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陆 川 县 统 计 局

2021 年陆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全县各级各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全县经济稳步恢复向好，

社会民生事业明显改善，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1 年陆川县生产总值（GDP）242.51 亿元，同

比增长 9.0%，两年平均增长 5.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50.32 亿元，同比增长 9.8%；第二产业增加值 66.50 亿元，同比

增长 6.7%；第三产业增加值 125.69 亿元，同比增长 9.7%。第一、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0.8%、27.4%、

51.8%，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4.13%、18.13%和

57.7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00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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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县全年财政收入 10.01 亿元，同比下降 30.22%。其中全

县税收收入 8.27 亿元，同比下降 16.1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4

亿元，同比下降 40.3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98 亿元，同比下

降 26.91%。陆川县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61.07 亿元，

同比增长 9.25%；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03.69 亿元，

同比增长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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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2021 年，陆川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6.97 亿元，同比增长

11.30%；其中，农业产值同比增长2.42%，林业产值同比增长9.91%，

牧业产值同比增长 19.40%，渔业产值同比增长 4.75%，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同比增长 8.83%。粮食播种面积 4.13 万公顷，同比增

长 0.15%；蔬菜种植面积 1.29 万公顷，同比增长 1.2%；生猪出栏

105.04 万头，同比增长 31.9%；家禽出栏 2859.78 万羽，同比下

降 5.2%；蔬菜产量 50.75 万吨，同比增长 6.2%；水果产量 10.14

万吨，同比增长 18.0%；水产品产量 2.67 万吨，同比增长 4.8%。

表 3 2021 年畜牧业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一、畜禽出栏

其中：猪 万头 105.04 31.86

牛 万头 0.75 7.22

山羊 万只 0.12 37.98

家禽 万羽 2859.78 -5.19

肉狗 万只 3.72 -53.7

肉鸽 万只 26.20 -62.89

二、畜禽存栏

1、牛 万头 2.85 31.16

2、猪 万头 80.40 15.81

3、山羊 万只 0.55 49.51

4、家禽 万羽 961.50 -2.77

三、肉类总产量 吨 127877.59 14.00

其中：猪肉 吨 81670.25 35.25

牛肉 吨 793.69 6.29

羊肉 吨 24.49 67.85

禽肉 吨 44717.00 -11.23

狗肉 吨 362.55 -43.29

四、其他畜产品产量

禽蛋 吨 6107.42 -5.75

生牛奶 吨 219.00 28.66

天然蜂蜜 吨 35.00 12.90

蚕茧 吨 130.40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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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陆川县 2021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

指标名称 全年面积 全年产量（吨）

面积（公顷） 增速% 产量（吨） 增速%

粮食合计 41294.00 0.15 240678.60 0.24

一、谷物 36687.00 -0.01 232175.17 0.27

（一）稻谷 34189.00 -0.20 218898.00 -0.06

1.早稻 17277.00 0.18 111993.00 0.25

2.晚稻 16912.00 -0.58 106905.00 -0.39

（二）玉米 2498.00 2.56 13277.17 6.08

二、豆类 1053.00 3.24 1820.78 13.85

其中：大豆 346.00 12.34 677.61 19.76

绿豆 276.00 -8.31 413.66 -5.09

红小豆 1.00 - 2.00 -

其他杂豆 430.00 4.62 727.51 21.74

三、薯类（折粮） 3554.00 0.91 6682.65 -4.04

（一）马铃薯 478.00 -0.83 1630.81 17.37

（二）甘薯 3076.00 1.18 5051.84 -9.38

经济作物 20078.83 0.65 - -

一、油料 2036.28 0.13 7494.91 0.63

二、甘蔗 842.47 -3.70 69556.97 -2.93

三、中草药材 1380.42 1.82 - -

四、蔬菜及食用菌 12918.87 1.18 507468.85 6.18

（一）蔬菜类 12918.87 1.18 498660.25 6.29

（二）食用菌 - - 8808.60 0.14

五、瓜果类 255.30 2.56 10291.91 1.00

（一）西 瓜 251.40 2.39 10260.31 0.99

（二）香 瓜（甜瓜） 0.40 0.60

（三）草 莓 3.50 16.67 31.00 6.90

六、其他农作物 2645.48 -0.89 - -

年末桑园面积 122.53 -24.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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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7.89%，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57.43 亿元，同比增长

23.32%；实现利润额 9.96 亿元，同比下降 8.12%。

2021 年建筑业产值 59.42 亿元，同比增长 17.3%；建筑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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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1 年，陆川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28.9%。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 83.5%，工业技改同比增长 150.1%，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 169.7%，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2.9%，民间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53.0%。

表 7 2021 年陆川县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业 32.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不含燃气、水） -9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5

批发和零售业 8.1

住宿和餐饮业 145.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5.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7

教育 12.3

卫生和社会工作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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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贸易

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97%。批发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 9.53%，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7.58%，住宿业营业

额同比增长 38.34%，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27.67%。

六、对外经济

2021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6720 万元，同比增长 85.7%；其中，

出口16031万元，同比增长117.9%；进口688万元，同比下降58.2%。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2021年，全县公路里程2015公里；邮政业务总量增长25.97%；

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38.49%；全县固定电话用户 4.93 万户，移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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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用户 44.68 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22.61 万户。

累计接待游客 802.6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6.76%；其中接待

国内游客802.6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76%；国内旅游收入95.27

亿元，增长 27.05%。

八、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

2021 年，陆川县普通小学 166 所，专任教师 5815 人，在校学

生 10.52 万人；普通中学 33 所，专任教师 4369 人，在校学生 6.62

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2.4%。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18.87 万册，剧场 、影剧院 2 个，体育

场馆 8 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4467 张，卫生技术人员 5237 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229 人。

九、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1 年，陆川县户籍人口 111.47 万人；常住人口 80.82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 37.02 万人，城镇化率 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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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56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7%;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561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3%；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59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1.4%。全体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1592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0.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1936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18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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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包括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7.79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5.78 万人；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90.77 人，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 86.17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83 万人。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人数 0.65 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4.44 万人。

十、资源、环境、城市建设

2021 年，陆川县森林面积 9.4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60.46%，

自然保护地面积 0.11 万公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

消耗比上年下降 17%。全年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97.4%，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95.4%。

注释：

1、本公报中 2021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

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及有关制度规定，对 2017-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

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及其增长速度进行了修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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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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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企业。

5、从 2013 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统计起点标

准从计划总投资 5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增速按为可比口径。房

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

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6、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标准为：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限

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标准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

上。

7、2012 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

革。2013 年起按照新的调查口径对外发布城乡一体的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分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由于新老调

查方案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城乡划分标准、样本抽选、计算

和汇总方式、指标口径等方面变化较大，改革后新口径数据和旧

口径数据存在不可比的差异。

8、2015 年起，“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名为“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各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中“储蓄存款”更名为

“住户存款”。

9、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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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1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

邮政业务、电信业务总量按 2020 年价格计算。

11、常住人口指在陆川县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以及户口在

陆川、外出陆川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