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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县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夏县统计局

2021 年 3 月 15 日

2020 年，夏县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形势，按照国家、省、市、县的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积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扶持

企业复工复产，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平稳。

一、综 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2020 年夏县生产总值 632177 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2%。其中，第一产业 221453

万元，增长 4.3%；第二产业 99712 万元，增长 7%；第三产

业 311012 万元，增长 1.2%。三次产业比例为 35.0∶15.8∶

49.2，与上年相比，一产上升 3.4 个百分点，二产下降 0.7

个百分点，三产下降 2.7 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对全县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 43.0%、37.4%和

19.6%，拉动全县经济分别增长 1.4 个、1.2 个和 0.6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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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 14.2 个和 33.4 个百分点。

人口：据公安部门统计，2020 年末，总户数 110131 户，

户籍人口 364739 人。其中，城镇人口 84727 人，乡村人口

280012 人。60 岁及以上人口 75393 人。

价格：2020 年末，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1%。八

大类消费品价格指数呈“七涨一降”。分别是食品烟酒价格

上涨 6%，衣着价格上涨 0.7%，居住价格上涨 0.8%，生活用

品及服务上涨 1.8%，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0.2%，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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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3.2%，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0.3%；交通和通信下降0.5%。

2016 年—2020 年主要价格指数

（以上年为 100）

二、农 业

农业产值：初步测算，2020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25566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2%。其中，农业产值

342593 万元，增长 4.8%；林业产值 4325 万元，下降 20.5%；

牧业产值 43858 万元，增长 3.4%；渔业产值 90 万元，与上

年持平；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34700 万元，增长 3.3%。

农作物种植面积：粮食 44841 公顷，比上年增长 0.1%。

其中，夏粮 21137 公顷，下降 0.3%；秋粮 23704 公顷，增长

0.4%。棉花种植面积 16 公顷，下降 44.8%；油料 1538 公顷，

下降 3.8%；蔬菜 9570 公顷，增长 1.5%；果园 8552 公顷，

增长 2.7%，其中，苹果园 1216 公顷，下降 24.4%。

农产品产量：粮食总产量 255563 吨，比上年增长 4.7%。

其中，小麦 115505 吨，增长 7.8%；秋粮 140058 吨，增长

2.3%。

价格种类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居民消费价格 101.8 101.8 102.6 100.7 102.1

商品零售价格 101.5 102.0 103.2 100.4 102.2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100.8 96.2 101.8 99.8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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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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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563 4.7

其中：小麦 115505 7.8

秋粮 140058 2.3

油料 3924 4.6

棉花 29 -35.3

烟叶 482 6.8

药材 26044 12.3

蔬菜 543161 4.1

瓜果 43694 27.5

水果 271740 3.2

其中：苹果 58307 -15.5

畜禽产量：截至 2020 年末，夏县生猪存栏 78804 头，

比上年增长 8.8%；出栏 79067 头，增长 5.2%。牛存栏 2376

头，增长 9.8%；出栏 1812 头，增长 31.9%。羊存栏 36299

只，增长 21.2%；出栏 19426 只，下降 1.6%。家禽存栏 311

万只，增长 27.5%；出栏 426 万只，增长 8.4%。

肉类总产量 11840 吨，增长 24.3%。其中，猪肉 6166 吨，

增长 24.2%；牛肉 267 吨，增长 36.2%；羊肉 231 吨，增长

39.1%;禽肉 5176 吨，增长 23.2%。禽蛋 10455 吨，下降 16.1%；

奶类 239 吨，下降 29.9%。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2020 年，夏县全部工业增加值 72761 万元，按可

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3%；

工业总产值增长 2.6%；销售产值下降 0.3%。全年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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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销售率 91.5%。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 25.4%，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6.5%。

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指标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3.3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1.8

非公有制企业 4.5

1、轻工业 10.1

重工业 -1.3

2、国有企业 —

股份制企业 3.3

3、中央企业 -10.2

地方企业 3.2

其他企业 0.2

4、中型企业 15.6

小型企业 -0.4

微型企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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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

食品加工业增长 38.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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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3.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23%；文教、工美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增长 19.6%；汽车制造业

增长 13.4%；木材加工和制造业同比增长 6.1%。

呈负增长的主要行业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

降 28.9%；医药制造业下降 16.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下降 6.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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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51 37.3

鲜、冷藏肉 吨 9625 19.3

饮料酒 千升 1302 3.8

人造板 立方米 160393 12.2

中成药 吨 126 -28.0

塑料制品 吨 4411 22.0

粗钢 吨 109579 -17.3

钢材 吨 106382 -19.0

镁 吨 0 -100

铸铁件 吨 12787 -8.8

风机 台 1761 25.1

电力电缆 千米 227 -59.5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265873 万元，比上年下降

0.8%；实现利润 12754 万元，下降 45.1%。其中，国有控股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50412 万元，下降 4.9%；实现利润 9160

万元，下降 41.6%。

建筑业：2020 年，夏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

包建筑企业9个，完成总产值20743万元，比上年增长41.1%。

四、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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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2020 年，夏县固定资产投资（新口径）

完成 26467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6%。其中，5000 万元以

上项目投资 131030 万元，比上年下降 0.5%；5000 万元以下

项目投资 105902 万元，增长 12.7%；房地产开发投资 27738

万元，增长 73.0%。

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55076万元，比上年增长49.3%；

第二产业 55198 万元，下降 41.1%；第三产业 154396 万元，

下降 39%。

注：2017 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为新口径。

房地产业：2020 年，房地产企业 12 个，完成投资 27738

万元。商品房销售面积 80208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27378

万元，共 651 套。

五、国内贸易、对外经济

2020 年，夏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4675 万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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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 3.1%。按规模统计，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38108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9%；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256567

万元，下降 4.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21596

万元，增长 7.2%，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75.2%；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 73079 万元，下降 25%，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4.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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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增长（%）

总 计 34256.8 6.6

1.粮油、食品类 3737.2 6.2

2.饮料类 2765.9 -2.0

3.烟酒类 1872.2 2.0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21.8 -23.3

5.化妆品类 185.5 5.7

6.金银珠宝类 1339.5 15.3

7.日用品类 293.6 -2.0

8.五金、电料类 14.9 -2.0

9.体育、娱乐用品类 15.7 -10.5

10.书报杂志类 364.8 -8.4

11.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41.6 11.7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2873.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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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西药品类 875.4 -18.8

14.文化办公用品类 309.8 25.0

15.家具类 1761.1 33.6

16、通讯器材类 46.5 9.0

19.石油及制品类 15690.8 -8.1

24.汽车类 1888.2 6.6

进出口贸易：2020 年，受疫情影响，出口企业贸易额有

所下降，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2354 万元，比上年下降 16.8%。

六、财政、金融

财政：2020 年，夏县财政总收入 32201 万元，同比下降

16.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186 万元，下降 30.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7332 万元，增长 25.6%。其中，民

生支出 207160 万元，增长 24.8%。



- 10 -

金融：2020 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17.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5.3%。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61.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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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878 15.3

1、境内存款 1170868 15.3

（1）住户存款 1016474 15.1

（2）非金融企业存款 85816 18.6

（3）广义政府存款 68578 14.2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0 0

2、境外存款 10 66.7

二、各项贷款 615535 12.7

1、境内贷款 615535 12.7

（1）住户贷款 264451 19.1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51084 8.4

（3）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0 0

2、境外贷款 0 0

七、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2020 年，夏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79 元，

比上年增长 7.3%。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956 元，比上年增长

8.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374 元，比

上年增长 4.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112 元，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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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29 元，增长 10.4%，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9120 元，增长 11.7%。

八、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

教育：2020 年，全县现有中小学 63 所(公办 57 所、民

办 6 所），在校生 25976 名，其中，普通高中 3 所（含民办

1 所）、职业高中 1 所，在校生 3827 名；九年一贯制学校 3

所（含民办 2 所）、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初中 12 所（含民

办 1 所），在校生 7407 人；小学 43 所（含民办 2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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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 14742 人。全县现有幼儿园（班） 95 所（其中公办园

52 所、民办园 43 所），在园幼儿 10163 名。全县 8 个易地

搬迁安置点适龄儿童就读学生 692 人，其中幼儿 138 人，小

学 412 人，初中 142 人，全部实现就近入学。

全县现有在编在岗教师 3102 名，其中，中学教师 1413

人（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小学教师 1474

人，幼儿教师 215 人。其中，高级职称 162 人、中级职称 1042

人、初级职称 1290 人、尚未定职称 608 人、工勤人员 0 人。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全县学前三年幼儿毛入园率 99.9%；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3.1%。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均

达 10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9.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5.2%。

科学技术：2020 年，组织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

技人员专项计划项目，不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大

力推进校企合作，促进五链协同发展。同时，积极组织开展

种养殖培训，有效提升不同行业管理人员的技术技能，发挥

了科技示范引领作用。

2020 年底，高新技术企业 3 个，另外，有 3 个企业正在

积极申报中，同时，正在培养 4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向高新

技术企业转型，为全县科技创新蹚出经济新路储备力量。

文化：2020 年，夏县共播发各类新闻 1920 余条，政府

信息 122 条，为实现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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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氛围。其中，在中央台播发 3 条，省台播发 22 条，市

台播发 258 条，新华社客户端 2 条，为夏县的各项工作进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另外，在山西融媒体平台上传素材

7000 余条，发布稿件 2000 余条。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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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

口数据来自县公安局；进出口贸易数据来自县商务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金融数据来

自人民银行夏县支行；教育、科学技术数据来自县教科局；文化数据来自县广播电视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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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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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畜禽产量增减幅度根据国家统计局运城市调查队反馈的 2019 年数据计算而得。

6、地区生产总值历年数据根据农业数据调整进行了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