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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永 济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永济调查队

(2024 年 4月 22 日)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市发展极具挑

战的一年。面对艰巨的转型发展任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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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快转型、振兴崛起”为主线，

持之以恒大抓工业、大抓项目、大抓产业，全年整体经济平稳增长，转型升级

稳步推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日益改善，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68.8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3.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0.26 亿元，增长 4.7%；第二产业增加

值 58.79 亿元，与上年持平；第三产业增加值 79.83 亿元，增长 4.1%，三次产业

比重为：17.9:34.8:47.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4497 元，比上年增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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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77869 人，比上年减少 3329 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84836 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48.92%，比上年末提高 1.48 个百分点，乡村常

住人口 193033 人，男 191201 人，女 186668 人。全年全市出生人口 2366 人，

出生率 6.23‰，死亡人口 3373 人，死亡率 8.89‰，自然增长率为-2.65‰。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4822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402 人，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人数 409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103 人。

表 1 2023 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人） 比重（%）

年末总人口 377869 100.0

其中：城镇 184836 48.9

乡村 193033 51.1

其中：男性 191201 50.6

女性 186668 49.4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0.4%，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5%；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上涨 0.1%；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上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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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 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

指 标 全 市（%）

居民消费价格 0.4

一、食品烟酒 0.5

二、衣着 0.7

三、居住 0.4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3

五、交通和通信 -1.6

六、教育文化和娱乐 0.7

七、医疗保健 0.8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1.4

商品零售价格 0.1

服务项目价格 0.6

二、农 业

全年农作物种植面积 77320.9 公顷，比上年增长 5.6%。其中：粮食种植面

积 71639.4 公顷，增加 3851.1 公顷；蔬菜面积 3918.9 公顷，增加 95.1 公顷；

油料面积 733.9 公顷，减少 59公顷。粮食种植面积中小麦 35334.4 公顷，增加

3607 公顷；玉米 33605.5 公顷，增加 787.2 公顷。干、鲜果面积 20226.6 公顷，

减少 156.6 公顷，其中园林水果面积 19461.1 公顷，增加 93.7 公顷。

表 3 2023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万吨 43.70 5.7

#夏粮 万吨 20.29 9.5

秋粮 万吨 23.41 2.6

#玉米 万吨 22.32 4.3

棉花 吨 1.45 -92.3

油料 吨 2135.48 -8.6

蔬菜 万吨 9.00 5.2

干鲜果 万吨 64.86 2.4

#园林水果 万吨 64.40 2.6

全年粮食总产量 43.70 万吨，比上年增长 5.7%。其中：夏粮 20.29 万吨，

增长 9.5%；秋粮 23.41 万吨，增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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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肉类总产量 2.44 万吨，比上年增长 9.5%。其中：猪肉产量 2.07 万吨，

增长 8.7%；牛肉产量 0.03 万吨，增长 34.8%；羊肉产量 0.04 万吨，增长 9.8%；

禽肉产量 0.31 万吨，增长 13.0%。禽蛋产量 1.56 万吨，增长 18.9%；奶类产量

1.34 万吨，增长 22.2%。水产品产量 2.07 万吨，增长 4.8%。

全年全市造林面积 320 公顷。年末全市拥有森林面积 3.7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 30.7%。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52.0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0.7%，在

第二产业中所占比重为 88.6%，比上年降低 1.4 个百分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95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6.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为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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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5.8%；

股份制企业下降 7.0%，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增长 42.3%；私人控股企业下降 6.6%。

分门类看，制造业比上年下降 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9.7%。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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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5.8

私人控股企业 -6.6

1.轻工业 13.2

重工业 -7.9

2.国有企业 41.6

集体企业 -

股份制企业 -7.0

外商及港澳台企业 42.3

其他企业 -

3.中央企业 -8.8

省属企业 -

市属企业 -

县及县以下企业 -

4.大型企业 -5.1

中型企业 -8.7

小型企业 -5.9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1.9%，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3.3%，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8%，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下降 10.6%。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8.1%，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下降 2.5%，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23.7%，高端装备制造业

下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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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生产量 比上年增长（%）

电动机 万千瓦 890.0 24.4

其中：直流电动机 万千瓦 38.4 14.2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851.6 24.9

原铝（电解铝） 万吨 - -

铝材 万吨 9.9 42.0

铝合金 万吨 2.7 -6.6

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万吨 3.5 14.8

果汁和蔬菜汁类饮料 万吨 1.8 65.1

鲜、冷藏肉 万吨 - -

饲料 万吨 14.3 -1.5

印染布 万米 9463.7 -0.5

棉纱 万吨 0.2 12.9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50.21 亿元，比上年下降 4.1%；实现

利税总额 3.36 亿元，增长 14.9%；实现利润总额 2.39 亿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

的成本为 89.35 元，比上年增加 0.35 元。

全年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6.7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5%。

全市资质以上建筑施工企业 16 家，完成总产值 5.84 亿元，下降 2.4%，共签订

合同额 9.51 亿元，增长 17.7%。

四、服务业

全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77.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其中，批发和零售

业 9.02 亿元，增长 0.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35 亿元，增长 5.3%；住

宿和餐饮业 2.20 亿元，增长 11.3%；金融业 7.42 亿元，增长 8.2%；房地产业

11.50 亿元，下降 1.2%，其他服务业 39.17 亿元，增长 4.8%。全年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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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不含农户）67.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4%。

其中，第一产业投资 9.09 亿元，增长 1.1%；第二产业投资 23.10 亿元，增长

12.7%；第三产业投资 35.52 亿元，增长 7.8%。5000 万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 31.23

亿元，增长 21%；5000 万元以下项目完成投资 24.27 亿元，下降 0.1%；房地产

投资 12.21 亿元，下降 1.2%；基础设施投资 8.61 亿元，增长 14.6%；民间投资

51.37 亿元，增长 7.0%；工业技改投资 7.44 亿元，增长 85.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2.21 亿元，全市房屋施工面积 132.72 万平方米，减

少 41 万平方米。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28.70 万平方米，减少 2.87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额 11.5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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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9.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按经营地统计，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7.74 亿元,增长 1.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1.94 亿元，增长

0.7%。按行业统计，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20.26 亿元，下降 9.0%；零售业商品销

售额 37.98 亿元，增长 0.4%；住宿业营业额 1.06 亿元，增长 7.9%；餐饮业营

业额 8.58 亿元，增长 15.5%。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7.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7.7%，其中，网

上零售额 0.75 亿元，增长 42.1%，通讯器材类增长 12.9%，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5.2%，汽车类增长 92.9%。

七、对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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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进出口总额完成 2.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其中，进口额完成 1.81

亿元，增长 15.9%；出口额完成 1.06 亿元，增长 8.7%。

八、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8.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年末公

路通车里程 1554.5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条 65 公里，国道 1条 56.3 公里，省

道 1 条 19.9 公里，县道 10条 226.4 公里，乡道 72条 538.5 公里，村道 386 条

648.4 公里。公路密度达 128.6 公里/百平方公里。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3.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其中：邮政业务总

量 0.56 亿元，增长 11.2%；移动业务总量达到 1.15 亿元，增长 5.6%；电信业

务总量 0.35 亿元，增长 5.2%；联通业务总量 0.98 亿元，增长 16.9%。

全市固话用户 18951 户，下降 7.9%；移动用户 417917 户；宽带用户 162919

户，增长 11.0%。其中：移动公司：固话用户 1780 户，移动用户 234608 户，宽

带用户 68705 户；电信公司：固话用户 256 户，移动用户 53072 户，宽带用户

31340 户；联通公司：固话用户 16915 户，移动用户 130237 户，宽带用户 6287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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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市景区接待游客人数 166.2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47%；门票收入

3217.95 万元，增长 171%；旅游经营收入 3830.68 万元，增长 126%。

九、财政和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2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2%。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2.7469 亿元，增长 4.9%。其中：教育支出 7.0298 亿元，增长 0.5%；科学

技术支出 0.0724 亿元，增长 2.8%；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 1.4212 亿元，增

长 9.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322 亿元，增长 21.3%；卫生健康支出 2.2286

亿元，下降 14.9%；节能环保支出 1.0882 亿元，增长 3.8%；城乡社区支出 1.6640

亿元，增长 42.4%；农林水支出 5.2331 亿元，增长 1.1%。

全市共有金融机构 35家，其中银行 10家，保险公司 21家，小贷公司 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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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 2家。2023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71.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

各项贷款余额 127.65 亿元，增长 2.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43.64亿元，增长

24.1%。

表 6 2023 年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年末数（亿元） 比年初增长（%）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71.56 9.9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27.65 2.2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43.64 24.1

全年全市保险机构保费收入 7.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其中，财产险

收入 2.16 亿元，增长 6.6%；人身险收入 5.02 亿元，下降 0.5%。

全年全市保险机构赔付 2.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3%。其中,财产险赔付

1.29 亿元，增长 44.2%；人身险赔付 1.08 亿元，下降 4.2%。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市学校总数 165 所，其中：幼儿园 95所，小学 52 所，初中 13 所（含

少体校、特殊教育学校），高中 3 所，职中 2 所。全市在校生 54702 人，其中：

幼儿园在校生 11522 人，小学在校生 25864 人，初中在校生 10934 人，高中在

校 4996 人，职中在校生 1386 人。全市专任教师 4785 人，其中：幼儿园专任教

师 888 人，小学专任教师 1835 人，初中专任教师 1157 人，高中专任教师 703

人，中职专任教师 178 人，特殊学校专任教师 24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

校 3 所，在校学生 4597 人。

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 46 件，外观专利 117 件，实用新型专利 18件。累计

发明专利有效量 462 件。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广播电台节目 10套，数字电视节目 108 套，数字电视用户城

网 4800 户，农网无线用户 15000 户。电视人口覆盖率 80%。公共图书馆图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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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75464 册、电子图书量 12万余册。

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322 个，其中医院 15个，公立医院 2 个，民营

医院 12 个，妇幼院 1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6 个，其中乡镇卫生院 7 个，卫

生院分院 6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 个，村卫生室 202 个；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 1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诊所 74家。年末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544

人，高级职称 117 人（正高 15 人，副高 102 人），中级职称 257 人，初级职称

548 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1073 人，注册护士 937 人。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 2289 张，其中医院 1357 张，乡镇卫生院 932 张。

2023 年，我市承办了多项省级比赛，包括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广场舞（健身球）比赛，来自全省 11个地市、36 支代表队、577 名运

动员参加；山西省跆拳道协会俱乐部联赛（南部赛区）的比赛，共有 27支代表

队 468 名选手参赛；“方斯特杯”2023 年山西省毽球锦标赛，共有来自全省 11

个地市 21 个代表队参赛；“鹳雀楼杯”2023 年山西省形意拳公开赛，来自四省

七市的 300 余人参赛；举办了黄河金三角乒乓球交流赛，共有来自晋陕豫省市

业余乒乓球爱好者 180 余名选手参赛。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904 元，比上年增长 5.9%。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973 元，增长 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57

元，增长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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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62917 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 242671 人；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46091 人，其中在职职工（不含

离退休）33105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6826 人，其中在职职工（不含

离退休）10659 人。失业保险参保 38892 人。工伤保险参保 68792 人。2023 年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49538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342431

人。

全市确定城市低保 162 户、共 198 人，发放城市低保金 153.60 万元；农村

低保 668 户、共 1296 人，发放农村低保金 755.88 万元。全市特困供养对象城

乡特困对象 852 人，发放护理费 153.09 万元，基本生活费 926.86 万元。

十三、资源、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年末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103.04公顷。其中，住宅兼容商业用地8.54

公顷，工业用地 21.05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73.45 公顷。

全年全市水资源总量8764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67.8%。总用水量 11577.43

万立方米，下降 18.3%，其中生活用水(包括建筑和三产）1728.70 万立方米，

工业用水 475.24 万立方米，农业耕地用水量 9188.70 万立方米，非耕地用水量

144.19 万立方米，生态用水量 40.61 万立方米。

全市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1115.1 万平方米，绿地面积达到 1033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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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52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43.3%，绿地率达 40.1%，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4.74 平方米。

全年全市全社会用电总量 149069 万千瓦小时。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7399

万千瓦小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5.0%；第二产业用电量 65326 万千瓦小时，占全

社会用电量 43.8%，其中工业用电 64643 万千瓦小时；第三产业用电 32243 万千

瓦小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21.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34868 万千瓦小时，占全社

会用电量 23.4%；省分摊线损 9233 万千瓦小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6.2%。

全年全市优良天数为245天，其中一级天数47天，SO2年平均浓度为11ug/m³，

比去年下降 8.3%。NO2 年平均浓度为 20ug/m³，与去年持平。PM10 年平均浓度为

82ug/m³，下降 4.7%，PM2.5 年平均浓度为 44ug/m³，下降 2.2%。CO 第 95 百分位

数为 1.4mg/m³，下降 12.5%。O3-8h 第 90 百分位数为 164ug/m³，上升 6.5%。综

合质量指数为 4.48，下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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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

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增加值、产值指标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

算。

3、本公报部分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

4、全年水资源总量数据为 2022年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