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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县统计局 第六期 二〇二四年七月

新源县 2024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

2024年，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现对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做简要分析。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经州统计局统一核算，上半年，新源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6.92亿元，同比增长 3.5%（按不变价计算），增速比第一季度、

上年同期分别回落 2.1、4.5个百分点，低于州直（3.8%）0.3个百

分点，居州直县市第 7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74亿元，增

长 5.1%，高于州直（5.0%）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19.05

亿元，增长 3.9%，低于州直（4.5%）0.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

加值 26.13亿元，增长 2.5%，低于州直（3.2%）0.7个百分点。三

次产业贡献率分别为 27.46%、40.48%和 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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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DP 各行业增加值增速、占比、贡献、拉动情况

单位：万元、%，百分点

指标 绝对值 增速 占比 贡献率 拉动点

地区生产总值 569201 3.5 - - -

农林牧渔业 117825 5.2 19.2 27.65 0.98

工业 166959 2.4 32.0 22.06 0.78

建筑业 23592 16.9 4.4 18.42 0.65

批发和零售业 14222 0.3 2.3 0.19 0.01

# 批发业 4775 -14.4 0.7 -3.36 -0.12

零售业 9447 8.1 1.6 3.54 0.1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650 0.9 1.3 0.33 0.01

住宿和餐饮业 4767 5.8 0.8 1.29 0.05

#住宿业 824 -6.7 0.1 -0.28 -0.01

餐饮业 3943 8.7 0.7 1.56 0.06

金融业 29058 2.2 5.2 3.21 0.11

房地产业 21451 1.1 4.0 1.24 0.04

其他服务业 182676 2.9 30.8 25.61 0.91

#营利性服务业 40454 6.2 6.6 11.33 0.40

非营利性服务业 142222 2.1 24.2 14.28 0.51

（一）农业总体保持稳定。

上半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19.27亿元，增长 5.88%（按可比价

计算，下同），增速比第一季度、上年同期分别回落 0.69、4.41

个百分点。其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业服务

业产值分别增长 6.71%、-25.92 %、5.61%、123.79%和 15.64%；

夏粮产量基本稳定。夏粮产量 73.72万吨，同比下降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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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 17.01万亩，同比下降 6.64%；夏粮单产 433公斤/亩，

同比增长 5.35%，比上年增加 22公斤/亩。瓜果单产增幅较大。瓜

果类总产量为 27.5吨，同比减小 5.9吨，单产 654.76公斤/亩，同

比增长 139.2%，亩均增加 380.99公斤。牛、马、羊出栏量较快增

长。生猪、牛、马、羊出栏分别达到 0.82 万头、5.09 万头、3.54

万头和 50.60万只，同比分别增长-28.07%、7.61%、12.03%和5.64%；

活家禽出栏 8.49万只，同比下降 40.94%。

（二）工业生产低位徘徊。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43.52亿元，同比

下降 37.1%，实现增加值 8.33 亿元，同比下降 13.5%，增速比一

季度、上年同期分别回落 11.5、32.5个百分点。分月来看，2月增

速-41.3%，3 月增速-16%，4 月增速-30.6%，5 月增速-13.3%，6

月增速-14.7%，均处于低位徘徊的态势。

支柱产业呈“双降”态势。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和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4.4%和-20.7%，两行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75.96%，对新源工业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支柱产业呈“双降”态势。

工业产品产量“四升九降一净增”。从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来

看，“四升”：小麦粉、饲料、乳制品和单晶硅分别同比增长 16.9%、

6.7%、102.8%和 3.2%；“九降”：成品糖、鲜冷藏肉、速冻食品、

饮料酒、化学药品原药、水泥、商品混凝土、钢材、自来水生产

量分别下降 13.2%、100%、55.1%、7.9%、10.4%、6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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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和 7.3%；“一净增”：铁矿石成品矿净增。

（三）建筑业。

上半年，完成建筑业产值 4.20亿元，同比增长 39.85%；签订

合同 10.34亿元，同比下降 14.02%，其中：上年结转合同额 4.15

亿元，同比下降 57.20%，本年新签合同额 6.19 亿元，同比增长

165.20%。

（四）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 23.19亿元，同

比增长 16%，增速比一季度、上年同期分别回升 4.46和 11.4个百

分点，高于州直（4.7%）11.3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完成投资 4.42亿元，同比下降 10.5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4.51 亿元，同比增长 203.59%，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12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94.49%；第二

产业完成投资 2.38 亿元，同比下降 69.43%，下拉固定资产投资

27.02 个百分点，贡献率-168.85%；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16.30 亿元，

同比增长 52.0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7.91 个百分点，贡献

率 174.76%。

15 个行业投资“六升九降”。上半年，全县 15个行业投资增

速呈现“六升九降”，增长的 6个行业合计完成投资额 16.18亿元，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69.80%，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0.87个百分

点，下降的 9个行业合计完成投资额 7.0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30.20%，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4.86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25.92%、批零住餐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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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8%、工业投资下降 69.43%、民生投资下降 22.4%、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 12.55%；分项目建设性质看：新开工项目贡献突出。

1-6 月份，全县新开工项目 57 个，完成投资 13.17 万元，增长

63.87%，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56.79%，占比比去年同期

提高 16.59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 25.68个百分点；分构成看：建

筑安装工程投资高位运行、拉动作用显著。1-6月份，建安投资、

设备购置、其他费用增速分别增长 36.84%、-87.08%、21.91%，分

别拉动全部投资 27.79、-13.72、1.93 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

173.65%、-85.71%、12.07%。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作为核算建筑业

增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GDP核算中建筑业增加值的贡献明显。

房地产开发供需放缓。从供给端看：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

资完成 3.92亿元，同比下降 12.55%，下拉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2.81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7.57%；从需求端看：商品房销售面积 58638

平方米，同比下降 21.36%，主要是同期在疫情后开发商及群众信

心有所恢复，前期积累的购房需求相对集中释放，商品房市场呈

现出供需两旺态势，同期形成较高基数，而今年房地产市场供需

关系渐趋饱和，新开工房地产项目仅有 4个，投资规模较小。

（五）服务业低速增长，住宿和餐饮业增势良好

上半年，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 26.12 亿元，同比增长

2.5%，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 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 1.2个百

分点，低于州直（3.2%）0.7个百分点。其中：批发和零售、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和餐饮、金融业、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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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长 0.3%、0.9%、5.8%、2.2%、1.1%和 2.9%。

（六）消费市场有所回升，粮油食品类增长较快。

上半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05亿元，同比增长

5.7%，增速比一季度，上年同期分别提高 0.9和 3.1个百分点，低

于州直（6.2%）0.5个百分点。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73亿元，同比增长 1.8%，环

比一季度的-16.5%，完成了回正任务。其中：6月增长 21.4%。

基本生活类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

144.4%、饮料类同比增长 105.8%、烟酒类同比增长 68%。石油及

制品类同比下降 52.1%，主要原因是受上级零销比调整，去年同期

数过大造成，只有到年底调整完成有所缓解。

旅游。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76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1.99%；实现旅游收入 50.78亿元，同比增长 40.13%。

（七）工业企业电力消费和综合能耗降幅较大

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降

25.3%,电力消费同比下降 15.6 %。

三大高耗能行业能耗。三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占规模

以上工业能耗比重 96.47%）同比下降 25.73%，。其中：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下降 12.1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29.2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0.70%。

（八）财政收入。上半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4.4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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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外贸进出口。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52亿元，同

比增长 44%。

（十）招商引资。上半年，全县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71个（其

中：续建项目 15个，新建项目 56个），总投资 239.07亿元，2024

年计划投资 124.24 亿元，目前已到位资金 70.97 亿元，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142亿元）的 49.98%，同比增长 17.25%。

二、存在的问题

从 GdP 各行业拉动点来看，农林牧渔业、工业、其他服务业

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9.2%、32%和 30.8%，合计占比达到 82%，对

GdP 的拉动点分别为 0.98、0.78 和 0.91 个百分点，合计拉动 2.67

个百分点，行业拉动力不强。

一是畜产品价格低位运行， 畜牧业贡献率下降。从上半年数

据来看，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 78.58%。较同期占比

81.23%回落 2.65 个百分点，对农业的贡献率由上年的 95.56%下滑

至今年的 78.09%，畜牧业的贡献率降幅较大。

二是非金属制品和钢铁行业增速回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

在整体偏弱，新增企业均是小微型企业，难以维持长期稳定发展；

减产企业较多，减产面达 42.4%，产值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8 家，

占规模以上企业的 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76%，是构成我县工业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两行业下拉工业增速 14.4 个百分点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一是工业投资持续两位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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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投资持续回落。1-6 月工业投资同比下降 69.43%，分别较

1-5 月、1-4 月、1-3 月回落 13.21、42.18、10.98 个百分点；二

是同期高基数导致后期投资增长乏力，去年同期在美盛矿业、中

核、哈茵赛等重点项目施工，同期 7 月完成投资 9.09 亿元、8 月

完成投资 8.50 亿元、9 月完成投资 15.97 亿元，同期基础较高。

四是消费市场持续增长支撑不足。限上企业数量少、规模小。

在库的限上社零企业仅 32 家，限上单位零售额仅靠几家企业来维

持，难以支撑消费市场持续增长。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由农业局牵头，部门配合，提高农业的贡献率。由农业

部门牵头，会同调查队扎实做好农作物单产监测台账，紧盯养殖

大户出栏情况；关注兵团农业生产情况，合力完成全年一产目标

任务；

二是保存量、挖增量，力促工业经济回升。由园区及相关部

门协同，做好存量企业的生产要素保障，确保下半年开足马力保

生产，如首钢、金诚佳业等；全力做好增量企业入统前期资料的

收集，尽快入库入统，为县域工业做贡献，如：国成能源、绿峰

科技等企业。

三是全力推进有效投资落地、加快项目开工力度。新开工项

目是投资较快增长的根本保障。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加强项目的摸

排和梳理工作，对已审批的项目要尽快开工建设，对未开工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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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的重点项目在推进中遇到实际困难要协调解决，尽量协调

要素保障部门简化办事程序，做好项目建设的土地、资金等要素

保障力争新开工一批、申报一批、入库一批，不断扩充施工项目

和新开工项目库，有效增强投资增长后劲。

四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刻不容缓。除做好大宗消费、电子商

务和夜间经济、房交会等政策刺激外，重点做好那拉美途酒店、

辰美商贸、盛世喜宴等 12 家企业（个体）入库入统；依托国企资

源优势，优化相关单位、企业，做大做强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

占 GDP 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