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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是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
指标。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全市上下
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抢抓历史发展机
遇，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优化投资结
构，固定资产投资成果丰硕。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以扩大有
效投资为重点，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作用，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

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有效发挥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市在经济
社会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全方位、多层
次、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投资规模持
续扩大。1949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仅 27 万元，2023 年达到 689.1 亿元，
较 1949 年增长 25.5 万倍。75 年来，
全市完成投资累计达 14354亿元，年
均投资185.8亿元，年均增长18.3%。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投资作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全市
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推动全市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1952 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仅有 1.8 亿元，2022 年
已经突破 2000亿元。2023年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达 2090.9亿元，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由 1952 年的 118 元增加为
2023年的61760元。

投资渠道更加多元
民间投资成为主体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市采取积
极措施，不断完善投融资渠道，努力
激发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特别是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不断完善，各种市场主体的投
资热情被激发，国有、集体、私营、港
澳台外资等所有制投资“百花齐放”
的格局逐步形成。2023年，全市国有
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占 58.8%，私营
经济投资占 39.8%，外商及港澳台投
资占0.05%。

近年来随着持续深化推进的“放
管服”改革，民间投资主体进一步扩
展，民间投资地位逐步确立。2017-
2023 年 全 市 民 间 投 资 累 计 完 成

2841.7亿元，占全市投资比重平均达
到 54.0%，占投资的半壁江山。民间
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民营经济总
量迅速扩张，2023年全市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8.1%，2015-
2023 年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高达61.5%。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有力引导产业升级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伴随着各个
时期建设的重点不同，我市投资结构
也不断调整和变化。按照新的发展
战略和政策，依托科技、人才、信息等
优势，全市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投资
显著加强，“三二一”的产业投资格局
不断巩固。2023 年三次产业投资比
例为4.2:39.6:56.2。

一产投资夯实农业基础。1950-
2023年，全市第一产业投资累计完成
912.6亿元，年均增长 15.3%。第一产
业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极大提高了
全市农业生产力水平。2023年，全市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209.6 万千瓦，比
1978年增长 2.6倍；水浇地面积 189.0
万亩，比 1949 年增长 1.2 倍；设施蔬
菜达 55.6 万吨，粮食产量达 154.6 万
吨，单产 405.1 公斤，比 1949 年增长
4.5倍。

二产投资推动工业转型。1950-
1978年，全市第二产业全民所有制单
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2.34万元，
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
71.1%。1978-2023年，第二产业累计
完 成 投 资 5805.3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4.4%，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42.3%。
2003-2023年焦炭工业累计完成投资
303.2亿元，年均增长 7.5%，一大批焦
化企业土焦改造升级机焦项目的新
建，促进煤焦产业链延伸升级；2000-
2023年电力工业累计完成投资 925.8
亿元，年均增长 10.8%。2023 年新能
源发电投资57.3亿元，占当年电力工
业投资的 82.0%。2000-2023年装备
制造业投资累计完成 718.9 亿元，年
均增长13.6%。

三 产 投 资 引 领 服 务 业 发 展 。
1978-2023年全市第三产业投资累计

完成7021.8亿元，年均增长17.8%，高
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
速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占投
资比重，由 1978 年的 21.8%上升为
2023 年的 56.2%，在投资中的引领地
位日趋巩固。新世纪以来，服务业迎
来蓬勃发展期，一批新兴服务业快速
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等投资年均增速均超过10%。

基础设施投资加快
城市功能明显提升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市在城市
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大力加强基础
设施投入，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相
继开工并投入使用，城市功能明显
提升。

道路建设方面，先后建成太旧、
太长、大运高速公路过境线及龙城高
速全段，昔榆高速公路、青银二广高
速公路太原联络线等项目积极建设
中；大力建设“村村通”工程，有力推
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2023 年全市
公路线路里程 16250公里，比 1949年
增长 26.0 倍。我市高速公路由 1995
年的 52公里增加为 2023 年的 656 公
里，增长11.6倍。

城市建设方面，市城区“北进、西
连、南扩、东延”的城市框架迅速拉
大，城市交通从平面向立体建设跨
越，城市集中供热、供气、绿化、路网
改造投资大力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更加完善。2023年，全市城镇化率
达 62.52%，比 1949 年提高了 53.26 个
百分点。

民生领域投资加强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着力加强
经济建设的同时，以房地产业、教育、
卫生、文化体育娱乐业等为主的民生
类工程领域的投资也持续发力，居
住、教育、文化、医疗等民生事业取得
长足发展。

居住条件极大改善。1990-2023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
2013.1亿元，年均增长 23.9%，占同期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5.6%。2023

年，全市住宅投资 1312.7 亿元，比
1949年的 2万元增长 65.6万倍；全市
房屋竣工面积 338.4 万平方米，比
1949 年 的 2098 平 方 米 增 长 1651.3
倍；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230.7 万平
方米，比1995年增长24.7倍。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 2006 年的
20.7 平方米提高到 2022 年的 37.9 平
方米。

教育资源不断增加。教育业投
资从1959年的235万元，到2023年的
15.8 亿元，增长 670.2 倍。幼儿园由
1949 年的 1 所增加为 2023 年的 617
所，普通中学由1949年的3所增加为
2023年的 201所，九年义务教育实现
普及，特殊教育学校、职业学校、高等
学校从无到有。山西大学城落户晋
中以后，全市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不
断增加，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达 17
所，在校学生达24.8万人。

文化事业长足发展。2005 年-
2023 年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累计
完成投资 146.8 亿元，占总投资的
1.2%。市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的
建成使用，晋商大院展示区、大寨博
物馆、中国纺织非遗文化产业园、左
权县红色太行百里画廊等项目的建
设，满足了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宣
传弘扬了晋商文化、红色文化。

医疗卫生资源倍增。2005-2023
年，全市卫生事业累计完成投资
114.0 亿 元 ，占 总 投 资 的 比 重 达
0.92%。各类医院新建项目的竣工使
用和医疗集团的设备采购等投资，不
断推动全市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倍
增。2023年全市的医院达 103个，比
1949年增长7.6倍；医院床位达14671
张，比1949年增长160.2倍；卫生机构
卫生技术人员 23953人，比 1949年增
长13.6倍。

新中国成立75年的投资建设，记
载了我市城市发展建设的历程。展
望未来，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不断
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提高投资质量，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晋中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投资建设结硕果 高质量发展谱新章
本报记者 王 菲

投资规模投资规模

19491949 年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仅 27 万
元；19781978 年年迈上亿元台阶；19931993 年年迈上
10 亿元台阶；20032003 年年迈上百亿元台阶；
20232023 年年达到 689.1 亿元，较 1949 年增长
25.5万倍。

7575 年 来年 来 ，全 市 完 成 投 资 累 计
达 14354 亿元，年均投资 185.8 亿元，年
均增长18.3%。

投资贡献投资贡献

19521952年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8
亿元；20222022 年年已经突破 2000 亿元；20232023
年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090.9亿元，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18元增加
为2023年的61760元。

看晋中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
全市上下顺应时代发展需
求，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不
断优化投资结构，固定资
产投资成果丰硕，在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

20152015--20232023年年，全市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1712.6亿元，占
同期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为21.5%。

道路建设

20232023年年全市公路线路里程16250公里，比1949年增长26.0倍。
高速公路由1995年的52公里增加为2023年的656公里，增

长11.6倍。

城市建设

20232023年年，全市城镇化率达62.52%，
比1949年提高了53.26个百分点。

民生领域投资民生领域投资

居住条件

20232023年年，全市住宅投资1312.7亿元，比1949年的2万元增长
65.6万倍；全市房屋竣工面积338.4万平方米，比1949年的2098
平方米增长 1651.3倍；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230.7万平方米，比
1995年增长 24.7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 2006年的
20.7平方米提高到2022年的37.9平方米。

教育资源

教育业投资从19591959年年的235万元，
到20232023年年的15.8亿元，增长670.2倍。

文化事业

19501950年年全市仅有1个公共图书馆，19851985年年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
20052005－－20232023年年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累计完成投资 146.8

亿元，占总投资的1.2%。

医疗卫生

20052005－－20232023年年，全市卫生事业累计完成投资 114.0亿元，占
总投资的比重达0.92%。

20232023年年全市的医院达 103个，比 1949年增长 7.6倍；医院床
位达 14671张，比 1949年增长 160.2倍；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23953人，比1949年增长13.6倍。 （来源：晋中市统计局）

投资渠道投资渠道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资
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以国有投
资为主。改革开放后，各种市场主体
的投资热情被激发，国有、集体、私营、
港澳台外资等所有制投资“百花齐放”
的格局逐步形成。

20232023年年，全市国有经济和集体经
济投资占 58.8%，私营经济投资占
39.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占0.05%。

民间投资民间投资

20172017--20232023年年全市民间投资累计
完成 2841.7亿元，占全市投资比重平
均达到54.0%，占投资的半壁江山。

20152015--20232023年间年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高达61.5%。

20232023年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58.1%。

投资结构投资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以
前，全市第二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比重平均保持在65%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第三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第
三产业投资显著加强，“三二一”的产
业投资格局不断巩固。

20232023年年三次产业投资比例为 4.2:
39.6:56.2。

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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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范卓）10 月 11
日，副市长梁艳萍主持召开市文物
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市文物保护工
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及各县（区、
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论述精
神，对全市文物保护重点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梁艳萍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
源。各级各部门要以更高政治站
位，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严格抓
实“一岗双责”，全面落实文物保护
专项经费。要以更实举措抓好文物

工作考核、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等
重点工作，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
保护和研究，守牢文物安全底线。
要高度重视文物存在问题的整改工
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把“当下
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同时，各县
（区、市）要立足优势，在提升文旅服
务质量、宣传推介特色亮点、盘活低
效文旅资源、项目拉动文旅发展上
下功夫，将“怡然见晋中”与风景名
胜、历史文化、特色美食、宣传活动
结合起来，积极谋划推进文旅“三个
一批”项目，推动晋中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

梁艳萍主持召开市文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雷昊）10月12日，
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专题
会召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涉及
产改工作的 38 个市直相关单位责任
人参加。

会议按照《山西省总工会关于开
展 2024 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督查
工作的通知》，对照《2024年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督查重点》，就2024年省委
督查重点的10个大项、25个小项产改

工作进行了详细解读和任务分解。
会议要求，有关单位要对照任务

清单和考核指标，结合各自实际，认真
梳理各项具体工作。要从制度层面、
数据层面、印证资料层面全方位检点，
并按照相关工作情况进行分项整理，
就涉及的每项工作形成指标完成情况
简述和相关的印证资料，并按照时间
节点上报。要高质量完成，杜绝缺项
漏项，确保考核任务圆满完成，向全市
职工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专题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郝贞香）国庆期
间，榆社县古生物化石地质公园事
务中心携手邱占祥院士工作站专家
团队，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野外科考专家，
在榆社县共同开展地层考察与化石
挖掘工作。经过对云簇巴掌沟、银
郊西村沟等多个村落的实地勘探，
并深入分析地层、地质条件及地形特
征后，初步确定银郊西村沟为“中国
银郊肯氏兽”化石的理想挖掘地点。

历经近半个月的辛勤努力，西
村沟内的四个挖掘点均取得了显著
成果。特别是在一号挖掘点，通过
试挖掘和表层清理，发现了一具包

含头骨、脊椎骨、腿骨、肋骨、腕骨、
肩胛骨以及前后指节骨的“中国银
郊肯氏兽”完整化石骨架。经过连
续六天的奋战，10月5日，这具生活
于榆社古老大陆三叠纪中期（约2.4
亿至 2 亿年前）的大型二齿兽类化
石重见天日。

此次发掘工作是榆社县自1963
年首次发现肯氏兽化石点和2010年
山西省地质博物馆在榆社发掘肯氏
兽化石以来，官方首次自行组织的发
掘工作取得的突破，也标志着榆社县
馆藏完整肯氏兽化石标本实现了从
零到一的跨越，在榆社古生物化石研
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银郊肯氏兽”化石在榆社县挖掘出土

本报讯 （记者张子珂 通讯员
张阳）重阳秋色暖，敬老情更浓。10
月11日，晋中学院在校内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通过丰富多彩
的文艺演出和趣味游戏，为离退休教
职工送上了一份温暖的节日祝福。

活动当天，校领导与离退休教职工
们欢聚一堂，共同观看了由在校师生精
心筹备的“九九重阳节”文艺演出。离

退休教职工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以
饱满的热情和优美的舞姿，赢得了在场
师生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离退休教职工们还参
加了趣味游戏活动。投壶、套圈、钓鱼
等游戏项目让老教师们乐在其中，笑声
不断。晋中学院“情暖夕阳”志愿服务
团队的贴心陪伴和热情服务，让老教师
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温暖和关怀。

晋中学院

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

本报讯 （记者郭娟）10月11日上
午，晋中市山东商会走进市老年养护院
开展慰问活动，给老人送去一份心意、
一份关怀。

活动中，晋中市山东商会为老人们
送去米、面、食用油等慰问物资及节日
的祝福，关切询问老人的日常生活、身

体状况，鼓励老人保持乐观的心态，保
重身体，安享晚年。一句句贴心的话语
让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
天上午，商会代表还参加了市老年养护
院开展的“九九重阳日 欢歌正此时”
文艺汇演活动，与老人们共同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重阳佳节。

晋中市山东商会

传递商会温暖 弘扬敬老风尚

本报讯 （记者吕斌华）10 月
11日，全国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技
术交流研讨会在祁县举行，各地专
家齐聚昭馀古城，现场交流灌区现
代化建设及运行管理的经验、成
效。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成
接安，副市长张王杰，中国灌溉排水
发展中心节水处相关负责人出席。

近年来，我市着力完善灌区基础
设施并推进现代化改造，推动灌区管
理专业化、社会化、标准化。祁县被
水利部列为“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和“农
业用水权改革试点”，昌源河灌区被
评为“全国节水型灌区”以及水利部

“数字孪生先行先试建设灌区”，全市

中型灌区建设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与会人员先后深入祁县梨苑、昌

源河、里村等灌区，就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数字灌区先行先试、基层管理
站标准化建设、再生水泵站及灌区文
化建设以及农业用水权改革等工作
进行观摩，对我市统筹推进各类水利
工程建设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研讨会上，张王杰强调，推进中
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对大幅提升晋中
灌区节水管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全市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虚心向专家请教、向全国各地学
习，把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以灌区现
代化建设新成效推进新阶段水利工
作高质量发展。

成接安张王杰出席全国中型灌区现代化
建设技术交流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