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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南安市经济运行分析

2023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全市

上下全面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署，深入

开展“项目奋战年”活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细

化落实一揽子政策举措，全力以赴拼经济、千方百计促发展，经

济恢复基础加固、积极因素不断增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706.75亿元，增长 6.2%。分产业看，

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 3.6%、6.3%和 6.3%，三次产业结构

为：2.0：57.6：40.4，三产比例提高 0.7个百分点。分季度看，

一季度受疫情转段初期外部需求减弱、行业复苏不及预期、回升

基础尚不牢固等影响，GDP探底下降 1.2%；二季度生产需求快

速恢复，多数指标明显加快向好，上半年 GDP增幅强力提升 7.7

个百分点，增长 6.5%；下半年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显现，1-9月

累计增长 6.1%；进入四季度后，保持回稳加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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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态势稳：经济运行恢复向好

（一）生产供给稳定恢复固根本

1. 农业生产形势平稳，主要产品稳步支撑

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60.35亿元，增长 3.9%。守住粮

食安全底线，落实播种面积 38.38万亩、总产量 15.16万吨，均

居泉州市首位。从行业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产值分

别增长 3.1%、6.1%、3.0%、13.6%。从主要农产品看，蔬菜产量

15.17万吨，增长 5.8%；水果产量 3.02万吨，增长 11.8%；茶叶

产量 0.15万吨，增长 9.9%；猪牛羊禽肉总产量 7.57万吨，增长

2.3%；禽蛋产量 1.98万吨，增长 3.5%；牛奶产量 0.15万吨，增

长 2.5%。年末生猪存栏 28.63万头，增长 2.2%。

2. 工业生产先抑后扬，逐月加快逐季稳固

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 5.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8.5%，居泉州第 2位，分别较一季度、上半年、三季度提高

17.8、1.0、0.5个百分点，7月起呈逐月上升趋势，创年内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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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增长面持续扩大，32个在统工业大类，22个行业实现增长，

增长面为 68.8%，较三季度扩大 6.3个百分点，其中两位数增幅

达到 9个。石材陶瓷根基稳固，五大主导行业“三升两降”，石材

陶瓷业增长9.9%，占全市规上工业41.1%；日用轻工业增长4.4%，

占全市规上工业 26.6%；机械装备业增长 0.1%，占全市规上工

业 19.4%。出口交货值温和上升，实现产销率 96.9%，较三季度

提高 0.2个百分点，去库存压力有所减轻。出口交货值下降 1.4%，

较三季度收窄 4.4个百分点，出口形势有所改善。

3. 建筑业稳中有升，建筑工程贡献突出

全市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168.10亿元，增长 10.5%。省内订单

支撑有力，省内完成产值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70.3%，增长 15.5%，

拉动增长 10.4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99.2%。建筑工程引领增长，

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94.8%，增长 12.0%，拉动增长 11.2个百分点，

贡献率达 106.7%。房屋建筑成为主导，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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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1.7%，拉动增长 7.4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70.7%。民营企

业地位稳固，全市民营建筑业企业 167家，产值占全市的 99.3%，

增长 10.7%。

4. 服务业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

全市服务业完成增加值 689.31亿元，增长 6.3%，高于 GDP

增速 0.1 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贡献最大，实现增加值 239.55

亿元，增长 7.9%，占服务业比重为 34.8%，贡献率达 20.8%。接

触性聚集性增势较好，旅游业复苏带动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等

领域加快恢复，全市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生产

性服务业快速增长，1-11月，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

业收入增长 33.7%，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9.0百分点。其中，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60.5%，增长 39.4%，拉动增长 22.9个百分

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8.2%，增长 65.3%，拉动增长

7.2个百分点。

（二）消费投资协同发力显韧性

1.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网络零售表现亮丽

全市社会销售总额增长12.4%，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

点。其中，限上销售总额增长16.3%。市场规模稳步提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878.01亿元，增长6.3%，居泉州第3位。其中，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46.06亿元，增长8.5%。基本生活类较快

增长，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粮油食品类商品分别增长25.1%、

21.4%。升级类商品热度不减，智能家电和音像器材、智能手机



- 5 -

类商品分别增长27.7%、20.3%，新能源汽车增长97.3%，高于汽

车类94.6个百分点。线上市场渗透持续提升，限额以上单位通过

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49.1%，占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26.7%，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

2. 投资规模稳健发展，国有投资有效兜底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5%。其中，项目投资（扣除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2.3%，占全市比重达 80.4%，拉动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21.9 个百分点，带动作用显著。第三产业投资持

续扩大，全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70.4%、8.4%

和 12.6%，贡献率分别为 7.4%、30.7%、61.9%，第三产业投资

贡献率较 1-9月提高 3.3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4.5%，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5 个百分

点，贡献率达 91.0%。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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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业投资增长 85.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46.6%，

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24.9%。重大项目支撑显著，计划总

投资 5000 万及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43.1%，占全市比重 61.9%，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180.8%。国有

投资发力稳增长，国有投资同比增长 72.8%，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27.0%，拉动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7个百分点，对冲民

间投资的下滑和低迷，稳住整体投资规模。

（三）要素保障有力有效增福祉

1. 财政收支同步增长，金融供给支撑有力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15.63亿元，增长 15.4%，居泉州

第 4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31亿元，增长 8.9%。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06.17亿元，增长 9.4%，财政收支实现同步增长。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628.71亿元，增长 9.5%，较上月提高

0.4个百分点；本外币贷款余额 1357.82亿元，增长 8.6%，较上

月提高 0.2个百分点。

2.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795元，增长 5.6%。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077 元，增长 4.3%；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1753 元，增长 7.8%。城乡收入比为 1.89，同比下降

0.06，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活力足：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一）头部企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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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亿元工业企业继续发挥主力军作用。累计产值超

亿元规上工业企业 464家，超 5亿元 117家，超 10亿元 43家。

亿元工业企业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 87.5%，增长 9.6%，拉动

增长 8.0个百分点。其中，超 5亿元工业企业占全市规上工业比

重 52.4%，增长 10.2%，拉动增长 5.1个百分点。限上销售额前

30名企业增长 13.1%，拉动销售额增长 6.6个百分点；限上零售

额前 30名企业增长 8.8%，拉动限上零售额增长 4.1个百分点。

（二）先行指标添动力

2023 年，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0%，较三季度提高 0.9 个

百分点，其中 12月份当月同比增长 8.9%，较 11月提高 6.5个百

分点，彰显我市工业经济韧性和活力。制造业开票额增长 7.9%，

建筑业开票额增长 20.5%，金融业开票额增长 24.7%。

（三）升规纳统攒后劲

我市加大升规纳统企业培育力度，有效支撑经济增长。全年

新增“四上”企业 493家，工业 215家，批零住餐业 251家，重点

服务业 27家。新入库企业发挥增速优势，新增纳统规上工业企

业增长 21.1%，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达 2.9%，拉动规上工业增

长 0.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12.4%。新增专业技术服务业和科技

推广应用服务业企业拉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7.6 个百

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长 3.2个百分点。

三、隐忧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

（一）从宏观层面，重点领域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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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剧。近年来，政治、安全等非市场因素

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重要驱动力，中美贸易摩擦带

来的加征关税等，严重影响我市出口外向型企业订单和正常运

营。工业企业四季度景气调查显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企业

占比为 31.4%，较上季度提高 3.0 个百分点，65.6%的企业订单

下滑、产能闲置，59.0%的企业订单利润率下降，39.3%的企业

新市场开拓难度大、竞争加剧，14.8%的企业汇兑损失。

工业创新转型驱动不足。R&D 经费投入增长 21.8%（错年

值），低于泉州 3.4个百分点。受技改成本增加，自有资金紧张

以及市场预期收缩影响，企业创新领域投资不足，转型升级滞后，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53.5%，工业技改投资同比下降 14.6%。

建筑业省外市场拓展受阻。建筑业企业外向度为 29.7%，较

上年同期下降 9.2个百分点，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开放度不足，

导致规模缩减、核心竞争能力减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受大环境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收缩，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0.2%，较 1-9月扩大 19.0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2.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41.3%。

商品房销售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不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32.2%，已连续 9个月呈下降趋势，下拉全市投资 10.4个百分点，

先行指标低位运行，将继续拖累全市投资增长。

制造业景气指数延续回落。12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49.0%，低于临界点，制造业市场需求疲软，整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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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水平回落。受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影响，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同比下降 2.7%，环比下降 0.3%，不利于企

业效益改善，企业经营压力尚存。

（二）从中观层面，部分行业仍显疲态

水暖厨卫业生产疲软。2023年，水暖厨卫业同比下降 10.2%，

拉动规上工业下降 0.7个百分点。水暖厨卫业前期产能快速扩张，

库存积压较多，市场需求疲软，产能过剩风险凸显，自 2019年

以来，产值逐年下降。

新增入库项目接续乏力。1-12月，全市新入库项目 361个，

同比下降 15.1%，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 25.6%。其中亿元新开工

项目 47 个，同比下降 32.9%，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 31.5%。项

目接续明显不足，将对后续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带来隐忧。

行业内部结构不均衡。建筑业方面，过渡依赖一级资质建筑、

总承包企业，贡献率分别达到：106.4%、123.7%，易受局部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影响造成全市建筑业总产值波动，存在发展隐

患。批发零售业方面，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金属材料类、石油及

制品类占限上批发业销售额比重达 56.6%，汽车类、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类占限上零售业销售额比重达 56.4%，其他商品较为分

散，商品结构过于单一，行业抗风险能力不高。

传统零售业受到冲击。网络零售迅速发展改变传统零售业的

销售模式，成为消费市场重要销售渠道，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

消费习惯加速转变，传统零售业面临较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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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车市场较为低迷。汽车类销售增长 2.7%，其中新能源

汽车同比增长 97.3%，新车下降 0.3%。汽车类占限额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26.5%，销售低迷对消费增长产生较大

拖累。新能源汽车得益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增长较快，其他

汽油类汽车销售基本没有拉升力。

（三）从微观层面，企业经营承压明显

国内外市场低迷、欧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多数企业生产

订单萎缩、低价竞争，企业利润下滑，民间投资意愿不强，企业

发展信心不足。

企业经营成本抬高。受原材料、能源、劳工等因素上涨，企

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

85.05元，仍处于较高水平；“两金”占用 38.6，较上期高 1.4个百

分点。工业企业四季度景气调查显示，本季度企业综合生产成本

比上季度提高的占 14.9%，基本持平的占 73.2%，下降的仅占

3.1%；主要成本压力占比最高的是用工成本 69.6%，依次是原材

料成本 68.0%、能耗成本 19.1%、物流成本 17.0%、税费成本

14.9%、环保成本 8.8%、融资成本 2.6%。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面临停产关闭，12月末规上工业企业停产 82家，停产面 5.9%，

拉低规上工业 1.1个百分点。

企业信心仍待提振。房地产企业景气度调查显示，本季度经

营状况评估不佳，“乐观”占比仅为 26.7%，更多持观望及不乐观

态度；预期类指标评估更为慎重，对下季度本企业经营状况、本



- 11 -

行业运行状况、国内经济宏观形势的合理预期为“一般”的企业占

比仅为 58.7%。房地产企业实际到位资金趋紧，下降 20.2%，到

位资金超 86%依赖企业自筹资金和销售回款，资金链抗风险压力

大。商品房销售不景气打压房企投资的信心，投资降幅高于销售

面积降幅，不利于后续市场回暖。

人才发展动力不足。受制造行业特点影响，高端人才较难留

住，技工人才流动率偏高，影响企业生产整体稳定性。本科以上

毕业生到工业企业就业意愿普遍不强，叠加生活环境、成长空间

等条件限制，生产一线员工老龄化尤为明显，未来用工形势愈加

严峻。建筑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增长 6.1%，工程技术人员下

降 30.3%，企业缺乏高级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特别是低资

质企业，高层次人才招不来、留不住，中低层次人才成长慢、长

不大，人才梯队的挖掘与开发程度不足，限制企业长远发展。

四、多措举：稳中有为进中突破

202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深

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也是我市历经三十年积累沉淀

再出发、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的重要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

战略，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着力解决发展短板，大

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提升存量做大增量，发挥二产引领作用

工业方面：一是狠抓存量提优，瞄准五大产业集群，梳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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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图谱，加快培育进程达成规模引领。加强重点企业走访，跟

进了解生产经营情况，科学预判发展趋势，确保重点企业保持稳

定增长。二是加快改造升级，引导企业积累技术优势，降本增效，

鼓励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实现智能化跨越式提升，推动制造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是招引优质商家，加快补链扩

链强链，重点招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企业入驻，不断

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建设专精特新产业园，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化

发展。四是促进增量扩面，持续做好新增企业挖掘工作，筛选“准

四上”企业，着力跟踪培育新增长点企业，推动尽快达产达效，

充分发挥增量企业支撑拉动作用。

建筑业方面：一是强化企业培育，积极推进企业参与省、泉

州市建筑工程，厚植省内生存土壤；重大建筑工程项目招标优先

考虑本土信誉好、质量高、实力强的建筑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是拓展省外市场，鼓励企业加强市场开拓，扩大省外市场份额，

加大本土建筑企业推介，与实力雄厚的外省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借船出海”。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培育龙头企业，强化头

部示范作用，带动上下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引导中小企业专精化

发展，在细分市场中寻找空间，高效率分包工程建筑业任务。

（二）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发挥消费基础作用

一是紧盯有利时机，推动市场消费。把握节假日等消费回补

重要机遇，开展基本生活类促消费活动。持续开展“五月花”“福

见南安·享成功”系列活动，组织购车补贴，适时发放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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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设置消费种类和额度，打好政府补贴、商家让利、金融优惠

“组合拳”，进一步活跃消费市场。二是提振大宗商品，培育新型

商品。稳定传统大宗商品消费，推动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

新”等促销活动，提高大宗商品消费能力。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鼓励行业恢复性发展，稳定下游消费市场，推动大家电、建材、

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培育新支柱性消费品，提高节能家

电、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建材等绿色消费品市场供应能

力，充分发挥新型商品带动作用。三是拓宽销售渠道，激发消费

潜能。引导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与第三方电商平台合作，

不断拓宽网络销售渠道。加大对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服务消

费产业扶持力度，关注与民生基础消费密切相关的企业，最大限

度发挥“乘数效应”撬动消费，持续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效释放。

（三）提高效益优化结构，发挥投资支撑作用

城镇项目投资方面：一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推动精准

招商和项目攻坚，促进招商引资落地转化；围绕产业发展重点、

社会事业等领域，谋划生成重大项目；发行专项债项目积极争取

资金支持；不断增强投资发展动能，全面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二是加快项目开工入统，紧盯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做好跟踪服务，

确保开工项目及时入库、合规纳统。三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实

施民营经济强省战略，鼓励支持民营上市主体在重大项目投资中

发挥带动引领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防范企业外迁风险，稳

定预期，引导带动民间投资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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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方面：一是供给两侧发力，降低去化压力。适时

调整土地供应节奏，统筹资源供给与市场消费结构平衡，盘活存

量商品房，缓解结构性过剩和短缺问题，促进土地资源配置与市

场需求良性互动。完善项目周边交通、车位等配套基础设施，解

决项目开发运营后顾之忧，提升房地产销售力度。二是缓解资金

压力，提振房企信心。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金融方面

给予房地产业必要合理支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合资合

作、债券、基金等方式筹集资金作为补充，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

降低开发成本和投资风险，保障资金流稳定。三是引导房企转型，

跨界融合发展。鼓励房地产企业提升建筑户型设计和质量水平，

打造绿色宜居智能建筑，以建筑品质占领市场。支持引导房地产

企业根据市场调整开发产品结构，构建房地产与服务、文旅、金

融、智能信息化等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四）提档升级落地见效，发挥政策赋能作用

聚焦企业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制约企业创新发展痛点难

点问题，细化工作举措，研究完善新发展阶段与我市相匹配的产

业政策，提高政策精准度。以企业需求为向导，做好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引导企业加大技

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吸引高端人才流入。抓好

政策落地见效、精准直达，通过加大对企业专题培训、座谈、信

息推送力度，送政策进基层、进企业、进园区，提高企业政策知

晓率，确保企业吃透政策，增强政策获得感，助力企业纾难解困。



- 15 -

指标解释：

[1]地区生产总值（G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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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3]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

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建

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括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

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该口径自 2011 年起开始使用。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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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商品房销售面积：指报告期内出售商品房屋的合同总面积（即双

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积）。

（南安市统计局 林君燕）

扫码关注南安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