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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唐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高唐县统计局

2023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锚定

“加速崛起、再塑辉煌”目标定位，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聚力“十二大新突破”，全县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

实推进，安全底线不断筑牢，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现代化新高唐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 合

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根据县级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全年

全县生产总值为 193.0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0.87亿元，增长 4.5%；第二产业增

加值 74.39亿元，增长 7.7%；第三产业增加值 87.8亿元，增长

7.1%。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6.0：38.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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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量稳中略降。年末全县总人口 50.17万人，比上年末

减少 0.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8.75万人，乡村人口 31.42万

人。全年出生人口 2291人，出生率 4.5‰；死亡人口 36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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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 7.2‰；人口自然增长率-2.7‰。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44.82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5.07万人，城镇化率为 55.93%，比上年

提高 0.93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城镇失业人员年末数（登记数）为 2382

人，比上年末减少 1495人。

安全底线不断筑牢。全县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4起，死

亡 4人，均为道路交通事故。2023年 3月，我县被中共聊城市

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聊城市司法局评为“首届聊城市

行政执法标兵”；7月，被聊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评为“第

二届山东省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聊城市优秀组织单位”；11

月，被聊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评为“聊城市安全文化示范

企业创建工作‘优秀组织单位’”。11月 21日，承办全省工贸

行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暨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典型经验观摩会，推广我县在“三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

先后开展了企业强基固本提升本质安全行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整治、有

限空间专项整治、违规电气焊作业和违规施工专项整治、“两节

一会”期间专项整治等行动，持续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自重

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各部门共检查生产

经营单位 4087家次，发现并整改隐患 7575项，其中重大事故隐

患 39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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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农业生产稳步提升。全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2.0亿元，

同比增长 5.3%；实现增加值 33.24亿元，同比增长 4.9%。

粮食生产实现“三增”。全年粮食总产量 68.61万吨，比上

年增加 1.18万吨，增长 1.8%。其中，夏粮产量 34.89万吨，增

长 1.2%。粮食单产 469.43公斤/亩，增长 1.5%。粮食播种面积

146.15万亩，增长 0.2%。

畜牧生产总体平稳。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6.66万吨，比上

年增长 17.2%。其中，猪肉产量 2.85万吨，增长 11.2%；牛肉产

量 0.04万吨，下降 7.4%；羊肉产量 0.11万吨，增长 3.5%；禽肉

产量 3.66万吨，增长 23.4%。禽蛋产量 6.81万吨，增长 2.9%。

牛奶产量 0.17万吨，增长 6.4%。年末生猪存栏 23.19万头、出

栏 35.11万头；牛存栏 0.84万头、出栏 0.19万头；羊存栏 5.97

万只、出栏 7.72万只；家禽存栏 892.12万只、出栏 2301.91万

只。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2023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

总产值 284.33亿元，同比增长 5.4%；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

实现营业收入 263.23亿元，同比增长 2.8%；利润总额 11.9亿元，

同比增长 170.8%；利税 15.28亿元，同比增长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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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小麦粉 吨 186643 6.6

饲料 吨 396249 5.0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21591 14.3

鲜、冷藏肉 吨 1764 -1.8

冻肉 吨 148757 7.6

膨化食品 吨 794 -7.1

焙烤松脆食品 吨 2794 26.5

乳制品 吨 2980 -5.4

营养、保健食品 吨 420 59.4

冷冻饮品 吨 1777 36.9

食品添加剂 吨 59740 11.2

饲料添加剂 吨 112574 11.1

饮料 吨 114373 11.7

纱 吨 63005 19.2

布 万米 1038 -26.8

帘子布 吨 84014 209.0

服装 万件 332 -6.0

人造板 立方米 841548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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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原生浆及废纸浆） 吨 34055 26.6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178471 113.0

纸制品 吨 118405 -21.2

其中：瓦楞纸箱 吨 10454 -10.3

甲醛 吨 90311 10.3

化学试剂 吨 5221 7.9

化学纤维 吨 96495 68.3

橡胶轮胎外胎 条 679416 -25.6

摩托车充气橡胶轮胎外胎 条 3813 -54.7

塑料制品 吨 9002 14.3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876207 6.2

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平方米 2284134 20.1

钢材 吨 10215 -11.3

铝材 吨 15526 22.4

钢结构 吨 9128 19.1

铸钢件 吨 2394 -11.4

锻件 吨 9589 12.4

泵 台 1835 -10.4

滚动轴承 万套 630 9.2

建筑工程用机械 台 20 -86.8

中型拖拉机 台 2117 -35.8

小型拖拉机 台 25580 92.9

汽车 辆 1148 -71.0

低速载货汽车 辆 66853 20.8

变压器 千伏安 21030 37.2

高压开关板 面 84 -60.9

低压开关板 面 3399 125.4

电力电缆 千米 14360 —

汽车仪器仪表 台 61948 16.0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143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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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发展稳中趋缓。全县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17.98亿元，同比增长 7.0%。

四、服务业

服务业稳步发展。全年全县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87.8亿元，

同比增长 7.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为 45.04亿元，同比增

长 8.1%。

规模以上服务业发展固稳提质。2023年，全县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5.75亿元，同比下降 1.2%。其中，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同比增长 111.2%，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38.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同比增长 33.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 17.2%，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下降 14.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下

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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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

有效投资持续扩大。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5%，三

次产业投资结构调整为 3.2：46.6：50.2，第二产业投资占比较上

年提高 7.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3.4%；高技

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5.2%，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9%，比上

年提高 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61.2%，占比

提高 0.3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运行稳健。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28.6亿元，

比上年增长 4.9%。其中，住宅投资 20.22亿元。本年商品房销售

面积 77.1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2.3

万平方米。本年商品房销售额 39.96亿元，其中住宅销售额 29.8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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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贸易与对外经济

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1.36亿

元，同比增长 11.3%，比上年提升 11.2%。四行业销售额增速分

别为：批发业增长 0.6%，零售业增长 18.1%，住宿业增长 20.1%，

餐饮业增长 22.9%。其中，限额以上四行业销售额分别增长 3.5%、

39.3%、23.0%和 43.0%。

外贸进出口队伍日益壮大。2023年，全县新增进出口破零

企业 21家，进出口实绩企业达到 108家，实现进出口总额 22亿

元，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1.67亿元，同比增长 568%。出口产

品主要涉及纸及纸浆制品、食品农产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

建材、服装六大类，占比分别为 36.5%、20.3%、16.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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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4826万美元，

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 2826万美元，占比达 58.6%。

七、财政

税收增速快速回升，财政收支运行稳健。全县实现全部税收

14.47亿元，同比增长 101.2%，比上年回升 152个百分点。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54亿元，同比增长 15.8%，比上年提高了

6.7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 8.53亿元，同比增长 25.4%，税

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6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84亿元，同

比增长 6.5%。

八、教育、卫生

教育水平扩优提质。全县有各类学校 155个，专任教师 6359

人，在校学生 9.18万人。其中，学前教育学校 85个，专任教师

1145人，在校学生 1.23万人；义务教育学校 64个，专任教师

3980人，在校学生 6.34万人；高中学校 4个，专任教师 816人，

在校学生 0.95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1个，专任教师 41人，在校

学生 76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个，专任教师 377人，在校学

生 0.64万人。

卫生服务水平有效提升。年末全县共有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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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557个，其中医院 10个，基层医疗机构 547个。全县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有人员 3819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有执业(助

理）医师 1389人。医院、卫生院开放 2500张床，全年总诊疗人

次 373.1万人次。

九、民生保障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16元，比

上年增长 6.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375元，增

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21元，增长 7.6%。

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年末，全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为 5.46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27.1万人。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44.93万人，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为 38.85万人。年末全县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

工作机构 9个，其中：公建民营敬老院 3个，民办养老机构 6个，

提供床位数 1210余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216人，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8820人，城市特困保障人数为 2

人，农村特困保障人数为 2277人，社会散居孤儿（含受艾滋病

影响儿童）保障人数为 39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人数为 214

人，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人数为 24人，残疾人两项补贴

保障人数为 12515人，经济困难老年人保障人数为 4116人。



—12—

注：1.本公报中资料均为初步统计数（快报数）。

2.全县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的绝对数为现价，增长速度

按可比价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