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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神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神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

贯彻落实中省和榆林市各项决策部署，坚定“三转三补”

发展思路，深入实施“ 136”发展战略，科学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有力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和接续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

了超预期的冲击和挑战，运行总体稳健。  

一、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
[2]
2231.47 亿元，占榆林市总量的 34.1%，占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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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2年神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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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量的 6.8%，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4.0%。分产业
[3]
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8.02 亿元，增长 4.2%；第二产

业增加值 1841.77 亿元，增长 3.1%；第三产业增加值

361.68 亿 元 ， 增 长 6.7%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1.25:82.54:16.2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86334 元，按不

变价计算，增长 3.4%。 

全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754.34 亿元，占 GDP 的比

重为 33.8%。 

年末户籍人口 185810 户，共 464424 人。其中，男

242019 人，占总人口的 52.1%；女 222405 人，占总人口

的 47.9%；城镇人口 128753 人，乡村人口 335671 人。 

根据全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评估结果，年末常住人

口 57.88 万人，出生率 7.80‰，死亡率 6.67‰，城镇化

率为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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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1.07 亿元，同比增长 4.6%，

农、林、牧、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增长 5.8%、

1.6%、2.8%、7.1%、6.0%。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4.2%。

全年粮食总产量 23.36 万吨，较上年增加 2.92 万吨，增

长 14.3%。粮食播种面积 103.01 万亩。 

表 1  2022 年神木市主要农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粮食 万吨 23.36 猪出栏数 头 112697 

肉类产量 -- -- 牛出栏数 头 12812 

猪肉 吨 9222 羊出栏数 只 429731 

牛肉 吨 1851 家禽出栏数 万只 44 

羊肉 吨 6441 猪存栏数 头 78920 

禽肉 吨 640 牛存栏数 头 49083 

奶类产量 吨 12640 羊存栏数 只 682430 

禽蛋产量 吨 6168 家禽存栏数 万只 76 

年末农机总动力达 34.38 万千瓦，机耕水平 92.44%，

机播水平 58.02%，机收水平 37.03%，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水平 65.49%。整村推进肉羊、肉牛示范等项目，成功入

选全省首批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市）。建成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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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农田 2.8 万亩，完成坡改梯 1.87 万亩，发展高效旱作

节水农业 2.8 万亩。 

全年造林绿化总投资 11.4 亿元，实施沿黄防护林提

质增效、重点流域生态修复等林草重点建设项目 24 个，

营造林草 22.6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2500 万株，创建生

态振兴示范村 20 个。 

全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63 平方公里。实施新建和

维修养护工程 314 处，巩固提升近 10 万人口农村饮水安

全。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为 0.57。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4]
总产值 3863.01 亿元（含榆林市

反馈），同比增长
[5]
13.9%，其中神木市本级 353 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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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3800.17亿元，增长 15.2%，规模以

上工业销售产值 3735.21 亿元，增长 14.1%，产销率为

98.3%。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2301.56 万吨标准

煤，电力消费量 249.45 亿度。  

全年工业增加值 1827.05 亿元，同比增长 3.2%。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0%，其中采矿业增长 3.5%，制

造业增长 14.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下降 10.2%。 

全 年 353 户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859.68 亿元，增长 22.9%；税金总额 576.42 亿元，增

长 26.3%；利润总额 1439.11 亿元，增长 25.2%。全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50.40 元，

比上年降低 0.09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37.3%，比上年

提高 0.7 个百分点。 

6.3 

7.2 

8.6 

4.4 

8.3 

3.2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图4  2017-2022年神木市工业增加值增速

工业增加值增速（%）



6 
 

表 2  2022 年神木市规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速 

产品 单位 产量 增速 
（%） 产品 单位 产量 增速 

（%） 

原煤 万吨 32581.88 3.3 洗煤 万吨 1136.36 -45.9 

中央 万吨 9601.99 -2.4 焦炭 万吨 2444.07 8.5 

地方 万吨 22979.89 5.9 发电量 亿度 478.56 -1.6 

#省属 万吨 11042.89 14.0   火力 亿度 446.56 -1.9 

榆林市属 万吨 512.09 -5.9   风力 亿度 11.24 4.1 

    神木市属 万吨 11424.91 -0.3   太阳能 亿度 20.77 0.7 

水泥 万吨 263.35 -2.7 盐酸 万吨 10.77 -0.1 

铁合金 万吨 42.21 9.0 初级形态塑料 万吨 195.65 1.8 

电石 万吨 192.14 8.6 聚氯乙烯 万吨 128.61 -0.3 

石灰 万吨 32.24 -5.6 聚乙烯 万吨 34.12 6.9 

烧碱 万吨 86.32 -0.5 聚丙烯 万吨 32.92 5.1 

镁 万吨 7.80 28.1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224.08 5.4 

合成氨 万吨 4.26 -18.8 精甲醇 万吨 75.71 19.2 

乙烯 万吨 35.86 8.9 平板玻璃 
万重 
量箱 823.45 8.7 

全年 236 户资质以内建筑业
[6]
总产值 80.82 亿元，

同比下降 1.2%；竣工产值 31.21 亿元，下降 10.3%；签

订合同额 111.88 亿元，下降 9.9%。建筑业增加值 22.48

亿元，增长 1.3%。 



7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76.59亿元，同比增长 6.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38.26 亿元，增长 1.9%；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82 亿元，增长 1.8%；金融业增

加值 55.97 亿元，增长 21.0%；房地产业增加值 13.19 亿

元，下降 3.8%；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63.28 亿元，增长

10.0%。 全 年 54 户 规 模 以 上 服 务 业 企 业
[7]

营 业 收 入

142.32 亿元，下降 2.6%；利润总额 96.41 亿元，增长

109.8%。 

全年铁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长 16.8%，公路运输总周

转量增长 3.2%。开通客运班线 52 条，线平均日发班次

40 次。运营公交车辆 168 台，其中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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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台、常规车 61 台；运营线路 15 条，总线路长 371 公

里（往返），累计客运量 2096.6 万人次，日均承载量 6.5

万人次。增建公共自行车服务站点 1 个，调度公共自行

车次 16.38 万次，借车次 107.88 万次。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10.4%。规模以上快递

业业务量 102.99 万件，下降 31.1%；业务收入 2816.78

万元，下降 25.9%。全年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22.5%。 

五、贸易和市场主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
108.25 亿元，同比增长

6.6%。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78.38 亿元，

增长 9.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9.87 亿元，增长 0.6%。

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 95.38 亿元，增长 8.3%；

餐饮收入额 12.87 亿元，下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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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单位
[9]
中，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15.9%，零售

业销售额增长 21.3%，住宿业营业额下降 20.4%，餐饮业

营业额增长 1.3%。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

类增长 88.8%，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53.7%，日

用品类增长 54.9%，五金、电科类下降 6.0%，家用电器

和音响器材类下降 13.4%，中西药品类下降 54.3%，石油

及制品类增长 34.6%，汽车类增长 26.8%。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2.43 亿元，同比增长 62.0%。

其中出口 10.67 亿元，增长 51.6%；进口 1.76 亿元，增

长 183.3%。培育新增外贸进出口企业 2 户。  

年末共有市场主体 70579 户。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0]

同比增长 4.8%。按产业
[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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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20.4%，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3.1%，第

三产业投资增长 47.2%。重点领域中，工业投资下降 3.2%，

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2.0%，民间投资
[12]

增长 19.7%，房地

产投资增长 35.5%，文化产业投资增长 75.2%，高技术产

业投资增长 18.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4.5%。 

挂牌运营神木市招商服务中心，成功举办全市招商

引资大会，成立 60 人招商小分队，出台《神木市加强招

商引资工作意见》《神木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激励

性文件，招商项目地图初步形成，设立 2 亿元政策兑现

“资金池”和 3000 万元招商专项经费，围绕“链长制”

中十三条产业链重点招商，全年共签约项目 50 个，总投

资 1873.27 亿元。招商引资内资到位资金 255.6 亿元，

外资到位资金 2713 万美元，争取上级各类资金 46.8 亿

元。 

七、财政和金融 

全年财政总收入 950.46 亿元，同比增长 87.4%；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37.03 亿元，增长 80.9%，其中税

收收入 214.80 亿元，增长 88.4%，非税收入 22.23 亿元，

增长 30.5%。地方财政支出 221.37 亿元，增长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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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251.37 亿元，同

比增长 33.3%，较年初增加 562.06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1087.35 亿元，较年初增加 215.73 亿元。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 706.53 亿元，同比增长 6.3%，较年初增加 41.74

亿元，其中住户贷款 82.04 亿元，较年初增加 9.19 亿元，

企事业单位贷款 624.49 亿元，较年初增加 33.5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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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技和教育 

加快融入秦创原平台，神木市创业创新孵化器成功

晋升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市级技术中心 3 个，

实验室 1 个，争取秦创原厅市联动项目 3 个，市级煤化

工两链融合试验区建设项目 1 个，新增省级科学家 +工程

师队伍一支。全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6 家，入库登记

科技型中小企业 72 家，完成技术合同登记 1.74 亿元,较

去年增长 21.7%。全年商标注册申请量 607 件，注册量

715 件，累计注册量 5135 件。专利授权量 695 件，发明

专利拥有量 190 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17 件。  

年末共有幼儿园 89 所，在校学生 28741 人，教职工

3480 人；小学 29 所，在校小学生 58724 人，教职工 2811

人，专任教师 3674 人；初级中学 22 所（14 所九年制学

校），在校初中生 21890 人，教职工 2827 人，专任教师

1730 人；高级中学 4 所（含 1 所完全中学），在校高中

生 10015 人，教职工 852 人，专任教师 726 人；特殊教

育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143 人，教职工 51 人，专任教师

36 人；职业高等学校 1 所（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在校

学生 464 人，专任教师 31 人。  

九、文化旅游和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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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馆再次获评国家一级馆，市图书馆完成第七

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累计建成文化馆分馆

12 个，文化服务点 13 个，图书馆分馆 39 个，城市书房、

书吧 3 个，24 小时城市智能微型图书馆 5 个。文化馆开

展非遗传习、文化文艺等活动 60 余场次，惠民演出 30

多场次，连续 12 年举办“ 4.23”读书日系列活动及优秀

读者评选表彰活动。歌舞剧《歌从黄河岸边边来》摘得

全国第十九届群星奖，大型情景剧《酒曲人生》入选全

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家堡核心展

示区被列为陕西省长城文化公园建设重点项目。申报省

级非遗保护项目 2 个，榆林市级第六批非遗传承人 4 名。

全市 60 多处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常态化免费开放。店塔镇

被评为第二批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镇。  

石峁遗址获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遗工作加快推

进，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列入榆林市级文化产业园，古

城宋文化街区鸣锣开市，杨家城保护开发取得新进展，

曼乔红枣科技园入选国家文旅部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

持项目，温路家村、沙峁头村列入陕西省传统村落名录，

菜园沟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汽车站旅游集散

中心投入运营。高质量举办 2022 年“神奇神木·神秘神

往”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举办“ 5·19”“ 9·27”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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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让文明带你畅游神木”等系列主题活动 3 次。全

年接待游客 21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益 6.3 亿元。 

年末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427 家。其中医院 30 家（三

级医院 1 家，二级医院 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家，

镇卫生院 16 家，村卫生室 222 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

家，门诊部 15 家、医务室 15 家、体检中心 3 家、诊所

118 家。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6055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 2031 人、在册护士 3276 人，药师（士）142 人，技

师（士）302 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04 人。医疗卫生机

构编制床位 4259 张，实际开放床位 3057 张。  

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492 元（含自产自

用，下同），增长 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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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7-2022年神木市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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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04 元，增

长 6.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15，较上年缩

小 0.04。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187 人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259 人次，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387 人次，城镇登记失

业率 2.7%。 

全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8.9 万人，征缴失业金 1.04

亿元；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2.2 万人，征缴基金 7824 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缴费 1.3 万人，收缴保

费 2.13 亿元，征缴职业年金 1.07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总人数 22.7 万人，缴费人数 14.32 万人，收缴

保费 0.82 亿元；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10.07 万人，征

缴养老保险基金 10.35 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报登

记 1534 个单位 65836 人，新增 592 个单位。城乡居民参

保人数为 37.77 万人，参保率 100%。 

全年为 6801 户 11869 名农村低保对象发放保障金

7538 万元；为 2492 户 4081 名城市低保对象发放保障金

4626 万元；为 1408 户 1574 名特困老人发放特困供养金

1461 万元；为 12076 户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3376

万元；为 11785 名残疾人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1140

万元；为 1421 名重度残疾人专项救助对象发放补助资金

6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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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共有养老机构 61个，养老床位 3950张，每千名

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65张。新建 15个城镇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争取榆林市建设补助资金 1500万元。  

十一、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应急管理 

古城改造有序推进，按照“一环筑魂、四街统领、多

点呼应、绿商居共融”的思路，强化对古城城垣轮廓、街

巷格局、历史文化遗迹的修缮保护。全面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提升改造，怡欣园、麟碧苑等 24 个老旧小区改造完

成，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总投资 2.05 亿元，惠及 3638

户居民。集中供热三期工程全面完工，新建投用隔压站

1 座、换热站级附属设施 28 座，新建和改造呼家圪台、

西沙、铧山等片区管网 12.8 公里，新增集中供热用户

2350 户，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53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总

面积 2200 万平方米，集中供热覆盖率达 92%。城区路灯

亮灯率 99%以上。启动“无废城市”建设。新增停车位

3400 个，新增绿地 34795 ㎡。改造居民旱厕 2600 户。 

全年城区优良天数为 328 天，较 2021 年同期增加 19

天；PM10 平均浓度 6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4%，

创历年最好，成功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 4.02。PM2.5 平均浓度 30 微克 /立方米，

同比下降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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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发生五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一次干旱灾害、两

次风雹灾害和两次洪涝灾害。经核定，全市受灾人口约

3.18 万人，农作物受灾 6023.14 公顷、成灾 3613.92 公

顷，绝收 602.3 公顷，直接经济损失约 5601.58 万元；

因灾死亡牲畜羊 242 只、鸡 63 只，鱼 4.75 万斤，直接

经济损失 65.75 万元；倒塌房屋 16 户 43 间，直接经济

损失 126 万元，另有 1121 条乡镇级道路受损，堤防损坏

100 处，直接经济损失 5381.91 万元。 

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6 起，同比减少 2 起，下降

11.1%；死亡 13 人，同比减少 5 人，下降 27.8%；受伤

11 人，同比增加 2 人，上升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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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为初步统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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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机械调整。 

2.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办法，对 2016-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初

步核算数进行了修订；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现行

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三次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国统设管函〔2018〕74 号），行业划分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 

4.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范围是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工业法人单位。 

5.因符合规模以上工业标准的企业每年是有变化的，有新进来的，如

由规模以下新成长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和新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也有退出的，如年主营业务收入不达规模以上标准而退入规模以下调查的

工业企业。因此，在计算指标的同比速度时，出于同比同口径考虑的需要，

我们使用的是当年名录库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报的上年同期数。 

6.资质以内建筑业统计的范围是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

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7.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的范围是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

业法人单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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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

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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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

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

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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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限额以上单位统计的范围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

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

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或其附营的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 

10.固定资产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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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参见注释[3]。 

1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调查

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调查单位建造或购置固

定资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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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本公报中农林水牧行业数据分别来自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水

利局；招商引资、科技数据来自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外贸数据来自市工

业商贸局；市场主体数据来自市行政审批局；交通数据来自市交通运输局；

邮政数据来自市邮政公司；规上快递业数据来自榆林市邮政管理局；财政

数据来自市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神木支行；教育数据来自

市教育和体育局；文化旅游数据来自市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卫生健康

数据来自市卫生健康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市公安局；城乡居民收入、消

费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神木调查队；就业、养老保险等数据来自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数据来自市医疗保障局；保障救助、养老机构

等数据来自市民政局；城市建设数据来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

理执法局；环保数据来自榆林市生态环境局神木分局；应急管理数据来自

市应急管理局；其他数据来自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