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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平稳运行结梅费整进展明壶 2接

经济平稳运行结构调整进展明显

2013 年，全省上下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睫

的吕标，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措跑，坚

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工作总基瓣，军民极应对复杂严楼的国内外影势，着力

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全省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c 2013 年全省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0.8%。

、总体判断:经济平稳增沃，结梅优化调整，物价

总体稳定

(- )经济平稳增长

面对市场需求不足、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于跌的严峻形势，省委省政蔚出

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撞撞的落实到位，下半年以来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全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2013 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6268.01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边上年增长 10.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9位。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879.37仨无，增长 5.6%;

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2821.04 忆元，增长 1 1.5%; 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2567.60

亿元，增长 1 1.5%。

{二}结构优化酒整

全省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2012 年的 13.8 46.0 40.2 调整为

2013 年的 14.0 45.0 41.0，第二产业增加擅比重下降1.0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 0.8 个百分点。

表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调整。近年来，全省各地充分发挥独特的气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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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嚷 2014 吉肃发震摄告

资源优势，做大散强蔬菜、瓜果、中药材等忧势产业，进一步揭整种擅业

内部结构，粮经饲结构比由 2012 年的 69.0 28.6 2.4调整为 2013 年的

68 .4 29.3 2.3，粮食作物播种面棋比重下降 0.6 个百分点，经济作物比重

上升 0.7 个百分点。

城镇住进程稳步推进。年末，全省城镇人口达 1036.23 万人，比上年增加

37.4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40.13%，比上年上升1.38 个百分点。

非公有制企业块速增长。全年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464.5

亿元，占旗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2.7%，比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比上年增

长 26.2%，拉动瑛模以上工业增长 5.0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为

43.8%。其中:私人控股企业完成工业增加锺 387.7 忆元，占非公有制工业增

加值的 83.50毛，增长 26.6%0

{三}物价恙体稳定

全年全省居民消费份格总水平比上年主涨 3.2%，控制在 3.5%的预期目

标以内。其中:城市上涨 3.0%，农村上涨 3.4%。新涨价因素影响居民浩费价

格上涨 2.0 个百分点，对居民消费价格的贡献率是 62.513毛:翘尾因素影响居民

消费价格上涨1.2 个百分点，对居民消费扮格的贡献率是 37.5%。

全年全省食品类价格上涨 5.6%，烟酒类价格上涨 1.0%，衣着类价格上

涨 2.7%，家庭迂备用品及维修瑕务类价格上涨 1.8%，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

价格上涨 2.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1.6%，居住类价格上涨

2.7%，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与上年持平。

二、经济运行的特点

{一}从生产方面看，农韭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第三产

业增长较快

l.农业生产形势良好

省委省政府启动 "365" 现代农业发展计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全

4 



经济平稳运行结糊整进震辑里黯

省农业增如筐比上年增长 5.6%。

章良食生产再获丰收c 全年粮食产量达到 1138.9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 ，

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5个百分点，全省模食生产再获丰段，实现"十连丰"。

蔬菜产量 1578.72 万吨，增长 8.1%; 中药材产量 86.66 万吨，增长 14.1%; 园

林水果产量 391.37 万吨，增长 8.8%。

草食畜牧业稳步发展。 2013 年，全省继续实撞草食畜牧业发展行动，巩

噩发展成果，做藉草食畜牧业，切实提升草食畜牧业在农业增效如农民增收中

的贡献份额。不斯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实跑良种繁育体系、青贮饲料加工、养

蕴小区建设等重大项目，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稳步发展。年末，全省牛存

栏为 496.22 万头，比上年增长 1.5%，羊存栏 1973.38 万只，增长 2.1% ;牛、

羊出栏分别为 176.3 万头和 1132.82 万只，分别增长 2.1% 和 4.2%。

2. 工业生产平稳运行

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恒 2045.2亿元，比上年增长

1 1.5%。

从重点支柱行业看，有色工业、冶金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拉动全省工业

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共完或工业增如恒 690.2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33.7%，比上年增长 22.1%，高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如值增速 10.6 个百分点，

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6.86 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59.7%。

新建投产企业对全省工业增长拉动晓显。与年初相比， 2013 年底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1830 户，新建投产企业 95 户。 2013 年 95 户新建投产企业

共完成工业增加锺 21.6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恙量的1.1%，拉动全省规

模以主工业增长 1 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4%。

3. 第兰产业增长较快

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 1.5%，增蝠居全国第 6位，第三产业发

展呈加快态势，全年增速比一季度增速提高1.4个百分点。营利性服务业、金

融业的快速增长拉动第三产业增长，占第兰产业增加值 15.5q岛的营利性服务

5 



J嚷 2014 吉声震发展摄告

业增加值增长 17.2%，占第三产业增加值 9.1% 的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24.8%。

{二}从需求方噩看，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消费品市场稳定增长，

进由2总童创历史新畜

1.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全省上下竖持把项吕建设作为关键举措，全面实施 "3341" 项目工程，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全年全省 5∞万元及以上项目租房地产

开发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407.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11%。其中:项吕投资

5682.55 亿元，增长 26.86%; 房地产开发投资 724.65 亿元，增长 29.17% 。

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全年全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065 仨元，比上年

增长 27.6%，民间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达 47.8%。民间投资E成为带动全省

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O

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全省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班工项目 2439 个，比

上年增加 740 个;完成投资 3618.36 亿元，增长 38.09%。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

资占项目投资的 63.670毛，比上年提高 5.17 个百分点。

2. 消费品市场稳定增长

全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39.83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其中:

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12.40 亿元，增长 14.1%; 乡村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427.43 亿元，增长 13.5%。

全省报零住餐业实现销售额〈营业额) 6410.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其中，批发业实现销售额 3658.84 亿元，增长 15.4%;零售业实现销

售额 2244.46 亿元，增长 17.0%; 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77.58 仨元，增长 15.7%;

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429.59 亿元，增长 16.6%。

基本生活类消费品增长较快。全省限额以上企业棋泊、食品、饮料、烟

酒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98.06 仨元，比土年增长 29.3%; 殷装、鞋幅、针纺织品

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63.86 忆元，增长 2 1.7%; B用品类实现零售额 19.64 仨元，

增长 33.1% 。

3. 进出口总值缸历史新高

6 



经济平稳运行结梅调整进展明显黯工

受主要产品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下降 2.3%，通

过努力， 1-8 月增速逐步回升，全年实现王增长。全年全省完成进出口总量

102.81 亿美无，首次突蔽 100 仨美元，创历史薪高，比上年增长 15.539毛，亮

出全国平均水平 7.9 个百分点，增幅居全E第 9 位。其中:出口总值 46.79 亿

美元，增长 31%; 进口总筐 56.02 亿美元，增长 5%c

杭电高新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进口大幅下降。全省机电高新产品实现出

口 14.4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1%，其中:扰电产品出口 13.89 乞美元，增长

29% ;高薪产品出口 0.53 仨美元，增长 949毛。机电高新产品实现进口1.24 亿

美元，比上年下降 54%，其中:有L电产品进口 i 乞美元，下降 469毛:高新产

品进口 0.24 仨美元，下降 70%。

农产品进江大幅增长。全省农产品出口 3.16 仨美元，比上年增长 2%; 农

产品进口 0.39 亿美元，增长 38%。

{三}从经济运行质量看，财政i投入、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企业利润小

幅增长

全年全省完或大口径勤政枚人 1144.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5%。完或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06.45 亿元，增长 18.20%。税收收入 416.79 亿元，增长

19.84%。税收牧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出重达到 68.7%，所占此重比上年提

高 2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最量进一步提升c 其中，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分别增长 28.58% 、 9.55% 和 9.15%，国内增值税下薛 2.77%。上划中央

收入完成 537.55 亿元，下降 3.92%。全年全省完成公共时政颈算支出 2308.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7%。财政支出积极有力，重点民生保障较好，全年涉

及民生的时政支出 1755 亿元，增长 19.39%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76%。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964.78 元，比上年增长 10.54%。其中，

工资性收入 13329刀元，增长 6.51%; 转移性收入 5152.48 元，增长 12.05%;

经营净收人 1301.74 元，增长 15.64lJ毛;财产性收入 365.09 元，增长 40.62%0

2013 年以来，全省F大力气通过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肆，发放机关、事业、

企业单位真退休人员高龄补贴，提高城镇居民最抵生活保障补助挥准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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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随落实，城镇量民的转移'在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全省农民人均纯枚入为 5107.76 元.比上年增长 13.34%。其中，农村

窍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 223 1.0 元，增长 5.5%; 工资性 l投入 2203.4元，

增长 23.3%; 转移性收入 540.5 元，增长 9.9%; 财产性收入 132.9 元，增长

18.59毛。工资挂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 43.1%，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69.2%，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椎动因素。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86.7 亿元，比七年增长 7.5% ，居

全国第 17 位。分行业看，全省利润主要集中在石化、食品、电力及建材四个

行业，共实现利润总额 227.6 纪元，占全省利润总额的 79.4%，比仁年增长

3 1.9%，也全省平均水平高 24.4今百分点。

{回}从经济运行环境看，金融存贷款较块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持续下降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12070.64 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 19.16%。其中，金融机构住户存款余额 6074.95 仨元，增长 18.46%; 金融

杭掏企业存款余额 3610.63 仨元，增长 24.96%" 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052.10 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 33.57%，比重比上年末提高 4.01 个百分点。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8822.23 仨元，比上年末增

长 22.599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70 个百分点。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比年初增加 1609.59 亿元，创全省贷款年增量新高。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3272.78 忆元，增长 29.51%; 中长期贷款余额 5106.33 亿元，增长 20.98%。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比上年F降 3.]%，工鱼生产者购进拚格

总水平比上年r降 2.2%。分行业看，煤炭开采租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如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出厂价格分射比上年下薛 10.0% 、

5.4%、 0.9% 、 3.7%，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1.1 个百分点:黑色

金属冶炼及正廷加工业、有色金震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分别比上年下择

4.8% 和 8.6%. 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 2.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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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重点行业增产不增收

从生产看，有色、冶金、装备制造业增长较快。占规模以上王业增加垣

16.1% 的有色工业增长 22.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信 9.4%的冶金工业增长

21.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佳 8.2% 的装备制造业增长 21.9% 。

从效益看，冶金工业亏损严重，有色工业和装备能造业利润下辞。冶金

工业由上年的盈利 6.3 亿元转为 2013 年的亏损 8.2亿元:有色工业实现利润

15.9 亿元，比仁年下降 48.2%; 装备制造业实现和润 14.7 亿元，下降 25.3%。

上述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增产不增枚，企业生产经营处于亏损或接近亏摄的状

况c

{二}较金总额下降

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税金总额 458.7 亿元，比七年下降 2.8% ，

增速1ij;于全国 13.8 个百分点。其中，应墩增值税为 192.3{，乙元，下辞 8.7%。

在全省重点支柱行业中，除食品工业税金总额增长 18.3l}毛，其余重点支柱

衍业均为负增长。占全省程金总额近五成的石化工业下薛 5.7%，有色工业下

降 35.6%，冶金工业下降 20.0%。

{三)城乡居民收入较低

虽然 2013 年全省城乡居民牧人增速在全国的位次较为靠前，分别居第 5

位和第6位，但由于基数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珉，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

中居末位，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o 2013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能 7990 元，差距比上年扩大 582 元，相当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 70.4%。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788 元，差距比上年

扩大 378 元，仅相当于全罢平均水平的 57.4%。同时，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单一，

域镇居民家庭总投入的 66% 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 44% 来源于

家庭经营收入c 全年城镇焉员工资性收入仅增长 6.51%，增速偎于城镇居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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