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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快讯】 

前三季度县区经济发展情况简析 
南阳市统计局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拼发展，努力确保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前三季度全市县区经济总体保持向好发展态

势。 

一、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稳中向好 

从经济增速看，县域经济发展加快恢复，呈现向好态势。前三

季度，全市县域（十一个县市，下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

2570.45 亿元，同比增长 5.0%，高于上半年 0.4 个百分点；与全市

平均水平相比，由上半年的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提升到前三季度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恢复向好态势，

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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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次产业看，县域二三产业增速好于全市，服务业贡献度凸

显。前三季度，县域经济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444.97 亿元，同比

增长 1.2%，与全市平均水平持平；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836.87 亿

元，同比增长 6.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 1288.61 亿元，同比增长 5.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3 个百分点。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分

别为 3.9%、29.7%、42.0%，服务业贡献度较为凸显。 

二、县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支撑力增强 

从与中心城区对比看，县域经济发展优于城区。前三季度，全

市中心城区（六个区，下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26.42 亿元，同

比增长 4.6%。县域经济增速高于中心城区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

其中，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于中心城区 0.5

个、1.7个、0.9个百分点。 

从贡献率看，县域经济贡献度不断提升。前三季度，县域经济

总量占全市经济总量的 73.5%，比重高于上半年 0.2 个百分点；县

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5.6%，高于上半年 2.3 个百

分点；拉动全市经济增长 3.7 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 0.3 个百分点。

中心城区经济总量占全市经济总量的 26.5%，占比低于一季度 0.2

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4.4%，拉动全市经济增长

1.2个百分点。 

县域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份额稳定提升，对全市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持续远高于中心城区，对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加强。

县域经济总量大、增速稳、贡献多，在发展全局中始终是有力支撑、

坚实底盘。 

三、县市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依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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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总量看，前三季度，各县（市、区）经济总量超过 300

亿元的有 3 个，分别是卧龙区（390.52 亿元）、邓州市（387.34

亿元）、唐河县（329.98 亿元）；200-300 亿元之间有 7 个；200

亿元以下的有 7 个，其中官庄工区（66.45 亿元）、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58.63 亿元）、职教园区（13.06 亿元）经济总量不足 100

亿元。 

从经济增速看，前三季度，各县（市、区）经济发展基本呈现

稳定增长态势，但县区间增速差距较大。全市 17 个县（市、区）

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 6 个，其中增速排名前三位的

分别是淅川县（6.2%）、内乡县（5.7%）、西峡县（5.6%）。其中，

增速最高的淅川县高于增速最低的职教园区 3.2 个百分点，发展差

距明显。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发展平稳。前三季度，随着夏秋粮全力收

获入库，全市各县（市、区）第一产业发展平稳。其中，总量居前

三位的分别是唐河县（77.28 亿元）、邓州市（74.78 亿元）、方

城县（43.78 亿元）；增速排名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淅川县（1.8%）、

西峡县（1.6%）、社旗县（1.6%）。 

第二产业总体稳中向好，但县区间差距较大。前三季度，第二

产业增加值增速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11.0%）、

唐河县（8.4%）、社旗县（7.5%）；增速居后三位的分别是职教园

区（2.8%）、卧龙区（3.1%）、官庄工区（3.4%），这三个县区主

要受工业内部结构、相关行业指标增速低等因素影响，其中增速最

高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比增速最低的职教园区高了 8.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发展积极向好。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的有 6 个，其中，增速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淅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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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内乡县（6.8%）、镇平县（6.5%）。总体来看，其他各

县市区第三产业增速大多在 5.5%左右，整体发展延续积极向好趋

势。（信息来源：南阳统计信息网） 

【统计分析】 

前三季度方城县建筑业运行情况简析 

一、建筑业基本情况 

目前，我县共有资质以上建筑企业45家（其中：本年新增“四

上”建筑企业17家）；签订的施工合同总额是169655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36567万元，本年新签133088万元）；完成产值95986万元，

同比增长9.7% 。 

45家在库建筑企业运行状况良好。随着副中心城市建设力度的

持续加大，“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加之

“万人助万企”落实有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建筑企业施工

总量增加，健康运转，产值和效益同步增长。 

二、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施工质量不高；二是资金回拢较难。 

（二）造成问题的原因 

一是资质等级普遍较低；二是技术力量薄弱，创新力度有限；

三是职能部门协调、监管有待加强。 

（三）下步工作建议 

一是职能部门注意企业技术实力的提升技术创新的改善。二是

职能部门加强企业施工监管，保证工程质量。三是更好地优化“营

商环境”，服务企业“资金回拢”，保障企业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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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业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企业存在漏报“建筑业总产值”的情况；二是存在漏报企

业“从业人员”的情况；三是存在漏报“应付工资”的情况；四是

存在漏报“应付职工薪酬”的情况；五是“四上”企业入库规模偏

小；六是“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有所放松。 

（二）造成问题的原因 

一是企业统计人员对本企业在县外承揽的工程进度掌握不准，

联网直报时，忽略了这部分“产值”。另外，建筑业总产值的统计

采用“形象进度”法，企业统计人员对在建工程施工进度掌握不准，

也会造成建筑业总产值漏报。二是建筑业“从业人员”包含所有参

与建筑施工活动的人员，不单指企业内部的从业人员。企业统计人

员对建筑业“从业人员”统计口径理解不完全到位。三是企业统计

人员对“应付工资”和“实付工资”概念区分不清。四是企业统计

人员对“应付职工薪酬”领会不透，忽略了“五险一金”和福利、

补贴等，混淆了与“应付职工工资”的区别。五是企业资质不高，

规模偏小。六是企业统计人员对“常规统计工作任务”放松了要求、

降低了标准。 

（三）下步工作建议 

一是建筑企业主管部门加强服务性监管，保持统计人员相对稳

定。二是统计部门加大“统计培训”力度，强化培训成效。三是统

计、住建部门加强“联合调研”最大限度地堵住统计数据“漏统漏

报”现象。四是统计、住建加强沟通，联合培育并服务好“四上”

企业的入库工作。（方城县统计局  李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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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词典】 
建筑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

产的建筑业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建筑工程产值、

安装工程产值和其他产值三部分内容。该指标既反映了建筑业企业

在报告期完成的建筑产品和服务的总规模，也反映了报告期国家和

各地区经济建设情况。 

建筑业总产值和建筑业增加值的关系：建筑业总产值指以货币

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建筑业增加值指建筑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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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