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家渠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0 年，在自治区、兵团党委的关怀下，在师市领导坚强领导下，五家渠市政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聚焦兵团职责使

命，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取得实

效。五家渠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一、综合 

五家渠市实现地域生产总值 194.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第一产业增加值 10.77 亿元，

增长 10.3%；第二产业增加值 135.37亿元，增长 6.2%，其中工业增加值 113.63亿元，增长 10.1%；

建筑业增加值 21.74 亿元，下降 10.2%；第三产业增加值 48.64 亿元，增长 2.2%。三次产业结

构比为 5.5:69.5:25.0。三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 9.1%、81.6%、9.3%。经济总量占全师

的 60.9%。 

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28.25亿元，下降 4.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19.23亿元，下降 5.2%。

实现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6.21亿元，下降 2.5%，其中，各项税收收入 12.59亿元，下降 3.3%；

非税收入 3.67亿元，上涨 0.6%。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98亿元，下降 17.8 %。 

    二、农业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24.6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农业增加值 11.68亿元,增长 10%（其

中，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0.77亿元，增长 10.3%）。农作物种植面积 33.6万亩,增长 1%，其中，

粮食种植面积 0.97 万亩，下降 12.8%；棉花种植面积 23.6 万亩，下降 2.1%；蔬菜种植面积

（含菜用瓜）3.8万亩，增长 17.2%。 

棉花玉米作物精量半精量播种面积 23.63万亩，比上年下降 8.7%。其中，棉花精量播种面

积 23.52万亩，下降 9.1%。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24.54万亩，下降 9.1%。 

全年粮食产量 0.5万吨，下降 10.1%；棉花产量 3.7万吨，增长 0.9%；蔬菜产量 29.9 万吨，

增长 36.5%。 

 

 



表 1  2020年主要农、畜产品生产情况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计量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减% 

粮食  万吨  0.5 -10.1 

棉花  万吨  3.7 0.9 

蔬菜  万吨  29.9 36.5 

水果  万吨  0.89 -40.3 

年末牲畜存栏头数  万头(只)  19.94 56.1 

＃牛  万头  0.34 - 

猪  万头  16.57 87.9 

羊  万只  3.03 -16.1 

年内牲畜出栏头数  万头(只)  27.74 9.4 

肉类总产量  万吨  1.77 6.5 

羊毛产量  万吨  0.01 - 

禽蛋产量  万吨  0.23 2.7 

牛奶产量  万吨  0.52 0.2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113.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规上工业实现利润 36.43 亿元，同

比增盈 21.82亿元。产销率 92.25%。轻、重工业比重分别为 23.3:76.7。 

五家渠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436.37 亿元，增长 7.2%。规上工业实现利润

33.82亿元，同比增盈 20.7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企业 189家，形成生产能力 133家。 

表 2  2020年全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减（%）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4.16  8.9  

饮 料  万吨 3.07  7.0  

番茄酱罐头  万吨 5.14  21.5  

饲料  万吨 61.87  242.5  

纱  万吨 1.36  -1.4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0.03  -95.9  

塑料制品  万吨 1.44  -36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42.65  -3.9  

味精（谷氨酸钠）  万吨 19.59  5.5  

钢材  万吨 101.9  8.5  

原铝（电解铝）  万吨 151.52  -1.2  

发电量  亿度 221.43  0.5  

全年市建筑资质法人企业 25 家，产值 75.26 亿元，下降 7.4%。建筑业增加值 21.74 亿元，

下降 10.2%。实现利润 1亿元，下降 4.8%。各类建筑施工单位签定合同额 93.99亿元，增长 4.5%。

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0.67万平方米，下降 6.5%。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9.6%。工业完成投资下降 34.3%，其中制造业完成投资

下降 24.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完成投资下降 56.3%。（见表 3）。 

表 3  2020年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比上年增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9.6 

＃房地产开发投资  -41.7 

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及国有控股  -39.6 

民间投资  -39.6 

按用途分   

＃第一产业  23.6 

第二产业  -34.3 

第三产业  -45.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41.7%。商品房销售面积 30.57万平方米，下降 38.3%。

其中，住宅 26.6万平方米，下降 33.2%。商品房销售额 13.15亿元,下降 46%。商品房待售面

积 37.55万平方米，增长 38.8%。  

表 4  2020年分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比上年增减（%） 

总计  -39.6 

农、林、牧、渔业  23.6 

制造业  -24.7 

＃农副食品加工业  -60.8 

食品制造业  -55.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43.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60.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0.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6.3 

建筑业  -100.0 

批发和零售业  3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1.6 

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41.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6.7 



教育  -54.8 

卫生和社会工作  -77.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68.0 

   五、国内贸易 

全年商品销售总额 108.8 亿元，增长 4.7%。按行业分，批发业 57.1亿元，增长 11.1%，零

售业 51.7亿元，下降 3.1%；实现批发零售业增加值 4.74亿元，增长 0.9%。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49.7亿元，下降 7.3%。 

   六、对外经济 

2020年 1-7月进出口总额 21645.72万美元（含出口供货），比上年同期增长 3.4%。其中，

货物出口 21127.44万美元，增长 1.5%；货物进口 518.28万美元，增长 354.8%。 

全年对口援疆项目 6 个，总投资 5457 万元，其中援助资金 5457 万元。当年援疆项目全部

开工，已完工 6个，实际完成投资 5457万元，到位援助资金 5457万元。 

   七、旅游 

旅游等级景区 9个。旅游星级饭店 8家，旅行社 6家，全年接待游客 133.97万人次，下降

64.6%，旅游综合收入 4.29亿元，下降 81.1%。 

   八、金融 

五家渠市各项存款金额 204.55亿元，增长 11.2%。各项贷款余额 194.65亿元，增长 11.4%。  

   九、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 

年末市有各类学校 28所，在校学生 33255人，教职工 2655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8338

人，招生 3116人，毕业生 1597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 100%。  

表 5  五家渠市 2020年各类学校情况表  单位：所、人 

单位  学校数 在校生数  

 

教职工数  

 

毕业生数  其中：新

招生  

其中：专任

教师 

合计  28 33255  10715  2655  1935  7857  

普通高等学校  3 8338  3116  437  190  1597  

中等职业学校  1 1490  922  103  61  419  

普通中学  7 11480  3653  1033  911  2715  

小学  3 7797  1544  538  495  1159  

幼儿园  14 4150  1480  544  278  1967  



年末有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1个。 

全年承担各级各类科技项目 69 项，获得各类科技经费总额 1239 万元，项目年经费投入强

度每项近 18 万元。其中，承担实施兵团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17 项，到位资金 894 万元；师本级

科技计划项目 52项，下达科技经费 345万元。 

2020 年，有兵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3 家，兵

团创新型企业 19家，兵团众创空间 5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2家），兵团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器

2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器 1家）。 

全年五家渠市专利申请量 52件，获得授权专利量 33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7件。 

年末有文化馆 1 座、图书馆 1 座、影剧院 1 座，博物馆 1 座，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3 座，

其中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各 1座，农牧团场广播电视站 2座。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均达到 100%。

《准噶尔时报》全年发行 1.1万份。  

    十、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有各类卫生机构 113个（含营利性卫生机构），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433人。其中，执

业和执业（助理）医师 604人，注册护士 682 人。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 4.41人，每千人注

册护士 4.98 人，每千人有医院床位 6.6 张。传染病报告发病率(甲乙类传染病)42.597/10 万，

婴儿死亡率 10.26‰，孕产妇死亡率 0。 

全市最低生活保障累计发放 0.97 万人次，发放低保、补助资金 559.86 万元。发放医疗救

助资金 63.46万元，0.1万人次得到医疗救助。 

全年国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 124人，接收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33人，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 1人，复员干部 1人。 

年末有各类收养性单位 3个，床位数 846张，在院收养人数 585人。 

   十一、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根据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265 元，比上年增长

0.7%；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21元，增长 12.5%。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7.58 万人，其中：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 0.28 万人。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 10.19 万人，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6.82 万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36 万人。

参加失业保险 2.99万人、工伤保险 3.37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0.24万人。  

市全年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投诉案件 78件，结案 78件，结案率 100%；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56

件，其中，调解处理 37件，立案处理 19件，结案率 100%。 

   十二、资源、环境与安全生产  

全年批准建设用地 0.2443 万亩，供应土地 0.3040 万亩，土地出让合同价款 1.2128 亿元。  



全年市水资源径流量 3.49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 2.19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 1.24

亿立方米。淡水面积 2.06千公顷，其中，可养殖面积占 100%。年末 4座水库，水库总容量 1.29

亿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中农业灌溉用水 1.50 亿立方米，工业、生活及城市绿化用水 0.64 亿

立方米。 

市区供水综合能力达 7万立方米/日，年供水量 1140万立方米，自来水普及率和水质合格

率均为 100%。 

集中供热面积 720万平方米，年供热总量 458 万吉焦。管道天然气用户 4.06万户，供气总

量 1824万立方米，燃气普及率 95%。 

有城市市容环卫专用车 120 辆。生活垃圾处理率 100%。排水管道长度 82 公里。2020 年建

成区园林绿地 941公顷，公园绿地 149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55%。 

全年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742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5%。其中，煤炭消

费量 840万吨，下降 4%；汽油 59吨，下降 6%；柴油 608吨，下降 30%；电 245亿千瓦小时，增

长 0.4%。 

共发生交通事故 1671 起，下降 2.3%，死亡 11 人，增长 22.2%，经济损失 61.24 万元，增

长 22.1%。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国有控股农工建交商企业实现利润、全年上缴各类税费数据、改制企业数据来自

财政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劳动保障监察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农作物精量播种面积、测土配方施肥面积、农业机械化水平、良种推广、龙头企业、“两

品一标”、农业示范区数据来自农业农村局；水资源、有效灌溉面积、节水面积来自水利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数据来自开发区管委会；“民生实事”来自发改委；驻师银行机构对六师金融存贷款

数据来自人民银行五家渠支行；货物进出口、招商引资数据来自商务局；广播、电视、文化活动

旅游方面数据来自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学校、在校生、教职工、毕业生、入学率数据来自教

育局；科学研究机构、科技经费、科技项目来自科技局；专利数据来自市场监督管理局；出版数

据来自宣传部；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医院床位、传染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数据来自卫健委；收养单位、低保补助数据来自民政局；医疗救助数据来自医疗保障局；优抚数

据来自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建设用地、供应地、土地出让数据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矿商

贸企业死亡人数、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应急管理局；污染物排放数据来自生态环境局；网站数据来

自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