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和对陕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把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为全部工作的总纲，紧扣追赶超越定位和“五项要求”，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省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年呈现结构优化、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生产总值26181.86亿元，比上年增长2.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67.54亿元，增长3.3%，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7%;第二产业增加

值11362.58亿元，增长1.4%，占43.4%;第三产业增加值12551.74亿元，增长2.8%，占47.9%。

全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3389.78亿元，占生产总值的51.1%，较上年下降3.5个百分点。

二、农业

全年农业增加值1708.71亿元，比上年增长3.7%;林业增加值70.19亿元，增长12.5%;牧业增加值470.31亿元，增长0.6%;渔业增加值18.32亿元，增长

1.9%。

据抽样调查，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001.05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1%。其中，夏粮1103.65千公顷，下降0.1%;秋粮1897.39千公顷，增长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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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森林覆盖率46.39%。全年营造林面积581.59千公顷，森林蓄积量6.68亿立方米，林地面积14037千公顷，林业自然保护区61个，林业自然保护区面

积1153.3千公顷，占国土面积5.61%。

全年肉类总产量106.40万吨，比上年下降2.2%。其中，猪肉产量77.70万吨，下降4.0%。禽蛋产量64.21万吨，增长0.2%。生牛奶产量108.65万吨，增

长0.8%。年末生猪存栏849.78万头，比上年末增长6.8%;牛存栏151.18万头，增长0.7%;羊存栏871.67万只，增长6.9%;家禽存栏7738.26万只，下降0.3%。

全年水产品产量16.89万吨，比上年增长1.6%。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8860.11亿元，比上年增长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制造业增长0.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5%;能源工业增加值增长2.3%，

非能源工业下降0.2%;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0.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23435.3亿元，比上年下降4.1%;利润1942.3亿元，下降7.7%。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2599.8亿元，比上年增长4.6%。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实现总产值8501.13亿元，增长7.8%，其中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总产值5456.96亿元，增长13.1%;签订合同额19894.64亿元，增长10.7%;房屋建筑施工面积37555.14万平方米，增长6.5%。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6%，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4.1%，农户投资下降25.0%。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6%;第二产业投资下降0.2%，其中工业投资下降0.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5.7%。

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6.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8%，文化产业投资下降10.9%。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4404.39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8358.31万平方米，增长2.3%。商品房销售面积4452.07万平方

米，增长1.2%。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92.81万平方米，比上年末下降8.8%。

五、交通和邮电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16.53亿吨，比上年增长6.8%;货物运输周转量3698.45亿吨公里，增长6.2%。旅客运输总量3.78亿人，下降47.7%;旅客运输周转量

589.44亿人公里，下降42.3%。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236.78亿元，比上年增长22.6%，其中快递业务量9.17亿件，增长25.9%。电信业务总量4148.84亿元，增长23.2%。年末固定电

话用户637.0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4589.72万户，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1027.38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1368.96万户，比上年末增加46.66万户。

六、国内贸易和市场价格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605.92亿元，比上年下降5.9%。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8543.60亿元，下降6.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062.32亿元，下

降5.4%。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额8627.06亿元，下降5.2%;餐饮收入978.86亿元，下降11.9%。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4.9%，通讯器材类增长15.0%，化妆品类增长7.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8%，

中西药品类增长2.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1%，金银珠宝类下降0.4%，烟酒类下降1.8%，粮油、食品类下降2.0%，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3.9%，汽车类下降6.1%，日用品类下降7.0%，石油及制品类下降9.1%，家具类下降14.7%。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5%。其中，城市上涨 2.5%，农村上涨2.5%;食品价格上涨9.3%，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3.4%，服务项目

价格上涨0.8%。新涨价因素占20.7%，翘尾因素占79.3%。

七、国内国际旅游



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3.57亿人次，比上年下降49.5%;旅游总收入2765.55亿元，下降61.7%。其中，入境游客8.59万人次，下降98.2%，国际旅游收入

0.45亿美元，下降98.6%;国内游客3.57亿人次，下降49.2%，国内旅游收入2762.33亿元，下降60.4%。

八、 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值3772.12亿元，比上年增长7.3%。其中，出口1929.64亿元，增长3.0%;进口1842.47亿元，增长12.2%。

全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78个。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80.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84.43亿美元，增长9.2%。

九、金融、证券和保险业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9448.62亿元，同比增长11.0%，比年初增加4911.9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9185.75亿元，同比增长14.1%，比年初增

加4848.65亿元。

年末境内证券公司3家。各类证券营业部252家(含外地公司在陕的营业部)，比上年减少6家。年末证券开户数620.2万户，比上年末增加66.37万户。

全年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1102.74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财产险238.04亿元，增长9.6%;人身险864.7亿元，增长5.9%。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

332.18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149.45亿元，增长14.8%;人身险赔付支出182.73亿元，增长7.6%。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省共有高等学校11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96所(含独立学院10所)、成人高校14所。招收普通本专科学生38.80万人，在校学生121.00万人;研究生招生

5.90万人，其中科研单位237人，在学研究生16.59万人，其中科研单位677人;成人高等教育招生10.13万人，在校学生21.82万人。

全省共有中等职业学校230所，招生10.70万人，在校学生27.98万人。

年末全省认定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6198家。

全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49928项，合同成交金额1533.68亿元。其中，技术开发合同16234项，成交金额452.89元;技术转让合同556项，成交金额

12.83亿元;技术咨询合同3951项，成交金额53.23亿元;技术服务合同29187项，成交金额1014.73亿元。

全年共获授权专利60524件，其中发明专利12122件;实用新型专利42227件;外观设计专利6175件。年末有效发明专利量54646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14.098件。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省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50个，文化馆122个。全省公共图书馆116个，全年总流通627万人次。

全省拥有卫生健康机构34978个(含村卫生室22977个)，其中医院12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688家，卫生院1535家。全省共有床位27.25万张，其

中医院病床21.94万张，卫生院病床3.59万张。全省共有卫生人员44.54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36.36万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11.39万人，注册

护士15.55万人。

全年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重要比赛共获得金牌28枚、银牌26枚、铜牌33枚。全年审批一、二级运动员639名，新增注册运动员9000余人。

全年新建市级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17个。新建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站)23个，实现市、县全覆盖。新建社会足球场地377块。51个十四运竞赛场馆全面

建成，11 个省本级场馆竣工验收。

十二、安全生产

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568起，比上年减少183起，下降24.4%;死亡495人，减少88人，下降15.1%。其中，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17

起，比上年减少4起，下降19%;死亡68人，减少9人,下降11.7%;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26元，比上年增加1560元，增长6.3%。其中，工资性收入 14044元，增长5.5%，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53.5%;经营净收入3459元，增长6.2%，占13.2%;财产净收入1608元，增长8.9%，占6.1%;转移净收入7115元，增长7.4%，占27.1%。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17418元，比上年减少47元，下降0.3%。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868元，比上年增加1770 元，增长4.9%。其中，工资性收入21850元，增长4.1%;经营净收入2836元，增长2.8%;财产

净收入2851元，增长7.8%;转移净收入10330元，增长6.4%。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2866元，比上年减少648元，下降2.8%。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6元，比上年增加991元， 增长8.0%。其中，工资性收入5388元，增长7.2%;经营净收入4150元，增长9.5%;财产净收

入229元，增长6.6%;转移净收入3550元，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376元， 比上年增加441元，增长4.0%。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4:1，较上年缩小0.09。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43.25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5.6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6.23万人，登记失业人员实有人数24.5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63%。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1156.95万人，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754.3万人、离退休人员人数212.55万人。失业保险439.85万人，工伤保险

602.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3899.74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742.2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3157.53万人，生育保险参保513.25万人。

全年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834个,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12902个，共有床位20.6万张，收养10.51万人。年末纳入城市低保11.06万户、20.08万人，人均月

保障标准最高740元，最低590元;纳入农村低保49.4万户、115.62万人，保障标准每人每年最低4827元。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五保)12.49万人，其中，集中供

养对象约3.82万人，基本生活标准6279-15840元/人年，照料护理标准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0%、15%和25%。全

年累计实施临时救助81.01万人次。

指标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称为地区生产总值。英

文缩写统称为GDP。

六大高耗能行业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高技术制造业指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

学品制造业。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高技术产业投资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

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是度量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变动

趋势和程度。

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指截止每年12月31日，由科技部认定的，且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在有效期(自发证日起三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调查期内居民家庭成员人均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

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比  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用于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指住户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包括用于消费品的支出和用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根据用途不同，消费支出

可划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

注: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历史数据进行了统一修订，2016-2018年生产

总值为修订后数据;

3、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从2011年开始，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4、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从2011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标准从计划总投资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固定资产

投资和农户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城镇项目投资、非农户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5、铁路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反馈数据，从2011年1月起，铁路为全行业数据，即包括国家铁路(含控股)、非控股合资铁路及地方铁路;

6、邮政、电信业务总量按不变价计算;

7、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单位);

8、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为入境过夜游客数据,按照文旅部发布的调查结果测算;

9、研究生人数含科研单位中招生在读人数;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不含技工学校学生;

10、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养老公寓类单位;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包括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救助人数中增加了未脱贫户、脱贫户中的检测

户、边缘户等符合条件的人员;数据来源于2020年第四季度《民政事业统计报表》。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森林覆盖率、营造林面积数据来自省林业局;水产品产量数据来自省农业农村厅;公路数据来自省交通运输厅;邮政数据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电信数据

来自省通信管理局;旅游、文化系统数据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进出口数据来自西安海关;外商投资、合同外资、实际利用外资等数据来自省商务厅;金融数据来自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资本市场数据来自陕西证监局;保险业数据来自陕西银保监局;教育数据来自省教育厅;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省科技厅;专利数据来

自省知识产权局;档案数据来自省档案局;卫生数据来自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省体育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省应急管理厅;城镇就业、失业、社会保障

数据来自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省民政厅。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C1B710D67606014E053022819AC93FF
http://121.43.68.40/exposure/jiucuo.html?site_code=6100000051&url=http%3A%2F%2Ftjj.shaanxi.gov.cn%2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