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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
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聚焦“两城三基地”建设，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发展质效不断提
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一、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100.34亿元，比上年
增长3.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2.01亿元，增长3.8%，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 18.4%；第二产业增加值 297.52 亿元，下降 0.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7.0%；第三产业增加值600.81亿元，增长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4777元，比上年增长2.9%。

二、农业

全年粮食总产量64.27万吨，比上年增长0.2%。其中，夏粮产量7.97万吨；秋粮
产量56.30万吨。蔬菜产量325.03万吨，增长4.3%。油菜籽产量10.59万吨，增长
1.9%。烤烟产量0.46万吨，增长6.2%。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8580公顷。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17.22万吨，比上年增长4.6%；生猪出栏131.41万头，增长

5.3%；牛出栏13.81万头，下降2.2%；年末生猪存栏98.34万头，下降3.6%。
全年水产品产量31721吨，比上年增长3.9%。

三、工业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7%。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增加值
增长25.4%，重工业增加值下降7.9%。其中，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8.3%，食品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2%，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6.9%。

部分工业产品产量实现快速增长。中成药、饮料酒、合成洗涤剂分别比上年增
长44.0%、36.0%、19.8%。

四、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

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1.8%。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64.1%，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5.9%，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43.7%。

年末全市共有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258户，比上年末增加30户。全年建筑业总
产值比上年下降4.4%。

五、贸易与物价

全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5.1%。按消费类型统计，餐饮收入增
长5.0%，商品零售增长5.1%。

全年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下降0.6%。其中，粮油、食品类下降
18.5%，烟酒类下降14.1%，饮料类下降2.1%，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0.4%，日
用品类下降7.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11.8%，中西药品类下降13.8%，石油
及制品类增长23.5%，汽车类下降18.0%。

全年全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2.45亿元，比上年增长38.4%。其中，出口7.78
亿元，增长42.3%；进口4.67亿元，增长32.5%。

全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下降0.8%。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构成的八大类
商品变化来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1.0%，衣着价格下降0.7%，居住价格下降0.8%，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4%，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5.5%，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
涨0.1%，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1%，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2.5%。

六、交通与邮电

全年全市公路、水运货物周转量549225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8.1%；完成旅客
周转量461587万人公里，增长9.4%。

全年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5.82亿元，比
上年增长19.0%；电信业务收入21.3亿元，增长4.5%。电话用户289.5万户，增长
1.9%，其中：固定电话用户13.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76.2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93.5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250.1万户。

七、财政、金融与保险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25亿元,比上年增长20.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9.40亿元，增长9.8%。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430.57亿元，比年初增加135.58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10.5%；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717.99亿元，比年初增加
173.9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3%。

全年全市原保险保费收入22.45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财产险收入11.64
亿元，增长5.4%；人身险收入10.80亿元，增长11.0%。赔付支出12.31亿元，增长
18.0%。其中，财产险支出7.34亿元，增长10.8%；人身险支出4.97亿元，增长30.5%。

八、教育与科学技术

年末全市普通高等学校3所，在校学生29590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10所，在校
学生21081人；初中121所，在校学生131925人；普通高中33所，在校学生52900
人；小学403所，在校学生253971人；特殊教育学校6所,在校学生1051人。

全年全市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30 家，新建省
级科技创新平台4个，市级重点实验室12个。

九、文化、卫生与体育

年末全市有文化馆7个，公共图书馆6个。有电视转播台6座，调频转播台5座。
全市电视覆盖率达99.63%，广播覆盖率达99.49%。年末有线电视用户达39.5万户。

年末全市医疗卫生机构2028个，其中医院85个，卫生院8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67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7个，妇幼保健机构7个。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
17932张，卫生技术人员18420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6601人,注册护士8081人。

全年全市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3人制篮球场或两套健身路径项目3
个，健身步道项目2个。在贵州省青少年锦标赛上，获金牌43枚、银牌44枚、铜牌29
枚。成功举办安顺市第三届运动会。我市运动员在第19届亚运会比赛中取得3金
1银的好成绩。

十、人口与就业

年末全市常住总人口245.92万人。
全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4460人。其中：安排困难对象就业6366人，安排下岗

失业再就业8413人。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81884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7974人。

十一、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全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55元，比上年增长3.9%。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20元，比上年增长8.0%。

全年全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7551户37728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
出21386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42052户94032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支出40756万元。

十二、环境保护

全年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2%，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
良率为99.3%；12个国控、省控主要河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县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无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总计与
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为
实际增长速度。

3.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造和购

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统计
范围为计划总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及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

5.社会消费品零售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6.进出口、交通、财政、金融、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人民生活、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等部门统计资料由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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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出新 加快储能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

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大潮下，储能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不仅有利于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也有
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安顺积极鼓励新能源开发企业依
托现有产业基础，建设集中式储能项目，在满足自
身储能调峰需要的同时向周边市场开放，实现多
方共赢；同时也鼓励有技术、有经验、有投资能力
的企业与新能源开发企业合作建设集中式储能项
目。目前，正规划建设中广核贵州关岭月亮湾
100MW/200MWh储能项目、贵州华电关岭电化
学独立储能电站、贵州能源集团关岭县沙营镇新
型共享储能电站、中鑫电联（珠海横琴）安顺市镇
宁自治县马厂镇新能源独立储能电站、贵州能源

集团安顺西秀200MW/400MWh新型共享储能
电站等项目。

同时，围绕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标，安顺
还推进抽水蓄能和其他新型储能产业建设。积极
发展抽水蓄能电站，推进新能源消纳，提高系统灵
活调节能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支持传统水
电站改造升级发展混合式抽水蓄能发电，增强电
源协调优化运行能力，充分发挥煤电机组支撑性
调节性作用，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储能项目
建设。规划建设关岭自治县下坝抽水蓄能电站、
光马抽水蓄能电站和紫云自治县达灯抽水蓄能电
站。并大力支持安顺铝厂、台泥水泥、华润水泥、

红星发展用能大户发展共享储能。探索发展空气
压缩储能、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等新兴储能技术，
不断完善新型储能科技创新，持续推动新型储能
技术产业进步，不断引导各类储能科学配置和调
度运用，计划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力争达
到4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力争达到170万千
瓦，到203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位于全省前列。

“风光配储”推进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

安顺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工
程的主要电源点之一，水、煤、风、光资源丰富，具
有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优势。

“风光”无限好，却也并不完美。与生俱来的
“看天吃饭”属性，让风电、光伏发电具有随机性、
波动性和间歇性等特征，光照足、风大，发电量就
大，碰上阴雨、无风天气，发电量就小。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新能源+“超级充电宝”的“风光配储”，
既能平滑不稳定的光伏发电和风电，提高可再生能
源占比，也能为电力系统运行提供调峰调频等辅助
服务，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因此，在《安顺市新
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规划》中，贵州安顺新型综合
能源基地盘江多能互补一体化项目被纳入。

总投资466.7亿元的盘江多能互补一体化项
目，通过创新合作模式，与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

电集团等国企、央企共同成立9家SPV公司，合作
开发新能源项目23个；目前，关岭盘江光伏基地、
中核紫云储能电站建成并网，分别成为全省首个
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和集中式大型电化学储能电
站，安顺已成为全省新型综合能源基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

大力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是抢抓国发
〔2022〕2号文件机遇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贵州省
委、省政府打造“六大产业基地”决策部署的重要
抓手，更是全力打造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性新
型能源保障体系的战略选择，将为安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支撑。立足当下，着眼未
来。下一步，安顺将以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为
重点，全力打造千万千瓦级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力
争到2030年，全市电力总装机突破2000万千瓦，
绿色电力装机占比达到70%以上，年发电量超过
350亿千瓦时。

“超级充电宝”助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