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整体经济稳步复苏

——2020 年上半年渠县经济形势分析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 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出台了一系列“硬核”政策，致力于

对冲 疫情影响加快推动经济快速恢复。上半年，全县经济实现由负转正，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升，

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发展活力持续 增强。

一、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地区生产总值

(GDP)159. 2 亿 元，同比增长 1.5%，增速居

全市第 2 位(1 位的是高新区 1.8%， 达州市

1.0%);第一产业增加值 30.7 亿元，同比增长

1.5%，增 速居全市第 1 位(达州市 1.3%);服

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 79.9 亿元，同比下降

1.0%，增速居全市第 2 位(1 位的是宣汉县

-0.9%， 达州市-1.3%);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2%，增速居全市第 2 位(1 位的是高

新区 6.9%，达州市 2.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 同比增长 5.7%，增速居全市第 3 位(1 位

的是达川区 13.9%，2 位的是万源 5.9%，达

州市 6.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1.8 亿

元，同比下降 5.0%，增速居全市第 2 位(1 位

的是大竹县-4.9%， 达州市-6.0%)。地方公共

财政收入完成 6.8 亿元，同口径下降 3.5%，

增 速 居 全 市 第 5 位 (1 位 的 是 经 开 区

10.03%，2 位的是通 川区 9.7%，3 位的是宣

汉县 5.03%，4 位的是万源市-0.13%，达 州

市-8.4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5702 元，同比增 长 1.7%，增速居全市第 6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6869 元，

同比增长 2.2%，增速居全市第 7 位。

(二)“四上一新”企业培育情况。截止 6

月底，我县一共完 成了 18 家企业入库，完

成进度 56.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

家，完成进度 20%;服务业 2 家，完成进度

20%;房地产业 1 家，完成进度 100%;建筑业

11 家，完成进度 1100%;批零住餐业 1 家，

完成进度 20%。从全市范围来看，总共完成了

61 家，其中宣汉完成 10 家，大竹完成 8 家，

达川区完成 8 家，开 江县完成 6 家，通川

区完成 5 家，高新区完成 4 家，万源市完成

2 家。

二、经济运行特点

从当前渠县经济运行的现状来看，上半

年，在面对统筹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大考，全县经济运 行

经历了从一季度明显下降到二季度企稳回升

的艰难转折，GDP 实现扭负转正，主要经济指

标由降转增，恢复回升势头较好，主 要特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看排位，对比去年同期有提升。上半

年，我县主要指 标增速排位呈现“五进二退

二持平”的态势，经济实力稳居全市第 一方

阵，具体来看，“五进”即地区生产总值比去

年同期提升一个 位次、第一产业增加值比去

年同期提升 1 个位次、规上工业增加 值较去

年同期提升 2 个位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较去年同期提 升 2 个位次、地方公共财政收

入较去年同期提升 2 个位次;“二 退”即服

务业增加值较去年同期回落 1 个位次、农村

居民人居可 支配收入较去年同期回落 6 个

位次;“二持平”即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

速排名与去年同期持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排 名与去年同期持平。

(二)看总量，经济发展实力有潜力。一是

GDP 总量稳定增长。上半年，全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GDP)159.2 亿元，居 全市第 3 位，

占全市比重为 16.6%，占比比一季度提高

0.16 个百 分点，总量比一季度增加了 87.7

亿元，增加的部分比一季度完 成的 71.5 亿

元还多 16.2 亿元。二是第一产业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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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 全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30.7 亿

元，总量居于全市第一位。全 县生猪存栏

460667 万头，同比下降 11.45%，总量环比增

加 56715 万头。从二季度当季来看，猪出栏

18.4 万头，比去年同期增加 4.9 万头，当季

增速 36.4%;猪肉产量 1.4 万吨，比去年同期

增加 0.4 万吨，当季增速 33.6%，有力的拉

动二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 上扬。三是第二产

业平稳发展。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48.6 亿元，同比增长 4.7%，总量及增速均居

全市第三位，增速 环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

其中，全部工业增加值实现 30.7 亿元， 全

部建筑业增加值实现 19.2 亿元，建筑业总产

值 71.8 亿元，同 比增长 24.2%，增速居全

市第 1 位。四是第三产业持续增长。上 半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 79.9 亿元，总量居全市第 3

位，比一季 度增加 43.4 亿元，增加的部分

比开江县、万源市上半年实现的 第三产业的

总量分别多 10.4、12.2 亿元。

(三)看增速，经济指标复苏有增强。从与

全国全省全市及 一季度对比来看，地区生产

总值(GDP)增速比全国、全省、全 市、一季度

分别高 3.1、0.9、0.5、3.2 个百分点;第一

产业增加 值增速比全国、全省、全市、一季

度分别高 0.6、0.2、0.2、2.8 个百分点;服

务业增加值增速比全国、全市、一季度分别高

0.6、0.3、3.2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比全国、全省、全市分 别高 7.5、3.7、3.5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全国、

全省、全市、一季度分别高 6.4、2.5、1.0、

4.2 个百分点;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

全国、全省分别高 8.8、0.7 个百分点。

(四)看结构，优化调整步伐有加快。一是

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9

年 的 20.8:31.0:48.2 调 整 为 上 半 年 的

19.3:30.5:50.2，第一产业占比下降 1.5 个

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 下降 0.5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占比提高 2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二是增长动力结构持续优化。从工业

来看，上半年，24 个行业大类中，有 16 个

行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县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

速，其中，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1%、

纺织服装、 服饰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1.2%、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1%，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305.4%。从服务业 来看，前 5 个

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0.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53.7%，增速分 别快于全部规模

以上服务业 53.1、36.5 个百分点。三是投资

结构 持续优化。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5.7%，其中 制造业和农、林、牧、

渔业投资分别增长 52.9%和 26.7%，增速 分

别比全部投资快 47 个和 21 个百分点。投资

补短板力度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保

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渠县教育投资同

比增长 823.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

资同比增长 923.0%。四是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从消费来看，上半年，农村消费品市场零 售

额同比下降 26.3%，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15 个

百分点，回升幅 度远大于城镇市场。农村市

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8.1%，比

重比一季度提高 3.8 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

比逐步提 高，消费市场城乡结构持续优化。

从外需来看，上半年，全县实 现进出口总额

281 万美元，比一季度增加 73 万美元，出口

额进 一步增长。

(五)看效益，高质量发展有持续。一是财

税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县税收收入 2.1

亿元，占预算数的 33.6%，同比下降 44.1%，

增速环比降幅收窄 13.5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

占县级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0.22%;

非税收收入完成 4.8 亿元，占预 算的

65.0%，同比增长 40.8%，增速环比提高 21 个

百分点，非 税收收入占县级财政预算收入的

比重为 69.78%。二是企业效益 持续提升。企

业整体盈利能力增强，呈现积极向好的发展势

头。 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38.5

亿元，环比增长 16.9%; 利润总额 9.3 亿元，

环比增长 17.1%。全县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实

现营业收入 1.1 亿元，同比增长 40.3%，增

速高于全市 10.5 个百 分点，居全市第一位。

三是金融存贷同步增加。6 月末，金融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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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存款余额 448 亿元，同比增长 6.6%，

其中，个人存款 409.5 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环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金融 机

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31.8 亿元，同比增长

12.2%，环比提高 1.8

个百分点。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44%，比 1-5 月提高 1.69个百分点。四是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从居民收入来看，上半年，

渠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7%、2.2%，乡村 持续高于城镇增速。从就

业形势来看，6 月末，城镇新增就业 2483 人。

三、县域经济考核指标与宣汉、开江对

比

从上半年的完成情况来看，与我县同属农

产品主产区的宣汉 及开江对比，我县的优劣

势明显。

优势:

(一)第一产业增加值。从总量来看，上半

年，渠县第一产 业增加值总量 30.7 亿元，

居全市第 1 位，比第 2 位的宣汉(30.2 亿元)

高 0.5 亿元，比第 6 的开江县(13.8 亿元)

高 16.9 亿元;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渠县第

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增 速居全市第

1 位，比第 5 位的宣汉县(1.1%)高 0.4 个百

分点， 比第 6 位的开江县(1.0%)高 0.5 个

百分点。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总量来看，

上半年，渠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1.8

亿元，居全市第 2 位，比第 5 位的 宣汉县

(73.7 亿元)高 8.1 亿元，比第 6 位的开江

县(37.4 亿元) 高 44.4 亿元;从增速来看，

渠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0%，居

全市第 2 位，比第 3 位的宣汉县(-5.3%)高

0.3 个百 分点，比第 5 位的开江县(-6.2%)

高 1.2 个百分点。

(三)民营经济增加值。从总量来看，上半

年，渠县民营经济增加值 102.1 亿元，居全

市第 3 位，比第 4 位的宣汉县(96.6亿元)高

5.5 亿元，比第 7 位的开江县(42 亿元)高

60.1 亿元;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渠县民营

经济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 0.7%， 居全市第 2

位，比第 3 位的宣汉县(-0.9%)高 0.2 个百

分点， 比第 5 位的开江县(-1.3%)高 0.6 个

百分点。

劣势:

(四)服务业增加值。从总量来看，上半年，

渠县服务业增 加值总量 79.9 亿元，居全市

第 3 位，比第 4 位的宣汉县(78.3 亿元)高

1.6 亿元，比第 6 位的开江县(33 亿元)高

45.3 亿元; 从增速来看，渠县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 1.0%，增速居全市第 2 位，比第 1

位的宣汉县(-0.9%)低 0.1 个百分点，比 6

位的开 江县(-2.2%)高 1.2 个百分点。

(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总量来

看，上半年，渠 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02 元，比宣汉县高 91 元，比开 江县低

188 元;从增速来看，渠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 增长 1.7%，增速居全市第 6 位，

比并列第 2 位的宣汉县、开江 县低 3.1 个

百分点。

(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总量来

看，上半年，渠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69 元，比宣汉县高 1072 元，比开 江县低

372 元;从增速来看，渠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 增长 2.2%，增速居全市第 7 位，

比第 2 位的开江县低 5.4 个百分 点，比第

3 位的宣汉县低 5.3 个百分点。

四、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方面。一是从对 GDP 的拉动来

看，上半年，第 一产业拉动 GDP 增长 0.3 个

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 0.3 个百分点， 对

GDP 的拉动有所下降。二是从畜牧业来看，猪

存栏、能繁母 猪存栏呈两位数的下降趋势，

生猪生产需加快恢复。上半年，猪 存栏增速

同比下降 11.5%，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

13.0%，猪出 栏同比下降 3.2%，猪肉产量增

速同比下降 2.4%。

(二)工业方面。今年以来的 5 个月份，

我县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分别为 5.5%、

6.5%、7.5%、7.5%、6.2%，增速在 1-5 月 出

现转折，1-6 月有所回落，呈现稳中趋缓的态

势。一是从核算 指标来看，三大门类中，规

上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0.5%，低 于全市

平均水平 6.3 个百分点;规上制造业及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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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热力、 燃气增加值同比增长 6.0%，低

于全市 5.7 个百分点;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3.8%，低于全市 7.3 个百分

点。二是从主 要行业看，与 1-5 月比，24 个

行业中有 16 个行业增速出现不同 程度回

落，占行业总数的 66.7%;有 2 个行业增速持

平，占行业 总数的 8.3%;有 6 个行业增速提

升，仅占行业总数的 25%。三 是从培育企业

入库来看，全年需培育规上工业 15 家(新开

入统 企业 7 家)，而目前完成入库 3 家，工

业实现较快增长的基础仍 需加强。

(三)投资方面。我县固定资产投资基数

大，去年已达 254亿元，加之今年疫情影响，

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难度较大。从入库看，6 月

实际成功入库 49 个，计划总投资 28.9 亿

元。从库存看， 截止 6 月底，库内剩余 535

个项目，剩余投资约 112.2 亿元，其 中，五

千万以上 34 个，项目剩余 34.4 亿元，房地

产投资 21 个， 剩余投资 29.8 亿元;五千万

以下 480 个项目剩余 48 亿元。从项 目来

看，目前我县在建项目个头小，5000 万元以

上项目仅 34 个， 占项目总数 7.1%，特别是

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支撑性大项目 少。投

资结构不尽合理，基础设施、政府性投资项目

多，社会投 资不够。受政策、土地、资金等

因素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 项目储备不

足，后续支撑乏力。

(四)建筑业及房地产方面。一是我县建筑

业大都资质低， 技术基础薄弱，综合竞争实

力不强。全县 33 家建筑业企业中，1 级资质

2 家，2 级资质 10 家，专业承包 1 家，其

他 20 家都是 3 级资质，等级不高，企业缺

乏人才，技术落后，工程建设能力偏 低，市

场竞争力较弱。二是渠县建筑业企业总体规模

不大。从全 省情况看，大型建筑企业对四川

省建筑业生产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起到了积极

的推进作用，对比我县只有 2 家建筑企业产

值上 10 亿元以上，总体规模偏小，与省内先

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三是 房地产投资环比

增速回落。从年初至今仅入库 4 个房地产项

目， 投资额 9.7 亿元，同比增长 10.1%，二

季度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34 个百分点。四是房

地产销售面积增速回落。二季度，全县商品房

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 8.7%和 10.5%，

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9.8/8.6 个百分点。

(五)商贸业方面。从核算指标来看，部分

行业仍呈负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县批发业商

品销售额同比下降 3.1%，住宿业 营业额同比

下降 9.0%，尤其餐饮业营业额同比下降

11.7%，比全 市平均水平还低 0.5 个百分点。

从对 GDP 的拉动来看，批发和 零售业拉低

GDP0.8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拉低 GDP0.4

个百 分点。从重点行业来看，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汽车类分别下降 7.4%、12.5%。

(六)服务业方面。从行业结构来看，核算

数据有缺失。2020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核算改

革以来，新增的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 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还没有企业入库，装卸搬运和仓

储业仅 1 家(仓储业)，重要核 算行业缺失。

从企业来看，渠县浩瀚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受

全国 疫情影响一直到现在都未营业，今年以

来，营业收入一直呈下降 趋势。从劳动工资

来看，部分行业复工复业进度较缓。上半年，

受疫情影响，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

下降 9.1%，广播、 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从

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下降 9%。

(七)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

入与全省全市差 距明显。上半年，渠县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7%， 居全市

第 6 位，增速比全省全市分别低 2.5、3 个

百分点;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2.2%，居全市第 7 位，增速比全 省全市分别

低 5.4、5.2 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在

全市排位 下降明显。从与一季度对比来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市的排位比一

季度下降 2 个位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在全市的排位比一季度下降 5 个位次，比

去年同期下降 6 个位次。

五、下一步工作建议

下半年，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切实做

好各项工作，推动全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

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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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农业，促提质增效。一是在品牌上，

建好我县农产 品品牌发展中心，打造农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公共服务平台。包装 推介特色

农产品、区域品牌，开发保护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支持 申报四川著名商标、大力发展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新认证产

品。二是在结构上，稳定发展生猪、蛋禽、肉

禽、 柠檬、黄花、花椒等本土优势主导种养

殖产业,适度规模发展牛 羊、柑橘、葡萄等宜

种养的高收益品种，结合休闲观光，打造“农

业+旅游”“农业+康养”“农业+文创”“农

业+电商”等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现代化、设

施化种养业，鼓励网络营销。三是在改革上，

支农政策向产业科技创新、设备设施升级改

造、畜禽粪污治理及 畜禽产品深加工等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倾斜，有效降低产品生产 流

通成本。狠抓动物疫病、气候监测、风险预警

等综合防控工作， 营造产业发展稳定环境。

建立健全农牧产品保险制度、抵押贷款 制度、

精简手续，提升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保障产

业运行安全。

(二)抓工业，促转型升级。一要抓招大引

强。强化招商引 资针对性，吸引归雁兴渠，

聚力天下渠商和返乡人员共建家乡， 推动人

才回引、资金回流、产业回乡、公司回迁。二

要抓动能培育。要高度重视“四上一新”企业

培育入库，加大工业企业的招商 引资和扶持

培育力度，对新开业或新竣工投产符合条件的

企业要 及时申报入统，做到成熟一个申报一

个，确保企业升规入统，为 全县经济注入新

的动能。三要抓风险防控。要坚持依法统计，

筑 牢统计基础，不允许将空壳、停产企业纳

入统计范围，杜绝违反 统计“四条红线”的

现象发生。

(三)抓投资，促短板补齐。一是要加大项

目入库力度。业 务主管部门要加大对本部门

所管辖范围内的新建项目进行认真 清理，对

没有申报入库的在建项目进行认真核实，确保

有投资的 项目不重不漏。二是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要加大深化产业链招商 研究，大力引

进带动性强、关联度高的支撑性大项目。三是

加大 入库资料审核力度。6 月入库 71 个项

目，投资 38.8 亿元，通过 49 个，通过率

69%，投资 28.9 亿元，未通过审核投资项目

22 个，投资额 9.9 亿元。要认真审核入库项

目资料真实性，对不符 合要求的资料要督促

项目业主单位按要求进行完善，切实做到申

报资料真实可信，提升项目入库审核通过率。

(四)抓商贸，促动能后劲。一是狠抓新企

业培育入库工作。 受退库企业缺口影响，新

企业入库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应及时 清理

培育达到限额标准的批零住餐企业。二是积极

培育和发展新 经济和新商业模式。近年来，

城市商业综合体、电子商务、快递 物流等快

速发展，提高了消费的便捷度和效率，激发了

百姓消费 欲望。但我县商贸企业自营电商少，

借助第三方电商平台销售意识不足，大多仍传

承了实体店面销售方式，与发达地区相比竞争

力不强，应进一步加大对网络零售企业的培育

力度。加大对城市 商业综合体的引导，促进

高品质企业入驻，提高区域购买力水平， 优

化消费结构。三是搭建促销平台。组织企业参

加展会，提高市 场知晓率，拓展销售范围，

办好大型促消费活动，刺激消费需求， 挖掘

消费潜力，形成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五)抓服务业，促提档升级。一是重点培

育现代服务业。 大力推动传统服务业的优化

升级，以创新驱动发展。传统服务业 发展停

滞不前、瓶颈凸显，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然成为

一种束缚， 为此要大力发展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法律服务、咨询以及会计，实现这些行业

“零”的突 破，支撑服务业各行业平衡、有

序、同步发展。二是扶持重点优 势企业。市

场经济是规模经济，只有具备一定规模、能够

提供低 成本高质量服务的企业才具有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一要重点扶持 符合发展趋势、

代表市场方向的优势企业，通过市场优胜劣汰

和 政策重点扶持，打造一批服务业龙头企业，

做到发展一个、带动 一批，发展一批、带动

一片。要为强势企业增强动力，替潜力企 业

注入活力，给落后企业施加压力，切实加快服

务业行业的整体 发展。三是营造企业发展环

境。加强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监 测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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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深入企业了解经营状况，帮助企业了解掌

握行业发展 动态、国家的相关政策，提出前

瞻性、合理化建议;切实在企业 融资贷款、用

工、土地使用、招商奖励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有

力的支持，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

境。

(六)抓城乡居民收入。一是提升产品附

加值，拓宽农产品 销路。5—8 月份是瓜果蔬

菜成熟的高峰期，但部分农产品销路 却相对

较窄，个别品种价格波动较大。要尽快提升蔬

菜产业化水 平和精加工能力，提升产品附加

值，增强品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拓

宽农产品销路，从而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二

是继续加 大创业就业培训，促进工资性收入

增长。着力拓展就业渠道，以 创业带动就业，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要促进农村居民

充 分就业。引导农民工转变就业观念，积极

倡导失业人员通过临时 性、季节性、弹性工

作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有效促进居

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三是加快休闲农业持续发

展，拓宽城乡居民 收入渠道。要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这一主题，进一步整合休闲农业 与乡

村旅游现有资源，完善相关政策扶持，树立农

业与旅游资源 深度开发的发展理念，扩大经

营规模，提升服务档次和服务水平， 持续加

强农业精品生产与乡村旅游服务的基础设施

建设，通过开 发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品及服务体 系，将休闲

农业融入全县旅游业整体发展之中，形成全县

经济新 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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