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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坚决落实“房住不炒”
的调控主基调，积极完善房地产市场发
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开发规模不断扩
大，商品房居住属性进一步提升，开发市
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目前，房地产业
已经成为晋中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固
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财
政收入的贡献日益突出，对关联产业的
带动效应十分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不断提高，在持续稳定推动晋中经济
发展的同时有效改善民生，大幅改善人
民居住条件，稳定社会就业形势，有力
推动城镇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房地产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房地产开发投资作为全社会投资的
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拉动了投资增长，促
进经济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市房地产开发投
资以年均 17%的速度增长，占全部投资
的比重呈不断上升之势。2015年房地产
开发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9.1%，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十三五”期
末，2020 年占投资的比重继续上升到
26.9%。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长快、比重
高，目前已成为支撑全社会投资增长的
重要力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随
之增强。

——对关联产业产生带动效应。房
地产业涉及的产业链长、相关产业多、关
联度大。房地产开发业的加快发展，有
效地带动了冶金、建筑、建材、机械、设
备、水泥、玻璃、木材、塑料、电器、家具等
行业的发展，并有力促进金融、商务、商
贸、交通、旅游和休闲等现代服务业的综
合发展，其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息
息相关、相互促进的。“十三五”时期，我
市房地产业增加值由 2015年的 43.4亿元
增加到 2020 年的 97.8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6.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是
14.2%。与房地产建设生产、房地产开发
紧密相关的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71.4 亿
元，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在全市
GDP占比达到 11.5%，成为带动我市经济
的支柱产业。

——带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房地
产业本身能够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和就
业岗位。2020 年，我市仅房地产开发企
业从业人员达 5298 人（不包括物业管理
和房地产中介服务从业人员），连续多年
呈上升的态势。房地产业投资能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特别是建筑业的发展能
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房地产业
的投资是通过建筑业企业实现的，而
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有较大
的就业容纳能力，是吸纳劳动力的重
要行业。建筑业大部分从业人员来自
农村，这不仅带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
而且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对
提高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非常
积极的作用。

——推进了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的
过程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
是城镇规模扩大和城市现代化功能不断
提升的过程。城镇化的发展引发对房地
产的需求，而房地产又大大助推了城镇
化进程。“十三五”以来，晋中抢抓山西转
型综改示范区、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太原都市区建设等重大战略
机遇，按照“传承晋商历史文脉、打造特
色城市品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晋中”的
总体思路，站位“不是省会的省会”，因城
施策，榆次与太原深度融合，县城扩容提
质。“十三五”期间，晋中的城镇化率由
2015 年 的 51.72%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60.00%，房地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日益突
出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房地产业
逐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近年来，随着房地产的快速发展，
与此相关的土地拍卖收入、各项税费等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可观。据国家统
计局初步测算，财政收入的房地产开发
投资弹性系数为 0.076，即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
速对应提高 0.076个百分点。目前，与房
地产业相关的税费大致有：营业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
使用和牌照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
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等十
余个。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
展，房地产业所交纳的税费也连年上升，
已成为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
说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各级地方
财税收入的重要源泉，为地方经济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房地产开发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在建规模不断扩大。“十三五”
期间，晋中房地产开发市场保持良好的
发 展 势 头 ，房 屋 在 建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

2015 年，在库 209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551
亿元，到 2020 年，在库 237 个项目计划总
投资达 1238.8亿元，年均增长 22.5%。房
屋施工面积由 2015年的 1290.7万平方米
扩大到 2020 年的 2171.6 万平方米，建设
规模扩大近一倍，为晋中房屋供给提供
有力保障。

——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十三
五”期间，基于棚户区改造、二胎全面放
开等政策影响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晋中商品房销售市场较为活跃。2015
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34.7 万平方
米，到 2020 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达

325.3 万平方米，年均增长 24.7%。与此
同 时 ，商 品 房 销 售 额 年 均 增 长 也 达
37.4%。

——“去库存”成效显著。2015年底
中央经济和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晋中
结合实际，出台《关于促进住房消费加快
商品房去库存的实施意见》，建立房地产
去库存动态监管机制，在“十三五”期间
取得显著成效。商品房待售面积由 2015
年的 133.1 万平方米下降至 2020 年的
27.6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在全部待售面
积的占比由 2015 年的 71.8%下降至 2020
年的 42.1%。 （晋中市统计局）

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 新建住房供需旺

“十三五”时期，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市上下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商贸流通体
制 改 革 ，推 进 各 项 促 消 费 政 策 落
实，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和活力，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稳步
增长，消费热点不断呈现，消费结
构加快升级，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
明显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
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
著增强。

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

“十三五”期间，全市经济由高
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变缓，逐渐趋于
平稳增长。2020 年全市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 593.3 亿元，较 2015 年增
长 31.7%，年均增速为 5.7%。总体来
看，2016-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20 年因新
冠疫情的影响，全市经济发展减缓，
消费市场受到冲击，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近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同
比下降 1.7%。

“十三五”期间，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已成为经
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行业增加值
看，与居民消费紧密相关的批发和零
售业等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
增强。从就业方面看，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逐渐成为吸纳城镇
就业和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
军。从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看，
2017年以来，全市消费贡献率延续了
高于投资贡献率的发展态势，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基础设施同步提升
城乡市场协调发展

“十三五”期间，随着市委、市政
府“争创乡村振兴示范市”，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目标的实现，我市乡村
交通、通讯、居住环境等硬件设施得
以较大提升，城乡“一体化”趋势逐
渐呈现，乡村居民收入和支出稳步
提高。2020 年，晋中市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17171 元，比 2015 年增加
3712 元，增长 27.6%，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0481 元，比 2015 年增加
3147 元，增长 42.9 %。“十三五”时
期，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
均名义增长 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年均名义增长 7.4%，快于城镇
居民 2.4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分配的
均衡为消费品市场发展提供了增长
潜力，农村流通状况和消费环境的
持续改善，以及乡村休闲旅游发展、
电子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的建设等
为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外部条件，乡村消费品市场发展速
度明显加快。2020年，全市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比 2015年增长 30%，年均增
长 5.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比 2015
年增长 51.4%，年均增长 7%，城乡差
距得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消费市场发
展更趋平衡。

消费结构稳步升级
消费层次明显提升

“十三五”时期，晋中市积极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新动能培育，扩大中高端消
费品供给，市场流通水平和商品品质
得到同步提升。同时居民收入水平
的持续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消
费结构不断改善，居民消费从注重量
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

—— 生 活 用 品 类 商 品 增 长 稳
定。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该类商
品仍旧是消费市场的主要支撑因
素。2015 年，全市限额以上粮油食
品、烟酒和日用品三类商品零售额
合计完成 24.4 亿元，至 2020 年三类
商品零售额完成 43.8 亿元，年均增
长 12.4%。尤其是 2020 年在疫情冲
击影响下这三类商品依然保持稳定
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23.7%、8.8%和
9.3%，此三类商品零售额合计占全

市限上零售额比重为 20.6%，拉动全
市限上增长 3.7 个百分点，成为稳定
消费品市场的积极因素。

—— 消 费 升 级 类 商 品 逐 步 升
温。“十三五”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中
的可支配收入逐年递增，居民对高
品质、高层次消费需求不断升温。
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
办公用品类、家具类和通讯器材类
等五类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

2020 年，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
额逆势增长 49.9%。金银珠宝类和
体育娱乐用品类商 品 零 售 额 都 比
2015 年 增 长 2.9 倍 、年 均 增 长 为
23.7% ；通 讯 器 材 类 年 均 增 长
42.3%；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年
均分别增长 10%、8%。这 5 类商品
占全市比重比 2015 年提升 3.3 个百
分点。

—— 服 务 性 消 费 需 求 旺 盛 。
“十三五”时期，社会发展的不断进
步，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人
们对服务消费、精神消费等无形商
品的需求更强烈。健康、绿色、环
保 、安 全 的 消 费 理 念 更 加 深 入 人
心。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健康养
老、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消费需
求不断增长，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
的关键力量。一是住宿、餐饮等娱
乐休闲体验式消费快速扩张，服务
型消费空间扩容。 2020 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住宿、餐饮、和旅游业受

损 严 重 经 营 数 据 出 现 大 幅 下 降 。
以 2019 年数据为例，2015－2019 年
住宿餐饮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例 逐 年 提 高 ，2019
年，全市住宿和餐饮业经营企业商
品零售额比 2015 年增长 28.6%，年
均增长 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餐饮收入 51 亿元，比 2015 年增
长 53.6%，年均增长 11.3%。二是旅
游消费快速发展。旅游业辐射“吃
住行、游购娱”等多个产业的发展，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拉动我市消
费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
生机。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游业
受到影响。 2019 年全市旅游总收
入 为 1188 亿 元 ，是 2015 年 旅 游 总
收入的 2.32 倍，年均增长 23.4%。

——新兴业态蓬勃发展，企业
经营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商业
综合体快速发展。以城市商业综合
体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快速涌现，
增强了实体零售企业应对市场变化
的能力，更好地发挥了线下商品零
售的优势，对晋中市消费市场的健
康有序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十三
五”以来，我市的商业综合体从无到
有，2020 年全市共有 3 家商业综合
体，全部可出租（使用）面积为 17.5
万平方米。吸纳总客流量 2229 万人
次。综合体内自营、联营、租赁商户
数共有 778 个。实现销售额 30.4 亿
元，占全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销
售额比重达 16.5%。

零售业态逐步多元化。零售业
态分为有店铺零售和无店铺零售。
2020 年末，全市限额以上零售业法
人单位 239 个，从业人员 1.17 万人。
从零售业态占比看：专业店数量最
多为 87 个，占比 36.4%；其次是专卖
店、超市、百货店及购物中心分别为
68、36、30 个 ，占 比 分 别 为 28.5% 、
15.1%、12.6%。无店铺零售企业共
12 家，占全部零售业法人单位的比
重为 5%。从销售情况看，2020 年，
全市限额以上专业店、专卖店、便利
店、网络商店等新兴业零售业态实
现销售总额 115.2 亿元。占限额以
上零售业法人销售额的 62.6%。

（晋中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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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及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图

“十三五”时期晋中房地产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变化图

“十三五”时期晋中房地产开发项目计划总投资和施工面积变化图

“十三五”时期晋中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变化图

“十三五”时期晋中商品房待售面积变化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