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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4年2月5日

峨山县 2023 年经济发展综述

2023 年，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起始之年，也是

新冠疫情防控进入转折点后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一年。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认真践行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

科学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导向，全力推进省、市系列三年行动，

全县经济稳步增长，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一、2023年经济运行情况

（一）总体经济稳步增长。初步核算，2023 年全县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1507064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5.4%，全市

排名第 2位，增速高于全省（4.4%）1.0个百分点，高于全市（3.5%）

1.9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1887 万元，同比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432664 万元，同比增长 5.4%；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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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 862513 万元，同比增长 5.9%。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5、1.5 和 3.4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为 9.6%、27.9%和 62.5%，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4.2：29.3：

56.5 调整为 14.1：28.7：57.2。

（二）工业经济稳步发展。2023 年，全县完成全部工业增

加值 267336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6.1%，全市排名第 4

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8.0%，

全市排名第 3 位，增速高于全省（5.2%）2.8 个百分点、高于全

市（4.2%）3.8 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看，工业三大门类“两增一降”。规上采矿业增加

值增长 17.9%，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60.1%；规上制造业增

加值下降 2.7%，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6.9%；规上电热燃

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0.3%，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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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生产平稳增长。2023 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31800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3.7%，增速低于全

省（4.5%）0.8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3.6%）0.1 个百分点。

（四）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滑。2023 年，全县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8.4%，全市排名第 5 位，降幅高于全省

（-10.6%）7.8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8.3%）0.1 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看，一、二产不同程度下滑。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56.0%，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1.7%；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5.4%，

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65.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5.4%，占投资

总额的比重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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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费品市较快增长。2023 年，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609498 万元，同比增长 11.9%，全市排名第 2 位，增

速高于全省（6.7%）5.2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0.0%）11.9 个百

分点。

（六）城乡居民收入双增长。2023 年，全县完成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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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 31630 元，同比增长 4.5%，全市排名第 5 位，

增速低于全省（5.5%）1.0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4.3%）0.2 个

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461 元，同比增长 2.9%，

全市排名第 7 位，增速低于全省（3.3%）0.4 个百分点、低于全

市（3.0%）0.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695 元，

同比增长 7.3%，全市排名第 3 位，增速低于全省（8.0%）0.7 个

百分点、高于全市（7.1%）0.2 个百分点。收入比为 2.46，较上

年同期（2.57）下降 0.11个点。

（七）财政收支矛盾依旧。2023 年，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37249 万元，同比下降 11.3%，全市排名第 9 位，增速低

全省（10.3%）21.6 个百分点、低于全市（11.9%）23.2 个百分点。

其中：税收收入 19445 万元，减收 8642 万元，下降 30.8%，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52.2%；非税收入 17804 万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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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 万元，增长 22.9%，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47.8%。

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2200 万元，同比下降 7.4%，全市

排名第 8位，增速低于全省（0.5%）7.9个百分点、低于全市（6.4%）

13.8 个百分点。

（八）金融信贷运行正常。12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

各项存款余额 908596 万元，同比增长 6.3%，全市排名第 4 位；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082966 万元，同比增长 18.9%，

全市排名第 2 位。存贷比为 119.2%，比上年同期提高 12.6 个百

分点。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2023 年，全县生产总值占全市总量的 5.9%，较 2022 年上升

0.2 个百分点，总量全市排名第 8 位，与 2022 年持平，总量小、

增量少的问题依旧是制约峨山县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一）农业产业结构不优。一是农林牧渔业产业结构比较单

一。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6 成，林业、渔

业产值仅分别占总产值的 5.0%和 0.5%。二是农业加工水平低。

峨山县农业加工环节薄弱，多为出售初级产品，深加工的优质产

品少，农产品附加值低。

（二）工业增长后劲不足。一是行业增长面收窄。虽然工业

增加值总体保持恢复增长态势，但行业增长面收窄。12 个大类

行业中，仅有 6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余 6 个行业增加

值增速均不同程度下降。二是工业发展缺乏新活力。2023 年内



— 7 —

仅有 3 户企业申报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库，工业发展仅依靠现

有企业，缺乏新增量成为制约全县工业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

因素。三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难度大、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薄弱。全

县制造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层次低，多为初级产品加工类

企业，以生产一般铸件和简单设备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整体距

离“高端装备”有较大距离，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企业自动化

程度不够、信息化建设落后。大部分企业仍满足于低成本竞争，

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薄弱。

（三）服务业发展滞后。一是企业行业间分布不均，涉及门

类少。9 大门类中，峨山县规模以上服务业仅涉及 3 大门类（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服

务业发展比较单一，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所创造的增加值占服务

业的比重偏低。二是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峨

山县目前构成服务业的主体仍然是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

主，对第三产业整体拉动力不强。三是重点行业服务业发展滞后。

峨山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现代服务业发育不足，特

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层次还比较低，全县

服务业的增长主要靠财政支出的问题依然严峻。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和建议

（一）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发展。一是深入实施农业现代化三

年行动，按照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思路，巩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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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二是依托勇玉玉米精加工基地建设，以“园

中园”的方式谋划建设农产品加工集聚区。三是健全完善农产品

交易市场体系，做好全渠道整合营销，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

全国性综合交易市场、大型商超和高端集贸市场。四是深入挖掘

全县林业、渔业的发展潜力，不断优化农林牧渔业的产业结构。

五是加强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着重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激

发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不断提升全县农业产业化水平。

（二）加快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一是依托玉昆钢铁项目，

聚焦打造绿色钢铁全产业链，制定钢铁及铸造产业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加快引进一批板材精深加工、高强度钢等项目，力争在招

引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特种钢、钒钛钢等项目上实现突破。二是

加快推进对全县初级产品加工类企业的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

业，改造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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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进一步挖掘现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潜

力，加强培训力度，力促企业发展壮大，不断为全县工业经济的

发展注入活水。

（三）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是深入推进“文化+旅游

+经济”融合发展，围绕新业态打造、非遗活化利用、康养旅游、

乡村旅游等重点领域，以“非遗+旅游”为突破口，打造“非遗伴手

礼”、“非遗工坊”，建设非遗文创特色街区，推动文旅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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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二是围绕绿色钢城培育发展工业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

产品，推动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三是积极宣传城市优

势和招商政策，吸引更多投资者来创业，以大项目建设为抓手，

招引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项目。四是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

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同时，鼓励现有小企业、产业单位、

个体经营户，整合资源，优化组合，不断提升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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