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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前三季度神木市经济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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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榆林市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三个年”

活动安排，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

续政策措施，有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667.63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6%。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8.99 亿元，增长 3.1%，第二产业增加值 1416.29

亿元，增长 5.3%，第三产业增加值 242.35 亿元，增长 2.2%。

一、农业生产平稳运行

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7.47 亿元，同比增长

2.9%。其中农、林、牧、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为 4.89 亿元、

0.64 亿元、9.65 亿元、0.17 亿元、2.11 亿元，分别增长 4.0%，4.7%、

1.9%、11.7%、4.5%。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0.41 亿元，增长 3.3%。

生猪存栏 94784 头，出栏 78819 头；羊存栏 706335 只，出栏 300042

只；牛存栏 54923 头，出栏 9476 头；家禽存栏 76.1 万只，出栏 22.4

万只。

二、工业经济稳定发展

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2589.02 亿元（含反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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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6.5%。其中神木市本级 355 户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2547.93

亿元，下降 6.3%，销售产值 2503.28 亿元，下降 6.6%，产销率 98.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11 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 24472.45 万吨，增长 0.4%；洗

煤 610.53 万吨，下降 32.6%；兰炭 1732.60 万吨，下降 4.4%；发电

436.07亿度，增长20.4%；水泥237.43万吨，增长23.8%；电石139.04

万吨，下降 5.2%；铁合金 34.61 万吨，下降 5.3%；初级形态塑料

146.40 万吨，下降 1.0%；精甲醇 80.74 万吨，增长 0.8%；平板玻

璃 619.43 万重量箱，增长 0.4%；金属镁 7.06 万吨，增长 30.6%。

三、消费市场保持恢复

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24 亿元，同比增长 2.9%。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9.15 亿元，增长 4.3%；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8.09 亿元，下降 1.7%。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

入 10.50 亿元，增长 17.4%；商品零售 66.74 亿元，增长 0.9%。其

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8.14 亿元（不含中石油、中石化

数据），下降 2.3%。

四、投资保持良好增势

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8%。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投资增长 82.8%，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7.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60.8%。从重点领域看，工业投资下降 7.3%，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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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增长 42.5%，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97.5%。从构成看，建筑安

装工程投资增长 22.7%，设备器具购置投资下降 32.9%，其他费用投

资增长 49.1%。

五、财政金融总体稳健

前三季度，全市财政总收入下降 24.7%，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20.7%。其中税收收入下降 28.0%，非税收入增长 48.3%。地方财政

支出下降 2.4%。9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471.89

亿元，增长 17.0%，较年初增加 220.52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1237.5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50.18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716.98 亿元，同比增长 2.3%，较年初增加 11.48 亿元。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全市经济持续恢复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外部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实显效，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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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生产总值（亿元） 1667.63 4.6

农林牧渔业 10.41 3.3

工业 1396.35 4.8

#采矿业 1213.26 3.5

制造业 125.54 12.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7.55 5.8

建筑业 21.53 19.1

批发和零售业 55.85 -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5.85 -1.4

住宿和餐饮业 4.26 22.0

金融业 48.52 15.5

房地产业 9.76 5.6

其他服务业 45.10 0.7

第一产业 8.99 3.1

第二产业 1416.29 5.3

第三产业 242.3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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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17.47 2.9

农业 4.89 4.0

林业 0.64 4.7

牧业 9.65 1.9

渔业 0.17 11.7

农林牧渔服务业 2.11 4.5

期末存栏

猪(头) 94784 0.8

牛(头) 54923 2.6

羊(只) 706335 -2.6

家禽(万只) 76 -0.6

出栏

猪(头) 78819 2.9

牛(头) 9476 7.5

羊(只) 300042 2.1

家禽(万只) 22 7.8

肉类总产量(吨)

猪肉 6341 7.0

牛肉 1261 11.1

羊肉 4898 -2.8

禽肉 338 1.6

奶类产量(吨) 7682 -13.1

禽蛋产量(吨) 391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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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9月 1-9 月 增速（%）

工业总产值（神木本级）（亿元） 294.68 2547.93 -6.3

按属地分

中央企业 73.58 650.06 0.1

省属企业 70.25 718.56 17.3

榆林市属企业 6.27 44.84 64.0

神木市属企业 144.58 1134.48 -20.6

按行业分

炼焦 28.43 247.61 -19.0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202.56 1747.47 -7.2

太阳能发电 0.32 4.33 -14.9

风力发电 0.35 4.01 4.3

火力发电 11.41 101.99 20.9

自来水生产供应 0.71 5.52 36.4

水泥制造 0.91 7.11 -3.7

热力生产和供应 0.10 4.00 13.3

无机盐制造 4.81 41.60 -21.4

镁冶炼 1.22 13.65 -14.8

无机碱制造 2.02 18.33 -8.5

铁合金冶炼 2.83 23.04 -19.4

平板玻璃制造 0.57 4.51 -0.9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8.35 84.80 -23.1

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289.28 2503.28 -6.6

产销率（%） 98.17 98.25 -0.4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2265.97 30.7

电力消费量（亿度） 202.5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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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9月 1-9 月 增速（%）

原煤(万吨) 2873.30 24472.45 0.4

中央 885.70 7412.82 -4.7

地方 1987.60 17059.63 2.8

#省属矿 1009.73 9725.47 11.0

榆林市属矿 59.42 457.46 17.6

神木市属矿 918.45 6876.71 -7.7

水泥（万吨） 32.20 237.43 23.8

电石（万吨） 14.89 139.04 -5.2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70.54 619.43 0.4

初级形态塑料（万吨） 14.06 146.40 -1.0

聚乙烯 1.47 22.33 -13.1

聚丙烯 1.79 21.73 -12.1

聚氯乙烯 10.80 102.34 5.0

精甲醇（万吨） 9.66 80.74 0.8

合成氨（无水氨）（万吨） 0.16 2.57 -25.7

烧碱（折 100％）（万吨） 7.33 68.50 4.3

盐酸（万吨） 1.23 8.96 3.7

硅酸盐水泥熟料（万吨） 20.31 169.55 1.9

乙烯（万吨） 2.04 23.43 -12.7

洗煤（万吨） 73.50 610.53 -32.6

焦炭（万吨） 210.38 1732.60 -4.4

发电量（亿度） 46.93 436.07 20.4

#火力发电 44.65 411.10 22.3

风力发电 0.95 9.98 1.5

太阳能发电 1.33 14.99 -6.7

金属镁（万吨） 0.59 7.06 30.6

铁合金（万吨） 4.44 34.6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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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效益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规模以上工业

营业收入（万元） 24525104 -13.0

税金总额（万元） 3475489 -20.4

利润总额（万元） 7808598 -29.6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369613 131.3

亏损企业户数（户） 165 60.2

平均用工人数（人） 85703 -1.9

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万元） 1026799 -4.8

税金总额（万元） 56056 -8.5

利润总额（万元） 435492 79.7

期末用工人数（人） 1358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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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77.24 2.9

按城乡分

城镇 59.15 4.3

#城区 33.17 4.4

乡村 18.09 -1.7

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额 66.74 0.9

餐费收入 10.50 17.4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限额以上（亿元）

批发业销售额 1366.52 -9.2

零售业销售额 26.03 20.3

住宿业营业额 3.06 2.2

餐饮业营业额 1.37 47.9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28.14 -2.3

粮油食品类 6.47 50.0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3.13 37.3

日用品类 0.43 27.0

五金、电料类 2.09 21.2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0.62 18.2

中西药品类 1.56 42.2

石油及制品类 1.23 -79.2

汽车类 4.25 -10.5

限额以上单位个数（个） 212 14.6

企业 197 13.2

大个体户 15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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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8.8

工业投资 -7.3

#工业技改投资 -14.6

民间投资 42.5

基础设施投资 97.5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82.8

第二产业 -7.4

第三产业 60.8

按性质分

新建 11.5

扩建 6.3

改建和技术改造 8.8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22.7

设备工器具购置 -32.9

其他费用 49.1

本年施工项目数（个） 590 20.4

亿元以上项目 20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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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

指标名称 9月 1-9 月 增速（%）

财政总收入（亿元） -24.7

地方财政收入 -20.7

#税收收入 -28.0

非税收入 48.3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4.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5

教育支出 3.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

卫生健康支出 5.2

农林水支出 30.3

指标名称 比年初增减 9月末 增速（%）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220.52 2471.89 17.0

住户存款 150.18 1237.54

非金融企业存款 70.66 922.20

机关团体存款 -2.25 270.04

财政性存款 -9.53 25.17

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1.48 716.98 2.3

住户贷款 6.66 88.70

企（事）业单位贷款 4.82 6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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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052 6.2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933 5.8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84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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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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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园区

规上工业企业数（个） 49 94 5

工业总产值（万元） 4443788 4294014 164069

增速（%） -10.4 -8.2 -5.1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4157819 4316537 166020

增速（%） -10.0 -7.9 -4.8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887353 365612 3420

增速（%） 1.3 1.1 -20.9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4215785 4662734 156852

增速（%） -10.5 -15.1 -11.4

税金总额（万元） 366525 381572 32995

增速（%） -16.8 -20.7 8.8

利润总额（万元） 588633 870209 91381

增速（%） -35.3 -35.3 2.2

亏损企业户数（户） 24 58 3

增速（%） 41.2 100.0 50.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19.6 -2.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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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塔镇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9 月 增速（%）

规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5239566.61 -9.0

按行业分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4555333.66 -7.1

炼焦 309806.43 -26.9

火力发电 3236.77 -74.5

镁冶炼 0.00 0.0

铁合金冶炼 27447.62 -30.0

无机盐制造 0.00 0.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5223823.33 -8.9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131542.00 0.7

工业产品产量

原煤（万吨） 6199.68 -7.3

洗煤（万吨） 230.41 -19.4

焦炭（万吨） 206.60 -13.3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110201.66 -8.7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5093673 -19.1

税金总额（万元） 862627 -24.0

利润总额（万元） 1740212 -38.0

亏损企业户数（户） 24 71.4

固定资产投资 20.4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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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9 月生产总值

榆林市各县市区 1-9 月生产总值增速

县市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5.2 3.5 5.3 5.0

榆 阳 6.0 3.8 5.9 6.3

横 山 2.8 3.9 1.5 7.7

神 木 4.6 3.1 5.3 2.2

府 谷 4.4 3.5 3.2 7.9

靖 边 9.3 3.5 12.7 3.4

定 边 2.8 3.6 0.4 8.0

绥 德 4.7 3.0 14.0 3.7

米 脂 4.2 3.2 6.6 2.9

佳 县 8.2 3.3 12.7 4.8

吴 堡 8.0 3.0 35.3 0.1

清 涧 5.6 3.2 8.9 4.8

子 洲 0.9 3.1 -1.8 2.5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县市区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4880.67 107.99 3596.01 1176.67

榆 阳 1257.90 27.36 863.16 367.37

横 山 235.64 8.99 175.70 50.95

神 木 1667.63 8.99 1416.29 242.35

府 谷 677.37 3.87 530.10 143.40

靖 边 400.47 17.64 277.03 105.79

定 边 330.89 17.45 238.78 74.66

绥 德 84.63 5.31 9.56 69.77

米 脂 55.90 4.26 21.08 30.56

佳 县 51.28 2.25 25.45 23.59

吴 堡 21.43 1.55 5.30 14.58

清 涧 45.43 4.79 12.62 28.02

子 洲 52.11 5.54 20.94 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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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9 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榆林市各县市区 1-9 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县市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榆 林 4.5 5.5

榆 阳 4.9 -1.5

横 山 1.3 -5.2

神 木 3.7 8.8

府 谷 6.0 3.6

靖 边 10.7 16.8

定 边 1.1 12.5

绥 德 4.6 9.5

米 脂 7.3 33.1

佳 县 36.1 53.2

吴 堡 14.1 13.8

清 涧 7.7 12.5

子 洲 5.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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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559.98 5.0

榆 阳 39.0 232.03 6.9

横 山 31.3 36.58 3.4

神 木 31.9 77.24 2.9

府 谷 55.9 43.89 3.4

靖 边 22.9 65.26 4.2

定 边 23.8 35.53 4.4

绥 德 51.3 19.83 4.0

米 脂 48.7 11.24 6.1

佳 县 47.5 7.80 1.8

吴 堡 54.5 10.64 4.7

清 涧 56.9 13.45 3.5

子 洲 52.9 6.5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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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9 月生产总值

陕西省各市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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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1.34 1360.23 11169.39 11151.72

西 安 8535.52 190.01 2852.28 5493.23

铜 川 365.43 13.91 160.67 190.85

宝 鸡 1782.67 140.94 911.03 730.70

咸 阳 1932.32 184.94 903.88 843.50

渭 南 1579.44 234.84 609.32 735.28

延 安 1549.34 71.62 982.82 494.90

汉 中 1401.59 204.51 545.21 651.87

榆 林 4880.67 107.99 3596.01 1176.67

安 康 874.85 122.36 306.41 446.08

商 洛 634.05 81.29 225.26 326.88

杨 凌 125.19 7.17 56.26 61.76

市 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2.4 3.6 -1.1 5.4

西 安 4.6 2.8 3.6 5.3

铜 川 4.2 4.1 4.9 3.6

宝 鸡 -4.3 4.1 -12.9 6.1

咸 阳 0.8 3.9 -4.3 5.6

渭 南 1.2 3.7 -3.4 4.4

延 安 0.5 4.2 -2.6 5.1

汉 中 0.7 3.9 -5.4 5.2

榆 林 5.2 3.5 5.3 5.0

安 康 -5.9 3.7 -21.1 4.8

商 洛 -1.8 3.6 -15.4 7.3

杨 凌 4.2 3.5 4.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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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9 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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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7790.67 3.1

西 安 51.5 3550.67 2.8

铜 川 51.1 130.85 7.1

宝 鸡 47.1 660.40 -4.6

咸 阳 51.2 930.39 6.2

渭 南 48.5 573.79 5.7

延 安 28.2 315.54 0.2

汉 中 52.1 477.59 6.2

榆 林 37.0 559.98 5.0

安 康 57.2 393.07 1.9

商 洛 55.5 160.64 7.7

杨 凌 52.4 37.44 6.4

陕西省各市区 1-9 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市 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陕 西 -1.5 -8.7

西 安 7.4 -7.7

铜 川 6.4 0.3

宝 鸡 -17.5 -25.4

咸 阳 -6.8 -14.5

渭 南 -5.4 -6.6

延 安 -4.2 -7.0

汉 中 -10.6 -3.9

榆 林 4.5 5.5

安 康 -29.7 -15.3

商 洛 -22.9 -10.7

杨 凌 15.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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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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时

达到 2000 万元及以上
355 2 6

2 资质以内建筑业 资质以内 239 1 4

3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全部 28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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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 5

个体户 0 0 0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100 1 2

个体户 0 0 0

住宿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20 1 1

个体户 3 0 0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1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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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52 0 1

“五上”企业合计 871 9 29

6 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总投资 500-5000 万元 351 22 174

计划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 327 10 70

注：数据截至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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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