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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3年10月31日

峨山县 2023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稳步向好

前三季度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生产恢复的

发展大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盯“3815”战略发展

目标，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县各族人民迎难而

上，砥砺前行。峨山县经济展现出了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

特点，各项政策效果显著，生产总值稳步向好发展。

一、前三季度生产总值总体情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峨山县 2023 年前三季度

完成生产总值 111867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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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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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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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9.0:60.5。

（一）第一产业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 117259 万元，同比增长

4.6%，低于全市（4.7%）0.1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7 位，增速

较一季度提升 0.1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提升 0.2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 10.5%，拉动 GDP 增长 0.5 个百分点，对 GDP 的贡献率

为 8.3%。

（二）第二产业活力突显

前三季度，完成第二产业增加值 324646 万元，同比增长

8.5%，高于全市（3.9%）4.6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2 位，扭转

了自一季度以来负增长的局面，增速较一季度提升 28.9 个百分

点，较上半年提升 9.1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 29.0%，拉动

GDP 增长 2.4 个百分点，对 GDP 的贡献率为 40.1%。其中，工

业经济回暖明显，全县完成工业增加值 190897万元，同比增长

3.3%，增速较一季度提升 17.5 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提升 2.2 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不变价增加值增速逐步提升，一季度同比下

降 25.5%、上半年同比下降 5.2%、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6.6%。建

筑业强劲发展，全县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133905万元，同比增长

16.3%，增速较一季度（-32）提升 48.3 个百分点，较上半年（-3.7）

提升 20 个百分点。

（三）第三产业稳健发力

前三季度，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 676765 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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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高于全市（3.9%）1.1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3 位，增速

较一季度提升 3.5个百分点，较上半年提升 1.8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 60.5%，拉动 GDP 增长 3.1 个百分点，对 GDP 的贡献率

为 51.6%。

二、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总量差距仍旧存在

从全市各县（市）区的经济总量情况看，前三季度，峨山县

经济总量位列全市第 8 位，仅占全市经济总量 19582426 万元的

5.7%，是经济总量全市第 1 位红塔区 8643375 万元的 12.9%，是

经济总量全市第 2位新平县 2051961万元的 54.5%，经济体量小，

依然是制约峨山县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二）工业发展基础不牢

今年以来，峨山县规模以上工业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虽然

前三季度工业经济增长有所提速，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尚不牢

固。一是前三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25 户，其中就有

14 户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下降，下降面达 56.0%。二是缺乏高

新技术企业，结构单一，主要依靠采矿、农产品加工、电力等传

统行业支撑，造成了我县工业经济发展的短板，导致工业增长后

劲不足。

（三）三产发展存在短板

虽然我县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最大（60.5%），但由于在现

行的核算制度下，我县尚有 4 个行业涉及的 6 项指标无规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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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下样本支撑，仅能被动使用市级返馈数进行核算，制约了第

三产业的发展。

四、下一步发展工作意见和建议

（一）强化指导服务，力促工业企业健康发展

一是大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动力。

加大工业企业升规纳统工作，帮助指导企业形成要件及时上报，

从数据上及时、充分、全面体现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二是加

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工业企业的监测力度和精准帮

扶，特别是加大对目前在库的 26 户规上工业企业的精准服务，

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不断缩小亏损面，确

保企业稳产达产。

（二）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推动服务业活力发展

一是依托中老铁路中轴，高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结合

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彝族文化资源等优势，打造彝乡文化

旅游金字招牌，加大文旅产业扶持力度，推动高原特色农业，以

乡村振兴发展为途径，内部融合发展和外部融合发展共同发力，

加强流通、休闲观光和消费环节相结合，共同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二是精准培育三产空白行业，大力扶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这 4 个行业的发展，争取早日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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