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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7 月神木市经济运行情况

1-7月，面对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频发散发等对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神木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重大

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市经济运行总体稳定。

一、工业经济较快增长

1-7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2113.81亿元（含反馈），同比增

长 44.7%，较 1-6月回落 3.8个百分点，其中神木市本级 353户规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 2073.34亿元，增长 46.4%，较 1-6月回落 5.9个百

分点，销售产值 2043.15亿元，增长 48.2%，较 1-6月回落 6.1个百

分点，产销率 98.5%。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8%，较 1-6 月提

升 0.6个百分点。

11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 1.86 亿吨，增长 4.7%，兰炭下

降 2.3%，铁合金下降 5.0%，精甲醇增长 14.1%，洗煤下降 50.4%，

发电量下降 3.6%，水泥下降 12.7%，电石下降 0.9%，初级形态塑料

下降 2.8%，镁下降 24.8%，平板玻璃下降 2.6%。

二、消费增势总体回落

1-7月，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20.29亿元，同比增长 15.1%

（不含中石油、中石化），较 1-6月回落 0.5个百分点。7月份，限



- 2 -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3.04亿元，增长 12.4%，较 1-6月回落 8.1个百

分点。

1-7 月，全市限额以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1153.14 亿元，增长

31.2%，较 1-6月回落 4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16.08

亿元，增长 25.8%，较 1-6月回落 0.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住宿业营

业额 2.02亿元，增长 9.6%，较 1-6月提升 2.9个百分点；限额以上

餐饮业营业额 1.24 亿元，与去年同期持平，较 1-6 月回落 3.5 个百

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

1-7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1%，较 1-6月回落 3.6个

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99.3%，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8.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6.3%。从重点领域看，工业投资下降 8.4%，

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27.8%，民间投资增长 44.2%,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9.6%。从构成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18.5%，设备器具购置投

资下降 17.3%，其他费用投资下降 8.6%。

四、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1-7月，全市财政总收入 640.48亿元，同比增长 99.4%，地方财

政收入 154.65亿元，增长 89.5%，其中税收收入 139.88亿元，增长

98.0%，非税收入 14.78亿元，增长 35.2%；地方财政支出 100.41亿

元，增长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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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融市场稳健运行

7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037.20亿元，同比

增长 36.3%，较年初增加 347.90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 689.03亿元，增长 11.1%，较年初增加 24.23亿元。

总的来看，1-7月全市经济运行稳定。但同时也要看到，国内外

环境不稳定因素犹存，疫情防控压力更加凸显。下一阶段， 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党中央“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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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生产总值（亿元） 1026.50 7.1

农林牧渔业 4.13 4.1

工业 870.36 6.8

#采矿业 752.25 10.9

制造业 72.87 -2.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5.24 -12.8

建筑业 11.37 16.4

批发和零售业 37.01 11.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0.19 -1.0

住宿和餐饮业 2.45 1.9

金融业 26.41 16.9

房地产业 7.51 1.4

其他服务业 27.07 11.1

第一产业 3.70 4.2

第二产业 879.81 7.5

第三产业 142.9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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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7.38 5.9

农业 0.75 2.3

林业 0.04 6.7

牧业 5.83 6.3

渔业 0.09 3.2

农林牧渔服务业 0.68 5.5

期末存栏

猪(头) 92524 1.0

牛(头) 46997 0.1

羊(只) 722550 0.1

家禽(万只) 95 2.0

出栏

猪(头) 59034 11.8

牛(头) 3571 -8.9

羊(只) 171276 -5.3

家禽(万只) 10 -7.1

肉类总产量(吨)

猪肉 4926 10.3

牛肉 504 -7.9

羊肉 3031 -4.6

禽肉 165 -8.8

奶类产量(吨) 6704 1.8

禽蛋产量(吨) 178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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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7月 1-7月 增速（%）

工业总产值（神木本级）（亿元） 289.35 2073.34 46.4

按属地分

中央企业 61.17 471.91 41.4

省属企业 64.62 418.38 52.6

榆林市属企业 1.81 20.07 13.0

神木市属企业 161.76 1162.99 47.0

按行业分

炼焦 30.94 234.65 63.2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201.80 1420.39 54.7

太阳能发电 0.80 5.42 -40.3

风力发电 0.40 2.87 8.3

火力发电 10.35 65.65 1.2

自来水生产供应 0.49 2.78 15.6

水泥制造 1.09 5.34 25.8

热力生产和供应 0.01 2.53 -21.2

无机盐制造 5.80 42.61 2.6

镁冶炼 1.20 10.15 64.6

无机碱制造 2.65 15.12 80.4

铁合金冶炼 2.36 22.79 31.9

平板玻璃制造 0.46 3.65 -16.3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11.09 88.56 -2.5

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283.71 2043.15 48.2

产销率（%） 98.05 98.54 1.3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1259.21 6.7

电力消费量（亿度） 144.4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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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7月 1-7月 增速（%）

原煤(万吨) 2792.36 18649.51 4.7

中央 859.46 5639.63 -0.4

地方 1932.90 13009.88 7.1

#省属矿 961.36 6031.81 6.5

榆林市属矿 33.45 285.43 -17.4

神木市属矿 938.10 6692.64 9.1

水泥（万吨） 32.16 133.30 -12.7

电石（万吨） 16.43 114.87 -0.9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67.50 460.43 -2.6

初级形态塑料（万吨） 16.71 113.77 -2.8

聚乙烯 2.79 20.00 0.9

聚丙烯 2.65 19.18 -1.6

聚氯乙烯 11.27 74.59 -4.0

精甲醇（万吨） 6.66 45.36 14.1

合成氨（无水氨）（万吨） 0.28 2.95 14.5

烧碱（折 100％）（万吨） 7.61 50.32 -3.4

盐酸（万吨） 1.12 6.71 11.7

硅酸盐水泥熟料（万吨） 19.56 126.46 -3.4

乙烯（万吨） 3.04 21.03 2.8

洗煤（万吨） 90.43 704.04 -50.4

焦炭（万吨） 185.39 1378.73 -2.3

发电量（亿度） 42.64 277.91 -3.6

#火力发电 40.09 258.55 -4.3

风力发电 0.81 6.71 24.2

太阳能发电 1.75 12.66 -0.4

金属镁（万吨） 0.54 3.09 -24.8

铁合金（万吨） 3.47 25.88 -5.0



- 12 -

企业效益

指标名称 1-7月 增速（%）

规模以上工业

营业收入（万元） 21594394 48.1

税金总额（万元） 3360644 64.4

利润总额（万元） 8645502 73.0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99417 7.5

亏损企业户数（户） 95 -10.4

平均用工人数（人） 83059 1.0

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万元） 842944 5.8

税金总额（万元） 49261 -6.9

利润总额（万元） 216310 -0.3

期末用工人数（人） 130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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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9.26 10.2

按城乡分

城镇 35.75 11.8

#城区 19.45 14.7

乡村 13.51 6.0

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额 41.77 11.3

餐费收入 7.49 4.1

指标名称 1-7月 增速（%）

限额以上（亿元）

批发业销售额 1153.14 31.2

零售业销售额 16.08 25.8

住宿业营业额 2.02 9.6

餐饮业营业额 1.24 0.0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20.29 15.1

粮油食品类 2.83 94.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90 59.1

日用品类 0.14 46.5

五金、电料类 1.35 11.2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0.41 -1.5

中西药品类 0.42 -50.8

石油及制品类 4.59 50.2

汽车类 2.99 11.7

限额以上单位个数（个） 183 8.9

企业 172 8.2

大个体户 1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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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1-7月 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0.1

工业投资 -8.4

#工业技改投资 -27.8

民间投资 44.2

基础设施投资 49.6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99.3

第二产业 -8.3

第三产业 46.3

按性质分

新建 -4.0

扩建 37.9

改建和技术改造 -29.1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18.5

设备工器具购置 -17.3

其他费用 -8.6

本年施工项目数（个） 421 22.7

亿元以上项目 15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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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

指标名称 7月 1-7月 增速（%）

财政总收入（亿元） 95.97 640.48 99.4

地方财政收入 20.91 154.65 89.5

#税收收入 19.23 139.88 98.0

非税收入 1.68 14.78 35.2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9.23 100.41 48.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97 7.87 22.5

教育支出 1.94 15.77 63.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78 9.87 60.6

卫生健康支出 0.94 3.32 -31.4

农林水支出 1.25 5.68 -6.7

指标名称 比年初增减 7月末 增速（%）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347.90 2037.20 36.3

住户存款 143.58 1015.21

非金融企业存款 136.15 728.59

机关团体存款 20.86 235.04

财政性存款 42.17 52.45

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4.23 689.03 11.1

住户贷款 1.63 74.48

企（事）业单位贷款 22.60 6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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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87 4.8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82 4.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37 5.9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元）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357 7.0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257 7.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813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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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园区 1-7月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兰炭产业

特色园区

经济技术

开发区

规上工业企业数（个） 48 88 4

工业总产值（万元） 3921527 3460619 160308

增速（%） 34.4 38.9 51.4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3637248 3482436 160549

增速（%） 38.6 41.2 44.6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63669 254639 3378

增速（%） -4.1 18.6 114.0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3709713 4109021 163265

增速（%） 38.9 55.0 57.2

税金总额（万元） 366542 367958 29737

增速（%） 69.3 42.9 46.2

利润总额（万元） 772699 1096427 90776

增速（%） 29.6 76.3 51.3

亏损企业户数（户） 11 26 2

增速（%） -31.3 -10.3 0.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4.8 96.5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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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塔镇级小城市试验区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7月 增速（%）

规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4245245.36 56.9

按行业分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3701139.80 57.7

炼焦 251122.94 96.4

火力发电 3813.51 -68.6

镁冶炼 0.00 -100.0

铁合金冶炼 29268.19 55.9

无机盐制造 0.00 -100.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4233980.46 56.8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94879.11 -1.6

工业产品产量

原煤（万吨） 5204.43 4.1

洗煤（万吨） 184.31 -49.9

焦炭（万吨） 144.50 11.1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53957.27 15.6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4681953 45.6

税金总额（万元） 872624 61.4

利润总额（万元） 2203121 77.1

亏损企业户数（户） 20 33.3

固定资产投资 17.0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11.48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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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生产总值

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生产总值增速

县市区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2969.84 49.81 2252.26 667.77
榆 阳 781.01 14.16 556.82 210.03
横 山 131.63 4.67 107.99 18.97
神 木 1026.50 3.70 879.81 142.99
府 谷 414.88 1.39 335.67 77.82
靖 边 243.21 8.51 169.92 64.78
定 边 195.29 6.16 144.42 44.71
绥 德 49.71 2.82 6.50 40.39
米 脂 30.46 2.08 12.58 15.80
佳 县 27.90 1.50 13.53 12.87
吴 堡 12.29 0.54 2.79 8.96
清 涧 23.45 1.57 5.85 16.03
子 洲 33.51 2.71 16.38 14.42

县市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7.2 4.5 7.6 6.7
榆 阳 8.2 4.8 7.5 9.7
横 山 12.2 4.7 15.6 0.2
神 木 7.1 4.2 7.5 5.4
府 谷 7.7 4.3 7.7 7.7
靖 边 8.0 4.1 7.3 10.2
定 边 2.0 4.4 0.9 4.2
绥 德 1.7 4.6 13.6 0.0
米 脂 7.0 4.4 11.1 5.0
佳 县 10.8 4.7 23.3 2.1
吴 堡 4.0 4.1 -0.4 5.3
清 涧 6.2 4.3 9.0 5.7
子 洲 3.8 4.4 4.3 3.2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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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榆林市各县市区 1-7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县市区
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增速（%）

榆 林 42.3 350.15 6.0
榆 阳 48.4 142.31 2.3
横 山 33.2 23.99 4.1
神 木 36.9 49.26 10.2
府 谷 61.3 28.26 9.2
靖 边 22.7 40.47 9.2
定 边 26.8 22.34 7.2
绥 德 50.8 12.81 8.6
米 脂 45.9 6.56 11.6
佳 县 54.9 5.10 10.0
吴 堡 57.4 6.58 8.2
清 涧 57.3 8.13 12.1
子 洲 54.5 4.34 2.3

县市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榆 林 9.9 15.9

榆 阳 11.3 10.9

横 山 19.4 31.9

神 木 9.8 0.1

府 谷 9.7 29.4

靖 边 11.1 11.9

定 边 0.2 11.9

绥 德 0.5 69.6

米 脂 15.0 56.5

佳 县 19.8 59.2

吴 堡 0.2 57.6

清 涧 13.3 54.4

子 洲 14.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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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6月生产总值

陕西省各市区 1-6月生产总值增速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市 区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15252.34 712.86 7822.00 6717.48

西 安 5359.59 113.58 1906.27 3339.74

铜 川 217.92 6.54 99.48 111.90

宝 鸡 1272.45 62.80 772.60 437.05

咸 阳 1288.79 92.78 686.44 509.58

渭 南 1022.67 112.21 447.29 463.16

延 安 1062.39 31.37 725.84 305.18

汉 中 927.47 120.55 421.85 385.05

榆 林 2969.84 49.81 2252.26 667.77

安 康 633.60 75.60 291.30 266.70

商 洛 412.53 42.14 178.84 191.55

杨 凌 85.05 5.43 39.84 39.78

市 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4.2 5.0 5.8 2.6
西 安 2.9 4.6 5.2 1.6
铜 川 2.4 5.6 4.1 1.1
宝 鸡 3.0 5.4 3.0 2.6
咸 阳 5.1 4.9 6.1 4.0
渭 南 4.6 5.3 5.8 3.4
延 安 4.3 5.5 3.9 4.8
汉 中 4.9 5.0 8.0 2.1
榆 林 7.2 4.5 7.6 6.7
安 康 4.6 4.6 7.0 2.5
商 洛 4.9 5.1 6.1 3.9
杨 凌 4.8 4.7 10.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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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6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陕西省各市区 1-7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市 区
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增速（%）

陕 西 4989.55 0.3

西 安 53.5 2218.46 -9.7

铜 川 51.2 85.58 10.6

宝 鸡 51.1 462.37 6.0

咸 阳 53.8 599.28 13.0

渭 南 50.6 367.15 12.8

延 安 30.0 200.08 8.2

汉 中 54.4 313.74 9.8

榆 林 42.3 350.16 6.0

安 康 61.2 267.71 14.2

商 洛 57.1 101.16 12.2

杨 凌 52.7 23.88 13.7

市 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陕 西 8.7 9.5

西 安 11.8 5.5

铜 川 4.3 9.9

宝 鸡 4.1 7.5

咸 阳 8.2 17.2

渭 南 7.0 5.4

延 安 5.0 -3.0

汉 中 9.8 21.6

榆 林 9.9 15.9

安 康 8.6 13.2

商 洛 6.3 17.3

杨 凌 15.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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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一套表调查单位入统标准及情况

序

号
行业类别 入统标准

在库单位

（项目）

数

本月

新增数

本年累计

新增数

1 规模以上工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 353 0 11

2 资质以内建筑业 资质以内 235 3 46

3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全部 23 0 0

4

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

和住宿餐

饮业

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

企业 41 0 2

个体户 0 0 0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

企业 104 0 5

个体户 1 0 0

住宿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

企业 19 0 0

个体户 1 0 0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

企业 8 0 0

个体户 9 0 0

5 规模以上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

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

6 0 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教育，物业管理、房地

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和其他房地产年营业收入 1000万
元及以上

16 0 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和卫生行业

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

32 0 0

6 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总投资 500-5000万元 235 18 63

计划总投资 5000万元及以上 282 10 48

注：数据截至 7月，新增入统数为月度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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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科普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

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

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

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各项收入之和，包括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从产品形态

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

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

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称为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 GDP。

三次产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和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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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

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

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

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来源于会计“利润

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

利润总额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

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

盈亏总额。来源于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企业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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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总称。

该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

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登记注册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联营、

股份制、私营和个体、港澳台商、外商、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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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指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

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括原口径的城

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该口径自 2011年起

开始使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

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

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

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

委会等。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

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

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

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

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

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

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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