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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快讯】 

2023年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河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

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好，特别是三季度以来，主要经济指标企

稳回升，呈现出稳中向好、稳中提质、动能增强的态势。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

47785.44 亿元，同比增长 3.8%，与上半年持平。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 4331.05 亿元，增长 0.8%；第二产业增加值 19831.69

亿元，增长 4.2%；第三产业增加值 23622.70亿元，增长 4.1%。 

一、供需两端持续恢复，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省全力以赴抓好农业生产，确保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秋粮丰收在望。全省秋收基本结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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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面积继续稳定在 7600 万亩以上，秋粮增产趋势明显，预计全年

粮食产量仍将保持在 1300 亿斤以上。瓜果蔬菜供应稳定。前三季

度，全省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增长 2.4%，瓜果类产量增长 0.3%。生

猪生产基本稳定。前三季度，全省生猪出栏 4263.32 万头，同比下

降 0.1%；生猪存栏 4083.45万头，同比增长 0.3%。 

工业生产增长企稳。全省持续纵深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把纾难解困与扶持企业做优做强有效结合，不断推进建设制造业强

省。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0%，其中，9 月份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0%。近六成行业实现增长，过半

行业生产加快。前三季度，全省规上工业 40 个行业大类中有 23 个

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增长面 57.5%；21 个行业增加值增速比

上半年加快，占 52.5%。制造业充分发挥支撑作用。前三季度，全

省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9%，比上半年加快 0.9 个百分点，拉

动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9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37.2%，比上半年加快 4.2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0.9 个百分点，汽车产量 53.69 万辆，增长 33.3%；电子

信息产业增长 11.0%，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个百分点，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产量分别增长 553.4%、6.2%。 

服务业稳定恢复。随着各项稳经济扩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服务

消费需求快速释放，带动服务业生产加快恢复。规上服务业加快恢

复。1-8 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6.3%，比上半年加

快 0.6 个百分点。10 大行业门类中有 7 个行业门类营业收入实现

增长。交通物流持续恢复。前三季度，全省货物运输量、周转量分

别增长 9.7%、5.5%；旅客运输量、周转量分别增长 98.7%、122.8%。9

月份，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 54.6%，环比上升 3.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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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达到二季度以来最高水平。贷款

需求增长。9 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 82596.1 亿元，增长 8.5%，

比上年同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住户一般消费贷款、住户经

营贷款余额分别增长 17.0%、15.2%，分别比上月末加快 1.1、0.3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群体的普惠金融支

持力度继续加大。 

重点领域投资回升。“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不断深入，有

效发挥了稳经济、扩投资、增动能的重要作用。重大项目拉动有力。

前三季度，全省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11.7%，比上半年加

快 3.7 个百分点，其中 10 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27.9%。

工业投资不断加快。前三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7.7%，比

上半年加快 2.6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2 个百分

点。其中汽车制造、装备制造、能源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26.4%、

20.2%、18.8%，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回升。前三

季度，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6.3%，连续四个月增速回升。社会

领域投资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省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0.3%，比

上半年加快 1.3 个百分点，其中教育、卫生投资分别增长 24.9%、

15.7%。 

消费品市场持续恢复。全省着力引导消费预期，系列促消费政

策持续落地显效，内需潜力有效释放，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恢复。前

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745.93 亿元，同比增长 5.0%；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5.3%。9 月份，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238.92 亿元，增长 5.0%，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

零售额增长 7.7%。六成商品销售加快。前三季度，在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业的 23 类商品中，有 14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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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60.9%。城镇乡村消费均加速恢复。前三季度，全省城镇限额

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5.8%，比上半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

其中城区增长 7.3%；全省乡村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降幅比

上半年收窄 1.2 个百分点。出行类商品拉动作用明显。前三季度，

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8.6%、

19.8%；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58.0%。网上零售额保持快速

增长。前三季度，全省网上零售额 3258.3 亿元，增长 19.0%，高

于全国 7.4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726.2 亿元，增

长 18.3%，高于全国 9.4个百分点。 

消费价格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全省居

民消费价格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娱乐、医

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 0.5%、1.4%、0.9%、3.1%，衣

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等分别下降 0.3%、0.5%、

0.2%、2.2%。9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4%，环比上涨

0.3%。前三季度，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5%，其中，9

月份同比下降 2.1%，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6%。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4.3%，其中，9 月

份同比下降 5.1%，降幅比上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6%。 

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升 

结构调整成效持续显现。产业结构方面，内部结构调整优化，

前三季度，全省优质花生产值占优势特色农业产值的比重为 5.5%，

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3.5%，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方面，

工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制造

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16.1%、20.4%，比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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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提高 1.9、1.0 个百分点。消费结构方面，网络化消费加速成

势，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的

比重为 7.5%，同比提高 1.5个百分点。 

发展方式加快绿色化转型。绿色产业较快发展。前三季度，规

上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增长 14.2%，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0.2 个百分点。绿色升级类产品产销两旺。前三季度，全省充电

桩产量增长 21.4%，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19.1%，限额以上单位新

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增长 58.0%。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前三

季度，全省太阳能、生物质发电和风电分别增长 61.3%、12.6%、

5.5%，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 3.7、0.3、0.5 个

百分点。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全省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1344 元，同比名义增长（下同）5.8%。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672 元，增长 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3618 元，增长 6.8%。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 2.18，同

比缩小 0.05。民生支出持续加大。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同比增长 2.0%。其中，涉及民生的农村综合改革、就业补助、

教育支出分别增长 18.6%、12.0%、5.5%。 

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前三季度，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3.7%，

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11.9 个百分点；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科

学技术支出增长 10.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8.5 个百分点。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省规上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9.9%，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5.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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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3 个百分点。其中，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5.6%、10.2%。 

新兴服务业活跃。1-8 月，全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 16.7%，高于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10.4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游戏服务、互联网搜索服务、互联

网科技创新平台分别增长 155.1%、58.7%和 54.7%。 

总体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回升态势进一步巩固，积极因素

累积增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发展潜力持续释放，但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的基础仍不牢固。下一步，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五

次全会各项部署，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拼抢劲头，推进各项具体任

务落地落实，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实显效，巩固拓展经济发展向好势

头。（信息来源：河南省统计网） 

【统计分析】 

方城县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今年以来，全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经济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前三季度

全县经济运行总体向好，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奠定了基础。 

一、经济运行主要特点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36.4亿元，同比

增长4.3%，较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

增加值43.8亿元，同比增长1.3%，较上半年提高1个百分点，高于

全市0.1个百分点；二产完成增加值75.1亿元，同比增长6.1%，较

上半年提高2个百分点，高于全市0.1个百分点；三产完成增加值

117.5亿元，同比增长4.9%，较上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低于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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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为18.5:31.8:49.7。 

（一）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1.3亿元，同比增长1.4%，高于全市0.1个百分点。其中，全县夏

粮产量73.6万吨，实现增产。蔬菜产量59.3万吨，同比增长5.3%；

食用菌产量1万吨，同比增长8.5%；油料产量28万吨，同比增长9%。

三季度末，牛出栏2.77万头，同比增长2.2%；生猪出栏50.1万头，

同比下降8.2 %；羊出栏19.66万头，同比下降14.7%；禽出栏

317.12万只，同比下降16.6%。生猪、羊、禽出栏量较同期虽有不

同程度下降，但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二）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前三季度，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5.7%，分别较上半年和前8个月加快3.2个、0.9个百分点。

三大门类同向拉动，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12.2%，，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比重为8.7%，对规上工业的贡献率为84.9%，拉动工业经济增长4.8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0.9%，占规上比重86.5%，贡献率达13.9%，

拉动工业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1.4%，占规上比重4.8%，贡献率达1.1%，拉动工业经济增

长0.1个百分点。超六成行业实现增长。全县28个工业行业大类中

有18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增长面达到64.3%。拉动力前三位的行业

分别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三

个重点行业合计拉动全县规上工业增长9个百分点，是全县规上工

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装备制造业贡献突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22.5%,高于全部规上工业16.8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的

贡献率达92.3%,拉动工业经济增长5.3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经济平稳运行。前三季度，全县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4.6%，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金融信贷稳健运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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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增加值增长11.5%，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9月末，

全县各项存款余额456.66亿元，同比增长15.9%，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2.7个百分点；各项贷款余额247.82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存贷款余额综合增速17.1%，较上半年

提高1.9个百分点。交通物流持续恢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增加值增长3.8%。前三季度，全县客运周转量15690万人公里，货

物周转量68亿吨公里，客货运周转量同比增长6.1%；邮政快递业务

总量1.64亿元，同比增长19%。其他服务业稳步改善，其他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4.1%。1-8月份，全县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4.1%，

较上半年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4.9%、16.5%、

16.5%。 

（四）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前三季度，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4%，较上半年提高1.9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平均增速0.6

个百分点。全县新开工项目入库84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2个，省

市重点项目入库9个，工业项目入库47个。基础设施投资贡献突出。

汉山水库、方唐高速、方汝高速等一批项目进度快、拉动强，为基

础设施投资注入了活力。全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1%，快于全

部投资35.6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

资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0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185.2%。房地产投资

恢复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4.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3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45.8万平，同比增长11.2%。工业投资

有所回落。全县工业投资同比下降4.3%，较1-8月份回落4.5个百分

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4.4个百分点。 

（五）消费品市场恢复向好。随着一系列恢复和扩大消费政策



— 9 —

的持续发力显效，全县消费市场呈现持续恢复态势。前三季度全县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25亿元，同比增长6%，低于全市水平 

0.3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零售额2.3亿元，同比增长

12.2%。从消费地域看，全县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13.1亿元，同比

下降6.1%，乡村市场实现零售额1.2亿元，同比增长5.7%，乡村市

场零售额增速高于城镇市场11.8个百分点。从消费形态看，全县限

额以上餐饮收入增长12.3%，限额以上商品零售增长12.2%，餐饮收

入与商品零售同步增长。从商品类别看，全县限额以上出行类商品

中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3%；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3.5%；吃穿用类商品中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

额增长22.6%。 

（六）财政收支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5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税收收入7.69亿元，同比增长

12.7%。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1.2%，比去年同期

提高2.6个百分点。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61.86亿元，同比增

长7.7%，确保了基本民生、机构运转和各项重点支出的需要。 

（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三季度，全县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0.3%，八大类价格“七涨一降”。其中，食品烟酒类、衣

着类、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教育文化娱乐类、医疗保健类、

其它用品和服务类分别上涨0.2%、0.6%、0.4%、0.8%、0.1、1%和

3.1%，交通通信类下降1%。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0.5%，

鲜菜价格下降6.5%，水产品价格上涨1.8%，蛋类价格下降0.3%，鲜

果价格上涨11.1%，畜肉类价格下降0.2%。 

（八）“四上”企业入库稳步推进。1-9月份，全县共新增

“四上”企业60家，较去年同期多11家。其中新增规上工业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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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质的建筑业16家、房地产开发企业6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业19家、重点服务业8家。 

二、存在的问题 

（一）工业行业存在的问题。一是部分重点企业和行业生产运

行压力较大。受原材料价格上升、市场及生产要素制约等影响，全

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服装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及医药制

造业生产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1-9月份四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下降5.5%、28%、68.9%、46.3%，四个行业合计下拉规上工业5.1个

百分点。二是大中型企业回落明显。相对于“船小好掉头”的小微

型工业企业，当前大中企业生产情况低于工业平均。1-9月份，全

县规模以上工业大中型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6.4%，较全部规模工

业增速低22.1个百分点。三是新投产企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弱。

1-9月份，全县新投产企业入库11家，比去年同期减少9家。新投产

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9%，整体规

模较小，增长后劲不足，对全县工业生产增长起不到应有的拉动作

用。 

（二）项目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新开工项目减少导致投资

增量不足。1-9月份新开工项目84个，较同期减少52个；其中，亿

元以上新开工项目32个，较同期减少95个。由于缺少大项目支撑，

新开工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同比下降21.4 %。新开工项目减少将导致

投资增量严重不足，为投资增长带来较大压力。二是工业投资增长

乏力。1-9月份，全县工业投资额完成28.3亿元，同比下降4.3%，

低于全部投资9.7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4.4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占全县投资的比重为36.7%，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

三是企业投资活力和动力不足。由于企业受环保、安全、资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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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影响，许多传统行业的企业对转型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存在

顾虑，对推进新项目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意愿不强。 

（三）贸易行业需关注的问题。一是先行指标不支撑。商业增

值税、财政收入、快递业务量等指标增速是评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的先行指标。1-9月份，全县商业增值税同比下降72.3%，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90.5个百分点。二是停业、退库企业较多。9月份，

全县共有7家企业因破产、注吊销停业或退库，占限额以上批零住

餐企业的4.5%，这些企业基数对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速影响较大，难

以反映消费市场趋势。三是入库纯新增企业较少。今年以来共新增

22家贸易企业，其中纯新增贸易企业仅3家，另外19家为2月份年报

时的“下转上”企业，本身就带有基数，对行业经济的拉动作用不

强。 

三、下步工作建议 

（一）稳定工业生产，激发实体活力。一是高度重视新增企业

的培育和有序入库。加强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协作，建立培育库，动

态监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时掌握入统信息。加强对大型企业的

服务和中小企业的培育，共同做好对规上企业的调研、培训、指导

等工作，避免出现“只管入库，不管发展”，同心协力推动全县工

业经济向好发展。二是加强监测，精准调度。结合1-9月工业经济

运行情况，密切关注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经济运行走势，及时准确

了解企业发展困难，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确保发挥产业优势，带动全县工业经济高速发展。三是加快政

策落地，提振发展信心。建立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常态化沟通，加

快推进各类助企惠企政策落实落细，强化各类生产要素保障，提振

市场预期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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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狠抓项目建设，稳定投资增长。一是进一步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结合全县资源优势，聚焦产业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领域，谋划一批计划总投资大，发展前景好，资金链充足的好项目，

同时兼顾小项目的发掘和引导扶持。二是加强部门联动，紧密配合，

重点解决全县投资项目审批领域存在的审批层级多、环节多、事项

多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切实为项目落地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加快在

建项目施工进度。各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建设计划，加快施工进度，

克服不利条件，尽快形成有效投资、有形进度，力争完成全年计划

进度目标。四是规范项目投资进度资料，督促项目单位及时提供符

合国家标准的填报凭证，县相关部门要积极督促项目单位提供真实、

清晰、有效、规范的填报凭证。 

（三）推进消费加快回补，强化服务支撑。一是发掘热点，激

发消费潜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构建新的消费体系，更好满

足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加大政府及商家等各类消

费券、优惠券发放力度，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二是加强联动，积

极做好服务。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和协调互动，深入企业调研，

了解商贸企业经营情况与相关需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进一步巩

固消费回暖向好的发展态势。三是挖潜增效，做好入库工作。行业

主管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市场作用，加大市场主体培

育，大力挖掘达限达标企业；对于达到规模的、符合要求的限额以

上贸易法人企业，完整收集相应资料及时申报入库，以更多更好的

新增单位来弥补退库单位造成的影响。（方城县统计局  张怡萌） 

【统计词典】 
经济普查：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经济普查每十年

进行两次，分别在逢 3、逢 8 的年份实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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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年份的 12 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普查年份的年度资料。经

济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具体范围包括：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基本情况、组

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

消费、研发活动、数字经济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

情况等。 

https://baike.so.com/doc/5634273-58468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12231-57479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12231-57479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27107701-284952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1649-6051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34310-624731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05188-651871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78478-61914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7778-3364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869326-9191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68134-323388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2273-56399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97474-1477417.html


 

 

 

 

 

 

 

 

 

 

 

 

 

 

 

 

 

 

 

 

 

报：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相关县处级领导 

发 ：各乡镇（街道）主要领导，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共印6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