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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商洛经济运行开局平稳

一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聚焦打造“一都四区”目标，以“三个年”活动为牵引，全力以赴狠抓各项重点

工作落实。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生产需求逐步改善、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开局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

一、经济运行开局平稳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 192.48 亿元，同

比增长 1.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75 亿元，同比增长 3.9%，拉动 GDP 增

长 0.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70.99 亿元，同比下降 5.9%，倒拉 GDP2.1 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03.74 亿元，同比增长 5.7 个百分点，拉动 GDP3.0

个百分点。

（一）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农产品供应有保障。为扎实推进农业生产开好局、

起好步，稳住“三农”压舱石，商洛市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早动手、早储备，全力保障各类农资储备与供应，确保保障春耕生产。全市

实现农业总产值 35.38 亿元，增长 3.5%，实现增加值 19.08 亿元，增长 4.0%。

全市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7.80 万吨，同比增长 2.3%；中草药材产量 4.16 万吨，

同比增长 7.0%。猪牛羊禽肉类总产值 3.53 万吨，增长 3.5%；禽蛋产量 1.28 万

吨，增长 0.7%。生猪存栏数 60.50 万头，出栏数 37.2 万头，分别增长 1.7%和

4.7%。

（二）工业生产承压明显，绿色食品保持稳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

值同比下降 4.8%，增加值同比下降 9.7%。从支柱产业看，绿色食品同比增长

17.5%，现代材料同比下降 2.4%，现代医药同比下降 11.5%。从产品产量看，53

种中 32 种产量同比增长，铁矿石成品矿、太阳能电池分别增长 43.6%，95.5%。

从效益来看，1-2 月，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3 亿元，同比增长 12%。

（三）建筑业稳定生产，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全市 164 家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实现总产值 22.59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速居全省第三；签订合同额 85.63

亿元，增长 3.4%。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9.46 亿元，现价同比增长 9.5%。

（四）服务业全面回暖，营业收入增势较好。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比上年全年提高 2个百分点。1-2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8.81 亿元，同比增长 21.1%。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体和娱乐业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 74.3%、22.8%、24.1%、19.6%、16.0%。旅游市场强势复苏，1-3 月，

全市实现旅游接待人数 1085.44 万次，增长 194.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7.70

亿元，增长 208.4%。

（五）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加快。扎实开展项目推进

年活动，推行市县领导包抓、周观摩等机制，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4%，比 1-2 月提高 4.1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一。分

投资主体看，国有投资同比增长 35.4%，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52.3%，已占

据主导地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4.5%，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3.0%，第

三产业投资增长21.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3.8%，工业投资下降3.3%，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0.4%。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9.8%，较 1-2 月提高 19.8

个百分点。1-3 月，新开工项目个数 158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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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费市场加速复苏，线上消费需求活跃。受“首届跨年电商节”“年

货下乡”“商超奶制品展销”及“2023 年商洛市秦岭山珍美食大赛”等各类促消

费活动及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拉动，居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全市消费市场迅速回

暖。一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1.49 亿元，同比增长 11.4%，较去

年全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二。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22.25 亿元，

同比增长 17.7%，位居全省第三。限上单位通过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0.4 亿元，同

比增长 45%，高于限上增速 27.3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0.3 亿元，

同比增长 131.9%。全市限上单位 22 类商品中 20 类实现正增长，基本生活类商

品销售良好，限上化妆品类、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商

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5.4%、25.0%、12.6%。

（七）先行指标运行平稳，财政金融保持稳健。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15.02

亿千瓦时，增长 10.5%。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0 亿元，同比增长 7.5%，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78.71 亿元，下降 6.8%。3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707.66 亿元，同比增长 13.8%；人民币贷款余额 940.15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八）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迸发。大力实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一季度，全市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108.90 亿元，占 GDP 比重

56.6%，位居全省第二。扎实开展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一季度新增市场主体 3424 户，同比增长 1.5%；截至 3 月底累计在册市场主体

136580 户。全市“五上”在库企业 1178 家，新增 157 家。

二、保持平稳增长尚存隐忧

从 1-3 月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市经济发展还存在企业经营困难、大型企业支

撑不足、投资新开工项目规模偏小等问题。

（一）工业稳增长压力较大。因同期基数较大以及前 3个月市场价格波动、

投资后劲不足等因素影响，全市停产减产企业占在库企业的 33%，影响产值累计

减少 66.5 亿元。从行业大类看，31 个行业大类中 15 个行业同比下降，主要集

中在支柱产业上，黑色金属采矿业、医药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分别下降

14.5%、12.7%、89.3%。分企业来看，产值下降过亿元的企业有 6家。

（二）投资持续增长后劲不足。虽然一季度新开工项目个数有所增加，但新

开工项目平均规模只有 0.68 亿元/个，远低于施工项目 2.36 亿元/个的规模。工

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同比分别下降 3.3%和 4.8%，投资后劲亟需关注。

（三）消费市场仍需提振。一方面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放缓，居民消费预

期受到一定抑制，消费更趋理性化。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经营处于困境。全市限

上批零住餐单位中，停产企业 10 家，销售额（营业额）减少的 60 家。

三、全力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

虽然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开局平稳，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夯实。下

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要求，持续推动“三个年”活动，统筹发展县

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进一步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有效推

动工业稳定增长，大力提振实体经济，全力巩固全市经济运行回升向好态势。

（一）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扎实推进各项政策落实落细，增强财政政策、货

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进一步释放深化改革潜力，全力推动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走深走实，为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打好留抵退税、

缓交社保费、稳岗留岗、金融信贷等政策组合拳，助力市场主体纾困，为全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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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增添持续动力。

（二）奋力夯实工业基础。工业是经济的“压舱石”，企业是“动力源”。要

充分发挥工业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业稳增长专班作用，聚焦工业稳增长的瓶颈和薄

弱环节，进一步落实惠企纾困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注入动力。着力扩大精准有

效投资，为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培育新增长点。同时加强对陕西锌业、

商洛比亚迪等 50 户重点企业运行监测、分析研判，全力助推企业尽快稳产扩产。

（三）有效推进投资项目。深化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活动，进一步完善重大项

目推进机制，严格落实“谋划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要

求，持续巩固拓展高质量项目建设成效，切实扩大有效投资。要保障要素促开工，

聚焦重点产业链中补链、强链、固链产业项目，积极稳妥加大土地、资金等要素

资源保障，力促项目有序有效推进，尽快形成更多新增长。

（四）深度释放消费潜力。强化精准就业帮扶，支持创新创业，以增加收入

增强消费主体信心；继续做大商贸流通、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传统消费，支持

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重点消费，有力推动全市生活服

务消费持续释放。充分发挥“商西欧”平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推广新

兴消费经济，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新业态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