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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石油量价齐跌双重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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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五个扎实”，践行“五项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市经济稳中有进，

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各项社会事业繁荣发展，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为“十三五”收官划上了圆满句号。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601.48亿元，比上年下降 0.8%。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190.41亿元，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885.72亿元，下降 3.1%；第三产业增加值

525.35亿元，增长 1.4%。三次产业构成为 11.9:55.3:32.8。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463.96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为 29.0%。 

 

二、农业 

全市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完成产值 336.08亿元，比上年增长 4.2%，其中：农业产值

285.55亿元，增长 4.4%；林业产值 6.97亿元，增长 11.4%；牧业产值 36.14亿元，增长

0.7%；渔业产值 0.75亿元，增长 3.3%；服务业产值 6.68亿元，增长 4.2%。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14.65万公顷，较上年增长 1.5%；粮食总产量 71.81万吨，增长

1.8%。蔬菜种植面积 2.34万公顷，增长 6.3%；蔬菜产量 120.94万吨，增长 4.2%；全年苹果

产量 370.39万吨，增长 5.9%。全年肉类总产量 4.85万吨，增长 6.1%；羊存出栏分别为

62.49万只、39.72万只，分别增长 13.3%、9.7%；牛存出栏分别为 6.36万头、2.58万头，

分别增长 4.0%、4.6%；猪存出栏分别为 41.80 万头、47.73万头，分别增长 19.4%、3.4%。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5.0%。石油工业增加值下降 11.3%，非油工业增加值增长

3.7%；能源工业增加值下降 6.6%，非能源工业增加值增长 8.8%。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四升两降一持平”：全年生产原煤 5253.10万吨，比上年

增长 0.8%；发电量 81.13亿千瓦时，增长 14.0%；开采天然气 64.70亿立方米，增长 14.3%；

LNG135.55万吨，增长 20.0%；原油 1489.64 万吨，下降 1.6%；原油加工量 912.21万吨，下

降 4.1%；卷烟 30.6万箱，与上年持平。 

 



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61.06亿元，比上年增长 0.9%。全市 222个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159.78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70.65亿元。全年共签订合同额

218.77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436.36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市项目和农户）比上年增长 3.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21.5%，第二产业增长 6.8%，第三产业增长 1.4%。 

 

民间投资增长 23.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0.4%，工业技术改

造投资增长 152.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0.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45.9%。 

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1010.05万平方米，下降 20.5%；房屋竣工面积 156.58万平方米，

增长 98.5%；商品房销售面积 141.78万平方米，增长 2.6%，待售面积 64.76万平方米，增长

11.8%。 



 

五、交通和邮电 

全市完成客运量 1613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10.66亿人公里；完成货运量 3941万吨，货

物周转量 54.76亿吨公里。购置节能环保公交车 530辆，投放通村客运车辆 581辆，干线公

路优良里程 1489公里，优良路率 88.7%。县乡实现年均优良里程 1886.4公里，其中：县级里

程 930.6公里，优良率为 67.4%；乡级里程 955.8公里，优良率为 59.5%。境内等级公路里程

1.89万公里，境内高速公路 943公里。 

全市邮政企业和快递服务企业（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业务收入

5.06亿元，增长 26.7%；累计完成业务总量 5.52亿元，增长 19.1%；电信业务总量 275.66 亿

元，增长 22.1%。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36.5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264.03万户。 

六、国内贸易和市场物价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4.60亿元，比上年下降 6.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零售

额 163.47亿元，下降 9.2%。 

从城乡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5.67亿元，下降 6.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78.93亿元，

下降 4.6%。 

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额 347.87亿元，下降 5.4%；餐饮收入 36.73亿元，下降

15.1%。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8%，其中食品烟酒类上涨 8.3%，医疗保健类上涨 6.2%。 

 

七、旅游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 1847.6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8.96亿元。全市拥有等级旅游景区 45家，其中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2家、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 5家、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36家、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 2家；星级宾馆 37家，其中 4星级

宾馆 9家、3星级宾馆 27家、2星级宾馆 1家；旅行社 55家。 

 

八、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 24.92亿元，增长 3.0%。其中，进口 24.03亿元，增长 5.1%；出口 0.89

亿元，下降 32.6%。全年共签订招商引资项目 429个，总投资 1982亿元。其中：新签合同项

目 271个，总投资 846.48亿元，到位资金 358.11亿元；续建项目 158个，总投资 1135.52

亿元，到位资金 288.41亿元；全年招商引资项目总到位资金 646.52亿元，增长 12.3%；当年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836万美元，增长 50.1%。 

九、财政和金融 

全市财政总收入 428.62亿元，下降 3.8%，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163.84亿元，增长 5.1%；

财政支出 456.73亿元，增长 2.1%。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824.88亿元，增长 9.0%，比年初增加 149.99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 1410.93亿元，增长 6.9%，比年初增加 91.5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427.55亿元，增长

1.5%；中长期贷款 887.07亿元，增长 11.8%。 

全市拥有各类保险机构 32个，其中：财险机构 16个，寿险机构 16个。全年完成保费收

入 47.20亿元，增长 5.9%，其中：财险业务收入 12.43亿元，增长 9.7%；人身险业务收入

34.77亿元，增长 4.6%。全年赔付支出 17.27 亿元，增长 25.7%，其中：财险赔款支出 9.89

亿元，增长 43.8%，机动车辆保险赔款支出 6.14亿元，增长 7.6%，居财险各险种赔款之首。

人身险业务赔款及给付 7.38亿元，增长 7.6%。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市拥有各类中小学 354所，其中:普通中学 113所，普通小学 241所。普通中学在校学

生 13.81万人，普通小学在校学生 22.56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5所，在校学生 389人。幼儿

园 548所，在园幼儿 10.50万人。 

全年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121项，登记市级科技成果 58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 2.44亿

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183户，培育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42户。全年授予专利权 1024

件，比上年增长 67.9%；有效发明专利 192件；发放知识产权相关资料 5万份。 

十一、文化、档案、广电、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3个,从业人员 625人；文化馆（站）129个,从业人员 417

人；公共图书馆 14个,从业人员 205人,藏书 108.1万册；艺术表演场馆 10个，从业人员 120

人。全市创作戏剧作品 13部,曲艺、小品 39 个,歌曲 169首。 

全市拥有综合档案馆 14个，馆藏档案 1269.29万册；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 29个,

已建立村级档案室 143个。 

全年《延安日报》发行 357期、4.1万份。电视台共播出电视新闻 20469小时；共播广播

新闻 19907小时。电影公益放映 2.34万场次，行政村放映覆盖率 100%。全市广电网络县、乡



镇覆盖率达 100%，数字电视用户达到 26.19万户，其中当年新发展 2.15万户。全市电视节目

综合人口覆盖率 99.96%，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99.95%。 

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2540个（含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医院、卫生院 224个；床位

1.52万张，其中医院、卫生院 1.4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1.90万人，其中医院、卫生院 1.58

万人。全市拥有村卫生室 1898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2013人。全市共接呼救电话 2.1万

次，出动急救车辆 1.8万辆次，接回伤病人员 1.3万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77.5%。 

全市拥有体育场馆 30个，建成全民健身广场 675个,建立了 111个全民健身辅导站点，

社会体育指导员 5982人。全市范围内建成了 364条全民健身路径、227个晨晚练点，为群众

健身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92.25万人。全市体育彩票销售网

点 364个，共销售体育彩票 3.03亿元，筹集公益金 2121万元。 

十二、生态环境保护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77.03万亩，其中人工造林面积 53.82万亩。封山育林 23.21万亩，

完成历年造林补植面积 35.62万亩，全民义务植树 1001万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达到 7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550.11平方公里，新增实施水土流

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 210.3平方公里。 

全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39天，同比增加 16天。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播报 367

次，延安环保信息网发布各类信息 1667条。环保宣传投资 200万元，设置环保宣传牌 120

块。全市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11016人（次）,检查企业 3509次，检查污染防治设施 2051 台

（套），省考我市 6个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水环境质量 

十三、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就业 

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54元，增长 6.2%。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6577元，增长 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45元，增长 8.2%。全市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85：1，较上年缩小 0.09 个百分点。 

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3.52 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9.6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1.89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1.5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 222.19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36.23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35.11万人。 

全市拥有社会福利院 3个，拥有床位 800张；提供住宿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数（包含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1607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 44

个；提供住宿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床位 1.33 万张，其中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 1.3万张。全年

城市低保对象 1.51万户、3.06万人，保障标准为 610元/月；农村低保对象 3.97万户、8.92

万人，保障标准为 5400元/年。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7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64%。 

 

 

指标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称为地区生产总值。英文缩写统称为 GDP。 

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

有关的费用的总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

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

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

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通常被用作反映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程度。调查范围主要

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以

及其他用品和服务等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 

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

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注：1.本资料数据为初步统计或月快报数据； 

2.生产总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总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可比价）计

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注册地在延安的工业法人单

位； 

4.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5.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

元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且注册地在延安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6.资质内建筑业企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7.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拟于 2021年 4月份发布，公报中不再单独

发布人口和就业人员相关数据; 

8.教育、卫生、旅游、交通邮电、财政、金融等部门数据由部门提供； 

9.由于小数点位数保留的原因，个别指标分项加总与合计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