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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仁化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坚决执行县

委“一三九”发展战略，深入开展“九大任务”攻坚行动，经济平

稳发展，但下行压力较大。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17 年全县生产总值（GDP）1124469 万元，按可比

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2305 万元，

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418852 万元，增长 1.0%，其中：工业

增加值 386374 万元，增长 0.8%；第三产业增加值 493312 万元，增

长5.8%；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1.4%、9.7%和68.9%，

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81、0.37 和 2.62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比

重为 18.9:37.2:43.9。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3 万

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 7938 美元。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增长 11.1%；批发和零售业增长 3.2%；住宿和餐饮业增长

0.7%；金融业增长 0.5%；房地产业增长 6.0%；其他服务业增长 9.4%。

全县民营经济增加值 60.92 亿元，增长 3.5%，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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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 54.17%。

表 1 2017 年仁化县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单位：亿元

指指指指 标标标标 2017201720172017年年年年 比上年比上年比上年比上年((((±±±±%)%)%)%)

地区生产总值 112.45 3.8

第一产业 21.23 4.2

第二产业 41.88 1.0

工业 38.64 0.8

建筑业 3.25 3.8

第三产业 49.33 5.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85 11.1

批发和零售业 10.91 3.2

住宿和餐饮业 3.74 0.7

金融业 2.79 0.5

房地产业 4.80 6.0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6.37 15.8

非营利性服务业 13.8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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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833 万元，同比下降 13.2%，其中：

税收收入34988万元，同比下降0.3%；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07508

万元，同比下降 8.3%，其中：教育支出 46382 万元，同比增长 12.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605 万元，同比下降 10.45%，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26475 万元，同比增长 15.9%。

2017 年末全社会从业人员 109002 人，比上年增长 0.05%，其中：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52937 人，下降 0.3%；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7272

人，增长 0.3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38793 人，增长 0.39%。年末全

县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816 人，登记失业率 2.39%。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 2693 人，安置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712 人，其中：就业困

难人员再就业 297 人。

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受工业发

展影响大，第三产业发展疲软，创新缺乏动力，市场活力不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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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短板指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农业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62.8 万亩，增长 0.6%，其中：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 24.5 万亩，同比增长 0.9%，水稻种植面积 18.8 万亩，同

比增长 1.4%；油料种植面积 12.6 万亩，下降 5.4%；蔬菜种植面积

14.6 万亩，增长 4.6%,水果种植面积 9.0 万亩，同比增长 5.4%，茶

叶种植面积 2.44 万亩，同比增长 3.0%。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36092 万元，增长 4.3%。农业增加值 212305 万元，同比增长 4.2%。

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 12.24 万千瓦，增长 2.4%；农村用电

量 7445 万千瓦时，增长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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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业和建筑业

全县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下降

1.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0.6%，民营企业下降 15.4%,

中省属企业增长 1.7%，县属企业下降 5.3%，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增长 3.1%，股份制企业下降 3.4%。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下降 5.3%，

重工业下降 3.5%。支柱行业中：有色金属行业增长 0.4%，电力行业

下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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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3247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6%。

资质建筑企业 6 个，建筑企业总产值 24537 万元，增长 24.4%。

三、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674556 万元，增长 5.8%。分投资主

体看，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投资 88207 万元，增长 19.1%；外商及

港澳台经济投资 22634 万元，下降 10%；民间投资 302148 万元，增

长20.5%。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投资70193万元，同比增长75.1%。

第二产业投资 419597 万元，同比增长 3.4%，第三产业投资 184766

万元，同比下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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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76968 万元，同比增长 50.9%。商品

房销售面积 21.1 万平方米，增长 16.7%，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面

积19.8万平方米，增长9.6%。商品房销售额80927万元，增长40.1%，

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额 67912 万元，增长 17.6%。年末商品房待

售面积 13 万平方米，下降 0.9 %。

五、交通和邮电业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2004.25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206.93

公里，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 90 公里。全年完成公路货物运输周

转量 90231 万吨公里，比上年下降 2.2%；完成旅客运输周转量 11004

万人公里，增长 1％。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6.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1%。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收入 326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1%；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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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业收入 13312 万元，同比下降 8.4%；固定电话用户 2.99 万

户，下降 12.1%；移动电话用户 16.4 万户，下降 5.1%；互联网用户

13.07 万户，增长 10.4%。

六、贸易、外经和旅游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8726 万元，比上年增长 7.8％，分

行业看：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291765 万元，增长 8.2％；住宿餐

饮业实现零售额 36961 万元，增长 5.0％。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982 万美元，同比增长 164.3％，实际利

用外资 485 万美元，同比增长 491.5%。

全年接待旅游人数 951 万人次，增长 11.6％，旅游总收入 54.8

亿元，增长 11.7％。

七、金融和保险业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94055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3.76％。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65711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4.33%。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379769 万元，增长 3.4％，其中，

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 10.27 亿元，比年初增长 37.42%；个人短期消

费贷款 1.46 亿元，比年初增长 171.71%。存贷比 40.4%，同比提高

下降 0.2 个百分点。

全年保险机构保费收入 9400 万元，增长 11.9％，其中：人寿

保险保费收入 5527 万元，增长 13％；财产保险保费收入 3873 万元，

增长 10.4％。全年支付各类赔款 5021 万元，增长 4.2％，其中：人

寿保险支付各类赔款 3393 万元，增长 3.8%；财产保险支付各类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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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628 万元，增长 4.96％。

八、教育、科技、文化和体育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县拥有各类学校 73 所（含凡口，不含

教学点），其中：全县普通中小学 30 所，中职 1 所，特殊学校 1

所，幼儿园 41 所，在校学生人数 37307 人，增长 2.0%。学龄儿童

入学率 98％，小学毕业升学率 100％，初中毕业升学率 98.18％。

高考录取人数（含高职类）1318 人，其中，本科录取 638 人，

专科录取 576 人。

2017 年度全年全县共申请专利 234 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123 件，外观设计专利 101 件；专利授权 70 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7 件，实用新型 39 件，外观设计 24 件。

2017 年末全县有文化站 11 个，文化广场有 20 个。文化馆、博

物馆、公共图书馆、青少年宫各 1 个，剧场、影剧院 1 个，公共图

书馆总藏书量 14.5 万册，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 %。

距第一次市运会在我县举行 20 年后，我县再次承办市运动会。

此次我县承办韶关市第十五届青少年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和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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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两项赛事,取得了“金牌全市第一、总分全市第二”的好成绩。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排位从全市第三跃居全市第二。对比 2012 年全

市排名第八，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参加 2017 年韶关市“体彩杯”

龙舟赛，获得道德风尚奖。圆满完成了 2017 年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仁化站）赛事，获得了省、市体育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成功承办了“善美韶关 棋逢丹霞”2017“丹霞杯”围棋城市邀请赛。

九、医疗和卫生

年末全县有卫生医疗机构 145 个，其中：县直医疗卫生单位 7

个、卫生院 11 个，社区卫生站 2 个、村卫生站 113 个、诊所 12 个；

床位 739 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083 人，其中：执业医师 265 人，

执业助理医师 131 人，注册护士 423 人。乡村医疗站 113 个，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 89%，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97%。

十、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常住人口 21.06 万人，比上年增加 0.16 万人，增长 0.72%。

城镇化率为 40.12%，比上年提高 0.55 个百分点。年末户籍人口

244041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92846 人，占 38%；农业人口 151195

人，占 62%；按性别分：男性人口 124523 人，占 51%；女性人口 119518

人，占 49%。全年出生人口 3091 人，出生率 15.74‰，死亡人口 1397

人，死亡率 7.11‰，人口自然增长率 8.63‰。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5479 元，比上年增长 11.2%；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5641 元，比上年增长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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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全县参加城乡养老保险人数

76608 人，增长 1.5%，参加职工企业养老保险 37499 人，下降 15.9%，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27193 人，增长 7.6%，参加职工失业保险 12648

人，下降 11.7%；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81004 人，增长 1.3%；

参加生育保险 18333 人，增长 10.5%，参加工伤保险 18393 人，增

长 4.1%，全县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 35081 人，增长 4.0%。

年末拥有敬老院 11 个，敬老院供养人数 140 人，五保老人月供

养标准从 680 元/人提高到 700 元/人。全县 11 个镇（街道）全部建

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年末享受低保救济户 2016 户，享受低保救

济 4299 人。

十一、资源、环境与安全生产

全县有自然保护区 3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6033 公顷，全县森林

面积 249 万亩。年末林地面积 17.35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78.9%，

活立木蓄积量 1173 万立方米。

行政区域面积 2223 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 19.6 平方公

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9.6%。城市公园绿地面积 106.37 万平方米。

全年平均气温为 20.2 摄氏度，年降水量 1656 毫米,比去年同期下降

27.2%。

2017 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为 73.14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2.22%，单位 GDP 能耗为 0.696 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5.8%。全年

全社会用电量 11.78 亿千瓦时，下降 1.85%。其中，工业用电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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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时，下降 3.09%；居民生活用电 0.96 亿千瓦时，增长 6.97%。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19 起，死亡 22 人，比上年增长

120%；其中：发生工矿商贸企业事故 3 起，死亡 3 人，比去年增长

50%；道路交通事故 16 起，死亡 19 人，比去年增长 280%；全年未

发生消防火灾事故。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0.19 人。

注：1.本公报中2017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统计图中2012-2016

年数据为年报数。

2.从 201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由500万元调整为20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 50 万元提高

到 500 万元，增速为可比口径。2012 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3 年起按照新的调查口径对外发布城

乡一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分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数据。由于新老调查方案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城乡划分标

准、样本抽选、计算和汇总方式、指标口径等方面变化较大，改革

后新口径数据和旧口径数据存在不可比的差异。从 2015 年起，“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名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各项存

款余额中，“单位存款”更名为“非金融企业存款”、“储蓄存款”

更名为“住户存款”。



- 13 -

3.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可比价计算（扣除价格因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速度

按可比口径计算。

4.2017 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为 6.752。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等数据来自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数据来自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

理局仁化分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

民银行仁化县支行；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数据来自县

经济和信息化局；国际互联网用户、邮电业务总量等数据来自邮政

及通信部门（单位）；旅游数据来自县旅游局；教育数据来自县教

育局；科技、专利数据来自县科技局；气象数据来自县气象局；水

利、用水数据来自县水务局；用电量数据来自广东电网韶关仁化供

电局；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数据来自县文广新局；广播、

电视数据来自县广播电视台；体育数据来自县体育局；卫生及人口

计划生育数据来自县卫计局；低保数据来自县民政局；安全生产数

据来自县安监局；环境监测数据来自县环保局；林业数据来自县林

业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县公安局；其他数据来自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