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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紧盯“工业主导型、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抓项目、扩投资，优环境、抓招

商，强产业、促增收，防风险、惠民生，挖潜力、稳增长，凝心

聚力强县域、促发展，全县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民生福

祉持续增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全县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3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1.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4.5  亿元，增长  6.8%；第二

产业增加值  61.2  亿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46  亿元，

增长  5.5%。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18.4：45.9：35.7  调整为18.6

：46.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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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99359 元，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 12645 元。全年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 39.18 亿元，占全县

地区生产总值的 29.8%。

表 1 2023 年末全县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年末常住人口 13.22

其中：城镇 6.04 45.71

乡村 7.17 54.29

其中：男性 6.69 50.60

女性 6.53 49.4

其中：0-15 岁（含不满 16周岁） 2.14 16.19

16-59 岁（含不满 60周岁） 8.52 64.45

60 周岁及以上 2.56 19.36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1.68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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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3.22 万人，比上年减少 500 人，其中城

镇常住人口 6.0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5.71%，比上年末提高 0.97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900 人，

出生率 6.79‰，死亡人口 1000 人，死亡率 7.77‰，自然增长率

为-0.98‰。

2023 年创办线下瓜州首家“就业超市”和首批“人才驿站”，

开发建设具有瓜州本地特色的“码上就业”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建成省级充分就业社区 1 个，市级充分就业社区 1 个。全年城镇

新增就业人员 2652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全

年通过城镇公益性岗位政策兜底安置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零就业

家庭成员、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 600 余名，累计兜底安置乡村

公益性岗位 268 人，实现 292 名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落实就业

补助资金 2367.5 万元。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84 笔 4081.5 万

元，吸纳带动就业 935 人。全年累计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 2.65

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 8.42 亿元，输转脱贫劳动力 10067 人。

全年引进各类人才 159 人，全年审核推荐中高级职称 387 人，其

中正高级职称 7 人，副高级职称 126 人，中级职称 254 人，有效

释放了人才红利。全年受理各类欠薪举报投诉案件 532 件，解决

838 名农民工工资 600 余万元，时效内结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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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2023 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80.3 万亩，比上年增长 3.4%。

粮食种植面积 11.7 万亩，比上年增长 2.3%。其中，小麦种植面

积 5.63 万亩，比上年增长 5.1%；玉米种植面积 5.96 万亩，比

上年增长0.2%。经济作物播种面积68.59万亩，比上年增长3.6%。

其中，棉花种植面积 18.2 万亩，比上年增长 0.4%；油料种植面

积 1.4 万亩，比上年增长 2.8%；中药材种植面积 21.64 万亩，

比上年下降 1.7%；蔬菜种植面积 4 万亩，比上年增长 8.5%；瓜

果类种植面积 9.9 万亩，比上年增长 7.6%；制种面积 6.2 万亩，

比上年增长22.5%；青饲料种植面积5.48万亩，比上年增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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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粮食产量 6.5 万吨，比上年增长 3.3%。其中，夏粮产

量 2.8 万吨，比上年增长 7.6%；秋粮产量 3.7 万吨，比上年增

长 0.3%。棉花产量 2.6 万吨，比上年增长 4.2%。油料产量 0.2

万吨，比上年增长 3.7%。蔬菜产量 6.9 万吨，比上年增长 6.4%。

水果产量 0.21 万吨，比上年下降 0.5%。药材产量 4.7 万吨，比

上年增长 2.7%。

表 2 2023 年全年农作物产量情况对比分析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期 去年同期 增速%

甲 乙 1 2 4

小麦产量 吨 27716.76 25750.09 7.6

玉米产量 吨 37127.47 36975.4 0.4

棉花产量 吨 26065.93 25023.87 4.2

油料产量 吨 2446.73 2359.8 3.7

甜菜产量 吨 0 0 0

青饲料播种面积 亩 54777.68 50199 9.1

其他制种产量 吨 6690.52 5213.89 28.3

蔬菜产量 吨 69310.23 65151.28 6.4

瓜类产量 吨 204379.17 181905 12.4

小茴香产量 吨 3644.93 3361.62 8.4

孜然产量 吨 517.52 495 4.6

中草药材产量 吨 47078.33 4586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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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牛羊饲养量 103.93 万头(只)，比上年增长 11.5%，其

中存栏 54.86 万头，增长 8.6%；出栏 49.06 万头，增长 14.9%。

羊饲养量 102.13 万只，比上年增长 11.6%，其中存栏 53.56 万

只，增长 8.7%；出栏 48.56 万只，增长 15%。牛饲养量 1.8 万头，

比上年增长 4%，其中存栏 1.3 万头，增长 3.6%；出栏 0.5 万头，

增长 7.4%。生猪饲养量 5.38 万头，比上年增长 5.8%，其中存栏

2.55 万头，下降 0.2%；出栏 2.83 万头，增长 11.9%。全年肉类

总产量 1.14 万吨，比上年增长 14.5%。禽蛋产量 580.5 吨，比

上年增长 14.4%。牛奶产量 1307 吨，比上年增长 11.1%。全县水

产品养殖面积 4380 亩，水产品产量 231 吨，比上年增长 4.2%。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42 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3.7%。农用拖

拉机 2.1 万台，与上年持平。全年化肥施用量 3.4 万吨，比上年

减少 1.6%。农村用电量 1.03 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2%。耕地保

灌面积 79.2 万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3 年全县全部工业增加值 57.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5.3%。规模以上工业中，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3.4%，股份制企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比上年

其中：甘草产量 吨 14802.96 15272 -3.1

枸杞产量 吨 32113.11 30407 5.6

其他中草药材产量 吨 162.26 18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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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8.9%。分门类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 11.8%，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5.8%，制造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9.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76.4%。

年末全县发电装机容量 1432 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20.1%。

其中，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950 万千瓦，火力发电装机容量 400 万

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82 万千瓦。2023 年全年规上工业发电

量 333.8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20.9%，其中，风力发电量 182.3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6.4%；火力发电量 141.8 亿千瓦时，比

上年增长 23.1%；太阳能发电量 9.7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26.8%；铁矿石成品矿 44.6 万吨，比上年增长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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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8.6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1.3%；利润总额 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3%；营业收入利润

率 28.15%，同比提高 5.6 个百分点。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月止累计 累计增长%

售电量 万千瓦时 3227719.8 20.8

铁矿石原矿 吨 232938.4 19.5

铁矿石成品矿◇ 吨 446451.0 18.3

其中：◇铁精矿 吨 142497.4 2.8

乙二醇 吨 8000.0 100

水泥◇ 吨 161106.9 59.7

其中：◇强度等级

42.5 水泥（ R型）
吨 161105.9 59.7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433781.4 21.6

水泥混凝土电杆 万根 27938.0 15.6

预应力混凝土桩 万米 16509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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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合金◇ 吨 1390.7 -73.2

其中：◇锰硅合金

（折合含锰硅量合 82％）
吨 1390.7 -73.2

全县建筑业增加值 3.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1%。2023 年

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27 户，比上年

增加 4 户。

四、服务业

2023 年全年实现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 4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5%。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0.45 亿元，比上年

下降 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0.62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7.6%；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1.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3%；

金融业增加值5.01亿元，比上年增长9.3%；房地产业增加值2.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15.2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5.7%；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0.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2023 年全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32764.7 万元，

比上年下降 16.28 %；利润总额 2864.1 万元，比上年下降

9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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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全县公路总里程 3098.93 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里程 385.89 公里，一级公路 124.73 公里，二级公路 291.73

公里，三级公路 636.24 公里，四级公路 1660.34 公里。全县境

内铁路通车总里程 347 公里。

全年公路运输货运量 147.7 万吨，比上年增长 7.8%，货运

周转量 3.6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91.5%;公路客运量 3100 万人，

比上年增长 46.4%，旅客周转量 160.5 万人公里，比上年增长

34.9%。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26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2.9%；完

成邮政业务收入 35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2.2%。邮政业全年完

成邮政函件业务 0.21 万件，包件业务 0.06 万件，快递业务量

114.58 万件，快递业务收入 2500 万元。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16.5

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家庭接入用户 7.8 万户。全年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5718 万元，比上年增长 6.8%。

五、固定资产投资

2023 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8.4%。分领域

看，制造业投资增长 1.5%，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3.6%，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 25.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2.3%；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25.3%，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23.9%；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 52.6%。装备制造业增长 32.4%，高技术制造业下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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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成投资额比上年下降 25.9%。完成销

售面积 63430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8%。2023 年底，城区已建

成住宅楼 644 栋，住宅 22548 套，总建筑面积 246.73 万㎡

2023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占比

指标名称 比上年增长（%）
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

农、林、牧、渔业 -2.3 2.59

采矿业 11.7 0.49

制造业 1.5 21.5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7 57.17

建筑业 0.25

批发和零售业 296 3.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8 6.33

住宿和餐饮业 -90.6 0.08

房地产业 -25.9 0.4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9 4.2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5 0.11

教育 -37.3 0.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37.8 0.4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6.4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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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贸易

2023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5.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按行

业分，批发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102.88 亿元，比上年下降 24.3%；

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1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住宿业

实现营业额 0.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6%；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3.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5%。

全县限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1.0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3%；饮料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661.9 万元，比上年增长

0.4%；烟酒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2081.5 万元，比上年增长 21%；

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253.7 万元，比上年

增长 56.8%；化妆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19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55.7%；日用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894 万元，比上年增长 7%；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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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电料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4.2 万元，比上年增长 31.3%；体育、

娱乐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69.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9.9%；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113.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0.4%；中西药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546.9 万元，比上年下降

64.8%；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3.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7%；石油及制品类实现零售额 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3%；

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5481.8 万元，比上年增长 45.5%。2023 年全

县限额以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3277.2 万元，比

上年增长 103.4%。

七、对外经济

全年引进开工建设招商引资项目 158 项，其中开工建设省外

招商引资项目 80 个。建成招商引资项目 58 个，其中建成省外招

商引资项目 15 个。落实到位资金 14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

其中省外到位资金 123.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全县有外

贸出口企业 13 家，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 921 万美元，比上年下

降 23%。

八、财政金融

2023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201451 万元，比上年增长 32.1%，

其中：税收收入 1555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1.4%。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777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46.2%。财政总支出 377334 万

元，比上年增长 21.7%，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2526 万元，

比上年增长 26.2%。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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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7%，其中:居民储蓄存款 83.52 亿元，

比上年增长13%；非金融企业存款18.67亿元，比上年增长14.3%。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43.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6 %。

其中：短期贷款 3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中长期贷款 11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7%。存贷比为 131.35108.46，比上年扩大

22.89 个点。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113.7 元，比上年增长

6.7%；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438.3元，比上年增长7.8%，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31.4%,比上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10.8 元，比上年增长 8.7%，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4229.39 元，比上年增长 8.6%，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29.8%，比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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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4694 人，参保率 98.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68837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 11.09 万人，参保率 98.6%。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2199

人，比上年增加 4659 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4124 人，比上年

增加 3299 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 1693 人，较上年减少 18 人。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16214 人，比上年增加 3360 人。年末全县共

有 1582 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8655 人享受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全年新建 15 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实现乡镇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全覆盖。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有普通中专 1 所，普通小学 20 所，普通中学 5 所，其

中高级中学 2 所、初级中学 3 所。各类学校占地面积 117.05 万

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29.26 万平方米。体育运动场面积 26.51

万平方米，图书藏量 36.329 万册。12 所学校建宿舍、扩食堂、

改厕所，双塔镇中心幼儿园教学辅助用房建成投用，瓜州县第二

中学学生宿舍及教师周转宿舍和冶金中专学生公寓楼项目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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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建成云课堂教室 7 间，部分学校完成门禁系统、宿管系

统、专递课堂等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乡

学校差距逐步缩小。

全县普通中专学校招生 208 人，比上年下降 15.8%，在校生

639 人，比上年下降 16.7%；毕业生 317 人，比上年增长 6.7%。

普通中学招生 2344 人，比上年增长 2.9%；在校生 6947 人，比

上年增长 0.4%；毕业生 2296 人，比上年下降 0.4%；普通中学中，

普通高中招生 1057 人，比上年增长 9.4%；普通高中在校生 2953

人，比上年增长 5.4%。初中在校生 3994 人，比上年下降 2.9%。

普通小学在校生8846人，比上年增长1.4%。幼儿园在园幼儿4020

人，比上年下降 8.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9.71%。高中阶

段教育毛入学率 96.46%。普通高中考生本科上线率 91.2%。学龄

儿童入学率 100%，巩固率 10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100%。

2023 年各类教育招生、在校生和毕业人数及其增减

单位：人

指标

招生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绝对数
比上年增

减（±）
绝对数

比上年增

减（±）
绝对数

比上年增

减（±）

普通中学 2344 66 6947 28 2293 -10

其中：高级中学 966 22 2953 151 900 -39

普通中专 208 -39 639 -128 317 20

普通小学 1552 169 8846 127 1340 -16

幼儿园在园幼儿 - - 4020 -3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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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专利授权量 174 件，比上年增长 34.8%，其中有效发明

专利37件。全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7.19亿元，比上年增长38.5%。

年末有高新技术企业 21 家，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10 家。2023

年，选聘县级科技特派员 166 名，评选认定科技新型乡土拔尖人

才 2 名。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文化体育

2023 年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712.0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1.04 亿元。

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32 个，其中医院 3 个、卫生院 14

个。卫生技术人员 962 人，其中执业医师 263 人、执业助理医师

69 人、注册护士 453 人。卫生机构床位 867 张，其中医院 660

张、卫生院 207 张。全县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 1 个，卫生技术

人员 24 人。妇幼卫生机构 1 个，卫生技术人员 27 人。乡村医生

和卫生员 63 人，农村有医疗点的村占总村数的 100%。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控制在 7.33‰以内，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2259.7/10 万人，适龄儿童一类疫苗接种率控制在 95%以上。人

民医院门诊综合和楼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建设项目顺利

投入使用，群众就医环境明显改善。

全县有养老院 4 个，养老院床位 438 张。基础设施建设基本

达到标准化的城市社区 14 个，农村村委会、社区 75 个。

2023 年末，全县共有艺术团体 8 个，剧场、影剧院 1 个，

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各类博物馆 5 个。公共图书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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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总藏量 16.5 万册。年末全县共有档案馆 1 个，馆藏档案 5.86

万卷，全年开放各类档案 1.70 万卷。

2023 年全县共有调频、电视转播发射台 1 座，广播电视台 1

个，平均每周广播节目播出时间714小时，广播人口覆盖率100%。

平均每周电视节目播出时间574小时，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

全县城乡光缆线路 413 公里，分配网（电缆）线路 198 公里，覆

盖全县 15 个乡镇 75 个村，实现了广播电视“组组通”。有线电

视终端有效用户 0.92 万户，入户率 95%。

全县有基层体育传统重点学校 5 所，其中省级传统校 1 所、

市级传统校 2 所。有等级裁判员 139 人，其中国家一级 7 人、国

家二级 96 人，国家三级 36 人。在各类体育比赛中，获得奖牌

25 枚，其中金牌 14 枚，银牌 8 枚，铜牌 3 枚。全县举办运动

赛会 15 次，参加人数 0.195 万人。

全县有省级非遗传承人 3 人，市级 20 人，县级 57 人。全年

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500 余场次，其中非遗展演 20 场次。全

县有田野文物保护单位 465 个，其中国家级 10 个，省级 16 个。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县耕地保有量 94.22 万亩，其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81.46

万亩。全县水资源承载能力 5.08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3.45 亿

立方米，地下水 1.63 亿立方米。全年实际用水总量 3.57 亿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 0.1%。其中，生活用水量 0.0661 亿立方米，比

上年增长4.6%；工业用水量0.1931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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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水量 2.5809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生态用水量 0.73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

全年人工造林面积 1670 亩，森林抚育面积 3403 亩，土地整

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0.0074 万亩。全县共完成新植和补植补造

的农田防护林带 32 公里，绿色通道建设 46 公里，人工集约造林

1650 亩，栽植各类苗木 9.6 万余株；修复治理退化草原 8.5 万

亩，草原植被盖度 20.9%。

2023 年内建成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21 个，完成环境保护总投

资 1687.6 万元。瓜州县城区区域噪声适用标准区划面积 10.26

平方公里，达标区面积 10.76 平方公里。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 271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26.2%，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 269.4 万吨标准煤，增长

26.2%。

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41 天，空气优良率 68.1%，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 62 微克/立方米，与上年持平；细颗粒

物（PM2.5）年均浓度 18 微克/立方米，与上年持平。全县二氧化

硫(SO2)、二氧化氮(NO2)和 一氧化碳(CO)年平均浓度值达到一级

标准，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 O3 )年平均

浓度值达到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综合评价达到二级标准，县

域内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地表水质达标率 100%，饮用水质

达标率 100%。

2023 年年平均气温 10.6℃，比历年平均值偏高 1.0℃。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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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计降水量 31.2mm，比历年偏少 38.3%。2023 年总日照时数

3013.2 小时，比历年平均值偏少 123.1 小时。全年大风日数（日

极大风速≥17.0 米/秒）12 天，较历年显著减少，全年城区出现

14 次沙尘天气，其中浮尘天气 8 次，扬沙天气 5 次，沙尘暴天

气 1 次。

年末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0.72 万吨，污水处理率达到

99.3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集中供热面积 360.05 万

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2.7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6.33 平方米。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 起，比上年下降 33%；死亡 2

人，比上年下降 5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0.015 人，比上年下降 54.4%；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死亡

1 人，比上年下降 50%，直接经济损失 80 万元；县域道路交通事

故十万人口死亡率 19.67%，比上年增长 10.57%。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原

因，存在分项与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3]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

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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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4]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5]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6]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

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的支出。本公报中的基础设施投

资包括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

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

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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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

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其中，网上零售额包

括的服务，以及少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用或被转卖的商品不统计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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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指报告期内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年度

土地供应计划依法以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提供

给单位或个人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总量。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造林面积、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

土地资源、建设用地数据来自县自然资源局，招商引资和对外贸

易数据来自县商务局，公路里程、客货运周转量、公共交通、邮

政数据来自县交通局，通信数据来自工信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

政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酒泉市分行，医疗保险数

据来自县医疗保障局，城乡低保、社会服务数据来自县民政局，

教育数据来自县教育局，文化、广播、电视、体育数据来自县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健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县水

务局，年降水量数据来自县气象局,环境监测数据来自市生态环

境局瓜州分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县应急管理局，城市污水、生

活垃圾等数据来自县住建局，其他数据来自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