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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渠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渠 县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渠县调查队

2024 年 5 月

2023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县委县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国、省、市各项决策部署，

立足“一地一都一强县”发展定位，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

融合、双区驱动、片区共兴”发展战略，坚持系统谋划、前瞻布

局,产业为先、项目为王,内抓改革、外抓开放，全力以赴拼经济、

搞建设、稳主体、增信心，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

效，经济发展亮点纷呈，推进渠县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一、综合

全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200597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21922 万元，增

长 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2.0%，拉动 GDP 增长 0.8 个

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1043287 万元，增长 8.3%，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 30.3 %，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增加值 2235388万元，增长 8.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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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动 GDP 增 长 4.0 个 百 分 点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由 上 年 的

22.5:29.7:47.8调整为 22.0:24.8:53.2。

2023年，全县民营经济增加值 2741334万元，同比增长 6.7%。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28595万元，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

值 887386万元，增长 1. 3%；第三产业增加值 1625353 万元，增

长 11.0%。民营经济占全县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65.3%。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累计下降 0.6%。其中，教育文化

用品及娱乐类价格上涨 2.1%，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 1.2%，

衣着类价格上涨 0.1%，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0.1%，居住类价格

下降 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 0.1%，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下降 1.1%，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 2.2%。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25.8 万人，常住人口 89.2万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45.51%。全年全县出生人口 3929 人，出生率为

4.27‰；死亡 9561 人，死亡率为 7.59‰，自然增长率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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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和农村

2023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489924 万元，比上年增长 3.5%。

其中，农业产值 923641万元，增长 3.6%；林业产值 77743万元，

增长 19.9%；畜牧业产值 406462万元，增长 0.2%；渔业产值 49788

万元，增长 4.2%；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 32290 万元，增长 4.5%。

表一 2023 年农业相关指标情况

指 标
计量

单位

1-12月
累 计

累计

±%

1、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 万元 1489924 3.5

农业产值 万元 923641 3.6

林业产值 万元 77743 19.9

畜牧业产值 万元 406462 0.2

渔业产值 万元 49788 4.2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万元 32290 4.5

2、生猪存栏 头 467984 -6.7

3、出栏肉猪 头 964664 1.5

4、出栏肉牛 头 59725 0.9

5、出栏肉羊 只 197280 -2.2

6、出栏家禽 只 16355500 -1.3

7、肉产量 吨 - -

8、禽蛋产量 吨 26110 3.9

9、奶产量 吨 - -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20335 公顷，总产量 66.49 万吨，比上

年增加 1.31万吨，同比增长 2.02%。其中，小春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 20230 公顷，产量 7.08万吨，同比增长 3.65%；大春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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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 100105 公顷，产量 59.42 万吨，比上年增加 1.08 万吨，

同比增长 1.85%。其中，稻谷产量 30.99 万吨，同比增长 3.54%；

玉米产量 16.28万吨，比上年增加 0.58 万吨，同比增长 3.69%。

全年生猪出栏 96.5 万头，同比增长 1.5%；肉牛出栏 6.0 万

头，同比增长 0.9%；肉羊出栏 19.7万只，同比下降 2.2%；家禽

出栏 1635.55 万只，同比下降 1.3%；禽蛋产量 26110吨，同比增

长 3.9%。

全年油菜籽产量 59947吨，同比增长 5.6%。中药材产量 6566

吨，同比下降 1.8%。茶叶产量 301吨，同比增长 3.8 %。

全县林业产值 77743 万元，同比增长 19.9%。人工造林 1701

公顷，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资完成造林面积 540公顷。森林抚

育 600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 626685 万元，同比增长 3.7%。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17.2%，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1%。按经济类

型分，国有企业同比下降 45.8%，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 31.0%，

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 4.7%，私营企业同比下降 6.8%。按门类分，

采矿业增长 19.5%，制造业下降 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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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

指 标
1-12月累计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 21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8

其中：轻工业 -17.2

重工业 18.1

总计中：国有企业 -45.8

集体企业 —

股份合作企业 59.5

股份制企业 4.7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3.8

总计中：国有控股企业 31.0

总计中：私营企业 -6.8

总计中：大中型工业 9.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下降 5.3%。营业收入

3350185 万元，同比下降 2.2%；营业利润 295778 万元，同比增

长 40.5%；利润总额 294608万元，同比增长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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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

名称

计量

单位

1-12月
累 计

累计

±%

原煤 吨 84184 47.3

原盐 吨 298422 346.5

发电量 万度 381848 11.8

其中：火电 万度 357372 26.7

饮料酒 千升 55901 -27.6

其中：白酒 千升 36047 -28.8

大米 吨 3119 -76.2

鲜冻猪肉 吨 — —

化学农药 吨 — —

水泥 吨 2539898 -1.1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449162 万元，同比增长 14.5%。

全县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 54 家，实现总产值 110.6 亿元，同

比增长 8.0%；利润总额 45419.1 万元，同比下降 35.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7%。其中，基本建设

投资增长 42%，更新改造投资下降 62.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54.7%。按产业分，一产业投资下降 64.3%，二产业投资下降 2.6%，

三产业投资增长 34.9%。

表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1-12月累计

±%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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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产业 -64.3

第二产业 -2.6

第三产业 34.9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42

更新改造投资 -62.4

房地产开发投资 -54.7

农户投资 ——

其中：工业性投资 2.3

其中：民间投资 -28.3

全年房屋施工面积 262.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0%；房屋

竣工面积 10.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1.1%；商品房销售面积 45.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4%；商品房销售额 20.8亿元，同比下降

15.1%。

五、贸易和招商引资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39474.2 万元，同比增长 11.7%。

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 2064245.1 万元，增长 14.0%；

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 575229.1 万元，增长 4.1%。按消费类型分，

批发业 320834.9 万元，增长 26.2%；零售业 1844994.8 万元，增

长 4.8%；住宿业 41915.1 万元，增长 21.3%；餐饮业 431729.4

万元，增长 37.4%。全年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 891231.2

万元，同比增长 8.7%。

表五 商 贸

指 标
计量

单位

1-12月
累 计

累计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2639474.2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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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限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891231.2 8.7

批发 万元 320834.9 26.2

零售 万元 1844994.8 4.8

住宿 万元 41915.1 21.3

餐饮 万元 431729.4 37.4

全年进出口总额 10156.5 万美元，同比增长 0.05%。全年全

县新签约项目 95 个，投资总额 294.8 亿元。从资金到位看，省

级平台签约项目履约率 94.7%，开工率 84.2%。2023 年 1-12 月

省外到位资金 91.7 亿元，国外到位资金 354 万美元。

六、交通和旅游业

2023年末，全县货运周转量58870万吨公里，同比增长8.0%；

客运周转量 17948 万人公里，同比增长 38.0%。

全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7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1%，旅游

收入累计 685732万元，同比增长 31.8%。

七、财政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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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公共财政收入 297026 万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232767万元，增长 23.5 %。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 809676万元，同比增长 19.5%。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5115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154439万元。

2023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297190 万元，比年初

增加 627843 万元，同比增长 11.1%。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 5881196万元，比年初增加 599483 万元，同比增长 11.4%。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3432418 万元，比年初增加 645043万元，

同比增长 23.1 %。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学校 160 所。其中，幼儿园 56 所，

小学 39 所，普通中学 62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2 所，特教学校

1 所。全县共有专任教师 10090 人，其中，幼儿园 964 人，小学

3336人，普通中学 5427 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317 人，特教学

校 46 人。全年各类学校招生 22704 人，在校生 94697 人，毕业

生 27191 人。其中，小学招生 6844 人，在校生 45678 人，毕业

生 9056 人；普通中学招生 14076 人，在校生 44596 人，毕业生

16941 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 1784 人，在校生 4423 人，毕

业生 1194人。幼儿园在园儿童 17735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

2023 年实施科技项目 15 项，其中省级项目立项 5 项，获得

资金 23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1.05%；市级项目立项 10 项，获得

资金 280 万，比上年增长 1.45%。全县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1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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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体和卫生

2023 年全县共有文化艺术馆（站）41 个，其中：文化馆 1

个，文化站 37 个，博物馆 2 个，纪念馆 1 个。电影院 3 个，公

共图书馆 1 个，藏书 18.4 万册，同比增长 1.1%。年末广播、电

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均达 100%，全县有线电视入户率（含网络电

视用户）达到 50.2%，全年全县新发展用户 4649 户，其中：城

网新发展用户 2486 户，农网新发展用户 2161 户。标清转高清、

宽带产品升级用户 2578 户。

2023 年全县共有体育场馆 3 个，全年新建全民健生路径 15

条。拥有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单位 691 个，同比增长 0.9%，有各

类体育场地 2193 个，同比增长 0.3%，体育场地面积达 225.7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0.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49 平方米，同

比增长 1.6%。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619 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62 个。

卫生机构床位 7913 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 7622 张。全县医

疗卫生人员 7453 人，其中执业及助理医师 2349 人，注册护士

2487人。全县全年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 5293 人次，

筛查率 100%，年度内无一例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发生。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男 3429 人、女 3466 人，检查率 88.0%；孕前

优生优育健康检查 7049 人、任务覆盖率达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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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全县卫生机构及医疗卫生人员情况

指标名称
单

位
2023年 2022年

同比增长

（%）

卫生机构数 个 619 644 -3.88
其中：医院、卫生院 个 62 64 -3.13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个 1 1 0
妇幼保健站 个 1 1 0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7913 7811 1.31
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7622 7565 0.75

医疗卫生人员数 人 7453 7239 2.96
其中：执业（助理）医生 人 2349 2144 9.56

注册护师、护士 人 2487 2553 -2.59
卫生防疫人员数 人 446 439 1.59

全县全年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344 个，签约 67.2 万

人，签约率达 73.9%；儿童、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和肺结核等重点人群共 34.0 万人，签约 29.0 万人，

签约率 85.2%。

截至 2023 年底，全县成功创建国家卫生乡镇 2 个，省级卫

生乡镇 37 个，省级卫生村（社区）329个。

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4.6%。其中，工资性收

入增长 7.8%；经营净收入下降 1.5%；转移净收入增长 1.2%；财

产净收入增长 0.7%。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5.4%。

其中，医疗保健类支出增长 2.0%，教育文化娱乐类支出增长

5.1%，衣着类支出增长 5.6%，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 3.6%，

居住类支出增长 4.7%，食品烟酒类支出增长 7.0%。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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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其中，工资性收

入增长 4.2%；经营净收入增长 4.2%；转移净收入增长 13.6%；

财产净收入增长 9.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7.9%。其中，医疗保健类支出增长 11.1%，教育文化娱乐类支出

增长 6.0%，衣着类支出增长 4.2%，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

9.4%，居住类支出增长 5.7%，食品烟酒类支出增长 9.8%。农村

居民恩格尔系数 36.0%。

2023 年，举办职业技能培训 76班次，培训 4262 人。其中，

劳务品牌与返乡创业培训 14 班次，培训 527人。城镇新增就业

6021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509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440

人，脱贫人口就业 5.17 万人，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 60204 人，征收基金 40696 万元；现有退休人员

69765 人，发放养老金 187498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

保 19338 人，基金征收 44506 万元；职业年金征收 11924 万元；

退休人员 11499 人，发放养老金 73983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覆盖 57.2 万人，现已缴费 14387.5 万元，工伤保险参保单位 1241

个，参保 40129 人，基金征收 2760 万元，待遇支付 2801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3369.9 万元，支出 3294.1 万元。

年末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71753 人，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6531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6437 人，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40356 人。

全县共有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 39 个，各种社会福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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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性单位床位 3160 张，社区服务设施 233 个。年末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为 5752 人和 79818 人，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上年减少 159 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比上年增加 1587 人。

十一、节能降耗

2023 年，全社会能耗 124.22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7.5 %。

单位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18.3 %。全县城区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天数 327 天，达标率 89.6%；PM10 平均浓度为

53.5μg/m³，同比增长 11.0%；PM2.5 平均浓度为 32.6μg/m³，同

比增长 11.6%，O3平均浓度为 116μg/m³，同比下降 2.58%，未出

现臭氧污染天。环境空气质量 6 项指标全面达标，实现达标率在

全市排名第 4 位。水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100%达标，县境内 3 个

国控断面水质达到 II 类标准，达标率 100%，县城和乡镇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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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公报中渠县生产总值（GDP）等产值指标绝对数使用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

度按可比价计算。

3、公报中林业、渔业、农业、交通运输、进出口、金融、旅游、财政、教育、

科技、文化、体育、环境保护、人口、卫生和社会保障数据来源农业农村局、林保中

心、交运局、商务局、文旅局、财政局、教育局、科技局、生态环境局、公安局、卫

生健康局、人社局、民政局和医保局等相关部门。

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因 2020 年完成的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各地区均有

较多农村地域被认定为城镇，城乡属性和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变化，对 2022 年住户

调查样本轮换抽中的样本结构造成明显影响，导致样本轮换后各市县居民收支数据与

上年数据可比性不强，市县汇总数据与全省数据不能衔接。为此，经请示国家统计局

同意并报告省政府，四川调查总队按全省城乡属性变化后的新口径对 2023 年各市县

居民收支数据进行核算，并按可比口径计算与上年同比增幅。

5、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问题，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