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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3年10月24日

峨山县 2023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加快

今年以来，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峨山县各级各部门

面对全县经济低开的不利局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以积

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应对存在的问题，力克困难，全县经济增速明

显加快。

一、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18670万元，同比增长

6.0%，高于全国（5.2%）0.8 个百分点、全省（4.4%）1.6 个百

分点、全市（4.0%）2.0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3 位，排名较一

季度提升 6 位、较上半年提升 4 位，增速较一季度提升 10.4 个

百分点、较上半年提升 3.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17259 万元，同比增长 4.6%，全市排名第 7 位，增速较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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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0.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324646 万元，同比增长

8.5%，全市排名第 2 位，增速较上半年提升 9.1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 676765 万元，同比增长 5.0%，全市排名第 3 位，

增速较上半年提升 1.8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 10.6：

29.6：59.8 调整为 10.5：29.0：60.5。

（一）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前三季度，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195625 万元，同比增长 4.6%，全市排名第 7 位，增速较

上半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18805 万元，

同比增长 4.6%，较上半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

（二）工业经济明显回升。前三季度，全县完成全部工业增

加值 190897万元，同比增长 3.3%，全市排名第 6 位，增速较上

半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全市排名第 5 位，增速较 1—8 月提升 3.1 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两增一降”。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采矿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3.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6 个百分

点，增速较 1—8 月提升 4.0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0.1 个百分点，增速较 1—8 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0.5%，降幅较 1—8 月收窄 2.4 个百分点，

下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1 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前三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9%，全市排名第 3 位，增速较 1—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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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 1.9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一产业降幅明显。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54.1%，

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1.3%；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7.1%（其

中，非电工业投资下降 7.3%），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71.8%；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8%，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26.9%。

（四）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前三季度，全县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445485 万元，同比增长 10.0%，全市排名第 2 位，

增速较 1—8 月提升 1.8 个百分点。

（五）财政收支矛盾依旧。前三季度，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26290 万元，同比增长 3.9%，全市排名第 8 位，增速较

1—8月回落 18.5个百分点；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9683万元，

同比下降 27.2%，全市排名第 8 位，降幅较 1—8 月扩大 14.7 个

百分点。

（六）金融信贷稳定运行。9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项存款余额 895918万元，同比增长 4.1%，全市排名第 7 位，增

速较 8 月末提升 1.2 个百分点；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 1059029 万元，同比增长 17.9%，全市排名第 1 位，增速较 8

月末提升 1.3 百分点。存贷比为 118.2%，较 1—8 月下降 0.8 个

百分点。

二、存在的问题

（一）建安工程投资持续下降。建安工程投资下降 3.5%，

虽然降幅较 1—8 月收窄 4.8 个百分点，但从现有情况来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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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没有改变，最后一个季度降对 GDP 的增长

造成较大的负拉动作用。

（二）营利性服务业增长缓慢。前三季度，全县营利性服务

业增长 2.9%，在第三产业中营利性服务业增速仅高于房地产业，

增速较非营利性服务业低 2.2 个百分点，暴露出峨山县第三产业

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力促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一是加强投资领域的服

务，做好项目审批、用地、环保、资金筹措等协调服务工作，确

保项目及时落地。二是支持民间投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

融资便利程度，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三

是针对当前投资面临的瓶颈制约问题，深入分析，找准问题，认

真做好项目要素保障，积极主动地谋划和储备项目。

（二）不断补齐行业短板。一是推动全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加快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服务业创新发展，促进全县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传统产业的局面，全行业多

领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招商引资，针对全县营利性

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业结构不优的问题，开展精准招商，不断

补齐短板，为全县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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