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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市GDP527．5亿元，人均GDP23680元，分别是1985年的38．3倍和

31．2倍；财政总收入达113．2亿元，比1985年增长101．9倍；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

入分别居山西省第三和第二位，综合实力排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57名。第一、二、三

产业比重为4．3：63．5：32．2，与1985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6．5个百分点，二、三产

业比重分别上升1．4个和15．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改革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前行；非公有制经济增幅达27．9％，在全市生产总值、财政总收

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分别占到38％、26％和80％，初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城镇化为目标向纵深发展。2005年，全部免除农业税及其附

加。2008年，城镇化率达4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为重点整体推进，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跻身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百强第

32名。在经济协作和经济开发方面，以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台湾鸿海集团为代表的

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境内。高新技术开发被列为全市三大新的支柱产业之一。

200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14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856元，分

别比1985年增长26．8倍和12．2倍，列山西省第四和第三位，增长幅度高于全国水

平。约有30多万农村人口达到宽裕型小康生活水平。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33．5平方

公里，比1985年增长4倍多。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25．6平方米和34平方

米。供水、供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95％、75％。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5．8％，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18．5平方米；市区二级以上天数达347天，位居全省第一。居民生活消费恩格

尔系数为0．30，较1985年降低0．22。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81亿元，比1985年增长

170．7倍，各项贷款余额增长49倍。居民消费水平为6786元，是1985年的13．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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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济规模

第一节发展概况

发展历程

1985年至2008年，全市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985--1991年为第一阶段。建市初期，晋城市城市辐射能力小，经济基础薄弱，但

以五小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市委、市政府及时制定和实施发展乡镇企业、

建设明星乡镇的思路和战略，以乡镇企业带动全市经济的发展。到1991年底，全市涌

现出巴公、南村、高都、润城等20多个年产值在7500万元以上的明星乡镇，形成“群

马拉车，众星捧月”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9亿元，比1985年增长88％。

1985年全市人均GDP为758元，1991年增至1335元。

1992--1997年为第二阶段。1992年2月，晋城市提出用小康建设统揽农村工作全

局的发展战略，把小康建设纳入全市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以此拉动全市经济发展。

首先在36个建制镇重点实施以工业小区、农业产业化基础、市场建设、科教兴镇、基

础设施、农民住宅小区为主要内容的六位一体战略，由单一的小城镇建设发展为经济

统一规划、协调配套、全面发展，战略模式由“中心城市一明星乡镇一小康村”发展为

“中心城市--tb康镇一小康村”，小康村镇带动功能逐步增强。1997年，全市36个建制

镇全部建成小康镇，并在全省率先跨人小康市行列，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1．1亿元。

1998m2002年为第三阶段。此间全市基础设施虽有所改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但也出现了国企亏损企业增多、乡镇企业破坏资源环境问题严

重、农业生产滑坡、农民人均收入一度呈负增长等问题。为此，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重点启动小城镇综合改革。同时，围绕传

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从1998年开始，着重改造、

关闭污染严重的小煤矿、小冶炼，积极推进资源整合和集约经营，最大限度地利用发

挥现有资源，走“煤一电，煤—焦，煤一精细化工”之路，拉长产业链和产品链，逐步使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增长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式转变，有效推进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保护了资源与生态环境。2002年，

全市生产总值达180．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8288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62．4％和

53．8％。

2003年开始为第四阶段。全市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城乡统

筹，全面规划，递次推进的新思路：把加快工业化步伐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

调整优化工业布局，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产业支撑；把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同小城镇建设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对小城镇的辐射作用，使中心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小城镇建设方面，泽州县巴公镇、阳城县北留镇等成为国家、

省级重点镇，通过加快工业化步伐和中心城市建设，带动了如沁水县嘉峰镇等中心城

镇的建设。2004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40％，2008年达到43％。

发展成就

综合实力 1985年，全市生产总值为13．8亿元，2008年增至527．5亿元，增长

37．3倍，年均增长12．04％。财政总收入1985年为1．09亿元，2008年达到1 13．2亿元，

年均增长21．63％。其中一般预算收入从1．09亿元增加到41．86亿元。2000年至2005

年，经济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145亿元增加到315．97亿元，年均

增速达到12．6％；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170亿元，是1985年至1990年总和的2．2倍。

人均财政总收入1985年为60元，2005年增加到3575元，2006年达5074元，年均增

长22．68％。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

7．9％提高到2008年的21．5％。

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为508元，2008年增加到14146

元，年均增长15．3％。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369元，2008年增加到4856元，年均

增长11．9％。2008年，农村和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34平方米和25．6平方米。

1985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1．99％，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8．45％，2008年分

别下降到29．53％和38．07％。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85年的4．65亿元增长到

2008年的150．1亿元。家庭用品由传统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向空调、手

机、电脑、汽车等高档消费品转变，休闲和旅游已成为全市城乡人民生活的新时尚。

人居环境城市服务设施日趋完善，市体育场、博物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游泳

馆、训练馆、文体宫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凤展购物广场、银都购物中心、白云商场、圣亚

购物广场等大型商业购物广场先后建成，“两河”治理、城中村改造等工程相继实施。

2008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33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公共绿地率和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分别达到45．8％、43．2％和18．5平方米。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市区二级以上天



I第十卷：：-：：·经济综述Il—■

数2000年仅有44天，2008年达到347天，位居全省第一。农村环境较大改善，“乡乡

通油路，村村通水泥路”的目标基本实现。2006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出台全市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全面启动新农村建设，

至2008年底，建成新农村示范村68个、达标村65个、移民搬迁自然村115个。建成

5512个户用沼气池、2个大中型沼气工程和10个秸秆气化站，12万农户用上了清洁

能源，占全省的50％，成为全国10个“循环农业示范市”之一。

1985年，晋城市GDP占全省比重为6。3％，2008年达到8．O％；1985年财政总收入

占全省的4．铂，2008年达到8．90,6。在全省11个市中，人均GDP由1985年的第六位

提升到第三位，人均财政总收入由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第四位提

高到第三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第七位提升到第四位。人均GDP、人均财政

收人、农民人均纯收入都高出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地级

以上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晋城市排第57名。先后获得全国卫生先进市、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市、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长安杯”、魅力中小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市和山西省环保模范市等荣誉。

全市若干年份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见表10一1、表10__2、表10一3。。



表10一一1

晋城市若干年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

项 目 单位 1985焦 1990正 1995年 2000年 2005焦 2008焦

地区生产总值

(当年价)
亿元 13．76 26．95 83．06 146．22 316．00 527．5

人均生产总值
兀 758 1415 4095 6958 14356 23680

(当年价)

全部工业总产值 亿元 15． 1 1 21．54 32． 2l 140．73 353．38 534．6

农业总产值 万元 41326 86806 1706ll 182925 274363 406580

粮食总产量 吨 434434 685540 649303 751277 790466 86453l

社会消费品
万元 46477 78869 238745 433833 754585 1501369

零售总额

财政总收入 万元 10927 20118 37421 115512 616693 1131565

一般预算收入 万元 10927 20118 37421 70794 200454 41864l

一般预算支出 万元 12764 23924 53141 99029 313156 632928

各项储蓄
万元 28413 138934 583477 1288919 2904916 9579988

存款余额

城市居民人均
兀 508 114l 309l 4842 8911 14146

可支配收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兀 369 611 1552 2629 3593 4856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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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嗍
晋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量与速度指标表

一
总量指标 速度指标(％)

指数(上年=100)
平均增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长速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4—2008

人口(万人)

年底总人口(户籍人口) 212．2 211．9 213．5 214．8 215．2 99．8 100．8 100．6 100．2 0．4

城镇人口 165．5 162．9 163．1 162．6 161．9 98．4 100．1 99．7 99．5 -0．6

乡村人口 46．7 48。9 50．4 52．1 53．4 104．9 102．9 103．5 102．4 3．4

男性人口 107．5 107．5 108．1 108．4 108．6 99．9 100．5 100．3 100．2 0．2

女性人口 104．7 104．4 105．4 106．4 106．6 99．7 101．0 101．0 100．2 0．5

就业(万人)

就业人员数 109．5 112．1 115．0 118．8 123．6 102．4 102．6 103．2 104．1 3．1

职工人数 22．4 23．0 23．7 24．4 25．3 102．8 103．2 102．7 103．7 3．1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O．3 O．4 0．6 0．6 O．6 111．8 152．6 105．2 105．O 20．4

国民经济核算(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 268．3 316．0 364．4 420．0 527．5 114．6 111．8 116．0 110．1 13．1

第一产业 13．4 14．7 16．1 20．2 22．5 100．7 108．9 117．2 103．0 7．3

第二产业 167．6 202．7 235．5 267．0 335．0 117．1 112．7 115．7 108．7 13．5

第三产业 87．4 98．5 112．8 132．8 170．0 112．9 110．4 116．4 113．7 13．3

最终消费支出 124．0 132．2 147．3 195．5 248．4 llO．6 112．6 120．5 111．2 13．7

居民消费 79．8 86．4 95．2 133．9 168．7 109．1 112．9 122．7 112．1 14．1

政府消费 44．2 45．8 52．1 61．7 79．7 113．1 112．2 116。O 109．5 12．7

资本形成总额 141．3 178．6 203．1 225．4 280．7 117．5 112．2 ll 1．5 109．3 12．6

固定资本
127．0 160．5 191．2 219．2 260．1 118．2 112．3 115．1 107．0 13．1

形成总额

存货增加 14．3 18．1 l 1．9 6．2 20．6 11 1．9 111．0 53．4 190．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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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一
总量指标 速度指标(％)

指数(上年=100)
平均增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长速度

项目 ＼ 2005 2006 2()()7 2008 2004．一2008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全社会同定资产投资总额 107．9 130．9 164．8 215．5 267．5 121．3 125．9 130．8 124．1 25．5

国有经济 57．0 43．9 63．2 75．7 121．5 77．1 143．9 119．8 160．5 20．8

集体经济 1 1．1 13．6 16．4 31．O 42．5 122．5 120．4 188．9 137．1 39．9

私营个体经济 O．5 8．4 6．2 15．7 12．4 1662．4 73．4 253．7 79．0 123．2

全社会施J：房屋面积
281．5 311．4 321．1 368．3 393．1 110．6 103．1 114．7 106．7 8．7

(万平方米)

全社会竣工房屋建筑面积
117．8 156．8 192．1 170．8 189．4 133．1 122．5 88．9 110．9 12．6

(万平方米)

财政(亿元)

财政总收入 43．1 61．7 79．0 96．6 113．2 143．1 128．1 122．2 117．1 27．3

一般预算收入 13．8 20．0 28．0 34．1 41．9 144．7 132．3 121．5 122．8 32．0

一般预算支出 24．5 31．3 39．3 54．0 63．3 127．6 125．4 137．7 117．2 26．8

物价总指数(上年=1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3．0 102．2 101．5 104．2 106．5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02．3 100．O 99．1 104．1 106．3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119．7 121．9 102．8 104．6 121．6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
117．7 112．7 102．7 112．6 130．8

价格指数

农业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44．2 44．6 45．1

(万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24．6 27．4 29．8 37．2 38．3 107．5 108．4 124．7 102．9 11．7

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万吨) 80．0 79．0 85．3 78．1 86．5 98．8 107．9 91．6 110．7 1．9

棉花(吨) 714 525 430 372 73．5 81．9 86．5

油料(吨) 14321 11666 10075 7814 7058 81．5 95．4 77．6 90．3 —16．2

水果(吨) 53592 54901 60670 61620 59619 102．4 110．5 101．6 96．8 2．7

肉类(吨) 59458 74533 52999 56427 83511 125．4 71．1 106．5 148．0 8．9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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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一
总量指标 速度指标(％)

指数(上年=100)
平均增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长速度

项目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4．一2008

工业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万米) 782 800 809 736 539 102．3 101．1 91．0 73．2 -8．9

原煤(万吨) 7499 7628 7667 7867 8611 101．7 100．5 102．6 109．5 3．5

天然气(万立方米) 912 9707 19660 13690 202．5 69．6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138．0 135．0 133．0 147．2 194．4 97．8 98．6 110．6 132．1 8．9

粗钢(万吨) 24．5 57．4 64．8 234．6 112．9

钢材(万吨) 21．0 35．5 52．2 42．5 169．3 147．1 81．3

水泥(吨) 129 114 124 151 98 88．4 108．5 121．8 64．9 -6．6

国j芎及限额以上非国有

工!世企业主要指标

工业增加值(亿元) 106．9 158．3 179．4 214．2 292．3 148．0 113．4 119．4 136．4 28．6

资产总计(亿元) 476．7 573．0 735．4 889．1 120．2 128．3 120．9

固定资产净值年
234．5 255．1 300．0 371．6 108．8 117．6 123．9

平均余额(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31．1 42．5 47．5 56．7 136．5 111．8 119．4

建笳业

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人) 22204 20177 20539 19316 90．9 101．8 94．0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16．8 17．4 19．6 20．2 103．6 112．6 103。1

交通运输业

客运量(万人)

公路 4390 4410 6020 6270 6307 100．5 136．5 104．2 100．6 9．5

货运量(万吨)

公路 8509 783l 7923 7930 8607 92．O 101．2 100．1 108．5 O．3

邮电通信业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13 17 20 25 26 127．6 118．O 122．2 106．5 18．3

函件(万件) 189 106 820 604 447 56．1 773．6 73．7 7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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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一
总量指标 速度指标(％)

指数(上年=100)
平均增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长速度

项目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4—20()8

报刊期发数(万份) 13．2 20．8 15．2 10．1 111．8 157．9 73．3 66．3 1106．5 70．7

局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f-i)
29 33 35 35 31 116．5 105．2 100．3 88．3 2．1

本地电话年末用户
45 49 53 5l 53 109．0 108．7 96．6 103．1 4．2

(万户)

城市 21 23 26 24 27 109．0 113．4 92．4 111．O 6．1

农村 24 26 27 28 26 109．1 104．6 loo。5 96．2 2．5

公用电话(万户) 1 2 3 3 3 358．9 144．5 126．6 89．9 55．9

移动电话用户(万户) 47 67 57 92 99 141．1 85-4 160．9 107．9 20．3

商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 75 88 116 150 126．0 117．1 121．8 130．0 26．0

(亿元)

对外贸易

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4552 1028l 7407 15622 20731 225．9 72．0 210．9 132．7 46．1

出口额 3183 458l 4973 806l 12872 143．9 108．6 162．1 159．7 41．8

进口额 1368 570l 2434 7560 7859 416．7 42．7 310．6 104．0 54．8

国际旅游

入境旅游过夜者人数
0．8 1．1 2．2 3．2 3．8 144．7 197．3 147．5 118．8 49．5

(万人次)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112 267 566 792 900 238．4 211．9 140．0 113．5 68．3

金融业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
398．3 504．5 623．5 719．6 958．0 126．7 123．6 115．4 133．1 24．5

款余额(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

款余额(亿元)
214．8 222．2 260．3 335．8 376．8 103．4 117．2 129．O 112．2 15．1

教育

专任教师数(人)

普通中学 8480 8756 9243 9437 9688 103．3 105．6 102．1 102．7 3．4

普通小学 11974 11965 12154 12160 12958 99．9 101．6 l()()．0 106．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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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一
总量指标 速度指标(％)

指数(上年=100)
平均增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长速度

项目 ＼ 2005 2006 2007 2008 2004—2008

在校学生数(万人)

普通中学 14．5 15．0 15．0 15．5 16．3 103．9 100．1 102．9 105．2 3．0

普通小学 23．3 22．8 22．6 21．9 20．4 97．8 99．2 96．9 93．1 -3．2

科技

科学家、工程师数(人) 206l 2090 2210 3197 101．4 105．7 144．7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8653 14890 16540 18729 172．1 l 11．1 113．2

家庭

家庭总户数(公安数)
64．5 66．2 67．9 70．0 71．4 102．6 102．5 103．2 102．2 2．6

(万户)

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家庭

人口(人)
3．1 3．1 3．O 3．O 99．4 96．7 101．0

农村居民平均每户常住

人口(人)
3．8 3．8 3．8 3．8 100．0 99．2 100．7

婚姻

结婚登记总数(对) 10360 13803 13337 19585 20584 133．2 96．6 146．8 105．1 18．7

离婚数(对) 616 748 696 966 1157 121．4 93．0 138．8 119．8 17．1

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8097 891 1 10132 12404 14146 110．1 113．7 122．4 114．0 15．0

农村居民^均纯收^(元) 3278 3593 3939 4435 4856 109．6 109．6 112．6 109．5 10．3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237 29l 330 367 48l 122．4 113．6 11 1．3 131．0 19．3

工资

工资总额(亿元) 31 42 51 64 77 133．7 120．2 125．7 120．9 25．0

职工平均工资(元) 14472 18736 21678 26939 30999 129．5 115．7 121．8 117．5 21．O

离休和退休费(万元) 31214 32217 37271 48325 50501 103．2 115．7 129．6 104．5 12．8

卫生

医院、卫生院(个) 163 167 162 161 164 102．5 97．0 99．4 101．9 0．2

医生(人) 4076 4076 4133 4129 100．O 101．4 99．9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6599 7126 6438 6073 6876 108．0 90．3 94．3 113．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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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一
总量指标 速度指标(％)

指数(上年=100)
平均增

20()4 2005 2006 2007 2008 长速度

2005 2006 2007 2()08 2()()4—2008

城市市政建设

全年供水总量(万吨) 1641 1748 106．5

城市煤气和天然气供气
1329 1620 2065 121．9 127．5

量(万立方米)

排水管道长度(公里) 338 272 383 240 80．4 140．9 62．7

实有道路长度(公里) 335 401 121 122 119．7 30．1 100．8

公共交通运营数(辆) 205 247 28I 120．5 113．8

同林绿地面积(公顷) 980 1339 1385 136．6 103．4

火灾发生数(起) 103 66 68 66 10l 64．1 103．0 97．1 153．O —O．5

火灾损失(万元) 83 72 106 156 86．9 147．8 17．3

交通事故发生数(起) 1303 1257 993 887 780 96．5 79．0 89．3 87．9 一12．0

交通事故损失(万元) 525 318 329 267 213 60．6 103．4 81．2 79．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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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俨一3

晋城市平均每天主要社会经济活动情况表

指标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每天创造的财富

城区生产总值(万元) 8658 9984 11412 14414

第一产业 404 442 553 615

第二产业 5554 6452 7314 9154

工业 5066 5860 6711 8456

建筑业 488 592 603 698

第三产业 2699 3090 3545 464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24 631 929 1077

批发和零售业 451 505 571 762

财政总收入(万元) 1690 2165 2645 3100

一般预算收入(万元) 549 726 924 1147

一般预算支出(万元) 858 1075 148l 1734

粮食(吨) 2166 2337 2140 2369

棉花(吨) l l 1

油料(吨) 32 28 21 19

肉类(吨) 204 231 320 19l

布(米) 21918 22164 20164 14767

原煤(吨) 208986 210055 215534 235918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3698 3645 4032 5326

粗钢(吨) 1753 1572 1775

钢材(吨) 1041 973 1431 1 163

水泥(吨) 3123 3397 4137 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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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2()()5年 2006年 2007矩 2008经

每天消费量

最终消费支出(万元) 3622 4036 5357 6786

居民消费 2367 2067 3667 4609

农村居民 897 877 1289 1557

城镇居民 1470 1730 2378 3052

政府消费 1255 1428 1690 217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2058 2400 3164 4l 13

每天其他经济活动

客运量(万人) 12．I 16．5 17．2 17．3

货运量(万吨) 2l，5 21．7 2】，7 23。6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468 552 674 718

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28 20 43 57

出口总额 13 14 22 35

进口总额 16 7 2l 22

每天人口变动

出生(人) 71 67 64 54

死亡(人) 67 40 40 45

迁出(人) 102 122 85 8l

迁入(人) 104 104 10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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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产业结构

建市初，产业结构呈重型化、单一化特征，农业和轻工业基础较弱；所有制结构方

面，起骨干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相对薄弱，个体私营经济严重滞后；技术结构方面，

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职工占总数的95％以上。劳动者素质较低，各类科技、管理人

员只有1．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93％。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工业企业职工的2．17％，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市31098个乡镇企业中，仅有百余名技术人员。各种农技人员

共有562人，平均2800个农村人口才拥有一名农业技术人员；产品结构方面，大多是

以煤炭等初级和基础材料为主，产品加工深度低，品种质量差，综合经济效益不高。

建市后，重点在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和增长结构方面寻求突破，至1998年底，全市

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比例为10．7：52：37．3。1999年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结构调整

一是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加快林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步伐。二

是非农产业和多种经济快速发展，改变城乡分隔、工农分离的农村经济格局，形成以

农业为基础、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系，畜牧、杂粮、林果、蚕桑、蔬菜、中药材

“六大特色农业产业带”雏形初现。1996年，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草食畜牧业发展的

意见》，2004年出台《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市财政局、市畜牧局制定《关

于促进畜牧业发展的资金扶持办法》，使得畜牧业发展增势强劲。到2008年底，全市

肉类总产量达8．4万吨，比1985年增长3．5倍，年均增长7．7％；禽蛋产量达3．9万吨，

比1985年增长4．6倍，年均增长8．1％；奶类生产稳定增长，1985年全市牛奶产量仅

321吨，1999年突破1000吨，到2008年已达到5165吨，年均增长14．1％。农业产业化

稳步推进，龙头企业完成产值32亿元，带动基地42万亩、农户20万户。

工业结构调整

1985年后，全市实施“煤头、化身、轻纺尾”战略，形成以煤炭、电力、冶金为主，化

工、建材、机械制造为导向，轻纺、食品并重的工业结构，乡村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从行

业结构看，国营工业拥有煤炭、电力、冶金、化肥、纺织等优势，二轻工业有炼铁、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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