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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和市委“1355”战略，砥砺奋进、攻坚克难，持续巩固拓展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效应对严重洪涝

灾害，全市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三大需求明显改善，发展质效全面提升，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909.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5%，两年平

均增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1.2亿元，增长 8.0%，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9%；第二产

业增加值 951.2亿元，增长 9.4%，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8%；第三产业增加值 807.1亿元，增长

7.7%，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2.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8438元，按 2021 年平均汇率计算为 7508

美元。 

图 1 2017-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 2 2017-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单位：%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91.24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5.94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211.84万人。全

年出生人口 2.60万人，出生率为 6.55‰；死亡人口 2.96万人，死亡率为 7.46‰；自然增长率为-

0.91‰。 

表 1 2021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人、% 

 

全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5.88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6.63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3.44%，

控制在 4.5%的目标范围之内。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2%，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下降 0.8%。 

 

 



图 3 2017-2021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单位：% 

 

表 2 2021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经济新动能加快增长。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7.7%，其

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23.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8.2%，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78.5%；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56.8%，其中，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109.2%。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中，快递

业营业收入增长 9.1%。全年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33.4%。 

 二、农  业 

全年全市农作物种植面积 542.06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4.55千公顷，增长 0.9%。其中，粮食种

植面积 501.18千公顷，增加 1.06千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6.31千公顷，减少 1.13千公顷；蔬菜种

植面积 19.55千公顷，增加 2.09千公顷。在粮食种植面积中，玉米种植面积 255.69千公顷，增加

4.30 千公顷；小麦种植面积 201.11千公顷，增加 0.46千公顷。果园种植面积 60.64千公顷，减少

0.36 千公顷。 



全年全市粮食产量 211.10 万吨，比上年减产 0.7%。其中，夏粮 85.73 万吨，增产 4.5%；秋粮

125.38 万吨，减产 4.0%。 

表 3 2021年全市主要农林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吨、% 

 

全年全市完成造林 16.04 千公顷。全年木材产量 108017立方米，增长 275.6%。 

全年全市猪牛羊肉总产量 12.19万吨，比上年增长 40.8%。其中，猪肉产量 10.93万吨，增长

41.7%；牛肉产量 0.68万吨，增长 22.1%；羊肉产量 0.58万吨，增长 50.8%。年末生猪存栏 93.06

万头，生猪出栏 139.62万头。牛奶产量 4.92万吨，增长 25.6%。禽蛋产量 11.81万吨，增长

5.6%。 

年末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 231.6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2.9%。机械耕地面积 371.4千公顷，增长

3.7%，机械播种面积 435.7 千公顷，增长 2.0%，机械收获面积 359.9千公顷，增长 1.5%。全市农机

化经营总收入达到 9.6亿元，增长 1.0%。 

 三、工业和建筑业 

年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19家。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0%。其中，

采矿业增长 12.8%，制造业增长 9.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6.0%。 

 

 

 



图 4 2017-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单位：% 

  

表 4 2021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表 5 2021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9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7%。分门类看，采矿业

1199.1 亿元，增长 71.0%；制造业 1679.2亿元，增长 31.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8.6 亿元，增长 12.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29.4亿元，增长 13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78.88元，比上年减少 3.72元，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 11.0%，比上年提高 4.2个百分点；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7.6%，比上年末下降 3.4个百分点。 

全年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60.1亿元，比上年增长 6.4%。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154.5 亿元，增长 16.6%，共签订合同额 248.8亿元，增长 11.4%。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341.3万平方

米，增长 12.0%。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共 253家，增加 11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 10家，二级资

质企业 62家，三级资质企业 178家。 

 四、能  源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原煤产量 8074.5万吨，增长 9.3%；焦炭产量 1612.4 万吨，下降 11.4%；发

电量 248.8 亿千瓦时，增长 0.8%；非常规天然气产量 18.6亿立方米，增长 2.2%。   

全年全市一次能源生产折标准煤 6055.7万吨，增长 12.1%，二次能源生产折标准煤 7031.0万

吨，增长 8.1%。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向省外运输煤炭 1062.9 万吨，下降 19.0%，外运煤炭占煤炭产量的

7.6%。  

全年全市全社会发电量为 259.7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2.2%。全年全市全社会用电总量 247.5

亿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用电 2.2亿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的 0.9%；第二产业用电 178.9亿千瓦

时，占全部用电量的 72.3%，其中，工业用电 176.5 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 36.2亿千瓦时，占全

部用电量的 14.6%；城乡居民用电 30.3亿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的 12.2%。 

 五、服务业 

全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807.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7%。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增加值 126.8亿元，增长 3.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99.3亿元，增长 7.8%；住宿和餐

饮业增加值 16.9亿元，增长 17.7%；金融业增加值 84亿元，增长 4.1%；房地产业增加值 104.3 亿

元，增长 8.3%；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7.8%。 

图 5 2017-2021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年末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19382.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663.1公里，与上年同期持平。 

全年全市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43.6亿元，比上年增长 22.4%。其中，邮政业务总量 4.4亿元，增

长 7.6%；电信业务总量 39.2 亿元，增长 24.3%。年末全市固定电话 19.8 万部，下降 2.8%；移动电

话 467.9 万户，增长 6.2%，其中：4G移动电话用户 347.4万户，下降 7.4%，5G移动电话用户

121.5 万户，增长 87.3%。移动电话普及率 119.6部/百人。年末全市宽带接入用户 140.0万户，增

长 13.9%。 

 

 



图 6 2017-2021年全市固定、移动电话用户数 

 

六、国内贸易 

全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56.5亿元，增长 15.2%。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631.7 亿元，增长 14.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24.7 亿元，增长 19.3%。按消费形态统计，商品零售

额 680.6 亿元，增长 14.2 %；餐饮收入额 75.9亿元，增长 25.7%。 

图 7 2017-202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表 6 202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零销售额、住餐营业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全年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65.4亿元，增长 23.9%。 

表 7 2021年全市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49514 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198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 297178户。 

 七、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市、农户）比上年增长 12.5%。 

 



图 8 2017-2021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4.5%，民间投资增长 16.8%。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投资增长 11.4%；外商及港澳台商企业投资增长 231.0%。  

分构成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16.6%，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下降 0.8%，其他投资下降

1.6%。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0.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9.0%，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9.1%；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8.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5.5%。  

图 9 2017-2021 年全市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市、农户）比重 

 单位：% 

  

 



表 8 2021年全市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市、农户）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工业投资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7.0%；制造业投资增长 59.9%。 

全年全市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1081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83

个，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23.7%。 

全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122.0亿元，增长 8.8%。其中，住宅投资 101.3 亿元，增长 8.9%；商

业营业用房投资 11.4亿元，增长 9.3%。 

 

 

 

 

 

 



表 9 2021年全市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八、对外经济 

全年全市海关进出口总额 30.7亿元，增长 56.8%。其中，进口额 1.0 亿元，下降 56.7%；出口

额 29.7 亿元，增长 72.1%。 

全年全市进口铁矿砂 0.67 亿元，增长 0.1%；出口机电产品 13.8亿元，增长 67.8%，出口 PVC

塑胶手套 14.4亿元，增长 87.3%。 

全年全市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6家；实际利用外资完成 3234.1万美元，增长 203.4%。 

 九、财政金融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8.2%。其中，税收收入 116.0亿元，增

长 25.9%，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72.6%。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17.99亿元。 

 

 

 

 



图 10 2017-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1.7亿元，下降 6.4%。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21.7%，

教育支出增长 0.4%，卫生健康支出下降 11.8%，交通运输支出下降 24.1%，科学技术支出下降

13.4%。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333.6 亿元，比年初增加 282.1 亿元、增长 9.2%。各

项贷款余额 2048.3亿元，比年初增加 237.0亿元、增长 13.1%。  

表 10 2021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元、% 

  

 



图 11 2017-2021年全市住户存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年末住户存款 2459.3亿元，比年初增长 11.0%。 

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 956.7亿元，比年

初增加 74.8亿元、增长 8.5%;人民币存款余额 1327.0 亿元，比年初增加 134.7亿元、增长 11.3%。 

年末全市共有上市公司 4家，其中 A股 2家，新三板挂牌公司 2家。全市辖区证券市场各类证

券成交额 2624.90亿元，比上年增长 27.9%。年末投资者资金账户累计开户数 40.23万户，比上年

末增长 16.2%。 

全年全市保费收入 10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其中，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 24.2亿元，增

长 4.6%；寿险业务保费收入 77.6亿元，增长 2.3%。健康险业务保费收入 16.2亿元；意外险业务保

费收入 1.1亿元。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市高等院校 4所。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9所，认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47所，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98.5%。 

表 11 2021 年全市各类教育发展情况     单位：人 



  

全年全市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132件。 

配合省级完成监督抽查 47种产品 1086个批次，市级监督抽查了 50种产品 1162个批次。全市

共有法定（授权）计量技术机构 17个，全年完成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11.19 万台（件）。 

全市有气象台（站）17 个，开展 12121电话天气自动答询台 1个。气象系统开展人工影响天气

业务的单位 17个，防雹、增雨受益覆盖面积 2万平方公里。卫星云图接收站 17个。 

全市有专业综合地震台站 1个，市级地震台网中心 1个，数字测震地震台网 1个，数字测震子

台 7 个，前兆台站 23个。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文化馆 18 个，博物馆 14个，艺术表演团体 17个。广播电视台 17座。广播人口

覆盖率 99.36%，电视人口覆盖率 99.69%。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18个，档案馆 18个。目前有 11 个

县级图书馆和 9个文化馆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以上。 

全年全市重点监测景区旅游接待人数 227.8万人次，下降 9.6%；门票收入 7467.3万元，增长

10.1%。旅游经营收入 18379.1 万元，增长 33.7%。 

围绕庆祝建党百年，我市先后主办线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 173场次；持续开展“免费送戏下

乡”惠民演出 1818场；开展“周末剧场”品牌惠民演出 46场。新摘 4朵“小梅花”，“小梅花”

总数 68 朵，稳居全国地级市榜首。市蒲剧院举办优秀剧目展演 15场。《西京故事》《美人图》

《红灯记》《苦菜花》《绿染蒲子山》等剧目成功上演。成功承办全省锣鼓大赛、广场舞大赛、戏

曲票友大赛等省级群众文化赛事。市图书馆共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498场次，以书香文韵厚植文化沃

土。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含诊所、村卫生室)4732 家，其中，妇幼保健院（所、站）18家。全市

卫生机构共有床位 2.43万张，其中，医院床位 1.96 万张，卫生院床位 3814 张。卫生技术人员

3.06 万人。 

2021 年我市共参加了省运会资格赛 23个项目，获 26金 29银 54铜，获得了山西省柔道锦标赛

女子团体总分第二名、山西省柔道锦标赛男子团体总分第二名、山西省射击锦标赛团体第三名、山

西省跆拳道锦标赛团体第三名的团体成绩，及山西省锦标赛柔道、乒乓球、网球、足球等项目的体

育道德风尚奖。全年销售体育彩票 3.30亿元，比上年增长 36.6%。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708元，比上年增长 9.7%。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6968 元，增长 7.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94元，增长 11.0%。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822 元，增长 10.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945元，增长 7.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11295 元，增长 11.8%。 

图 12 2017-2021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 13 2017-2021年全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286.4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5.49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210.33 万人，增加 1.2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 387.76万人；参加

失业保险的人数为 38.90万人，增加 0.77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 56.29 万人，增加 1.1万

人，其中，农民工 21.60万人，增加 0.57万人。 

全年全市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 2.37万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14112.3万元，比上年减

少 2125.3 万元；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 5.68 万人，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30806.7万元，比上

年减少 830.2万元。 

年末全市各类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8065张，收养人数 3494人。建立各种社区综合服务机构和设

施 2433 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2.92亿元，截至 12月底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 63.03万元。 

年末市区建成区新增绿化覆盖面积 14.59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 41.99%，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2.06 平方米。全市建成区新增绿化覆盖面积 121.58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 40.53%，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0.95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2.8 平方米。 

 十三、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市实有耕地面积 719.26 万亩。年末全市 8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 1.18 亿立方米。全市年平

均降水量 848.1毫米，较上年增加 253.6毫米。 

全市森林面积 989.16万亩，森林覆盖率 26.47%；全市已建成自然保护区 3个，自然保护区面

积 61.43 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0%。 

全年市区空气质量好于二级以上天数 194天，比上年增加 1天。地表水达到Ⅲ类水体的比例为

44.4%，劣Ⅴ类水体的比例为 0，均完成省定目标。市区 PM2.5浓度均值为 53微克/立方米。 



年末全市城市污水处理率 99.46%，比上年提高了 1.46个百分点；市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连续 12年达到 100%；全市集中供热普及率 95.61%，提高了 0.55个百分点。 

全年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5‰以内，达到了国家和省要求的标准。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0.67‰，严格控制在省要求的 3.5‰以下。 

全年共发生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 81起，增长 55.8%；死亡 91人，增长 2.3%。亿元 GDP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率为 0.048人/亿元。全市地方监管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036 人/百万吨。 

公报注释 ：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除注明外，所有增长或下降均为同上年相比较。部分数据

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本公报部分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 

3.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4.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 2019年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5.邮政行业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均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6.重点监测景区指有明确的管理主体，管理规范、制度健全、客源稳定、在区域范围内有一定

影响力的旅游景区（点）。 

7.耕地面积和森林覆盖率为 2020年数据。 

8.森林面积为 2019年数据，包括吕梁、中条山和太岳 3个省直林局的面积。 

9.2020 年市区空气质量数据是按照 6个国控空气监测站数据进行统计评价，2021年撤销一个国

控空气监测站，并将 2020年市区空气质量好于二级以上天数修订为 193天。 

10.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不含高速公路和铁路运输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