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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商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商洛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商洛调查队

2023 年 3 月

2022年是商洛发展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全市上下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一都四区”建设，全市经济顶住压力保持平

稳增长，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22℃商洛”高质量发展迈出

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生产总值 902.56亿元，比上年增长 3.3%。其中，第一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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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 125.77亿元，比上年增长 3.8%，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3.9%；第二产业增加值

359.55亿元，比上年增长 2.4%，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9.9%；第三产业增加值 417.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6.2%。人均生产总值 44599元。

全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509.81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 56.5%。

二、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 234.73亿元，增长 4.1%。实现增

加值 133.63亿元，增长 4.1%。其中，农业增加值 83.87亿元，增长 2.2%；林业 7.45



—3—

亿元，增长 12.7%；牧业 33.68亿元，增长 5.3%；渔业 0.77亿元，增长 8.8%；农

林牧渔服务业 7.86亿元，增长 8.2%。

据抽样调查，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38.72万亩，粮食总产量为 49.97万吨，

同比下降 4.2%。其中，夏粮产量 19.84万吨，增长 0.4%。秋粮产量 30.13万吨，

下降 7.0%。2022年粮食平均亩产 209公斤，同比下降 4.6%。

表 1：粮食及经济作物产品产量
2022 年（万吨） 比上年增长（%)

粮食总产量 49.97 -4.2

夏粮 19.84 0.4

秋粮 30.13 -7.0

油料产量 1.90 -1.6

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63.57 2.8

水果产量 4.16 -1.0

药材产量 21.42 4.0

茶叶产量 0.4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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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人工造林 3.5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9.56%。茶叶面积 28.53万亩，产

量 0.44万吨；核桃、板栗和松子产量分别为 12.07万吨、3.39万吨和 0.12万吨。

全年完成水产品产量 6811吨，同比增长 11.7%。

年末牛存栏 7.11万头，猪存栏 57.63万头。全年肉类总产量达到 10.08万吨，

禽蛋产量 7.42万吨。

表 2：畜牧业生产情况表
单位 2022 年 比上年增长（%)

肉类总产量 万吨 10.08 2.9

其中：猪肉 万吨 7.32 3.3

牛肉 万吨 0.41 -0.4

羊肉 万吨 0.37 -0.6

奶类总产量 万吨 0.09 -19.9

禽蛋产量 万吨 7.42 3.2

牛年末存栏 万头 7.11 0.4

羊年末存栏 万只 23.04 -0.4

猪年末存栏 万头 57.6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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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0.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6%。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2%，其中，轻工业增长 4.8%；重工业下降 0.4%。

规模以上工业中，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1.0%，制造业增长 1.3%，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增长 14.7%。

三大支柱产业中，新材料产值下降 7.4%，生物医药下降 8.2%，绿色食品增长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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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122.9亿元，增长 5.7%。利润总额 61.8
亿元，同比增长 15.1%，产销率为 95.5%，工业销售产值增长 5.1%。

表 3：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 2022 年 比上年增长（%)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17.15 -17.6

#精锌 万吨 16.44 -18.0

中成药 万吨 2.42 -23.2

黄金 千克 12990.80 3.0

铁矿石原矿 万吨 882.44 -7.3

水泥 万吨 509.14 15.9

钼精矿折含量（折纯钼 45%) 吨 2623.10 -1.1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49.23亿元，现价同比增长 13.5%，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149.78亿元，同比增长 15%，其中：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完成产值 5.95亿元，占总产值的 3.4%；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403.5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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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同比增长 6.7%，其中：新开工面积 250.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6%。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9.0%。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28.4%；第二

产业投资增长 1.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8.7%。民间投资增长 3.4%。工业投资增

长 1.5%。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7.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0.4%。

全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45.38 亿元，比上年下降 19.2%。商品房销售面积

93.8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4.1%。商品房销售额 49.06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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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客运量 487.31万人，下降 41.2%；旅客周转量 36825.41万人公里，下降 42.2%。

货运量 2999.44万吨，下降 1.0%；货运周转量 370925.71万吨公里，增长 3.0%。

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 4.51亿元，

同比增长 9.4%。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 4402.89万件，同比下降 0.32%。其中，

快递业务量 968.02万件，增长 9.7%。电信业业务总量 15.05亿元，增长 33.4%。

全市移动电话用户 191.53 万户，其中，4G 移动电话用户 107.08 万户。固定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 63.43万户。电话用户普及率 101.6部/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

93.4部/百人。

全年共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2903.3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32.5%，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175.11亿元，比上年下降 33.1%。金山康养产业园建成试运营，洛南、商南、

镇安、柞水入选“健康中国·康养旅游百强县”，商州、洛南、丹凤、商南入选

“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云盖寺古镇、仓颉小镇创成 4A级景区，牛背梁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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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六、商业贸易、对外经济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6.03亿元，比上年增长 7.6%。按经营地分，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 152.59亿元，增长 6.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3.44亿元，增长 11.3%。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22.13亿元，增长 4.4%；商品零售 183.90亿元，增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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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4.4%，饮

料类增长 3.8%，烟酒类下降 1.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5%，化妆品

类下降 1.7%，金银珠宝类下降 34.5%，日用品类增长 6.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下降 13.9%，中西药类增长 21.1%，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21.7%，家具类增长

17.7%，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18.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50.9%，汽车类下降 2.4%。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9.87亿元，比上年下降 4.5%。其中，进口总额 9.72亿
元，下降 24.8%；出口总额 10.15亿元，增长 28.7%。实际利用外资 1.21亿美元。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329.7亿元，增长 46.7%。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89亿元，增长 5.8%。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301.38亿
元，增长 9.9%。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587.35亿元，增长 13.8%。其中，住户存

款 1219.61亿元，增长 16.4%。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877.63亿元，增长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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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短期贷款 157.38亿元，增长 11.3%；中长期贷款 657.75亿元，增长 15.4%。

全年保险业原保费收入 28.72亿元，同比增长 6.9%。其中，财产险 8.97亿元，

增长 44.4%；人身险 19.75亿元，下降 4.4%。保险业累计赔款支出 11.40亿元，同

比增长 1.7%。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 5.28亿元，同比增长 9.9%；人身险赔付支出

6.12亿元，下降 4.5%。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市共有普通本科院校 1所，在校学生 1.25万人，教职工 876人；高等职业

院校 1所，在校学生 10048人，教职工 463人；普通高中 16所，在校学生 3.97万
人，在校教职工 0.43万人；初中 143所，在校学生 7.74万人，在校教职工 0.81万
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7所，在校学生 1.43万人，在校教职工 1028人；小学 357
所，在校学生 17.22 万人，在校教职工 10057 人；独立幼儿园 538 所，在园幼儿

7.35万人，在校教职工 8172人；全市有技工学校 3 所，在校学生数 1031 人，教

职工人数 143人；特殊教育学校 5所，在校学生 421人，在校教职工 1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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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 69家，累计签订技术交易合同 125项，实现技术

合同交易额 2.89亿元。全年共获授权专利 491件，其中发明 40件，实用新型专利

359件，外观设计专利 92件。建成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网络平台和飞地孵化器，

柞水创成全国首批、全省唯一国家创新型县，商南、镇安获评全国科普示范县。

九、文化、体育和卫生

全年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达 98.81%，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 99.71%。商洛花

鼓戏《情怀》荣获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特别推荐剧目奖”，散文集《月光不

是光》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推进“三馆一站”及镇（村）文化示范点建设，

建成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站 2491个。启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三年攻坚行动，

侏罗纪梦幻世界等 4家 3A景区创建通过验收，推荐 2个园区为第五批国家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商南县、山阳县入围第二批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示范县创建行列。

2022年相继举办陕西省群众羽毛球城际联赛、陕西省象棋公开排位赛网络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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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大众乒乓球公开赛(商洛站)、陕西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全国健身气功站点

联赛预选赛(陕西赛区)、春季网球邀请赛、中华垂钓大赛陕西洛南选拔赛暨首届抚

龙湖垂钓大奖赛等大型赛事活动 6场次。

全市卫生健康机构 2718个，其中医院 64个，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3
个，村卫生室 2084个。实有床位 16151张，卫生技术人员 17090人，其中，执业

（助理）医师 5497人，注册护士 6710人。

十、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优良空气天数为 349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4天，其中优的天数 103
天，比上年减少了 62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27，同比上升 10.1%。万元 GDP
能耗下降 0.895%。

全年完成植树造林 68.67万亩，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 2221公顷，营造林 80.13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331平方公里。

2022年全市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15起，死亡 20人。按行业分：道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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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业发生事故 13起，死亡 17 人；商贸制造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1人；其他行

业发生事故 1起，死亡 2人。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2年末，全市总户数 86.26万户，户籍人口 247.97万人。总人口中，男性 131.35
万人。年末常住人口为 202.06万人，比上年减少 0.62万人。其中，出生人口 1.32万
人，出生率 6.55‰；死亡人口 1.52万人，死亡率 7.54‰；自然增长率-0.99‰。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 49.98%。

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年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682元，增长

6.1%。

按常住地分，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931元，增长 4.5%。从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 17979元，经营净收入 4595元，财产净收入 1124
元，转移净收入 62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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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781元，增长 6.8%。其中，工资性收入 6881
元，经营净收入 2194元，财产净收入 65元，转移净收入 36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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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34：1，较上年缩小 0.05。
全年民生支出 239.68 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 79.5%。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

员 1.66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0.5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9.4万人。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5.86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03.63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 15.86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15.63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3.70
万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 1.20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

到 15.81万人。农村五保供养人数达到 1.74万人。

注释：

[1]本公报部分指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

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定，对历史数据进行了统一修订，公报中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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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修订后数据。

[3]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从 2011年开始，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

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提高到 2000万元；十种有色金属均指铝、镁、铜、铅、锌、镍、

钴、锡、锑、汞十种有色金属，商洛市有色金属主要是精锌和镁，公报中十种有色金属为本年

精锌和镁产量之和。

[4]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标准为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的建

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城镇项目投资、非农户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5]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6]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同口径数据。

[7]相关部门数据来源于部门年快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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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增长（%）

一.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202.06 202.68 -0.3

二.全市生产总值 亿元 902.56 850.01 3.3

第一产业 亿元 125.77 118.67 3.8

第二产业 亿元 359.55 333.89 2.4

第三产业 亿元 417.24 397.45 3.7

三.全市生产总值构成

第一产业 % 13.9 13.9 持平

第二产业 % 39.9 39.3 提高 0.6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 % 46.2 46.8 回落 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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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增长（%）

四.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 - 1.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 - 1.6

五.一般预算财政收入 亿元 26.89 26.82 5.8

一般预算财政支出 亿元 301.38 274.17 9.9

六.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 19.0

#房地产开发 亿元 45.38 56.13 -19.2

注：表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为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的同口径增速，数据来源于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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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增长（%）

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206.04 191.57 7.6

1.按消费形态分组

餐饮收入 亿元 22.13 21.19 4.4

商品零售 亿元 183.90 170.38 7.9

2.按经营地分组

城镇 亿元 152.59 143.55 6.3

其中：城区 亿元 37.95 35.69 6.3

乡村 亿元 53.44 48.02 11.3

八.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8555 16932 9.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8655 26616 7.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1969 10773 11.1

住户存款 亿元 1219.61 1048.1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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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生产总值

地区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绝对量

（亿元）

增长

（%）

绝对量

（亿元）

增长

（%）

绝对量

（亿元）

增长

（%）

绝对量

（亿元）

增长

（%）

商州 161.68 4.5 20.30 3.4 43.40 6.8 97.98 3.8

洛南 144.62 2.2 24.27 4.0 60.37 0.2 59.98 3.0

丹凤 106.44 4.0 16.38 3.6 32.03 4.5 58.03 3.9

商南 100.43 4.2 15.87 4.2 40.25 3.8 44.32 4.4

山阳 179.77 2.7 23.02 4.1 87.38 2.0 69.37 3.0

镇安 108.32 4.7 17.42 4.1 41.60 5.9 49.29 4.0

柞水 101.31 0.5 8.52 3.4 54.51 -3.5 38.28 4.6



—22—

各县（区）常住人口

地 区
常住人口
（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城镇化率（%）

商州区 46.82 6.54 7.47 50.18

洛南县 36.2 6.59 7.61 49.64

丹凤县 24.47 6.66 7.72 49.98

商南县 20.17 6.59 7.54 50.07

山阳县 35.64 6.50 7.51 49.97

镇安县 25.12 6.45 7.48 50.08

柞水县 13.63 6.53 7.48 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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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增加值

指 标 总产值（亿元） 增长（%） 增加值（亿元） 增长（%）

全 市 234.73 4.1 133.63 4.1

农 业 138.28 2.6 83.87 2.2

林 业 11.85 13.3 7.45 12.7

牧 业 69.86 4.3 33.68 5.3

渔 业 1.33 8.7 0.77 8.8

服务业 13.42 8.3 7.8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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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增加值

地 区 总产值（亿元） 增长（%） 增加值（亿元） 增长（%）

商州区 38.36 4.1 21.93 3.9

洛南县 45.28 4.1 25.44 4.1

丹凤县 31.71 4.0 17.50 3.9

商南县 30.19 4.2 17.34 4.4

山阳县 40.17 4.4 24.10 4.3

镇安县 31.60 4.3 17.78 4.2

柞水县 17.43 3.9 9.5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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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农林牧渔业分行业产值

县区
农业

（亿元）

增长

（%）

林业

（亿元）

增长

（%）

畜牧业

（亿元）

增长

（%）

渔业

（亿元）

增长

（%）

服务业

（亿元）

增长

（%）

商州 25.41 4.0 2.53 5.2 7.43 3.2 0.15 2.9 2.85 6.3

洛南 28.82 3.5 1.72 3.5 12.02 5.3 0.30 5.1 2.42 6.4

丹凤 15.98 2.9 0.81 -0.3 12.54 5.1 0.19 11.7 2.19 7.6

商南 16.65 4.0 1.41 3.5 10.03 3.9 0.13 7.8 1.97 7.5

山阳 22.14 2.2 1.51 22.1 14.64 5.8 0.21 10.1 1.67 3.5

镇安 21.30 4.2 2.71 4.1 6.90 4.4 0.19 9.9 0.50 9.0

柞水 7.98 3.3 1.16 3.2 6.31 3.4 0.16 3.1 1.8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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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农林牧渔业分行业增加值

县区
农业

（亿元）

增长

（%）

林业

（亿元）

增长

（%）

畜牧业

（亿元）

增长

（%）

渔业

（亿元）

增长

（%）

服务业

（亿元）

增长

（%）

商州 16.58 3.1 1.30 5.5 2.34 3.7 0.08 2.8 1.63 11.6

洛南 17.32 3.5 1.10 3.5 5.69 5.6 0.15 5.0 1.11 6.3

丹凤 9.54 4.2 0.40 4.2 6.34 2.8 0.09 2.4 0.96 7.9

商南 10.52 4.2 1.12 3.6 4.29 4.0 0.09 7.7 1.41 7.4

山阳 13.37 1.4 1.10 22.4 8.42 5.9 0.12 10.9 1.08 9.9

镇安 12.19 4.1 1.78 4.3 3.32 4.0 0.13 8.8 0.34 8.6

柞水 4.34 3.3 0.74 3.1 3.34 3.4 0.10 3.0 1.0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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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粮食产量
单位：万吨

地 区 粮食总产量 增长（%） # 夏粮 # 秋粮

商州区 9.51 -3.8 3.53 5.98

洛南县 12.28 -3.9 3.27 9.01

丹凤县 5.51 -5.0 2.47 3.04

商南县 2.97 -4.8 1.24 1.73

山阳县 8.71 -4.0 4.32 4.39

镇安县 7.08 -4.1 2.95 4.13

柞水县 3.91 -4.8 2.06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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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生产情况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增长（%）

一.粮食总产量 万吨 49.97 -4.2

夏粮 万吨 19.84 0.4

秋粮 万吨 30.13 -7.0

二.奶类产量 吨 949.6 -19.9

三.禽蛋产量 吨 74190.6 3.2

四.水果产量 吨 41645 -1.0

五.肉类总产量 吨 100775.9 2.9

猪 肉 吨 73219 3.3

牛 肉 吨 4075.6 -0.4

羊 肉 吨 3739.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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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生产情况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增长（%）

六.出栏家禽 万只 1290.94 3.0

七.出栏牛 头 27001 -0.9

八.出栏羊 头 206024 0.6

九.出栏猪 头 891350 4.7

十.主要农林产品产量

油 料 吨 19033 -1.6

核 桃 吨 120700 10.8

板 栗 吨 33906 21.2

十一.药材产量 吨 214158 4.0

十二.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吨 63570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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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农业生产情况

地 区 水果总产量（吨）
增长

（%）

蔬菜及食用菌

总产量

（万吨）

增长

（%）

商州区 6619 5.2 11.06 2.4

洛南县 12235 -9.1 17.52 2.5

丹凤县 6401 2.9 3.47 7.9

商南县 2457 3.1 9.24 1.9

山阳县 11829 0.5 6.52 0.3

镇安县 1466 5.2 9.09 3.1

柞水县 638 8.1 6.6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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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

地 区 总产值增长（%） 增加值增长（%）

商州区 14.2 8.1

洛南县 -0.2 -3.1

丹凤县 10.0 4.9

商南县 12.5 5.5

山阳县 3.3 1.2

镇安县 11.6 7.3

柞水县 -20.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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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规模以上工业）

指 标 单位 总量 增长（%）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17.15 -17.6

# 精锌 万吨 16.44 -18.0

黄金 千克 12990.80 3.0

中成药 万吨 2.42 -23.2

水泥 万吨 509.14 15.9

铁矿石原矿 万吨 882.44 -7.3

钼精矿折合量（折纯钼 45％） 吨 2623.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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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情况

地 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26.89 5.8 301.38 9.9

市本级 6.45 4.6 60.91 8.8

商州区 4.43 4.2 39.24 18.9

洛南县 3.81 3.7 39.87 10.1

丹凤县 1.91 12.9 29.58 2.9

商南县 2.02 4.9 31.31 17.2

山阳县 3.61 5.3 40.47 3.7

镇安县 2.70 8.5 35.66 7.6

柞水县 2.22 10.4 24.35 14.3

注：表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为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的同口径增速，数据来源于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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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19.0

#民间投资 3.4

#工业投资 1.5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28.4

第二产业 1.7

第三产业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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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开 发

指 标 单位 总量 增长（%）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亿元 45.38 -19.2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351.81 4.6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13.05 39.4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93.84 14.1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49.06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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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固定资产投资

地 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民间投资增长（%） 工业投资增长（%）

商州区 13.9 -14.3 21.5

洛南县 19.3 27.8 18.3

丹凤县 16.2 -2.5 -36.0

商南县 17.8 19.7 -12.9

山阳县 17.2 -4.7 0.8

镇安县 22.3 4.0 9.3

柞水县 18.0 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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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房地产开发

地 区
房地产企业

（个）

房地产投资

（亿元）

增长

（%）

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增长

（%）

商品房销售

额（亿元）

增长

（%）

全 市 82 45.38 -19.2 93.84 14.1 49.06 17.6

商州区 22 15.28 -24.9 27.16 50.1 16.54 44.7

洛南县 12 8.10 21.8 20.94 12.6 10.70 20.1

丹凤县 9 5.00 83.7 8.47 45.5 3.93 44.7

商南县 5 1.43 -23.7 2.79 45.2 0.97 -8.4

山阳县 17 8.68 -32.8 16.45 -37.0 7.70 -33.0

镇安县 8 0.58 -82.0 9.01 48.6 5.81 76.5

柞水县 9 6.31 -24.9 9.01 60.7 3.40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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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地 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总量（亿元） 增长（%） 总量（亿元） 增长（%）

商州区 62.52 7.0 32.12 10.1

洛南县 34.62 8.2 11.17 27.6

丹凤县 28.36 7.7 9.86 15.1

商南县 17.60 7.6 6.74 13.8

山阳县 30.97 7.4 9.27 15.7

镇安县 20.34 7.9 8.49 24.7

柞水县 11.62 8.0 4.6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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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地 区 本 年 上 年 增 长

商州区 20864 19686 6.0

洛南县 19299 18233 5.8

丹凤县 17512 16467 6.3

商南县 18421 17362 6.1

山阳县 19904 18769 6.0

镇安县 20958 19713 6.3

柞水县 19780 1862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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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地 区 本 年 上 年 增 长

商州区 31420 30102 4.4

洛南县 29831 28614 4.3

丹凤县 25766 24575 4.8

商南县 28871 27614 4.6

山阳县 29218 28027 4.2

镇安县 33001 31533 4.7

柞水县 30974 2960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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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地 区 本 年 上 年 增 长

商州区 13731 12870 6.7

洛南县 12244 11500 6.5

丹凤县 12040 11268 6.9

商南县 11129 10415 6.9

山阳县 13655 12755 7.1

镇安县 12898 12059 7.0

柞水县 12219 1146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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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项构成

指 标

城 镇 农 村

总量

（元）

结构占比

（%）

总量

（元）

结构占比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931 - 12781 -

其中：工资性收入 17979 60.1 6881 53.8

经营净收入 4595 15.4 2194 17.2

财产净收入 1124 3.8 65 0.5

转移净收入 6233 20.8 3641 28.5

注：数据来源于商洛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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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地 区 非公经济增加值 （亿元） 非公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

全 市 509.81 56.5

商州区 91.79 56.8

洛南县 81.62 56.4

丹凤县 59.83 56.2

商南县 56.25 56.0

山阳县 102.33 56.9

镇安县 61.14 56.4

柞水县 56.87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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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及各县（区）建筑业

地 区
资质以上建筑业

总产值（亿元）

增长

（%）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增长（现价）

（%）

全 市 149.78 15.0 49.23 13.5

商州区 19.80 10.9 11.21 13.2

洛南县 22.05 15.5 8.86 13.8

丹凤县 6.00 29.6 5.96 13.6

商南县 5.10 20.1 2.70 13.5

山阳县 67.49 11.4 10.87 13.6

镇安县 19.36 24.0 7.18 13.2

柞水县 9.99 21.7 2.4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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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及各县（区）规上服务业

地 区
营业收入

（亿元）

增长

（%）

全 市 65.50 35.9

商州区 53.52 49.0

洛南县 2.26 -7.9

丹凤县 1.78 4.7

商南县 1.25 -12.7

山阳县 1.55 15.8

镇安县 2.48 8.9

柞水县 2.66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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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及各县（区）GDP能耗

地 区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单位 GDP 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单位 GDP 能耗增长

（％）

全 市 315.69 0.3765 -0.895

商州区 96.35 0.6096 -0.378

洛南县 41.98 0.3159 -1.843

丹凤县 30.31 0.3041 -5.155

商南县 28.15 0.2996 -0.679

山阳县 50.20 0.3026 -2.961

镇安县 34.29 0.3420 -2.831

柞水县 34.12 0.3931 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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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及各县（区）文化产业

地 区
2021 年文化产业增加

值（亿元）

2022 年规上文化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
规上文化企业个数（个）

全 市 10.97 11.06 42

商州区 1.95 16.97 5

洛南县 1.85 11.40 3

丹凤县 1.33 11.83 7

商南县 1.13 56.10 5

山阳县 2.16 3.01 9

镇安县 1.25 2.73 3

柞水县 1.28 -17.7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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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及各县（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地 区 R&D 经费支出（万元） R&D 经费占全市比重（%）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投入强度

全 市 10265.8 100.00 0.10

商州区 2466.8 24.03 0.10

洛南县 220.0 2.14 0.01

丹凤县 3625.1 35.31 0.44

商南县 1060.9 10.33 0.09

山阳县 449.5 4.38 0.02

镇安县 1670.8 16.28 0.13

柞水县 772.7 7.53 0.05

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产业部

门仅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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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数
单位：个

地 区
总
计

其中：
新增

五上
企业

其中：
新增

工业
其中：
新增

建
筑
业

其中：
新增

房地产
开发
经营

其中：
新增

批发
和零
售

其中：
新增

住宿
和餐
饮

其中：
新增

服
务
业

其中：
新增

投资
法人

其中：
新增

全市 1650 353 1081 230 335 33 171 30 82 20 255 57 121 31 117 59 569 123

商州 355 67 213 40 40 5 52 8 22 4 46 8 22 9 31 6 142 27

洛南 208 64 149 45 57 8 14 4 12 2 33 9 15 5 18 17 59 19

丹凤 228 48 135 32 48 7 11 2 9 2 37 10 17 4 13 7 93 16

商南 198 45 125 32 46 4 12 3 5 3 37 15 15 0 10 7 73 13

山阳 246 54 200 31 59 3 29 6 17 4 53 8 26 5 16 5 46 23

镇安 243 42 154 28 49 0 40 4 8 3 31 5 11 3 15 13 89 14

柞水 172 33 105 22 36 6 13 3 9 2 18 2 15 5 14 4 6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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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产业及个体户在库单位数
单位：个

指 标 合计 商州 洛南 丹凤 商南 山阳 镇安 柞水

总计 243 40 40 18 31 36 29 49

批发业 8 4 1 1 2

#新增 4 1 1 2

零售业 124 12 26 9 17 26 15 19

#新增 63 7 15 4 5 16 4 12

住宿业 14 2 2 3 1 6

#新增 1 1

餐饮业 97 22 13 6 14 5 13 24

#新增 45 8 6 1 7 1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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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

指 标
学校数

（所）
在校学生数（人） 教职工人数（人） #专任教师（人）

一.普通大学 2 22582 1339 1066

商洛学院 1 12534 876 700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1 10048 463 366

二.技工学校 3 1031 143 90

三.普通中学 159 117100 12375 11460

高中 16 39709 4295 3954

初中 143 77391 8080 7506

四.职业中学 7 14284 1028 952

五.小学 357 172161 10057 9643

六.幼儿园 538 73481 8172 5150

七.特殊教育学校 5 421 12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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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22 年商洛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一）

指 标 单位 1949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1.全市生产总值（现价） 亿元 0.4 3.81 7.21 13.84 27.83 55.47 100.16

第一产业 亿元 0.33 2.5 3.68 6.3 10.89 17.27 24.61

第二产业 亿元 0.02 0.66 1.79 3.17 7.23 18.20 35.28

第三产业 亿元 0.06 0.64 1.73 4.36 9.71 20.00 40.27

2.三次产业构成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第一产业 % 80.7 65.6 51.1 45.5 39.1 31.1 24.6

第二产业 % 4.2 17.4 24.9 22.9 26 32.8 35.2

第三产业 % 15.1 17 24 31.6 34.9 36.1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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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22 年商洛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一）

指 标 单位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全市生产总值（现价） 亿元 264.07 561.00 621.07 677.53 775.33 837.21 739.46 852.29 902.56

第一产业 亿元 57.69 85.32 88.64 90.29 94.73 103.40 114.49 118.5 125.77

第二产业 亿元 91.80 235.24 265.59 282.43 346.32 376.91 265.94 339.77 359.55

第三产业 亿元 114.58 240.44 266.84 304.81 334.28 356.91 359.02 394.02 417.24

2.三次产业构成

第一产业 % 21.8 15.2 14.2 13.3 12.2 12.4 15.5 13.9 13.9

第二产业 % 34.8 41.9 42.8 41.7 44.7 45.0 36.0 39.9 39.9

第三产业 % 43.4 42.9 43.0 45.0 43.1 42.6 48.5 46.2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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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22 年商洛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二）

指 标 单位 1949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 - - - - - -

4.农业总产值 亿元 2.15 7.16 8.93 11.54 13.67 19.69 43.31

５.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0.0011 0.22 0.25 0.74 1.05 2.78 2.46

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0.66 0.9 1.87 3.21 20.65 37.21

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0.07 1.67 2.38 5.21 9.76 15.67 36.61

８.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 684 978 1833 3471 6185 10426

９.农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 元 - 64 164 354 615 1128 1513

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 - - - 4551 7038

1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亿元 - 0.46 159 6.99 25.27 49.07 95.85

注：第 4项指标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修订近十年数据；第 8项指标从 2012 年以后为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2020 年以后为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第 9 和 10

两项指标从 2016 年起为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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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22 年商洛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二）

指 标 单位 201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168.78 782.7 943.98 1189.44 1211.52 1336.28 1012.57 1300.09 1328.77

4.农业总产值 亿元 96.87 155.40 163.02 166.34 175.35 193.07 215.07 222.27 234.73

５.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12.01 31.79 26.77 21.76 21.83 20.96 20.85 26.82 26.89

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290.07 767.69 935.55 1156.65 - - - - -

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79.19 154.66 174.93 193.73 214.95 230.67 172.80 191.57 206.04

８.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26195 44741 47292 49030 53130 59618 60830 64188 -

９.农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 元 3605 7732 8358 9132 9112 10025 10773 11969 12781

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4811 26896 25468 27647 23491 25503 26616 28655 29931

1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亿元 247.7 524.69 588.9 652.55 728.61 816.93 933.20 1394.36 1587.35

注：第4项指标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结果修订近十年数据；第6项指标从2021年改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第5项指标2021年起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第6

项指标自2021年起为固定资产投增速。第8项指标从2012年以后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2020年以后为非私营单位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第9和10两项指标从2016年起为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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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速度
单位：%

指 标
1949-1978
平均增长

1978-2004
平均增长

六五时期
平均增长

七五时期
平均增长

八五时期
平均增长

九五时期
平均增长

十五时期
平均增长

十一五时
平均增长

十二五时
平均增长

十三五时
平均增长

1.全市生产总值(可比价) 6 8.4 10.04 8.12 6.73 10.1 9.5 11.9 11.8 4.0

第一产业 4.7 4.4 3.8 4.46 3 7.1 5.7 6.6 5.4 3.9

第二产业 14.3 11.3 18.01 6.73 10.02 13.8 11.4 16.2 17.7 2.2

第三产业 10 12.6 20.62 14.34 11.24 10.4 10.5 14.8 10.7 5.3

2.地方财政收入 20.2 11..5 3.17 24.09 19.27 21.4 9.1 37.3 21.5 4.1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18.2 6.6 15.74 11.39 45.1 12.2 42.7 26.7 9.1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4 20.2 7.4 19.95 13.38 9.9 11 18.8 14.3 3.7

5.职工年平均工资 - 11.8 7.4 13.39 13.62 12.2 12.1 20.2 11.3 2.0

6.农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 - 13.1 20.71 16.64 11.68 12.9 6 18.1 16.5 9.0

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 - - 14.4 9.1 18.4 12.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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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速度
单位：%

指 标
2007年
增长

2008年
增长

2009年
增长

2010年
增长

2011年
增长

2012年
增长

2013年
增长

2014年
增长

2015年
增长

2016年
增长

2017年
增长

2018年
增长

2019年
增长

2020年
增长

2021年
增长

2022年
增长

1.全市生产总值(可比价) 11.9 13.8 11.9 12.7 12.8 13.6 11.6 9.9 11.0 9.2 8.7 7.9 5.3 -11.2 9.5 3.3

第一产业 6.3 7.2 5.0 5.3 5.2 5.9 4.9 0.4 4.4 3.7 4.1 3.5 4.8 2.9 6.0 3.8

第二产业 9.0 13.6 9.9 16.1 17.6 18.1 15.8 14.1 11.5 11.6 10.6 9.5 6.4 -24.2 12.8 2.4

第三产业 16.1 16.6 15.6 13.6 12.3 13.5 10.8 9.8 12.9 8.8 8.5 7.7 4.3 -1.0 8.3 3.7

2.地方财政收入 46.4 38.1 31.3 34.1 37.3 30.3 19.4 13.1 12.8 10.2 9.1 6.4 -4.0 -0.5 28.7 5.8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3.2 23.6 33.8 31.6 30.9 27.0 26.7 26.0 22.8 21.9 23.6 8.5 -2.0 -3.6 14.0 19.0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6 24.9 19.7 18.6 16.4 16.4 13.6 12.4 13.0 13.1 10.8 11.0 7.3 -19.5 10.9 7.6

5.职工年平均工资 24.2 29.4 18.9 18 16.4 13.9 6.8 7.6 12.0 5.7 3.6 8.3 12.2 2.0 5.5 -

6.农民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 15 29.7 20.5 20.1 27.2 18.3 14.7 13.0 9.9 8.5 9.3 9.5 10.0 7.5 11.1 6.8

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1 20.5 31.1 15.2 17.1 15.3 11.3 11.1 8.8 8.3 8.6 8.4 8.6 4.4 7.7 4.5

注：第2项指标名称自2021年起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第3项指标自2021年起为固定资产投增速；第5项指标从2012年以后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2020年以后为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第6和7两项指标从2016年起为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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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商洛所占比重%

全国 全省 全市 全国 全省

1.生产总值(现价) 亿元 1210207 32772.68 902.56 0.07 2.75

第一产业 亿元 88345 2575.34 125.77 0.14 4.88

第二产业 亿元 483164 15934.48 359.55 0.07 2.26

第三产业 亿元 638698 14262.86 417.24 0.07 2.93

2.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 7.30 7.86 13.93 - -

第二产业 % 39.92 48.62 39.84 - -

第三产业 % 52.78 43.52 46.23 - -

3.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141175 3956.38 202.06 0.14

城镇化率 % 65.22 64.0 49.98 - -

4.粮食总产量 万吨 68653 1297.89 49.97 0.07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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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全市主要经济指标（续）

指 标 单位
2022年 商洛所占比重%

全国 全省 全市 全国 全省

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 3.6 7.1 1.6 - -

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 5.1 8.1 19.0 - -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 3311.58 24.42 - 0.74

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439733 10401.61 206.04 0.05 1.98

9.全体民居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6883 30116 19682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49283 42431 29931 -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0133 15704 12781 - -

10.非公经济占GDP比重 % - 51.6 56.5 - -

1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 % - 13.1 1.9 - -

12.单位GDP能耗增长 % - - -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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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生产总值

地 区 GDP（亿元） 增长（％）

全 省 32772.68 4.3

西安市 11486.51 4.4

铜川市 505.55 4.3

宝鸡市 2743.10 2.8

咸阳市 2817.55 4.4

渭南市 2201.13 4.0

延安市 2231.93 4.6

汉中市 1905.45 4.3

榆林市 6543.65 5.6

安康市 1268.65 2.0

商洛市 902.56 3.3

杨凌示范区 166.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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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第一二三产业
单位：亿元；%

地 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绝对量 增长 绝对量 增长 绝对量 增长

全 省 2575.34 4.3 15934.48 6.2 14262.86 2.6

西安市 323.58 3.7 4071.56 10.7 7091.38 1.3

铜川市 35.90 4.6 224.45 7.9 245.19 2.0

宝鸡市 234.38 4.6 1576.21 2.4 932.52 2.8

咸阳市 408.05 4.0 1336.67 5.2 1072.83 3.8

渭南市 430.73 4.6 847.93 4.8 922.47 2.9

延安市 226.49 4.8 1401.35 4.0 604.09 5.5

汉中市 292.30 4.2 828.38 5.8 784.77 2.9

榆林市 312.25 4.6 4673.49 5.7 1557.91 5.8

安康市 174.56 4.2 540.07 0.2 554.02 2.9

商洛市 125.77 3.8 359.55 2.4 417.24 3.7

杨凌示范区 11.33 3.3 73.46 11.9 81.8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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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常住人口

地 区
常住人口
（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城镇化率（%）

全 省 3956.38 7.36 7.64 64.00

西安市 1299.59 8.32 7.54 79.59

铜川市 70.50 8.20 8.01 64.41

宝鸡市 326.47 8.00 8.13 59.42

咸阳市 416.90 5.90 7.44 57.61

渭南市 461.90 6.62 8.41 51.34

延安市 226.76 6.11 6.05 61.97

汉中市 318.00 7.11 8.61 52.78

榆林市 361.61 7.28 7.02 62.30

安康市 247.14 7.37 7.95 52.27

商洛市 202.06 6.55 7.54 49.98

杨凌示范区 25.45 6.96 3.26 68.39



—63—

各市（区）农业总产值和增加值

地 区
农业总产值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农业增加值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全 省 4601.9 4.6 2710.56 4.4

西安市 588.87 4.1 362.06 3.8

铜川市 64.84 4.6 37.33 4.6

宝鸡市 421.85 4.9 245.49 4.8

咸阳市 725.31 4.3 433.80 4.4

渭南市 769.63 4.9 447.76 4.7

延安市 401.20 4.9 230.92 4.9

汉中市 514.97 4.2 301.16 4.2

榆林市 551.22 5.0 325.14 4.6

安康市 310.46 4.2 181.20 4.3

商洛市 234.73 4.1 133.63 4.1

杨凌示范区 18.91 4.1 12.0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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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粮食总产量

地 区 总量（万吨） 占全省比重（%） 增长（%）

全 省 1297.89 100.0 2.2

西安市 140.41 10.8 -1.1

铜川市 32.50 2.5 1.4

宝鸡市 146.73 11.3 1.1

咸阳市 181.93 14.0 0.2

渭南市 251.71 19.4 1.0

延安市 72.42 5.6 3.7

汉中市 109.70 8.5 -0.7

榆林市 252.47 19.5 12.9

安康市 73.40 5.7 -5.8

商洛市 49.97 3.9 -4.2

杨凌示范区 1.06 0.1 -0.3

注：全省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根据陕西调查总队的抽样调查数据认定，各地市数据为各地统
计局全面调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规定，两种调查方法制度允许有 5%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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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

地 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全 省 7.1 8.1

西安市 13.9 10.5

铜川市 4.5 10.5

宝鸡市 2.2 9.3

咸阳市 6.2 10.8

渭南市 6.7 -7.8

延安市 5.7 -2.9

汉中市 5.4 13.3

榆林市 7.0 5.3

安康市 0.2 3.5

商洛市 1.6 19.0

杨凌示范区 2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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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地 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总量（亿元） 增长（%） 总量（亿元） 增长（%）

全 省 10401.61 1.5 5377.67 4.0

西安市 4642.11 -5.2 2438.47 -3.5

铜川市 162.61 9.1 75.15 17.0

宝鸡市 982.98 6.6 650.06 7.8

咸阳市 1253.35 10.2 673.02 17.8

渭南市 739.03 8.0 391.69 12.9

延安市 445.63 7.5 192.35 7.0

汉中市 643.88 7.6 253.31 7.1

榆林市 734.55 4.5 267.40 4.2

安康市 541.11 7.7 330.08 12.0

商洛市 206.04 7.6 82.29 15.9

杨凌示范区 50.32 8.4 23.8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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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建筑业和房地产

地 区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增长
（%）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

全 省 - 8.5 -22.3

西安市 1686.19 11.8 -10.2

铜川市 24.69 9.1 -37.1

宝鸡市 276.56 9.0 -13.4

咸阳市 217.97 10.6 -59.7

渭南市 94.13 3.6 -19.3

延安市 60.40 -2.2 -23.5

汉中市 197.33 13.3 -29.2

榆林市 172.25 6.0 -29.6

安康市 96.94 0.3 -35.7

商洛市 49.23 13.5 14.1

杨凌示范区 17.32 8.7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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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 区
全体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绝对额
（元）

增长
（%）

绝对额
（元）

增长
（%）

绝对额
（元）

增长
（%）

全 省 30116 5.4 42431 4.2 15704 6.5

西安市 40214 3.9 48418 3.2 18285 5.2

铜川市 28737 5.3 38327 4.8 13112 7.1

宝鸡市 28346 5.8 40388 4.3 16785 7.0

咸阳市 28052 5.8 42542 4.2 15239 6.7

渭南市 25774 6.2 39529 4.7 16183 6.6

延安市 29669 5.2 40938 4.2 15237 6.9

汉中市 25319 5.9 38776 4.5 14224 7.2

榆林市 29768 6.0 40355 5.0 16956 7.0

安康市 21420 6.3 31976 4.9 13368 7.3

商洛市 19682 6.1 29931 4.5 12781 6.8

杨凌示范区 33449 5.5 44277 4.6 1716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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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地 区 非公经济增加值（亿元） 非公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

全 省 16898.36 51.6

西安市 6101.66 53.1

铜川市 257.27 50.9

宝鸡市 1394.77 50.8

咸阳市 1480.69 52.6

渭南市 1072.55 48.7

延安市 670.47 30.0

汉中市 1033.46 54.2

榆林市 2626.18 40.1

安康市 762.63 60.1

商洛市 509.81 56.5

杨凌示范区 86.48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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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一套表调查单位分行业在库情况
单位：个

地区 合计 “五上”单位 工业 建筑业 贸易 房地产 服务业 投资

全 省 36342 30030 7729 4282 10905 2966 4148 6312

西安市 10705 9757 1711 1393 3232 1044 2377 948

铜川市 1001 754 225 77 271 101 80 247

宝鸡市 4089 2978 940 276 1243 308 211 1111

咸阳市 3204 2453 839 191 1061 224 138 751

渭南市 2947 2322 613 385 846 325 153 625

延安市 2173 1768 322 284 755 147 260 405

汉中市 3085 2694 793 276 1105 282 238 391

榆林市 3846 3204 1042 878 750 255 279 642

安康市 3261 2721 803 312 1159 171 276 540

商洛市 1650 1081 335 171 376 82 117 569

杨凌示范区 381 298 106 39 107 27 1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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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一套表调查单位分专业新增情况
单位：个

地 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贸易 房地产 服务业 投资

全 省 5039 790 440 1577 288 500 1444

西安市 1555 181 130 602 114 299 229

铜川市 128 27 8 27 1 7 58

宝鸡市 603 98 16 157 26 19 287

咸阳市 498 99 20 139 27 7 206

渭南市 286 81 14 51 30 11 99

延安市 330 49 37 121 11 28 84

汉中市 418 86 29 169 18 24 92

榆林市 446 68 110 91 32 12 133

安康市 385 58 43 121 7 32 124

商洛市 353 33 30 88 20 59 123

杨凌示范区 37 10 3 11 2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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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市（区）R&D经费支出及投入强度

地 区 R&D 经费支出（亿元） R&D 经费占全省比重（%） R&D 经费投入强度

全 省 700.62 100.00 2.35

西安市 553.67 79.03 5.18

铜川市 1.87 0.27 0.43

宝鸡市 30.19 4.31 1.18

咸阳市 28.37 4.05 1.10

渭南市 16.73 2.39 0.80

延安市 16.03 2.29 0.80

汉中市 28.02 4.00 1.58

榆林市 13.44 1.92 0.25

安康市 6.70 0.96 0.55

商洛市 1.52 0.22 0.18

杨凌示范区 4.08 0.58 2.69

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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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市（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
发展（R&D）经费支出

地 区 R&D 经费支出（亿元） R&D 经费占全省比重（%）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投入强度

全 省 319.69 100.00 1.03
西安市 191.63 59.94 1.92
铜川市 1.64 0.51 0.42
宝鸡市 29.27 9.16 0.97
咸阳市 20.77 6.50 0.71
渭南市 15.32 4.79 0.66
延安市 14.23 4.45 0.62
汉中市 27.59 8.63 1.94
榆林市 11.9 3.72 0.19
安康市 5.2 1.63 0.40
商洛市 1.03 0.32 0.10

杨凌示范区 1.1 0.34 0.57
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产业部

门仅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