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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 13 13 81 67 272 2933

离石区(市辖区)

文水县

交城县

兴  县

临  县

柳林县

石楼县

岚  县

方山县

中阳县

交口县

孝义市

汾阳市

注：资料来源于吕梁市民政局。

 文峰街道办、太和桥街道办、贾家庄镇、杏花村镇、冀村镇、肖家庄镇、演武镇、三泉镇、
 石庄镇、杨家庄镇、峪道河镇、西河乡、阳城乡、栗家庄乡(2街道办、9镇、3乡)

 圪洞镇、马坊镇、峪口镇、大武镇、北武当镇、积翠乡、麻地会乡(5镇、2乡)

 宁乡镇、金罗镇、枝柯镇、武家庄镇、暖泉镇、下枣林乡、车鸣峪乡(5镇、2乡)

 水头镇、康城镇、双池镇、桃红坡镇、石口乡、回龙乡、温泉乡(4镇、3乡)

 新义街道办、中阳楼街道办、振兴街道办、崇文街道办、兑镇镇、阳泉曲镇、下堡镇、西辛庄镇、
 高阳镇、梧桐镇、柱濮镇、大孝堡乡、下栅乡、驿马乡、南阳乡、杜村乡(4街道办、7镇、5乡)

 临泉镇、白文镇、城庄镇、兔坂镇、克虎寨镇、三交镇、湍水头镇、林家坪镇、招贤镇、碛口镇、
 刘家会镇、丛罗峪镇、曲峪镇、木瓜坪乡、安业乡、玉坪乡、青凉市乡、石白头乡、雷家碛乡、
 第八堡乡、大禹乡、车赶乡、安家庄乡(13镇、10乡)

 柳林镇、穆村镇、薛村镇、庄上镇、留誉镇、下三交镇、成家庄镇、孟门镇、李家湾乡、贾家垣乡、
 陈家湾乡、金家庄乡、高家沟乡、石西乡、王家沟乡(8镇、7乡)

 灵泉镇、罗村镇、义碟镇、小蒜镇、龙交乡、和合乡、前山乡、曹家垣乡、裴沟乡(4镇、5乡)

 东村镇、岚城镇、普明镇、界河口镇、土峪乡、上明乡、王狮乡、梁家庄乡、顺会乡、河口乡、
 社科乡、大蛇头乡(4镇、8乡)

 凤山街道办、城北街道办、滨河街道办、莲花街道办、田家会街道办、西属巴街道办、
 交口街道办、吴城镇、信义镇、红眼川乡、枣林乡、坪头乡(7街道办、2镇、3乡)

 凤城镇、开栅镇、南庄镇、南安镇、刘胡兰镇、下曲镇、孝义镇、南武乡、西城乡、北张乡、
 马西乡、西槽头乡(7镇、5乡)

 天宁镇、夏家营镇、西营镇、水峪贯镇、西社镇、庞泉沟镇、洪相乡、岭底乡、东坡底乡、
 会立乡(6镇、4乡)

 蔚汾镇、魏家滩镇、瓦塘镇、康宁镇、高家村镇、罗峪口镇、蔡家会镇、交楼申乡、恶虎滩乡、
 东会乡、固贤乡、奥家湾乡、蔡家崖乡、贺家会乡、孟家坪乡、赵家坪乡、圪垯上乡(7镇、10乡)

1-1  吕梁市乡级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2019年）

地  名 县(市、区) 街道办 镇 乡
社  区
居委会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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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年价格计算

工  业 建筑业

1980 60582  21849  25226  23780  1446  13507  242  

1985 127224  41161  57337  55479  1858  28726  476  

1990 264854  83263  123203  108757  14446  58388  905  

1991 281353  61593  139547  126224  13323  80213  936  

1992 340422  71205  170909  155106  15803  98308  1116  

1993 562836  124031  295904  272003  23901  142901  1820  

1994 690010  152301  349507  318302  31205  188202  2202  

1995 802128  167302  416814  380611  36203  218012  2524  

1996 922242  212913  464924  421711  43213  244405  2862  

1997 959144  183140  504703  474451  30252  271301  2940  

1998 985343  191721  477407  440302  37105  316215  2993  

1999 922443  129510  431419  392204  39215  361514  2775  

2000 1051760  157205  488853  441752  47101  405702  3127  

2001 1149050  112612  556458  513942  42516  479980  3382  

2002 1379241  181901  641156  588215  52941  556184  4023  

2003 1778846  177310  955435  878522  76913  646101  5144  

2004 2409742  212603  1428727  1310712  118015  768412  6907  

2005 3153946  193321  2119620  1993217  126403  841005  8967  

2006 3904643  195311  2559319  2399204  160115  1150013  11022  

2007 5102641  210804  3445735  3265024  180711  1446102  14312  

2008 6540131  274501  4557825  4401813  156012  1707805  18233  

2009 5930932  368612  3672620  3512814  159806  1889700  16438  

2010 8476134  430905  5722628  5552724  169904  2322601  23069  

2011 11148340  470101  7979425  7764712  214713  2698814  29799  

2012 11932728  534700  8323717  8090112  233605  3074311  31722  

2013 11957027  630611  7878692  7620301  258391  3447724  31613  

2014 10834734  672431  6645898  6426157  219741  3516405  28490  

2015 9551318  512985  5352599  5151215  201384  3685734  24986  

2016 9626143  509412  5298927  5100904  198023  3817804  25044  

2017 13077120  532608  8193084  7979410  213674  4351428  33818  

2018 14211983  545168  8536601  8301528  235073  5130214  36607  

2019 15070248  624363  9034027  8730406  303621  5411858  38758  

注：1. 1978-1990年的数据资料取自《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李庭钧等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1992-2018年的数据为第四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2019年第一产业是农业普查调整后的数据。

1-2  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

年  份
地    区
生产总值
(万元)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元)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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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工  业 建筑业

1980 100.0 36.1 41.6 39.2 2.4 22.3

1985 100.0 32.3 45.1 43.6 1.5 22.6

1990 100.0 31.4 46.5 41.1 5.4 22.1

1991 100.0 21.9 49.6 44.9 4.7 28.5

1992 100.0 20.9 50.2 45.6 4.6 28.9

1993 100.0 22.0 52.6 48.3 4.2 25.4

1994 100.0 22.1 50.7 46.1 4.5 27.3

1995 100.0 20.9 52.0 47.5 4.5 27.2

1996 100.0 23.1 50.4 45.7 4.7 26.5

1997 100.0 19.1 52.6 49.5 3.2 28.3

1998 100.0 19.5 48.5 44.7 3.8 32.1

1999 100.0 14.0 46.8 42.5 4.3 39.2

2000 100.0 14.9 46.5 42.0 4.5 38.6

2001 100.0 9.8 48.4 44.7 3.7 41.8

2002 100.0 13.2 46.5 42.6 3.8 40.3

2003 100.0 10.0 53.7 49.4 4.3 36.3

2004 100.0 8.8 59.3 54.4 4.9 31.9

2005 100.0 6.1 67.2 63.2 4.0 26.7

2006 100.0 5.0 65.5 61.4 4.1 29.5

2007 100.0 4.1 67.5 64.0 3.5 28.3

2008 100.0 4.2 69.7 67.3 2.4 26.1

2009 100.0 6.2 61.9 59.2 2.7 31.9

2010 100.0 5.1 67.5 65.5 2.0 27.4

2011 100.0 4.2 71.6 69.6 1.9 24.2

2012 100.0 4.5 69.8 67.8 2.0 25.8

2013 100.0 5.3 65.9 63.7 2.2 28.8

2014 100.0 6.2 61.3 59.3 2.0 32.5

2015 100.0 5.4 56.0 53.9 2.1 38.6

2016 100.0 5.3 55.0 53.0 2.1 39.7

2017 100.0 4.1 62.7 61.0 1.6 33.3

2018 100.0 3.8 60.1 58.4 1.7 36.1

2019 100.0 4.1 59.9 57.9 2.0 35.9

注：1. 1978-1990年的数据资料取自《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李庭钧等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1992-2018年的数据为第四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2019年第一产业是农业普查调整后的数据。

1-3  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年  份
地    区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吕梁统计年鉴—2020 

 6 

上年为100

工  业 建筑业

1980 96.7 86.6 105.2 108.3 95.4 100.7 95.8

1985 119.5 110.9 134.1 136.3 125.2 107.6 117.9

1990 108.9 114.4 100.4 102.8 85.1 124.5 104.5

1991 92.7 71.7 100.3 100.5 98.9 118.9 91.4

1992 118.0 107.3 130.8 133.4 110.7 113.3 116.2

1993 140.4 130.3 145.3 145.6 142.5 143.7 138.6

1994 114.3 107.9 119.0 118.6 123.3 113.4 112.8

1995 110.6 93.9 118.0 118.9 110.0 113.7 109.0

1996 110.9 113.1 111.3 111.3 111.0 108.8 109.4

1997 105.0 82.8 112.4 115.8 78.7 109.7 103.7

1998 101.8 110.4 91.1 89.4 115.6 115.0 100.9

1999 98.5 70.3 100.5 100.1 104.8 111.5 97.6

2000 109.6 116.1 107.3 106.2 119.2 110.0 108.3

2001 108.7 72.3 113.2 115.7 89.2 117.4 107.6

2002 112.9 121.3 113.2 112.4 123.0 110.7 111.9

2003 113.8 93.3 120.4 118.6 140.7 111.2 112.8

2004 117.3 107.9 124.8 125.5 118.2 109.8 116.3

2005 114.4 96.9 117.7 117.8 116.1 113.3 113.4

2006 116.1 98.8 119.5 120.3 105.4 111.6 115.3

2007 113.8 100.9 114.9 115.6 101.9 113.4 113.1

2008 110.8 111.7 109.3 110.7 80.3 114.8 110.1

2009 102.6 127.9 96.9 96.7 103.2 113.0 102.0

2010 117.4 103.8 121.0 121.8 100.1 112.0 115.3

2011 110.7 105.0 112.5 112.3 118.3 107.4 108.7

2012 109.9 105.1 109.7 109.9 105.8 111.2 109.3

2013 109.5 104.0 109.6 109.6 109.8 110.3 108.9

2014 98.4 103.8 96.7 97.0 85.8 101.8 97.9

2015 95.4 91.6 92.1 92.0 94.0 104.0 94.9

2016 104.2 105.8 102.1 102.4 95.5 107.0 103.6

2017 109.2 102.4 109.5 109.7 105.8 109.7 108.5

2018 105.4 100.1 102.7 102.8 98.7 109.8 105.0

2019 105.7 101.9 105.5 105.0 120.2 106.4 105.5

注：1. 1978-1990年的数据资料取自《山西省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李庭钧等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 1992-2018年的数据为第四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2005-2019年第一产业是农业普查调整后的数据。

1-4  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年  份
地    区
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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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

2008 736 477 87 65 29 78

2009 626 374 86 59 29 78

2010 950 597 87 127 51 88

2011 970 579 93 145 59 94

2012 1060 582 105 153 60 105 55

2013 1132 601 106 193 69 108 55

2014 1154 567 107 207 70 119 84

2015 1202 538 108 197 65 124 82 88

2016 1242 471 113 192 64 124 78 200

2017 1246 453 123 203 63 106 83 215

2018 1290 482 121 179 64 131 70 243

2019 1458 526 119 238 74 132 96 273

注：1. 投资从2015年开始进入一套表。

    2. 服务业从2013年起进入一套表。

1-5  一套表调查单位数

年  份 总  计 工  业 建筑业
批  发
零售业

住  宿
餐饮业

房地产业 服务业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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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  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

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

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

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价值净出口之和。在

核算中，地区生产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

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三次产业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

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 
总产出 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常住单位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既包括新增价值，也包括被

消耗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以及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总产出按生产者价格计算，它反映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

总规模。 
增加值 指常住单位生产过程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它可以按生产法计算，也可以

按收入法计算，按生产法计算，它等于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按收入法计算，它等于劳动者报酬、生产税

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 
劳动者报酬 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

和津贴，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

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

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生产税净额 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

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生

产补贴与生产税相反，指政府对生产单位的单方面转移支付，因此视为负生产税，包括政策性亏损补贴、

价格补贴等。 
固定资产折旧 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

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

值。各类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实际计提的折旧费；不计提折旧的政府机关、

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

折旧。原则上，固定资产折旧应按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计算，但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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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估价的基础，所以暂时还不能采用这种办法。 
营业盈余 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

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 
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 指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

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地区生产总值的使用情况。 
最终消费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常住单位为满足

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地区经济领土和地区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非常住单位

在本地区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 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它除了常住住户直接以货币

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即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

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住户自己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

的自有住房服务和付酬的家庭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政府消费 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

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后的价值，政府服务的产出价

值等于它的经常性业务支出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

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资本形成总额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加存货的净变动额，包括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指生产者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

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

产。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一

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

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存货增加 指常住单位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

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增加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增加，负值表示存货减

少。它包括生产单位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在制品存货等。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出口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位出

售或无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进口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货物和服

务的价值。由于服务活动的提供与使用同时发生，因此服务的进出口业务并不发生出入境现象，一般把常

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服务作为进口，常住单位向国外提供的服务作为出口。 
法人单位 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 
产业活动单位 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组织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