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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建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建安区统计局

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高质量建设城乡

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心无旁骛抓发展、全力以赴拼经济，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406.4亿元，比上年增长

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6.4亿元，增长 1.2%；第二产业

增加值 152.8亿元，下降 3.6%；第三产业增加值 227.2亿元，增

长 3.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5%，第二

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7.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5.9%。全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9233.4元，比上年下降 11.2%。

2023年年末建安区行政区划口径常住人口 74.2万人，实际管

辖口径常住人口 58.7 万人。按行政区划口径城镇常住人口 30.8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43.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1.55%，比

上年末提高1.5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0.6万人，出生率为7.61‰；

死亡人口 0.8万人，死亡率为 10.68‰；自然增长率为-3.07‰。

全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7366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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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512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500

人，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保持为零。

全年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下降 0.2%。其中，食品烟酒价

格下降 0.8%，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1%，服务价格上涨 1.1%，

工业品价格下降 0.9%，消费品价格下降 0.9%。

二、农业

全年全区粮食种植面积 146.4万亩，比上年增加 0.9万亩，增

长 0.6%。其中，小麦种植面积 76.9万亩，和上年持平；玉米种

植面积 43.2万亩，增加 1.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 0.3万亩，减少

0.04万亩。烟叶种植面积 2.1万亩，减少 0.1万亩。油料种植面积

9.4万亩，增加 0.5万亩。蔬菜种植面积 14.3万亩，增加 0.4万亩。

花卉种植面积 8.5万亩，减少 0.5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 0.2万亩，

和上年持平。

全年全区粮食产量 61.6万吨，比上年下降 3.1%。其中，夏

粮产量 35.5万吨，下降 8.0%；秋粮产量 26.1万吨，增长 4.4%。

棉花产量 0.01万吨，下降 50.0%。烟叶产量 0.4万吨，和上年持

平。油料产量 2.5万吨，增长 8.6%。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26.8万吨，

增长 2.1%。

全年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 2.6万吨，比上年下降 10.3%。禽

蛋产量 3.5万吨，增长 0.0%。牛奶产量 0.1万吨，增长 0.0%。

三、工业

全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5.9%。分经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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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5.5%；股份制企业下降 5.9%，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5.1%；私营企业下降 8.4%。分门类

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3.4%，制造业下降 10.6%，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1.2%。分重点产业看，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下降 29.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0%；高成

长性制造业下降 4.1%，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19.6%；六大新兴产业

下降 19.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7.9%；传统支柱产业下降 5.5%，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77.2%；高耗能行业增长 3.3%，占规模以上工

业的 30.0%；装备制造业下降 23.0%，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5.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12.2%，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3.8%，烟草制

品业下降 11.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23.3%，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7.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3.4%，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8.4%。

全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 9.3%，利润

总额下降 16.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

下降 56.7%；股份制企业下降 19.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增长 0.0%；私营企业增长 76.7%。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比上年增长 3.7%。

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5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3%。基础设

施投资下降 35.9%，民间投资增长 203.7%，工业投资增长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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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4个，涉及居民 1176户。

五、国内贸易

全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4.7亿元，比上年增长 7.9%。

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06.1亿元，增长 0.9%；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 38.6亿元，增长 33.0%。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

额 124.0亿元，增长 8.3%；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20.7亿元，增长

4.8%。

全年全区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 0.3%，饮料类下降 18.5%，烟酒类下降 19.5%，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26.8%，化妆品类增长 31.9%，日用品类

下降 2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93.0%，中西药品类下

降 32.0%，文化办公用品类下降 8.4%，家具类下降 65.0%，通讯

器材类下降 28.9%，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5.9%，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下降 30.2%，汽车类增长 29.3%。

六、对外经济

全年全区进出口总值 106.9亿元，比上年下降 1.7%。其中出

口 99.1亿元，下降 2.0%；进口 7.8亿元，增加 2.6%。

全年全区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8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4%；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7.5亿元，增加 1.4%。

全年全区民营企业进出口 106.9亿元，比上年下降 1.7%；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2亿元，下降 25.0%。

全年全区新设外资企业 2家，合同外资 53.7万美元，实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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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 53.7万美元。

全年全区新增省外资金项目 30个，合同引进省外资金 134.3

亿元，实际到位 91.6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全年对外投资实

际完成额 298.6万美元。

七、财政金融

全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7333万元，比上年下降 9.6%。

其中，税收收入 127304万元，下降 15.6%，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为 51.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48206 万元，比上年下降

1.5%。其中，民生支出 309811万元，增长 1.1%，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重为 69.1%。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406.0亿元，比上年

末增长 11.1%。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331.2亿元，增长 13.2%。金融

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76.6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2.7%。其

中，住户贷款余额 123.2亿元，增长 12.8%；非金融企业及机关

团体贷款余额 153.4亿元，增长 12.6%。

截至年末，全区境内外上市公司 2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3家。

八、交通运输和邮电

全年全区公路货物运输量 2585.7万吨，比上年增长 38.0%；

货物运输周转量 662142.8万吨公里，增长 39.4%；旅客运输量 180

万人，比上年增长 93.5%；旅客运输周转量 3600万人公里，增长

93.5%。

年末全区公路网里程 1830.1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5条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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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国、省干线公路 5条 97.7公里；农村公路 1629.4公里。

全年全区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0.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1.1亿元，

增长 17.1%。

全年全区电信业务总量 3.9亿元，比上年增长 4.3%。年末全

区 4G电话用户 43.3万户，5G电话用户 38.1万户，互联网宽带

用户 25.3万户。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687元，比上年增长 4.5%。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343元，增长 3.1%；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002元，增长 5.4%。

全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048.2元，比上年增长 4.8%。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996.2元，增长 2.3%；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535.2元，增长 6.3%。

年末全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7.4万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6.4万人。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 1.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39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

数 3.9万人。

全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52385人。参加生育保

险人数 38062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532149人。全

年全区支出医疗救助资金 1044.6万元，救助人次 17454人次。

年末全区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1529 人，全年累计发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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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7万元；共有农村低保对象 6975人，全年累计发放资金 2072.9

万元。

截至年底，全区纳入易返贫致贫户 1114户 3188人，其中边

缘易致贫户 436户 1214人，脱贫不稳定户 212户 561 人，突发

严重困难户 466户 1413人；风险已消除 613户 1659人，风险未

消除 501户 1529人。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年末全区共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5家；市级企业技术

创新中心 82家；市级重点实验室 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3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58家，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 2家，河南省

“瞪羚”企业 2家。1项科技成果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其中

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截至年底，全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60件，比上年增长9.7%，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4.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74件，

增长 57.4%,万人有效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1.3件。全区有效商

标注册总量 6376件，比上年增长 8.3%。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 1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件;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

业 1家，省级知识产权领军、示范、优势企业 1家。

年末全区共拥有省长质量奖 1家，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1家，

河南省质量诚信企业 20家。全年累计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9项，

行业标准 10项，累计批准发布地方标准 2项。

年末全区共有职业中等技术学校 1所，普通高中 5所,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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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16所，小学 95所，幼儿园 117所。职业中等技术学校在校

生 607人，高中在校生 13816人，初中在校生 24263人,小学在校

生 39452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16219人。全区幼儿园、小学、初

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均达到 100%。

全年全区共资助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7165人次，发

放资助资金 1192.0万元（其中帮扶对象 2295人次，资助资金 227.6

万元）；滋蕙计划（困难大学新生入学项目）共资助 162人，发

放金额 9.6万元；生源地助学贷款人数 3300人，金额 3770.2万元。

十一、体育、文化旅游和卫生健康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体育和儿童游乐设施 34 处（套），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 2.6平方米。全年我区运动员参加许昌市市级（全

程）运动会青少年组获得 67枚金牌 91枚银牌 92枚铜牌，获得青

少年组金牌第二名、总积分第二名；群众组获得 17枚金牌 15枚

银牌 6枚铜牌，获得群众组金牌第二名；区政府获得赛事贡献奖，

区教体局获得优秀组织奖（获名次、或集体奖牌）。

年末全区共有公有制艺术表演团体 1个，文化馆 1个，公共

图书馆 1个。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6处。共

有 5个项目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末全区共有广播电台 1座，广播人口覆盖率 100%。电视

台 1座，电视人口覆盖率 100%。

年末中心城区共有智慧阅读空间 5 座、电子图书借阅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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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全年全区共接待游客 305.6万人次，旅游收入 1.5亿元。全区

A级旅游景区 1家，其中 3A级景区 1家。全区旅行社 1家，其

中分社 1家。

年末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442个，其中医院 36 个，乡镇

卫生院 13个，村卫生室 390个，妇幼保健院 1个，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个，卫生监督所(中心)1个。年末卫生技术人员 2255人，

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 1223人，注册护士 1032人。医疗卫

生机构实有床位 2856张，其中医院 2317张，乡镇卫生院 539张。

十二、城市建设和环境

年末农村供水管网长度 10633.2公里，公共供水总量 1489.2

万立方米，自来水用水户 16.3万户。城市（中心区）排水管网 157

公里。污水处理厂 1座，污水处理能力 8万立方米/日，污水集中

处理率 100%；日排水量 5.4万立方米；再生水回用工程 1座，污

水处理厂提高出水水质配套建成投用人工湿地 1座。

全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下降 2.7%，规

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上升 3.4%。

全区年平均气温 15.9℃。平均年降水量 1056.7毫米。

全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52天；PM10浓度 79.7微克/

立方米；PM2.5浓度 45.1微克/立方米。全区出境断河流，颍河

国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清潩河市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

Ⅲ类，小洪河市控断面水质达到Ⅴ类。经监测的乡镇级和千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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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无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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