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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快讯】 

经济运行整体向好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南阳市统计局 

2023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力推进

“一二三六十”工作布局，全市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

展稳步提升。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4572.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8%，高于全省0.7个

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36.27亿元，增长2.1%；第二

产业增加值1315.79亿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2520.11亿元，

增长5.1%。三次产业结构为16.1:28.8:55.1。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2023年，全市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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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35亿元，同比增长2.3%。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

量138.8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5亿斤以上。蔬菜生产稳步增长。

全年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同比增长3.8%，其中食用菌产量增长8.7%。

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同比增长7.3%。牛奶产

量增长12.7%；禽蛋产量下降1.5%。全年生猪出栏增长7.1%。 

工业生产持续回升。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0%，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从全年走势看，一季度、上半年、

前三季度、全年累计增速分别为6.3%、5.5%、5.7%、6.0%，呈“稳

开、稳走、稳增”态势。六成行业实现增长。全年全市38个大类行

业中有23个生产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0.5%，其中16个行业实现两

位数增长；有20个行业较上年增幅扩大、由降转增或降幅收窄，改

善面为52.6%。装备制造业支撑稳。全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逐

季走高，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全年分别增长8.5%、10.7%、

14.1%、21.7%，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2.6%、同比提高0.4个

百分点。新产业加快增长。全年全市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长12.8%，同比加快5.8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个百

分点，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为23.3%。全年全市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长13.1%，较上年同期加快2.2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的

比重达49.8%、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8%。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8.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3个百分点。制造

业投资快速增长。全年全市制造业投资增长16.2%，延续今年以来

较快增长的态势。31个大类行业中有22个同比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71.0%。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28.1%、67.3%、36.6%。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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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市计划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15.4%，分别高于上半

年、前三季度5.0个、2.0个百分点。其中，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

项目投资增长44%。新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全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

投资增长29.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占制造业投资的

比重为20.5%，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全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05.35亿元，增长7.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从累计

增速看，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全年分别增长8.6%、6.3%、

6.3%、7.1%，呈“前高、中稳、后进”走势。四大行业全面复苏。

全年全市限额以上法人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实现零售

额分别增长15.5%、9.7%、21.8%、12.9%。服务消费恢复较快。全

年全市限额以上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8.3%，限额以上法

人餐饮收入增长14.3%，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年全市居民消费

价格上涨0.1%。（信息来源：南阳统计信息网） 

【统计分析】 

2023年方城县农业经济形势分析 
2023年，方城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紧扣粮食安全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中心工作，谋定而动、持续发力，全县农业农

村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稳中向好，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为县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全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一）农业经济总体实力增强，农业产业结构更加优化。2023

年，全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经济总量稳定增长。农林牧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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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现价总产值达109.14亿元，按可比价增长2.7%，增速居全市

第三位，比前三季度加快1.3个百分点。在农林牧渔业总量持续增

长的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农林牧渔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

整，尤其是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不断增加，生产结构持续优

化。2023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7.8%，比上

年下降0.2个百分点；林业、渔业产值占比分别为2.8%和0.6%，与

上年持平；牧业产值占比22.0%，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林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占比6.8%，比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 

（二）粮食面积稳中有增，生产能力保持稳定。一是粮食播种

面积稳中略增。2023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241.60万亩，同比增长

0.03%。其中夏粮播种面积123.46万亩，同比增长0.05%；秋粮播种

面积118.14万亩，同比增长0.01%。二是秋粮单产增长明显，粮食

总产稳定在70万吨以上。2023年，方城县委、政府将习总书记“只

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作为第一政治任务，坚持党政同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责任制，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面对历史罕见夏季“烂场雨”

带来的不利影响，迎难而上、减损补秋，全力推动粮食恢复性生产，

秋粮实现了丰产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烂场雨”对夏粮的影

响。全县夏粮总产量37.32万吨，较上年减少3.37万吨，同比下降

8.27%；平均亩产302.25公斤，较上年减少27.43公斤，同比下降

8.32%。全县秋粮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达34.28万吨，较上年增加

1.69万吨，同比增长5.18%；平均亩产290.12公斤，较上年增加

14.26公斤，同比增长5.17%。全年粮食总产量71.59万吨，同比下

降2.29%，仍保持在70万吨以上，扛稳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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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作物生产持续增长。一是坚持稳粮保供主基调不放

松，不断调优种植业结构，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全

县油料作物播种面积79.48万亩，同比增长0.29%，产量28.02万吨，

同比增长9.0%。烟叶种植减少，全县烟叶种植面积3.12万亩，同比

下降6.0%，总产0.69万吨，同比下降11.0%。蔬菜种植面积45.11万

亩，同比下降1.15%，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107.81万吨，同比增长

6.22%，其中食用菌产量1.74万吨，同比增长11.6%。瓜果类播种面

积1.42万亩，瓜果类产量4.9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6.7%和37.8%。

果园水果总产量15.08万吨，同比增长18.0%。二是坚持产业壮大、

品牌引领发展思路，着力打造裕丹参、黄金梨、金木瓜、赵河甜、

大白桃、南阳艾等一批地域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健全完善农业全产

业链，擦亮了方城特色农业的名片，努力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鼓

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四）畜牧业生产承压前行。方城畜牧业按照“稳生猪、扩牛

羊、兴家禽”的工作基调，创新实施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和带

动脱贫增收的“三化一带”发展战略，培育推出了“正大褐”牌蛋

种鸡、“豫鸿旺”牌种猪、“鲜唱”牌生鲜羊肉、“张氏”牌风干

鸡、 “草庐”牌蜂蜜及蜂蜜醋等方城名优特色品牌，持续推动畜

牧产业提档升级。2023年，全县生猪出栏96.86万头，同比增长

20.7%；牛出栏3.71万头，同比增长0.54%；羊出栏25.52万只，同

比下降12.9%；家禽出栏492.46万只，同比下降6.5%；肉蛋奶产量

稳步增加，全年肉蛋奶总产量达12.9万吨，同比增长18.0%。其中，

猪牛羊禽肉总产量9.25万吨，增长26.7%，禽蛋产量3.3万吨，同比

下降0.3%，牛奶产量0.36万吨，同比增长12.0%。 

（五）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在产业带动、就业拉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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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县农民收入保持增长。从总量看，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8990.5元，总量居全市第7位。从增速看，全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增

幅居全市第6位。分城乡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3.8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由上年的2.018降为1.948，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进一步缩小。 

二、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较弱。农业基础设施较薄弱，农业

生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持续干旱或强降雨、雪等极端天气的

出现对农作物影响较大，直接导致农民种植收益下降。例如，2023

年3月中旬发生较大冰雪灾害，袁店乡作为全县设施食用菌（羊肚

菌）种植最大的乡镇，由于塑料大棚防雹能力弱，绝大多数设施倒

塌，导致羊肚菌种植户损失严重；2023年5月下旬，受小麦收割期

“烂场雨”不利影响，我县小麦产量及品质下降，农民收益受到损

失。 

（二）生猪生产稳中有忧。当前，我县生猪生产整体态势良好，

但结构性压力较大，主要表现为饲料价格居高不下，猪肉价格持续

低迷，挤压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同时，受动物疫病点状散发因素影

响，部分养殖户加快生猪出栏，存栏下降。2023年，生猪存栏下降

2.0%，增速同比回落9.4个百分点。生猪存栏量下降，将影响今年

生猪生产，推动猪肉价格上涨。 

（三）粮经作物争地矛盾突出，难以跑出“加速度”。在当前

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大背景下，稳定粮食安全，势必

优先保障粮食生产提质扩面，而经济作物效益远高于粮食生产，受

耕地资源所限，粮经争地矛盾比以往更为突出，经济作物种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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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膨胀面临重重困难。 

三、对策建议 

（一）健全农业防灾抗灾体系，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加强农

业气象灾害预警，多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范措施。加大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

村道路交通等工程项目，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农

业保险，提高抵御自然灾害和严重病虫害的能力，促进农业平稳健

康可持续发展。 

（二）做好畜禽养殖指导工作，提振养殖信心。农业农村部门

要密切关注生猪生产情况，做好产能调控。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

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节奏。加强对生猪养殖企业的政策支持，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完善生猪疾病防疫防控机制。做好

对小规模养殖农户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引导开拓销售市场，尽力减

小价格波动对生产的风险。   

（三）持续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以“大食物观”统筹粮食作

物与经济作物协同发展，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持续调整

和优化种植结构，发展优质高效种植业，积极种植市场需求大、经

济效益高的农作物品种，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开发，提高全产业链

经济效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支持标准化大棚等设施建设，新建

和提升改造以蔬菜等为重点的设施大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抗风险

能力，增强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以提高单产的方式弥补种植空间减

少的影响。 

（四）积极抓好农业投资项目。抓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是保障粮食安全、落实生猪稳产保供、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支撑，

要适当提高第一产业投资在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积极推动智慧



— 8 —

农业、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农

业现代化。做好全产业链规划，着力推进一批有利于壮大延伸产业

链的重点项目，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战略突破口，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扩张生产经营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方城县统计

局  李亮钦） 

【统计词典】 
平均工资。指单位就业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

额。它表明一定时期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是反映就业人员工资水

平的主要指标。计算公式为： 

 

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总额是本单位在报告

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个人应缴纳部分。

工资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

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和《劳动

工资统计调查制度》，工资统计的是单位就业人员，而个体就业人

员、自由职业者等非单位就业人员不在工资统计范围内。其中，对

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统计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具体包括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

资经济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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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