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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沂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20 年，全县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争先进位、

走向前列”目标定位，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经济社会实现

平稳健康发展。 
一、综合 

经济运行基本平稳。根据县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0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为 269.7 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4.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8.5 亿元，增长 3.0%；第

二产业增加值 105.7 亿元，增长 4.8%；第三产业增加值 125.5
亿元，增长 3.8%。三次产业比重由去年的 14.12:40.97: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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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 14.29:39.18:46.53，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比去年提高

1.6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占比 7.35 个百

分点。 

 

 

 

 

 

 

 

二、农业 

乡村振兴全面起势。集中连片打造了 12 个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新发展各类水果 18 万亩，引进优良品种 13 个，推广有机

肥替代化肥 20 万亩，水肥一体化面积达到 11 万亩，建设高标准

农田 7.09 万亩，流转土地 1.6 万亩。新认证“三品一标”9 个、省

级知名农产品企业品牌 2 个，累计认证 115 个，其中市级以上品

牌 19 个。沂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试点县、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 

农业基础作用稳固。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8.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1%，实现增加值 38.9 亿元，增长 3.1%，其中：农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30.5 亿元、4.2 亿元、

3.7 亿元、0.1 亿元。 
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13.92 万亩，总产量 3.49 万吨，其中夏

粮播种面积 0.48 万亩，总产量 0.17 万吨；秋粮播种面积 13.4 万

亩，总产量 3.3 万吨。全县果园面积达 36.2 万亩，水果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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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80.6 万吨，其中苹果 45.1 万吨、桃 23.7 万吨、葡萄 5.7 万吨。

全年肉类总产量 28890 吨。生猪出栏 7.0 万头，存栏 5.3 万头；

牛出栏 1.1 万头，存栏 0.9 万头；羊出栏 28.0 万只，存栏 17.0
万只；家禽出栏 920.4 万只，存养 264.4 万只。全年水产品产量

770 吨，水产养殖面积 506 公顷。 

 

主要农产品产量表 

 

农产品名称 面积（亩） 增长（%） 总产量（吨） 增长（%） 

粮食 139207 0.1 34940 9.8 

#小麦 4774 -17.5 1724 0.8 

#玉米 111293 0.2 25153 8.2 

#地瓜 10355 2.4 5209 29.3 

花生 49020 -2.9 12011 -0.6 

烤烟 2708 62.7 445 87.0 

蔬菜 66201 -0.7 256952 -0.9 

蚕茧   8.5 -83.8 

水果 362033 3.8 806382 4.5 

 

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年末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32.3 万千瓦，农用拖拉机 3482 台，排灌动力机械 2.7 万台，耕

地有效灌溉面积 19.4 万亩。全县农业化肥施用量（折纯）12552

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814 吨，地膜覆盖面积 10.8 万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平稳回升。把经济开发区作为工业强县的主战场，

拓展园区发展空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壮大特色产业集群，

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回升。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9%，



 4 
 

营业收入增长 1.9%，利润总额增长 10.2%。 
 

 
建筑行业健康发展。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

包建筑业企业 35 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 2 家、二级资质企业 23
家、二级以下资质企业 10 家。建筑业总产值 231907 万元，其

中建筑工程产值 194737 万元，安装工程产值 36087 万元。全年

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额 417878 万元，其中本年新签订合同额

245638 万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70 万平方米，竣工房屋建筑

面积 56 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共策划实施重大项目 81 个，1 个

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6 个项目列入省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

28 个项目列入市重大项目。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比上年增长 8.1%。分领域看：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6.1%，其中

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49.2%；民间投资增长 2.4%，民间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80.1%；“四新”经济投资增长 50.5%，“四

新”经济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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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呈现回落。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21783 万

元，比上年下降 30.9%，其中，住宅投资 108881 万元。房屋施

工面积 169.0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13.1 万平方米，商品房

销售面积 26.4 万平方米。 
五、交通.邮电.旅游 

交通承载能力显著增强。省道沂邳线改线、华源路加快推

进，国道黄海线大中修、南崔立交完成干线施工，济莱泰高铁、

沾临高速开工建设，88.6 公里路网提档升级、自然村通达和 23
公里县乡公路大中修工程全面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扎实推

进。全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625 公里。全年拥有客运车辆 406
辆，完成公路客运量 391 万人，旅客运营里程达到 1795 万公里。 

邮电通信稳定发展。全年完成邮电通讯业务总量 29201.5 万

元，年末宽带网用户 13.3 万户，移动通讯用户数 44.7 万户，固

定电话用户 22944 户。 
全域旅游统筹推进。打造综合性乡村旅游度假片区 10 处，

推出了 3 条特色旅游线路，铺开了 13 处特色民宿建设，成功举

办第十三届七夕情侣节、中央电视台《喜上加喜》等大型活动

13 场。截止 2020 年底，共创成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1 个、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7 个、国家 AA 级旅游景区 6 个；创建省

级旅游强镇 7 个、省级旅游特色村 28 个、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24 个、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1 个；全县有三星级饭店 2 家，淄

博市十佳民宿 3 家。全年共接待游客 5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37.8 亿元。 
六、国内外贸易 

消费市场基本稳定。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09325
万元，比上年下降 3.3%。到位外来投资 50.9 亿元，完成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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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 154.2%。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34041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其中进口 31002 万元，下降 3.9%，出口 309415 万元，增

长 1.9%。 
七、财政.税收.金融 

财政支出保障有力。全县境内财政总收入 340759 万元，下

降 5.2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6159 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151509 万元，税收占比 77.2%），下降 9.37%。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99058 万元，增长 5.2%，其中：教育事业费用支出 103790
万元，卫生事业费用支出 35548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946
万元。全县实现各项税收 294693 万元，下降 2.86%。 

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

额 3409075 万元，比年初增加 2549281 万元，增长 17.95%。其

中住户存款余额 2459623 元，比年初增加 399471 万元，增长

19.39%。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2362908 万元，比年初

增加 276355 万元，增长 13.24%。 
八、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实

施了城西初级中学和沂蒙佳苑、怡康嘉苑幼儿园建设，新建改

建幼儿园 11 处。全县小学、初中入学率保持 100%，年巩固率

分别保持 100%，高中段教育普及率 98%。年末全县拥有教育机

构数 150 处，其中职业学校 1 处，普通中学 21 处（高中 3 处，

其中 12 年一贯制学校 1 处、高级中学 2 处；初中 18 处，其中

初级中学 12 处、九年一贯制学校 6 处），小学 41 处，幼儿园

87 处，特殊教育学校 1 处。年末在校学生 74010 人，其中职业

学校学生 3531 人，高中学生 11227 人，初中学生 17953 人，小

学生 20162 人，在园幼儿数 20911 人，特殊学校在校生 2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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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100%。 
医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加快现代医疗体系建设步伐，县

人民医院新院完成主体工程，完成县传染病防治医院恢复建设

和三岔卫生院业务用房改造，新建中心村卫生室 30 处，创成全

国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试点县。全县有各类卫生机构 17 处，

其中县级医院 2 处，镇、街道卫生院 12 处，县疾病控制中心、

妇幼保健院、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大队各 1 处。全县医院

开放床位数 2520 个，各类卫生人员 1718 人。 
科技创新成绩突出。大力支持企业创新研发，1 家企业被认

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入选省“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1 家

企业的工程实验室被认定为省级工程实验室，1 家企业被认定为

省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83.9%，保持全市

第一。 
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1681 人，

其中高级职称 3795 人，中级职称 8133 人，初级职称 35433 人。

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895 人。 
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升

级版“5+N”示范点 40 处、乡村戏台 48 处、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点

12 个。建成城市书房 1 处、书香淄博阅读吧 6 处，完成了 12 个

图书馆分馆优化提升和 18 个数字化阅读设施建设。县图书馆图

书总藏量达到 41.1 万件册；电视人口覆盖率和广播人口覆盖率

均达到 100%。 
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全年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发展人

数 52873 人。发展等级运动员 278 人，等级裁判员 44 人，专职

教练员 18 人。全年共荣获奖牌 264 枚，其中：国家级金牌 3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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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牌 1 枚，铜牌 1 枚；省级金牌 16 枚，银牌 11 枚，铜牌 13 枚；

市级金牌 102 枚，银牌 52 枚，铜牌 65 枚。 
九、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启动了全域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实施

了市政道路、雨污分流、管线提升等城建重点项目 22 个；加快

推进城中村改造，高庄、沙沟社区完成主体工程，其余 9 个社

区建设扎实推进；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

动，逐步建立常态化保洁机制，城乡环境面貌显著改善。 
环境整治成效明显。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县环境质量持续优化。全年城区空气良好以上

天数 270 天，比上年增加 46 天，优良率 73.8%，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居全省第 32 位，保持全省内陆地区领先，沂河韩旺出境断

面水质稳定控制在国家地表水 II 类标准。 

十、人民生活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据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显示，全县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637 元，比上年增长 4.2%，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18075 元，增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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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446 元，增长 2.8%，人均消费

支出 25518 元，增长 1.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72 元，

增长 5.5%，人均消费支出 11465 元，增长 3.8%。 

 

 

 

 

 

 

 

 

 

 

 

人口继续均衡发展。全县出生人数 4456 人，出生率为

7.71‰；死亡人数 4309 人，死亡率为 7.46‰，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0.25‰。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总户数 216162 户，总人口 573897 人，

其中男性 291228 人，女性 2826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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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公报所列各项数字均为统计快报数或初步统计数。 

2.全县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总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

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企业。 

4.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包括：⑴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以上的行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等；⑵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以上的行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⑶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

以上的行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

会工作等。 

5.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

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

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

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6.资质内建筑企业是指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的建筑企业(含劳务

分包企业)。 

7.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

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

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