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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全省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1
 

潘云 

进入 8 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趋优，经济发展的支撑性、匹配性、协调性良好，高质量发展稳步

前行，主要指标增速稳定。1一 8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

长 16.8%、8.9%、10.5%和 12.3%，高于全国 11.5个、2.4个、4.5个和 2.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位居全国第一。 

一、当前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一）“三大攻坚战”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助推农业结构调整，夏粮产量 215.7 万吨，玉米完成替代作物种植 785 万亩。污染防治攻坚促进传统产业

加快转型，“双十”工程和磷石膏企业“以渣定产”扎实推进，率先在全国全面全域取缔网箱养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推

动经济质效提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PPP模式化债、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剥离债务等稳步推进，8月末银行业不

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 18.02亿元，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 0.23个百分点。 

（二）需求结构持续优化 

扩投资补短板力度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7%、高于全省投资增速 0.2 个百分点，民生工程、民生实事分别完成

投资 1560.9亿元和 632.3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 84%和 74%。重大项目支撑作用增强，省重大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6182.5 亿元、

完成年度目标的 68.2%,大生态工程包、绿色经济工程包开工项目 257 个、完成投资 658.2 亿元。消费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家用

电器类、化妆品类和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 16.8%、16.3%和 23.4%,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增长 40.8%、

增速同比提高 34.7个百分点。 

（三）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19个重点监测的行业中，有 18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中 6个行业实现两位数以上。煤、电、烟、酒等主要支柱行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3%、11.4%、12.8%和 13.5%。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等行业增加值保持较

快增长，分别增长 20.4%、14.9%、10.2%和 13.2%。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12.6%，非公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6%，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 5.1%。工业增值税增长 13.9%，高于国家水平 5 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 606.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4%，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 

（四） 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 

1一 8月，全省市场主体总量、注册资本分别达 259.22 万户和 6.36万亿元，分别增长 6.9%和 19.1%。新登记市场主体 38.45

万户、注册资本 5688.83亿元。其中，企业 8.36万户，个体 29.3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7889户。平均每天新登记市场主体、

企业分别为 1582户和 344户。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53户。 

（五） 要素流动持续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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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持续活跃，1一 8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增长 32.6%和 37.3%;进出航班 16.6万架次、增长 9.2%，旅

客吞吐量达到 1868 万人次、增长 17.3%;公路旅客周转量 317.5 亿人公里、增长 1%，增速高于国家水平 6.6 个百分点；水路旅

客周转量 4.1 亿人公里、增长 1.2%。货物运输提速增长，公路货运量 6.3 亿吨、增长 9.3%,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公路货物周转量 743.3 亿吨公里、增长 12.7%,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铁路货运量增长 10.3%、比上半年提高 2.1 个

百分点，货邮吞吐量增长 13.1%、同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邮政业务总量增长 17.2%、与上半年持平，水上货物周转量 27.7 亿

吨公里。资金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争取中央各项补助 2763.65 亿元、增长 9%，比上年同期增加 228.66亿元；8月末全省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3612.5 亿元、增长 19.4%，增速同比提高 2.2个百分点。用电保障有力，全省用电量达到 941.7 亿千瓦

时、增长 7.8%，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29.4%、4.2%和 24.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长 10.2%、比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向省外送电量 447.4 亿千瓦时、增长 7.5%，增速同比提高 29.1个百分点。土地供应充分，全省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

5884.4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含保障房）10418.6公顷，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 

（六）质量效益持续改善收入质量稳步提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187.96亿元、同比增长 12.3%,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1.3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长 14.6%、比上半年提高 1.3个百分点，

非税收入占比同比下降 1.5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3%、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1个百

分点，利润增长 43.1%,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25.4%,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减少 2.07 元，产成品

存货周转天数同比减少 0.8天；省国资委监管的 27户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7%和 46.1%。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贵州省市场主体培育“四转”工程启动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面推行，省级网上办理率达 82.6%,

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办理时限分别缩减为法定时限的 30%、15%和 15%,2018 年版贵州省定价目录子项数缩减 23.7%。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支撑有所减弱 

与上半年相比，工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分别回落 0.7 个、0.6 个、0.8 个和 10.9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

核算的 22 项基础支撑性指标中，11 项月度指标与上半年相比呈“3 升 6 降 2 平”，公路运输总周转量、保费收入、商品房销售

面积分别增长 12.2%、15.8%和 9.8%,比上半年提升 0.1个、2.4个和 4.3个百分点，但核算权重仅为 9.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证券交易额、电信业务总量、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公共财政预算八大类支出分别增长 8.9%、

12%、-2.9%、170.1%、24.8%和 10.6%，比上半年回落 0.7个、0.3个、12.9个、2.2个、0.7个和 6.1个百分点，核算权重占比

为 54.6%,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核算权重占比达到 30.3%。 

（二） 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压力加大 

工业投资增速较低、支撑不足，1一 8月工业投资增长 10.5%，同比回落 1.7个百分点，比全省投资增速低 6.3个百分点，

占比同比回落 2.9 个百分点；全省新开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仅为 165 个，正常推进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598 个，较去年同期减

少 118个。投资资金保障压力加大，1一 8月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仅增长 3.8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回落了 1个百分点，远远低

于全省投资增速 13 个百分点，其中国家预算资金比上半年回落了 19.5 个百分点。通过调查摸底，2018 年全省在建地方政府投

资亿元以上项目资金有缺口的为 10060个，投资缺口达 2201.85 亿元。 

（三） 工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近 2个月，全省工业总体呈现回落态势，增速已由上半年的 9.6%回落到 1一 8月的 8.9%，回落 0.7个百分点，特别是 7月

仅增长 6.2%、比 6月回落 3.6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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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减弱，全省 40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电力、汽车、冶金、有色等 23 个行业 8 月增速较 7 月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占比达到

57.5%。企业支撑减弱，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717家 8月没有生产，比 7月份新增 97家，占比达到 13.2%;1344 家企业工业

总产值同比出现回落，占比达 28.5%、比 7 月扩大 2.1 个百分点，其中同比降幅超过 20%的企业占 18.2%、比 7 月扩大 1.3 个百

分点。部分行业受阶段性监管政策影响运行困难，铜仁市松桃地区锰行业受环保整改影响，今年 5 月以来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

态；化工行业受环保整改、订单减少等影响，今年以来一直处于负增长态势，农用氮、磷、钾等化学产品产量负增长，特别是

瓮福集团、开磷集团、金正大等重点化工企业 8 月工业总产值负增长；全省煤炭行业受六盘水市“8.6”煤矿事故影响，987 处

在籍煤矿中仅有 366 处正常生产、占比仅为 37.1%，截止 9 月 16 日，全省煤矿平均生产天数仅为 139 天，统调电厂存煤 435.8

万吨，可用天数仅为 13天，离汛期季节存煤 500万吨还存在一定差距。烟草行业受生产计划调减增速放缓，中烟公司目前已明

确的调减计划就有 3.9万大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贡献减弱，1一 8月新增入规工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减少 212家，新增企业对全

省工业经济的贡献同比下降 11.6 个百分点，影响了工业经济增长的预期。 

（四）消费增长缺乏后劲支撑重点监测 16个大类行业增速与上月相比呈 

现“7 升 9 降”态势。城镇、农村消费增长持续放缓，1 一 8 月城镇、农村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半年回落了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受近年来房价大幅上涨影响，中低高收入群体购房支出成为家庭最大支出，造成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消费

领域，消费者减少其他消费支出，对居民其他消费形成挤压效应，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四大支柱行业同比分别回落 3.8个、

1.8 个、14.2个和 4.2个百分点。汽车消费税率政策调整和汽车拥有量大幅提高，使得占消费比重达到 40%左右的汽车等大宗商

品消费仅增长 4.2%，比上半年回落 2.1个百分点，同比回落 5.9个百分点。 

（五）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与上半年相比，9个市（州）1—8月主要经济指标分化态势明显，个别地区尚未扭转部分指标回落势头。从投资看，9个市

（州）呈“1升 8降”态势，黔东南州因上半年增速负增长、成为唯一提升市（州）、提升 10.9个百分点，其余市（州）均不同

程度回落，安顺市回落幅度最大、达到 4.2个百分点。从工业看，9个市（州）呈“1升 4降 4平”态势，黔东南州因基数低、

增速微升 0.2 个百分点外，铜仁市回落幅度最大、为 3.5 个百分点，遵义市虽然增长 11.3%，但扣除仁怀市仅增长 7.4%、比全

省增速还低 1.5 个百分点。从消费看，9 个市（州）呈“4 升 5 降”态势，毕节市提升幅度最大、达到 10.4 个百分点，黔东南

州回落幅度最大、达到 6.3 个百分点。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9 个市（州）呈“6 升 3 降”态势，遵义市增长 22.3%、高于全

省 10个百分点，贵阳市增长 15.1%、高于全省 2.8个百分点，其余市（州）增速均低于全省水平，黔东南州负增长 24.4%,安顺

市、六盘水市、黔南州分别增长 4.9%、5.6%和 5.8%。贵安新区增长 70.3%。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大力推动工业提质提速增效 

以工业增长 10%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为导向，加大“双千”工程和“万企融合”大行动推进力度，推动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加快推进贵阳吉利发动机生产、宝能新能源汽车制造、华仁新材料、义龙振华新材料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尽快开工建设中铝

“退城进园”二期、织金煤制烯烃、纳雍煤制油等重大产业项目，尽快建成毕节黔希乙二醇、铜仁汉能移动太阳能新材料产业

等项目，千方百计把工业投资拉起来。紧盯当前部分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要素。保障需求，积极做好煤、电、油、气、运各项

生产要素衔接保障工作，特别是努力将煤矿平均生产天数提升到 260 天，千方百计保障企业融资需求。高度关注、最大限度控

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退统”，狠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规入统”，“一对一”精准抓好帮促服务。 

（二）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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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专项督查，确保按目标进度有序推进，对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分级分领域组织工作专

班“点对点”予以帮扶、指导和协调。对近年发布实施的大数据、大生态等重大工程包项目和签约引进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进

行专项跟踪督查，推进其加快落地建设、早日建成投运。千方百计扩大民间投资，集中打造一批 PPP 示范样板，最大限度激活

社会资本活力。紧盯国家政策动向和投资方向，精准谋划和储备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及时编制可研报

告，加快完善规划选址、用地审批、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手续。 

（三） 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照农业产业“八要素”，加快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抓好秋粮生产工作，确保颗粒归仓。抓好 500亩以上坝区农业结构调整，推进蔬菜、茶叶、

精品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生产，加快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抓住猪价止跌回升机遇，巩固存

栏、引导补栏，谋划组织召开全省畜牧业发展现场会。加大农产品产销对接力度，拓展农村电商、校农对接、农超对接、城乡

对接，助力产业精准扶贫，多渠道推进“黔货出山”，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四）大力提振市场消费活力 

充分利用我省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和旅游资源，抢抓“十一”黄金周旅游旺季节点，集中推出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旅游

精品线路和特色品牌，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潜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医疗、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服务型机构，落实好近期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的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补齐

消费领域基础设施短板，谋划建设一批物流、综合市场、充电桩等项目。 

（五）精准抓好运行调度，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结构性问题，聚焦关键性、基础性指标抓好跟踪监测，尽早制定应对措施，防止

出现惯性下滑。紧盯三季度国民经济核算的 22项指标，特别是针对核算占比较大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

业收入、公共财政预算八大类支出三项增速回落指标实施精准调度，细化阶段性目标和工作措施，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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