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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一季度神木市经济运行情况

一季度，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决贯彻落实中省、榆林市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全市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500.3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1%，低于榆林市 1.0个

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0亿元，增长 3.3%；第二产

业增加值 416.80亿元，增长 3.3%；第三产业增加值 82.02亿元，增

长 2.7%。

一、农业生产有序推进，林业经济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89亿元，同比增长 2.9%。其

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增长 1.9%、

17.2%、2.8%、1.9%、5.0%。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3.4%。

二、工业经济承压前行，企业效益明显下降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878.84亿元（含反馈），同比增

长 0.7%，较 1-2 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其中神木市本级 353 户规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 864.04 亿元，增长 0.5%，销售产值 843.96 亿元，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产销率 97.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0%，

较 1-2月回落 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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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原煤 7427.77万吨，同比下降 0.9%；洗

煤 222.73万吨，下降 27.0%；兰炭 592.58万吨，下降 2.7%；发电量

138.24 亿度，增长 15.0%；精甲醇 27.36 万吨，增长 1.8%；金属镁

2.28万吨，增长 85.5%；铁合金 11.66万吨，下降 6.8%；电石 49.36

万吨，增长 1.4%；水泥 37.15万吨，增长 66.0%；初级形态塑料 50.73

万吨，增长 6.1%；平板玻璃 203.10万重量箱，增长 9.8%。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35.06亿元，下降5.0%，

税金总额 117.42亿元，下降 11.2%，利润总额 276.30亿元，下降 19.1%。

三、消费行业保持恢复，限额以上零售降幅收窄

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90亿元，同比增长 1.0%。

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9.19亿元（不含中石油、中石化），

下降 3.8%，降幅较 1-2月收窄 1.9个百分点。

四、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重点领域投资下降明显

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6%，较 1-2 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48.7%，第二产业投资下

降 1.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9%。从重点领域看，工业投资下降

1.5%，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10.5%，民间投资下降 33.2%，基础设施

投资增长 42.3%。从构成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16.1%，设备器

具购置投资增长 2.2%，其他费用投资下降 32.3%。

五、财政收入持续下降，金融机构存贷款增加

一季度，全市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 38.0%；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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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其中税收收入下降 43.5%，非税收入增长 1.9%。地方财政

支出下降 21.7%。3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455.45

亿元，增长 28.5%；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720.66亿元，增

长 6.9%。

总的来看，一季度全市经济平稳运行。但也要看到，经济发展

过程中面临多重风险挑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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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省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全力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 4 -



- 5 -



- 6 -



- 7 -



- 8 -

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1-3月 增速（%）

生产总值（亿元） 500.32 3.1

农林牧渔业 1.64 3.4

工业 410.15 2.8

#采矿业 356.15 1.9

制造业 34.92 5.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08 9.2

建筑业 6.79 2.9

批发和零售业 18.89 2.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8.57 3.8

住宿和餐饮业 0.82 10.5

金融业 18.71 19.8

房地产业 3.78 -6.0

其他服务业 10.97 -5.4

第一产业 1.50 3.3

第二产业 416.80 3.3

第三产业 82.0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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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

指标名称 1-3月 增速（%）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2.89 2.9

农业 0.16 1.9

林业 0.01 17.2

牧业 2.52 2.8

渔业 0.01 1.9

农林牧渔服务业 0.20 5.0

期末存栏

猪(头) 110410 0.4

牛(头) 50134 0.3

羊(只) 730023 0.1

家禽(万只) 110 0.8

出栏

猪(头) 41025 2.6

牛(头) 1200 0.7

羊(只) 80900 0.2

家禽(万只) 6 -0.5

肉类总产量(吨)

猪肉 3487 4.2

牛肉 167 0.1

羊肉 1258 0.5

禽肉 104 -0.4

奶类产量(吨) 4158 1.7

禽蛋产量(吨) 69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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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3月 1-3月 增速（%）

工业总产值（神木本级）（亿元） 314.12 864.04 0.5

按属地分

中央企业 72.26 213.55 -5.6

省属企业 95.17 249.60 35.3

榆林市属企业 5.38 10.58 0.3

神木市属企业 141.31 390.32 -10.9

按行业分

炼焦 31.28 96.81 -4.6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222.66 584.85 1.1

太阳能发电 0.65 1.62 -41.0

风力发电 0.45 1.24 -3.0

火力发电 10.23 31.67 12.3

自来水生产供应 0.59 1.34 14.4

水泥制造 0.86 1.20 -2.3

热力生产和供应 0.94 3.22 14.4

无机盐制造 5.16 15.87 -13.6

镁冶炼 1.22 4.31 -1.4

无机碱制造 1.85 6.60 23.7

铁合金冶炼 2.81 8.52 -12.9

平板玻璃制造 0.39 1.30 -17.0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10.46 30.38 -20.9

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308.93 843.96 0.0

产销率（%） 98.35 97.68 -0.5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728.59 32.5

电力消费量（亿度） 64.05 3.8



- 11 -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3月 1-3 月 增速（%）

原煤(万吨) 2703.39 7427.77 -0.9

中央 805.93 2355.67 -11.8

地方 1897.47 5072.11 5.1

#省属矿 1097.58 3153.79 25.3

榆林市属矿 62.46 125.01 -15.3

神木市属矿 737.43 1793.30 -17.1

水泥（万吨） 26.44 37.15 66.0

电石（万吨） 16.81 49.36 1.4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63.12 203.10 9.8

初级形态塑料（万吨） 17.42 50.73 6.1

聚乙烯 2.94 8.36 -2.0

聚丙烯 2.76 8.06 0.7

聚氯乙烯 11.72 34.32 9.8

精甲醇（万吨） 9.54 27.36 1.8

合成氨（无水氨）（万吨） 0.26 0.92 -47.1

烧碱（折 100％）（万吨） 7.79 22.67 8.3

盐酸（万吨） 0.75 1.77 -12.5

硅酸盐水泥熟料（万吨） 20.77 60.17 10.8

乙烯（万吨） 3.08 8.65 -3.6

洗煤（万吨） 86.84 222.73 -27.0

焦炭（万吨） 209.59 592.58 -2.7

发电量（亿度） 44.52 138.24 15.0

#火力发电 41.33 129.64 15.1

风力发电 1.22 3.38 22.4

太阳能发电 1.97 5.22 9.0

金属镁（万吨） 0.67 2.28 85.5

铁合金（万吨） 3.92 11.6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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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效益

指标名称 1-3月 增速（%）

规模以上工业

营业收入（万元） 8350598 -5.0

税金总额（万元） 1174193 -11.2

利润总额（万元） 2763017 -19.1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170907 203.6

亏损企业户数（户） 161 30.9

平均用工人数（人） 84425 -0.1

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万元） 366163 -5.3

税金总额（万元） 19102 -16.2

利润总额（万元） 75059 -22.0

期末用工人数（人） 1380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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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指标名称 1-3 月 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1.90 1.0

按城乡分

城镇 16.75 2.4

#城区 10.19 5.5

乡村 5.15 -3.3

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额 20.09 0.1

餐费收入 1.81 12.7

指标名称 1-3 月 增速（%）

限额以上（亿元）

批发业销售额 497.82 1.6

零售业销售额 8.49 16.8

住宿业营业额 0.86 -1.7

餐饮业营业额 0.31 8.6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9.19 -3.8

粮油食品类 2.20 53.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0.95 48.6

日用品类 0.15 44.5

五金、电料类 0.71 25.8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0.16 36.5

中西药品类 0.57 83.2

石油及制品类 0.37 -77.2

汽车类 1.29 -8.5

限额以上单位个数（个） 204 12.7

企业 189 11.2

大个体户 15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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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1-3 月 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2.6

工业投资 -1.5

#工业技改投资 -10.5

民间投资 -33.2

基础设施投资 42.3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48.7

第二产业 -1.5

第三产业 11.9

按性质分

新建 4.9

扩建 4.8

改建和技术改造 9.9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16.1

设备工器具购置 2.2

其他费用 -32.3

本年施工项目数（个） 289 20.4

亿元以上项目 13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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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

指标名称 3月 1-3月 增速（%）

财政总收入（亿元） -38.0

地方财政收入 -39.4

#税收收入 -43.5

非税收入 1.9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21.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4

教育支出 -11.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2.0

卫生健康支出 786.6

农林水支出 83.1

指标名称 比年初增减 3月末 增速（%）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204.09 2455.45 28.5

住户存款 175.39 1262.75

非金融企业存款 37.14 888.67

机关团体存款 -5.86 266.43

财政性存款 -0.63 34.07

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0.04 720.66 6.9

住户贷款 2.18 84.22

企（事）业单位贷款 7.86 6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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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指标名称 1-3月 增速（%）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01 5.7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995 5.4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86 6.3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元）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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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园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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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94 5

工业总产值（万元） 1503612 1644991 43692

增速（%） -10.2 12.2 -27.5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1336488 1660216 47815

增速（%） -13.9 13.0 -21.2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296975 125401 448

增速（%） 9.9 5.9 -38.3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1369550 1809554 47883

增速（%） -12.6 4.6 -17.6

税金总额（万元） 117249 155539 10280

增速（%） -25.7 1.1 20.6

利润总额（万元） 180496 364857 28616

增速（%） -46.6 -19.2 -13.1

亏损企业户数（户） 25 51 3

增速（%） 108.3 50.0 0.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5.2 -14.8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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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塔镇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3月 增速（%）

规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1835845.17 -0.7

按行业分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1573278.80 -1.0

炼焦 131175.50 -1.9

火力发电 2766.21 -36.0

镁冶炼 0.00 0.0

铁合金冶炼 11662.74 -12.9

无机盐制造 0.00 0.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1827973.45 -0.3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45436.08 -5.5

工业产品产量

原煤（万吨） 1958.93 -9.3

洗煤（万吨） 87.99 -0.2

焦炭（万吨） 76.63 -4.3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42186.01 12.6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1854561 -4.2

税金总额（万元） 301735 -15.0

利润总额（万元） 749216 -16.6

亏损企业户数（户） 24 4.3

固定资产投资 49.0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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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3 月生产总值

榆林市各县市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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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17 24.14 1141.45 380.58
榆 阳 454.39 7.85 317.20 129.35
横 山 65.33 2.40 56.80 6.13
神 木 500.32 1.50 416.80 82.02
府 谷 199.47 0.52 154.70 44.25
靖 边 122.79 4.02 85.96 32.81
定 边 107.01 2.87 80.55 23.59
绥 德 32.08 1.21 3.64 27.23
米 脂 17.87 0.96 8.36 8.55
佳 县 13.90 0.77 6.52 6.62
吴 堡 6.48 0.34 1.40 4.74
清 涧 11.29 0.74 2.48 8.08
子 洲 15.24 0.99 7.04 7.21

县市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4.1 3.8 2.8 7.1
榆 阳 7.2 3.8 7.2 7.5
横 山 -2.1 3.9 -3.2 4.4
神 木 3.1 3.3 3.3 2.7
府 谷 1.1 4.1 -0.1 4.9
靖 边 9.2 3.4 4.9 19.7
定 边 0.1 4.2 -6.4 14.9
绥 德 1.1 3.6 3.9 0.6
米 脂 3.3 4.3 2.3 4.1
佳 县 6.9 4.0 9.3 5.1
吴 堡 9.5 4.0 25.3 5.5
清 涧 6.0 3.6 10.8 5.0
子 洲 5.9 3.9 12.6 1.5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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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3 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榆林市各县市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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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194.58 3.8
榆 阳 40.0 86.42 1.6
横 山 28.7 11.90 10.4
神 木 32.1 21.90 1.0
府 谷 55.7 16.30 3.7
靖 边 22.6 21.10 10.0
定 边 23.7 12.70 7.8
绥 德 49.4 7.85 1.0
米 脂 45.5 3.45 0.3
佳 县 53.5 2.68 9.3
吴 堡 57.5 3.38 16.0
清 涧 56.5 4.60 7.6
子 洲 54.9 2.31 0.1

县市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榆 林 3.1 7.4

榆 阳 7.8 0.1

横 山 -2.2 -49.8

神 木 2.0 2.6

府 谷 -1.7 29.8

靖 边 11.3 120.1

定 边 -2.7 8.8

绥 德 -5.1 14.5

米 脂 -5.1 16.4

佳 县 14.9 122.2

吴 堡 15.6 34.3

清 涧 12.1 16.6

子 洲 18.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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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3 月生产总值

陕西省各市区 1-3 月生产总值增速

市 区 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7651.90 246.03 3721.03 3684.84

西 安 2834.11 32.40 928.04 1873.67

铜 川 122.78 2.26 52.53 67.99

宝 鸡 578.99 19.51 318.52 240.96

咸 阳 663.07 28.76 369.31 265.00

渭 南 452.87 31.65 189.87 231.35

延 安 512.66 12.22 344.28 156.16

汉 中 426.22 44.76 179.36 202.10

榆 林 1546.17 24.14 1141.45 380.58

安 康 278.63 30.79 107.94 139.90

商 洛 192.48 17.75 70.99 103.74

杨 凌 36.80 1.80 18.65 16.35

市 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5.3 4.1 4.1 6.5
西 安 7.6 3.7 9.9 6.6
铜 川 7.7 4.4 12.2 5.1
宝 鸡 3.7 4.7 0.4 8.1
咸 阳 6.4 4.2 6.5 6.5
渭 南 2.6 4.4 -0.8 4.9
延 安 2.4 4.5 1.1 4.4
汉 中 6.3 4.2 6.1 7.1
榆 林 4.1 3.8 2.8 7.1
安 康 -0.6 4.0 -9.3 5.7
商 洛 1.3 3.9 -5.9 5.7
杨 凌 7.9 3.5 8.8 7.5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 22 -

陕西省各市区 1-3 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陕西省各市区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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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4.90 8.6

西 安 53.7 1260.02 -5.2

铜 川 51.0 48.68 9.1

宝 鸡 51.2 227.99 6.6

咸 阳 53.0 322.75 10.2

渭 南 51.3 196.86 8.0

延 安 30.3 103.48 7.5

汉 中 54.4 173.87 7.6

榆 林 37.2 194.58 4.5

安 康 60.4 149.59 7.7

商 洛 56.6 61.49 7.6

杨 凌 53.2 15.60 8.4

市 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陕 西 3.2 9.0

西 安 11.6 8.0

铜 川 12.6 8.0

宝 鸡 -2.2 9.7

咸 阳 6.0 10.5

渭 南 -1.2 6.7

延 安 -0.2 7.1

汉 中 5.4 10.5

榆 林 3.1 7.4

安 康 -16.0 6.2

商 洛 -9.7 12.4

杨 凌 14.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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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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时

达到 2000万元及以上
353 2 4

2 资质以内建筑业 资质以内 236 0 0

3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全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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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0 1

个体户 0 0 0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

企业 102 0 1

个体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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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0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

企业 7 0 1

个体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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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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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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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0 0

6 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总投资 500-5000万元 182 5 7

计划总投资 5000万元及以上 259 2 4

注：数据截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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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