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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3年5月8日

峨山县一季度经济低位运行

一季度，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和内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受

价格、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峨山县经济低位运行，稳增长形势

较为严峻。

一、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GDP）290395 万元，同比下降 4.4%，低于全市（2.5%）6.9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9 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8860 万元，

同比增长 4.5%，高于全市（4.4%）0.1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4

位；第二产业增加值 70521 万元，同比下降 20.4%，低于全市

（1.6%）22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9 位；第三产业增加值 201014

万元，同比增长 1.5%，低于全市（3.2%）1.7 个百分点，全市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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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 8 位。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 5.8：29.8：64.4 调整为

6.5:24.3:69.2。

（一）农业经济有所回落。一季度，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35619 万元，同比增长 4.4%，与全市水平持平，增速较上

年同期回落 3.6 个百分点；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9142 万元，

同比增长 4.4%，较上年同期回落 2.7 个百分点。

（二）工业经济下滑严重。一季度，全县完成全部工业增加

值 49806万元，同比下降 14.2%，较上年同期下滑 22.9 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25.5%，低于全市（2.9%）28.4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9 位，增速较上年同期下滑 36.6 个百分

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一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6.4%，高于全市（10.5%）15.9 个百分点，

全市排名第 4 位，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7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83.8%，占投资总额的比

重为 0.3%；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6.4%（其中，非电工业投

资增长 52.9%），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74.2%；第三产业投资同

比下降 40.5%，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25.5%。

（四）消费品市场恢复缓慢。一季度，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38749 万元，同比增长 0.1%，高于全市（-4.5%）4.6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6 位，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4.9 个百分点。

（五）城乡居民收支保持增长。一季度，全县完成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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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 7641 元，同比增长 3.9%，高于全市（3.7%）0.2

个百分点，增速全市排名第 3 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12527 元，同比增长 2.9%，低于全市（3.1%）0.2 个百分点，

增速全市排名第 7 位，较上年同期回落 1.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177 元，同比增长 6.0%，高于全市（5.3%）

0.7 个百分点，增速全市排名第 2 位，较上年同期回落 0.2 个百

分点。完成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918 元，同比增长 8.8%，高

于全市（8.5%）0.3 个百分点，增速全市排名第 2 位，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8443元，同比增长 9.5%，高于全市（9.0%）

0.5 个百分点，增速全市排名第 3 位，较上年同期提高 4.5 个百

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4127 元，同比增长 7.9%，高于

全市（7.7%）0.2 个百分点，增速全市排名第 1 位，较上年同期

提高 1.5 个百分点。

（六）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一季度，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9408 万元，同比增长 8.6%，低于全市（10.3%）1.7 个百分

点，全市排名第 4 位，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分点；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4001 万元，同比下降 8.4%，高于全市

（-13.8%）5.4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3 位，降幅较上年同期收

窄 13.1 个百分点。

（七）金融信贷运行平稳。3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项存款余额 881103 万元，同比增长 6.7%，高于全市（5.0%）1.7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5 位，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0.6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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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974143 万元，同比增长

32.2%，高于全市（7.8%）24.4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1 位，增

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8.7 个百分点。存贷比为 110.6%。

二、一季度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工业经济下滑明显。一是采矿业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

26.0%，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滑 14.4个百分点；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26.1%，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滑 11.0个百分

点，电热燃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4.4%，影响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下滑 0.1 个百分点。二是在全县 12 个大类行业中，

仅有 4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实现同比增长，其余 8个行业增加值增

速均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下降 67.1%，

金属制造业下降 52.2%，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 46.9%，农副食品

加工业下降 34.7%。

（二）建筑业大幅下降。一季度，全县建筑业总产值同比下

降 76.0%，低于全市（-2.4%）73.6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9 位，

较上年同期下降 96个百分点。全县 12 户资质内建筑业企业中，

有 8 户因工程项目大幅度减少，下滑较为明显；3 户企业目前无

任何工程项目，仅有 1 户企业保持正增长，所以导致全县建筑业

出现大幅下降。

（三）贸易市场活力不足。一季度，受三年“疫情”影响，居

民消费欲望低迷，全县贸易市场活力不足，批、零、住、餐四个

行业增速全市排位靠后，其中：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2.5%，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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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9 位，低于全市（11.0%）8.5 个百分点；零售业销售额增

长 8.1%，高于全市（1.2%）6.9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6 位；住

宿业营业额增长 4.7%，低于全市（23.1%）18.4 个百分点，全市

排名第 9 位；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1.9%，低于全市（16.5%）4.6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9 位。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持续优化结构，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一是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优化企业产品结构，促使产业向高端产品、深加工、

高效率转变，鼓励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快新动能培育，提升经济运行质量

效益。二是加大监测力度，密切关注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深入企

业了解、分析存在的困难，针对性落实国家、省、市的各类政策，

税务、财政、金融等多管齐下，确保政策惠及每个企业。三是加

强对企业的培育力度，充分利用行业管理，财税政策等优势，促

使企业早日达规，形成新的增长点，助力我县规上工业经济扭负

为正。

（二）加大培育力度，不断壮大建筑业企业。一是着力培育

一批特、精、细的专业资质承包建筑业企业，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二是依托城市更新改造、美丽县城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和

玉昆项目培育壮大一批建筑施工企业，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三是

加大金融、资质、税收、土地等要素保障力度，支持我县建筑业

企业与市外大型建筑业企业组建联合体和项目公司，共同参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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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点项目建设。

（三）强化政策措施，全面挖掘市场新潜力。一是推动互联

网与各类消费业态紧密融合，促进实体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鼓励物流企业和网上交易平台的自我革新，完善服务体系，构建

县乡物流配送中心，加强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推进消费向农村下

沉，进一步挖掘消费市场新潜力。二是大力发展铁路经济、直播

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为贸易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三是不

断挖掘和整合以彝文化、绿色康养等为主的旅游资源，带动全县

消费升级。四是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和市场主体倍增

计划，加大市场主体的培育，以政策为引导，做好服务，确保市

场主体活下去、强起来，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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