人口 132471 36

乡村人口 235253 64

价格：2018 年末，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6%。其

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2.9%，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2.5%。

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 3.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3.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7.8%。

2014 年—2018 年主要价格指数

（以上年为 100）

价格种类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居民消费价格 102.2 100.9 101.5 101.8 102.6

商品零售价格 101.3 100.8 101.8 102.0 103.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100.2 96.5 98.8 105.6 103.9

二、农 业

农业产值：初步测算，2018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19741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9%。其中，农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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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91 万元，增长 2.2%；林业产值 4757 万元，增长 42.8%；

牧业产值 37008 万元，增长 6.4%；渔业产值 85 万元，增长

13.3%；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32500 万元，增长 2.3%。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24831 万元，增长 3%。其中，农业

188446 万元，增长 2.5%；林业 1991 万元，增长 42.9%；牧

业 17358 万元，增长 6.4%；渔业 36 万元，增长 13.4%；农

林牧渔服务业 17000 万元，增长 2.4%。

农作物种植面积：粮食 47210 公顷，比上年下降 3.1%。

其中，夏粮 20080 公顷，下降 0.3%；秋粮 27130 公顷，下降

5.1%。棉花种植面积 29 公顷，下降 19.2%；油料 1515 公顷，

增长 66.9%；蔬菜 9357 公顷，增长 1.3%；果园 8445 公顷，

增长 6%，其中，苹果园 1811 公顷，增长 2.1%。

农产品产量：粮食总产量 257633 吨，比上年下降 2.6%。

其中，小麦 117952 吨，下降 0.7%；秋粮 139681 吨，下降

4.2%。

2018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量（吨） 比上年增减（%）

粮食 257633 -2.6

其中：小麦 117952 -0.7

秋粮 139681 -4.2

油料 3312 65.3

棉花 41 -17.6

烟叶 442 -40.7

药材 24561 -8.9

蔬菜 520762 -30.3

瓜果 31321 -20.2

水果 254895 -0.7

其中：苹果 7570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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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及水产品产量：截至 2018 年末，夏县生猪存栏

140360 头，比上年增长 42.2%；出栏 82287 头，增长 15%。

牛存栏 2628 头，增长 7%；出栏 2158 头，增长 4.5%。羊存

栏 46033 只，下降 8.7%；出栏 34488 只，增长 11.4%。家禽

存栏 259 万只，增长 34.4%；出栏 466 万只，增长 43%。

肉类总产量 11931 吨，增长 12.1%。其中，猪肉 5085 吨，

下降 4.9%；牛肉 324 吨，增长 3.2%；羊肉 466 吨，下降 37.5%;

禽肉 6056 吨，增长 43%。禽蛋 10793 吨，下降 2.7%；奶类

319 吨，增长 27.6%。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部工业增加值 72262 万元，比上年增长 7%。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4744 万元，增长 6.3%；工业总产值

256072 万元，增长 17%；销售产值 235289 万元，增长 20.7%。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1.9%。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比 1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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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标 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54744 6.3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7987 24

非公有制企业 46757 3.7

1、轻工业 24897 3.2

重工业 29848 9

2、国有企业 0 —

股份制企业 54744 6.3

3、省属企业 3309 52.6

县（市）属企业 51435 4

村及村以下企业 — —

4、中型企业 13953 -19.1

小型企业 38008 17.3

微型企业 2787 26.3

注：本表为月报资料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的主要行业有：黑色

金属冶炼业增长 94.6%，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55.5%，通用

设备制造业增长 52.6%，电力制造业增长 34.7%，汽车制造

业增长 32.1%，木材加工制造业增长 26.4%，化学原料业增

长 6%。

呈负增长的主要行业有：有色金属冶炼业下降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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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及饮料制造业下降 41%，文教、娱乐用品制造业下降 16.4%，

电气机械制造业下降 6.4%，医药制造业下降 5%。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饲料 吨 108539 57.6

鲜、冷藏肉 吨 9026 32

饮料酒 千升 1260 -29.1

人造板 立方米 160846 22.7

中成药 吨 131 13.4

粗钢 吨 115549 101.8

铸铁件 吨 20122 37.4

钢材 吨 112227 126.2

镁 吨 6141 -60.9

风机 台 74 -60.6

电力电缆 千米 432 -16.9

塑料制品 吨 3341 33.3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22976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8%；实现利润 15247 万元，增长 69.2%。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

规模以上工业 229764 25.8 15247 69.2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33013 23.3 7870 85.5

非公有制企业 190750 26.3 7377 54.7

1、轻工业 80617 17.7 6643 91.1

重工业 149146 30.7 8604 55.4

2、中型企业 60800 5.2 730 —

小型企业 150494 35.7 6863 37.7

微型企业 18470 32.6 7690 39.4

建筑业：全部建筑业增加值 41391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 2.7%。

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4 个，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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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0501 万元，比上年增长 5.3%。其中，房屋建筑业 19153

万元，增长 43.6%。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新口径）完成 292175

万元，比上年下降8.2%。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150828

万元，比上年增长 57%；5000 万元以下项目投资 101050 万

元，下降 53.1%；房地产开发投资 40297 万元，增长 490.3%。

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 22764 万元，比上年下降 85%；

第二产业 118257 万元，增长 24%；第三产业 151154 万元，

增长 113.5%。按构成分，建筑、安装工程 181392 万元，下

降 29.9%；设备、工具、器具购置 93884 万元，增长 83.6%；

其他费用 16899 万元，增长 101%。

注：2017 年、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为新口径。

2018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绝对额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业 23860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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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13259 -69.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3059 100.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1276 174.4

房地产业 40297 49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4251 241.4

教育 18100 253.2

卫生和社会工作 371 -33.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646 173.8

房地产业：2018 年，房地产企业 11 个，完成投资 40297

万元。商品房销售面积 105826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28923

万元，共 921 套。

五、国内贸易、对外经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2369 万元，比上年增长 7.5%。

按规模统计，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55866 万元，按可比价

计算，增长 7.1%；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226503 万元，增

长 8%。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06244 万元，增

长 5.3%，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7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76125

万元，增长 13.9%，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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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限额以上商品批零业零售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零售额 增幅（%）

总 计 52691 7.3

1.粮油、食品类 5367 6.8

2.饮料类 1060 10.7

3.烟酒类 8957 4.5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948 -6.6

5.化妆品类 415 24.9

6.金银珠宝类 1593 12.1

7.日用品类 1761 16.2

8.五金、电料类 12 197.5

9.体育、娱乐用品类 40 17.2

10.书报杂志类 422 201.6

11.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40 -7.8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7516 -19.9

14.文化办公用品类 463 162.7

15.家具类 1662 -16.4

16、通讯器材类 36 -45.1

17、煤炭及制品类 2541 186.7

19.石油及制品类 10842 18.2

23.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920 54

24.汽车类 780 6.3

27.其他类 5316 7.9

注：增幅为可比价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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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2018 年，各出口企业出口额均有所上升，

但田源果汁和顶好食品整体拆除，全面停产，影响外贸进出

口总额的增长。外贸进出口总额 2566 万元，比上年下降 21%。

六、财政、金融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777 万元，增长 13.3%。其

中，税收收入 7148 万元，非税收入 5629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67349 万元，下降 6.5%。

金融：2018 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909699 万元，

比上年增长 7.9%。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93868 万元，比

上年增长 2.6%。

2018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总量

（万元）

增速

（%）

一、各项存款 90969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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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内存款 909694 7.9

（1）住户存款 792432 6.3

（2）非金融企业存款 51290 15.2

（3）广义政府存款 65972 3.7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2、境外存款 5 25

二、各项贷款 493868 2.6

1、境内贷款 493868 2.6

（1）住户贷款 198095 -2.8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295772 5.5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2、境外贷款

七、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28 元，比上年增长

8.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223 元，比上年增长 3%。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195 元，增长 6.3%，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708 元，增长 8.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8132 元，增长 9.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203 元，

增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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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

教育：2018 年，夏县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全县培

养、命名县级“名师”79 名，“名校”5 所、“名校长”4 名，

其中 2 人被推荐确定为省级“名师”培养对象、1 人被确定

为省级“名校长”培养对象、16 人被评为省市教学能手、23

人被评为省市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15 人被评为省市模范

教师。组织开展名师专题讲座 4 次、名师送教下乡 20 人次、

名师和名师培养对象到山区和农村学校支教 28 人次，7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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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和 4 名“名校长”均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教材编修培

训、课堂教学观摩研讨和中高考研讨会等学习培训。通过专

题讲座、集中培训、学术研讨、外出学习交流等形式，累计

开展教师专业培训 13000 余人次。

全力打造平安校园。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和民非机构

进行了安全大检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328 处，下发整改通

知书 11 份，整改率 100%；依法取缔违规民非机构 3 个；依

法取缔违规接送车辆 50 辆，处理 5 辆接送学生交通违法车

辆；移送严重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黑恶线索 1 条，上报处

理治安乱点 4 个。精心组织各校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 1300

余次，学生参与率 100%。

2018年高考，全县文理两大类二本B类以上达线193人，

比去年增加 39 人；四小类达线 300 人，比去年增加 77 人；

六类总达线 493 人，比去年的 377 人净增 116 人，达到了预

期目标。

科学技术：2018 年，全县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培育了运力化工和佳能达华禹制药 2 家高新技术企业，使全

县高新技术企业累计数达到 4 个。积极鼓励引导企业引进先

进技术及设备，已引进先进设备 12 台、先进装备投资额已

完成 512 万。

知识产权方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申报工作，完

成发明专利申请量 16 件。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极引导、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

成技术合同交易额 5130 万元，切实把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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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乡土人才培训方面，先后采取多种方式培训乡土人才

560 人，培训农民 4200 余人，其中，贫困户 152 户，贫困人

口 163 人。

文化：全年共播发各类新闻 1800 余条，在省市台共播

发新闻 360 余条。先后开辟了《文明古中国 醉美新夏县》、

《助力“凤还巢” 建设新夏县》、《立下军令状 实干践诺

言》、《新时代 奋斗者》、《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

讨论 大实践 大学习》、《直通三会》、《脱贫攻坚在行动》、《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学习宣传宪

法》、《创建文明城市》等专栏，策划的《山西安瑞风机以技

术创新促转型发展》、《夏县全力加快装备制造企业转型跨越

发展》、《小手拉大手共同创建农村卫生家庭》、《巾帼志愿者

服务共建美丽乡村》等新闻在《第一时间》和《运城新闻》

播出，在省台晚间新闻播发了《1484 户贫困户变城镇居民》。

以“诵读经典、品味书香、聆听智慧、涵养心灵”为主

题的《大众诵读》第二季，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普法

类月播栏目《法庭内外》，以宣传“凤还巢”创业典型为主

题的《走南闯北夏都人》，以“振兴夏县教育”为主题，创

办了《“三名”风采》等栏目，创优了节目形式，扩大了群

众的参与度。

全县城乡有线电视用户已发展 1 万户。针对农村电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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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老化、用户急剧下降的实际，全面铺开农村有线电视模拟

转数字整体转换工作。目前已发展农村用户 7000 余户。

注释：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

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3.除注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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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5.按照统计制度要求，我国

CPI每五年进行一次基期轮换，2016年 1月开始使用 2015年作为新一轮的对比基期，参

考联合国制定的《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COICOP）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

费支出分类（2013）》对 2016年 CPI调查目录进行了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