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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面对疫情严峻考验和持续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全县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以超常举措推动中央、省、市、县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有效

的助推了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处于合理增长区间，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的

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延续，为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打

下坚实基础。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75.6 亿元，同比增长 7.2%，增速高于全

省水平（5.2%）2.0 个百分点，与全市水平（7.2%）持平，排全

市第 5 位，两年平均增长 9.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增速低于全省水平

（11.0%）0.9 个百分点，低于全市水平（12.6%）2.5 个百分点，

排全市第 5 位，两年平均增长 12.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8.0 亿元，增长 10.7%，增速高于全省水

平（5.4%）5.3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水平（10.4%）0.3 个百分点，

排全市第 4 位，两年平均增长 1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5.5 亿元，增长 0.9%，增速高于

全省水平（-1.4%）2.3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水平（-1.7%）2.6

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1 位，两年平均增长 15.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6 亿元，增长 110.4%，增速高于

全省水平（28.6%）81.8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水平（82.2%）28.2

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1 位，两年平均增长 63.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7083 元，增长 6.0%，增速

高于全省水平（5.4%）0.6 个百分点，与全市水平（6.0%）持平，

排全市第 3 位，两年平均增长 7.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8803 元，增长 7.1%，增速高

于全省水平（6.1%）1.0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水平（6.5%）0.6

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1 位，两年平均增长 12.0%。

二、经济运行呈现出的特点

（一）“稳”的格局持续加强

上半年，特别是进入第二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

影响，全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随着国家、省、市及我县关

于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细化落实，经济运行呈现出逐步向好的

发展态势。



1.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75.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7.2%。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为 3.3 亿元，增长 4.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39.8

亿元，增长 7.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32.4 亿元，增长 6.0%。三

次产业占 GDP 比重为 1.9：79.6：18.5，从对经济的拉动力来看，

一产上拉全县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二产上拉全县经济增长

5.7 个百分点，三产上拉全县经济增长 1.4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

协同拉动，为全县经济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农业生产再获丰收。上半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包括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3.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

期增长 4.4%。一是夏粮喜获丰收。全县夏粮播种面积 19640.5

亩，比上年增长 1.98%。再加上入春至夏收时节，全县气候、土

壤条件总体良好，各乡镇因地制宜、因苗施策，狠抓小麦生产关

键节点，落实落细各项田间管理措施，确保夏粮实现了丰产增收。

二是蔬菜、水果保持增长。全县蔬菜（含食用菌）产量 10282.6

吨，增长 3.5%；水果产量 738.2 吨，增长 1.1%。

3.工业发展增势较好。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0.1%。一是采矿业拉动作用明显。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2.4 个百分点，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为 98.4%，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0 个百分点。二是煤炭

行业支撑有力。全县煤炭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拉动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10.3 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101.8%。



三是能源工业表现强劲。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99.6%，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10.6 个百分点，对规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104.9%，是拉动规上工业增速加快的主要力

量。其中：煤炭工业同比增长 13.9%，占比为 79.0%；煤层气工业增

长 8.3%，占比为 19.9%。

4.投资增长保持稳定。上半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7%。一是大项目投资带动明显。上半年，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

上项目(简称大项目）57 个，较去年同期（48 个）增加 9 个，完成

投资 32.7 亿元，同比增长 18.3%，高于全部投资 7.6 个百分点，占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86.0%，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137.4%，

拉动全县投资增长 14.7 个百分点。二是工业投资质量优化。上半年，

全县工业投资完成 28.9 亿元，增长 25.2%，高于全县投资增速 14.5

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完成 1.6 亿元，增长 0.3%，高于去年同期

38.7 个百分点。三是制造业投资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县制造业项

目 13 个，完成投资 1.5 亿元，增长 3.0%，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 5.2%。

四是产业投资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县产业投资完成 30.6 亿元，增

长 22.2%，占比 80.4%，较去年同期（72.9%）提高 7.5 个百分点，

对全县投资的贡献率为 151.0%。五是房地产投资不断向好。上半年，

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1.1 亿元，增长 2.9%，较一季度（-79.6%）提

高 82.5 个百分点，呈现大幅攀升态势。

5.消费市场持续恢复。上半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 15.5 亿元，增长 0.9%。一是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1.8



亿元，增长 1.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6 亿元，增长 0.5%。二

是分行业看。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2.6 亿元，增长 0.9%；零售业

实现零售额 10.4 亿元，增长 1.1%；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0.2 亿元，

增长 0.9%；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2.3 亿元，增长 0.2%。三是分消

费形态看。商品零售额 13.0 亿元，增长 1.0%；餐饮零售额 2.5

亿元，增长 0.3%。四是分消费规模看。全县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额 2.3 亿元，增长 26.3%。其中，受市县两级发放消费券的影

响，6 月份当月完成零售额 0.7 亿元，增长 42.6%。在限上单位

商品消费类别中，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其中，通讯器材类

增长 146.8%，汽车类增长 105.6%，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86.1%，

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78.3%。

（二）“进”的动能持续增强。

1.能源生产保障有力。全县不断加大生产力度，实现了煤、

气等持续安全稳定供应。上半年，全县规上原煤产量 2041.1 万

吨，增长 6.4%；煤层气产量 24.9 亿立方米，增长 6.7%；洗煤产

量 1155.5 万吨，增长 7.9%；液化天然气产量 34.2 万吨，增长

3.3%。同时，相关支撑要素较快增长，全社会用电量 16.1 亿千

瓦时，增长 8.8%。

2.新的动能不断孕育。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中，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产值 65.5 亿元，增长 43.4%，增加值增长

6.7%。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6.8%。

3.企业运行质量提高。一是经营效益不断向好。减费降税效



应不断释放，为企业发展添能助力。上半年，全县规上工业实现

利润总额 92.8 亿元，增长 123.0%；实现营业收入 333.0 亿元，

增长 62.9%，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27.9%，同比提高 7.5 个百分点。

二是成本费用有所下降。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60.4 元，

同比减少 5.5 元，下降 8.3%。

4.市场主体平稳增长。据县行政审批部门统计，截至 6 月底，

全县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20376 户，增长 27.7%；其中，分别新登

记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605 户、3731 户和 77 户，

分别增长 11.9%、37.2%和 8.9%。

（三）“好”的态势持续走强。

1.财政收支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6亿元，增长110.4%。其中，占比71.5%的税收收入增长122.5%。

从税收增收项目看，主体税种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228.3%，

资源税增长 97.7%，国内增值税增长 77.0%，个人所得税增长

49.2%。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2 亿元，增长 23.8%。

2.金融保障有效发挥。6 月末，全县金融运行继续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人民币存、贷款余额较年初实现了“双增长”。各项

存款余额 202.33 亿元，较年初增长 21.45%，增加 35.74 亿元，

同比增长 22.37%，同比多增 16.61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76.51

亿元，较年初增长 25.65%，增加 15.62 亿元，同比增长 47.85%，

同比多增 8.89 亿元。

3.民生投入不断改善。全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积极推进民



生工程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民生保障更加坚实。上半年，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与民生领域相关的支出（13 项）18.4

亿元，增长 34.2%，占全部预算支出的 86.8%。

4.居民增收步伐加快。上半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

成 11838 元，增长 6.5%，增速排名全市第 1。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0%，低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1.1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1.94，比上年同期减少 0.02，城乡收

入差距逐步缩小。

5.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2917 人，

占市定目标 3600 人的 81.0%；转移农村劳动力 4496 人，占市定

目标 4100 人 110.0%；城镇登记失业率 2.6%，控制在 4.5%的目

标以内。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发展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县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上涨，

是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基数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基数效

应逐步减弱，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虽

然我县经济恢复向好的积极因素不断积累，但指标大幅上涨下的

经济下行压力，经济稳定发展下实体经济困难仍需高度关注。

（一）工业生产形势严峻，缺乏要素支撑。一是企业生产经

营成本高。二季度，生产经营景气状况调查结果显示，34 家规

上工业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主要集中在原材料成本和用工成本，



有 70.6%的企业选择原材料成本，58.8%的企业选择用工成本；

企业用工面临的主要困难集中在员工流失率较高，有 32.4%的企

业选择员工流失率较高。二是制造业企业运行乏力。上半年，制

造业企业中，仅 2 家设备修理企业为正增长，4 家新入库企业因

同期数较低原因为正增长，但占比仅有 0.1%，其他制造业企业

上半年持续负增长，顺世达铸业未完成技改，处于停产状态；沁

泽焦化下游企业关停较多，销售困难，积压严重。三是新入库企

业质量较低。上半年，我县新增入库企业（2021 年不在库 2022

年在库企业）11 户，占规上企业户数比重为 14.3%。其中，小型

企业 10 户，微型企业 1 户。新入库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4%，

占比 0.3%，下拉规上工业 0.02 个百分点，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为-0.2%。新入库企业由于规模小、实力弱，受市场波动影

响较大，11 户入库企业中就有 6 户为负增长，生产经营不够稳

定。

（二）有效投资动力不足，增长后劲堪忧。一是第一产业投

资动力不足。上半年，第一产业投资完成 1.2 亿元，下降 30.5%，

较去年同期回落 51.7 个百分点，占比为 3.1%，下拉全县投资 1.5

个百分点。其中，林业完成投资 0.08 亿元，增长 76.2%；农业

完成投资 0.5 亿元，下降 5.1%；畜牧业完成投资 0.6 亿元，下

降 46.0%；渔业完成投资 0.02 亿元，下降 78.1% 。二是开发区

投资低位运行。目前，我县开发区投资相对薄弱。上半年，开发

区投资完成 11.1 亿元，下降 3.9%，增速低于全县投资增速 14.6



个百分点，占比为 29.3%。其中，工业投资完成 10.9 亿元，增

长 0.8%，占比为 37.6%。转型项目投资完成 8.7 亿元，下降 7.9%，

增速低于全县转型项目投资增速 50.3 个百分点，占比为 42.2%。

（三）市场主体相对薄弱，抗压能力不强。一是住宿餐饮零

售额下降明显。受疫情影响，接触型、聚集型特征明显的住宿和

餐饮业零售额下降明显。上半年，全县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零

售额下降 2.8%，下降幅度大于限额以上零售总额（26.3%）29.1

个百分点。二是限上批发、零售企业类别单一。限上批发企业共

计 21 家，煤炭煤层气企业占 18 家，比重为 85.7%，建材、粮食、

酒类批发各仅有 1 家；限上零售企业共 29 家，经营超市的占 10

家，比重为 34.5%，汽车零售企业仅 1 家。企业类别的单一、抗

压能力的不强，导致一家企业的增减，便使得限上零售数据难以

体现全社会的发展趋势。三是疫情对消费市场影响较大。一方面，

受疫情影响，消费产能供给不足，百货、汽车等多个行业减产明

显，部分消费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消费信心不足，当前疫

情仍未完全结束，部分百姓存在心理恐慌，普遍偏向于储蓄避险。

四、几点建议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坚定信心，多措并举，

精准施策，持续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立足当前经

济运行企稳向好的基础，促进内外需求，强化入规入统，“提速

三季度、冲刺下半年”，加快推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促增量保存量，抓实“四上”企业培育力度。“四上”



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也是吸纳劳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载体，要实

现全县高质量发展在省市的争先进位，必须下大力气持续不松劲

的抓实“四上”企业培育工作。一是各职能部门要明晰专职分管

领导、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按年度下达的目标计划按序时进度完

成入规入库目标任务。二是建立用好“四上”企业培育的长效机

制，充分发挥发改、工信等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抓紧抓实全县

“四上”企业培育，夯实全县经济发展后劲。三是加强对新入规

入库企业的奖励。要完善并用好对企业入规入库的奖励办法政策，

以促进企业入规入库的积极性。

（二）稳投资补短板，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投

资在补短板、调结构、强弱项上的导向作用，切实增加有效投资。

一是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围绕我县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产业

区块，开展精准招商、以企招商、以商招商，在推进项目建设中

“抢时间、保进度”，切实加大对投资项目的支撑和服务力度。

二是要强化新开工项目入库。紧盯跟踪全县年度推进重点项目，

全面掌握年度省市县三级联动已开工但未入统的重点项目，跟踪

好项目实施，全面掌握工程进度，实现项目应统尽统。三是要加

大重大项目投资储备力度。尽早谋划储备一批发展前途好、质量

效益优、拉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充实完善到重大项目建

设项目库中，为全县投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后续动力。

（三）稳市场保主体，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以“稳市



场主体”为重点，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一是要

继续推动省、市、县帮扶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措施，为市场主体发展解难纾困、

添砖加瓦。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积极推进产需衔接、银企对接，

为促进经济发展积蓄更多力量。二是要纵深推进“市场主体建设

年”活动，聚焦三类市场主体，量化目标任务，细化责任举措，

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围绕金融、财税、用地、环保、科技创新、

政务服务等方面，深入落实 78 条要素保障措施；要采取行之有

效手段（比如积极利用财政资金等），推动全县市场主体上规模、

增实力、提效益，真正达到壮大市场主体的目标。三是要加快构

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疏通补

强产业链条。要加大科研投入，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增强抵抗风险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四）强监测保运行，切实稳住经济发展基本面。一是要坚

持围绕全县既定目标任务，加强对经济指标的短板、弱项分析研

判，积极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分析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推动经济发展，牢牢掌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二是要加强部门协调合作，围绕省、市高质量发展考评项目指标，

强化大局观念，加强与各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协作，建立资源信息

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加大对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研判和调度。

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稳经济政策成效明显，全县经济克服

超预期因素不利影响，继续延续了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影

响仍然存在，经济持续恢复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下半年，

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加快实施稳经济各项政策措施，促进产业发展，

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费需求，激发动力活力，持续改善民生，

为稳住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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