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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贵州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

（2018年 4月 4日）

2017 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强力推

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主动适应新常态、

积极应对新挑战、有效化解新矛盾，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持续向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3540.83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2%。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增加值 2020.78亿

元，增长 6.7%；第二产业增加值 5439.63亿元，增长 10.1%；

第三产业增加值 6080.42亿元，增长 11.5%。第一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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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14.9%；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0.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4.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7956元，比上年增加 4710元。

图 1 2013-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 2 2013-2017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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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常住人口 35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5万人。其中，

0-14岁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为 22.4%，15-64岁人口比

重为 67.2%，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0.4%。按地域划

分，城镇常住人口 1647.52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6.02%，比上年末提高 1.87个百分点。

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为 106.45。全年出生人口 50.05

万人，出生率为 13.98‰；死亡人口 24.63万人，死亡率为

6.88‰；自然增长率为 7.10‰。

表 1 2017年年末常住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名称 绝对数（万人）
占年末常住人口

比重（%）

年末常住人口 3580 100

按城乡分

城镇 1647.52 46.02

乡村 1932.48 53.98

按性别分

男性 1845.92 51.56

女性 1734.08 48.44

按年龄分

0-14岁（含不满 15周岁） 802.28 22.41

15-64岁（含不满 65周岁） 2405.40 67.19

65周岁及以上 372.32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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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76.9万人，比上年增长 1.5%。其中，

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4.39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7.8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23%。

年末各类市场主体 249.56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13.4%。

其中，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 69.49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89.1%。

表 2 2017年新登记市场主体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万户） 比上年增长（%）

新登记市场主体总量 69.49 89.1

#内资企业 13.07 33.2

#私营企业 12.02 34.0

外资企业 0.03 29.8

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56.39 111.3

二、脱贫攻坚

全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力开展“春季

攻势”“夏季大比武”和“秋季攻势”，年末全省农村贫困人口

280.32万人，全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123.69万人，贫困发

生率下降至 7.75%，比上年末下降 3.17个百分点。

图 3 2013-2017 年农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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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农村“组组通”公路三年大决战，建成“组组通”公路

2.5万公里。易地扶贫搬迁 76.3万人，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5

万个。257.45 万人次享受“四重医疗保障”，完成 20 万户农

村危房改造，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83.25万人。

三、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128.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5%。

表 3 2017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128.48 6.5

种植业 1287.17 7.4

林 业 155.45 7.9

畜牧业 531.08 4.4

渔 业 47.07 7.4

农林牧渔服务业 107.7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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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种植业增加值 1287.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

粮食种植面积 4576.85万亩，比上年减少 93.05万亩。其中，

稻谷种植面积 991.92 万亩，减少 19.47 万亩；玉米种植面

积 1072.91万亩，减少 37.58万亩。经济作物中，蔬菜及食

用菌种植面积 1721.96 万亩，增加 146.30 万亩；园林水果

种植面积 593.79 万亩，增加 107.55 万亩；茶叶种植面积

715.30 万亩，增加 55.57 万亩；中草药材种植面积 285.93

万亩，增加 33.48万亩。

表 4 2017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种植面积（万亩） 比上年增长（%）

粮食作物

#稻谷 991.92 -1.9

玉米 1072.91 -3.4

小麦 334.23 -7.8

表 5 2017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种植面积（万亩） 比上年增长（%）

经济作物

#蔬菜及食用菌 1721.96 9.3

水果 593.79 22.1

茶叶 715.30 8.4

中草药 285.9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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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粮食总产量 1178.54万吨。其中，稻谷产量 423.70

万吨；玉米产量 313.56 万吨。主要经济作物中，茶叶产量

17.65万吨，比上年增产 24.9%；中药材产量 52.21万吨，

增产 21.3%。

全年林业增加值 155.45亿元，比上年增长 7.9%。造林

面积 1000.02万亩，商品材产量 248.55万立方米。

全年畜牧业增加值 531.08亿元，比上年增长 4.4%。猪

牛羊禽肉产量 202.75 万吨，比上年增长 4.0%；禽蛋产量

18.69万吨，增长 2.1%；牛奶产量 6.56万吨，增长 2.7%。

年末生猪存栏 1596.89 万头，比上年末增长 6.6%；牛存栏

492.35 万头，比上年末减少 5.0%。全年生猪出栏 1825.15

万头，比上年增长 3.7%；牛出栏 150.99万头，增长 7.3%。

全年渔业增加值 47.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水产

品产量 29.96 万吨，比上年增长 3.4%。其中，养殖水产品

产量 28.64万吨，增长 3.8%。

全年农业机械总动力 2807.00万千瓦，新增节水灌溉面

积 10.01万亩。

四、工业和建筑业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 5637个，比上年末增加 590

个。其中，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亿元、500亿元的企业

分别为 7个和 2个。



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304.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其中，轻工业增加值 1708.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9.7%；重工业增加

值 2596.22 亿元，增长 7.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为 60.3%。

图 4 2013-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规模以上工业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 13.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3.0%，

烟草制品业增加值增长 2.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下

降 4.9%，煤电烟酒四大传统行业增加值合计 2422.91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56.3%。其中，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增加值 897.15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为 20.8%，是工业第一大支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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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304.80 9.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777.40 -4.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8.88 9.0

农副食品加工业 77.78 11.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897.15 13.5

烟草制品业 288.04 2.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6.58 4.2

医药制造业 148.30 2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58.69 6.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4.42 -4.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31.48 10.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8.64 86.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60.31 13.0

汽车制造业 75.60 19.1

全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9.9%，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8.1%，比上年提高 1.3个百分点。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为 118.64亿元、148.30亿元和 75.60亿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 86.3%、21.3%和 19.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分别为 2.8%、3.4%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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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

发电量（亿千瓦时） 1856.53 3.5

磷矿石（折含五氧化二磷 30%）（万吨） 4817.00 10.9

饮料酒（万千升） 143.90 6.5

#白酒 45.21 10.0

卷烟（亿支） 1076.05 -7.3

中成药（万吨） 9.78 15.8

多色印刷品（万对开色令） 466.93 4.8

焦炭（万吨） 510.21 -19.1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万吨） 538.47 -1.1

橡胶轮胎外胎（万条） 497.59 0.7

水泥（万吨） 11356.51 8.2

生铁（万吨） 343.71 -4.6

钢材（万吨） 495.72 1.1

铁合金（万吨） 251.35 -4.0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109.35 53.5

原铝（电解铝）（万吨） 101.85 63.5

家用电冰箱（万台） 125.90 0.9

集成电路（万块） 15175.89 29.7

汽车（辆） 89878 -0.7

彩色电视机（万台） 205.45 7.4

智能手机（万台） 1855.66 693.0

年末电力装机容量 5842.52 万千瓦，比上年末增加

302.4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2119.23万千瓦，增加

40.3 万千瓦；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363.38 万千瓦，增加 1.8

万千瓦。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1300.9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8.7%；实现利润 886.32 亿元，增长 46.4%；实现

利税 1693.26亿元，增长 31.6%。工业产销率为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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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1165 个，比上年末增加 154 个。其中，特级和一级建筑企

业 65个，增加 2个；二级资质企业 403个，增加 69个；三

级资质企业 697个，增加 83个。建筑业总产值 2932.96亿

元，增长 24.1%。

图 5 2013-2017 年建筑业总产值及其增长速度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5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

其中，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9.9%，占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为 2.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5.8%，占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为 16.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3.3%，占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为 80.8%。基础设施投资 6757.29亿元，比上

年增长 25.5%。高技术产业投资 263.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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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 705.43 亿元，比上年下降

3.2%。

图 6 2017 年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表 8 2017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94.68 -8.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9.97 -9.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4.12 -9.1

医药制造业 70.34 14.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3.37 7.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4.70 11.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88.42 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362.30 7.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0.89 69.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9.35 4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908.22 44.5

教 育 428.13 49.4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9.42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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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201.00亿元，比上年增长 2.4%。

其中，住宅投资 1365.33 亿元，增长 9.8%。房屋施工面积

20385.4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0.2%。竣工面积 1171.70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38.4%。销售面积 4696.90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13.0%。全年新开工各类棚户区住房改造 43.23

万套。

表 9 2017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亿元） 2201.00 2.4

#住宅 1365.33 9.8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20385.43 0.2

#住宅 12789.65 -0.4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1171.70 -38.4

#住宅 785.00 -38.8

房屋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4696.90 13.0

#住宅 3897.65 13.7

六、市场与物价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54.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按消费类型统计，餐饮收入 364.97亿元，比上年增

长 14.7%；商品零售 3789.02亿元，增长 11.7%。按经营地

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388.54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765.46亿元，增长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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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3-201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 2147.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其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 150.28亿元，增长 16.0%；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83.62 亿元，增长 6.9%；

日用品类零售额 53.57 亿元，增长 5.7%；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类零售额 78.33 亿元，增长 7.0%；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16.89 亿元，增长 10.7%；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12.63

亿元，增长 14.8%；汽车类零售额 734.20亿元，增长 9.4%。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74.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3%。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0.9%。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比上年上涨 7.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9.7%。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比上年上涨 6.1%，建筑安装工程价格上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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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 81.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2.6%。其

中，出口 57.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1.8%；进口 23.51亿

美元，增长 145.8%。出口市场中，对香港地区、俄罗斯、

欧盟以及拉丁美洲出口分别增长 169.8%、24.0%、10.5%和

8.1%，对美国、韩国出口分别下降 20.0%和 48.2%。主要出

口商品中，机电产品 32.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6.5%；高

新技术产品 25.21亿美元，增长 155.4%；烤烟 1.18亿美元，

增长 10.3%；茶叶 0.25亿美元，增长 24.6%。

表 10 2017年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额 81.28 42.6

进口总额 23.51 145.8

#一般贸易 8.91 60.9

加工贸易 12.18 344.9

出口总额 57.77 21.8

#一般贸易 40.75 -0.7

加工贸易 16.11 195.4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38.9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1.0%；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营业额 11.00 亿美元，增长

13.3%。瑞士（贵州）产业示范园启动建设，10个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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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沿“一带一路”在瑞士、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意

大利、吉尔吉斯斯坦新设 6家商务代表处。

八、旅游发展

全年旅游总人数 74417.4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0.0%。

旅游总收入 7116.81亿元，增长 41.6%。

图 8 2013-2017 年旅游总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年末风景名胜景区 71 个。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

18 个，省级风景名胜景区 53 个。5A 级旅游景区 5 个，比

上年末增加 1 个；4A 级旅游景区 95 个，比上年末增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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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区 131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1104

个。

九、交通运输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 19.44万公里，比上年末增长 1.5%。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5834.50公里，增长 7.4%。

全年铁路、公路、水路货运量 94626.81 万吨，比上年

增长 7.9%。其中公路货物运输总量 89298.00 万吨，增长

8.6%；铁路货物运输总量 3664.23万吨，下降 3.0%；水运

货物运输总量 1664.57万吨，增长 0.6%。

表 11 2017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

货物运输总量（万吨） 94626.81 7.9

铁路 3664.23 -3.0

公路 89298.00 8.6

水运 1664.57 0.6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1544.52 12.2

铁路 490.87 6.5

公路 1008.58 15.5

水运 45.07 6.4

民航货邮吞吐量（万吨） 10.70 8.5

全年铁路、公路、水路旅客运输总量 91465.86 万人，

比上年增长 2.7%。其中，公路旅客运输总量 8380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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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0%；铁路旅客运输总量 5458.93万人，增长 15.5%；

水运旅客运输总量 2197.93万人，增长 4.9%。

表 12 2017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总量（万人） 91465.86 2.7

铁路 5458.93 15.5

公路 83809.00 2.0

水运 2197.93 4.9

旅客运输周转量（亿人公里） 704.32 7.7

铁路 233.66 13.9

公路 463.93 4.7

水运 6.72 16.8

民航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2457.65 31.2

年末机动车拥有量 696.10 万辆，比上年增长 11.2%。

其中，民用汽车拥有量 415.71 万辆，增长 18.6%。在民用

汽车中，轿车 189.27万辆，增长 19.9%。

十、大数据及邮电通讯

年末互联网出省带宽 6730Gbps，光缆线路长度 90.00

万千米，互联网用户总数 3505.71万户。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53.23亿元，比上年增长 24.7%；电

信业务总量 825.29亿元，增长 146.2%。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数 3792.27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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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快递业务总量 15781.90万件，比上年增长 40.2%；

快递业务收入 31.15亿元，比上年增长 43.0%。

图 9 2013-2017 年快递业务总量

十一、财政和金融

全年财政总收入 2650.0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3.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其中税

收收入 1179.55亿元，增长 10.9%。

表 13 2017年财政收入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财政总收入 2650.02 10.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3.64 7.2

#税收收入 1179.55 10.9

#国内增值税(含改征增值税) 415.27 9.3

企业所得税 146.57 15.3

个人所得税 48.53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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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城市维护建设税 67.26 8.6

契税 89.29 -2.9

非税收入 434.09 -1.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25.32 -41.3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04.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其中，教育支出 903.51亿元，比上年增长 7.1%；农

林水支出 601.26亿元，比上年减少 4.5%；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500.19亿元，比上年增长 36.2%。

表 14 2017年财政支出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04.57 8.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73.61 6.2

教育支出 903.51 7.1

科学技术支出 88.29 27.4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64.51 -4.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00.19 36.2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39.49 12.0

节能环保支出 129.52 1.9

农林水支出 601.26 -4.5

交通运输支出 329.5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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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支出 244.58 -16.2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6088.89 亿元，比

年初增加 2318.09 元，比上年末增长 9.8%。其中，境内存

款 26083.16 亿元，比年初增加 2317.88 亿元；住户存款

9580.29亿元，比年初增加 1047.69亿元。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0860.34 亿元，比

年初增加 3002.54元，比上年末增长 16.8%。其中，涉农贷

款余额 8744.8亿元，比年初增加 1627.0亿元；扶贫贷款余

额 3930.8亿元，比年初增加 1317.5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4423.1亿元，比年初增加 984.7亿元。

表 15 2017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26088.89 9.8

#境内存款 26083.16 9.8

住户存款 9580.29 12.3

非金融企业存款 10059.57 8.2

各项贷款余额 20860.34 16.8

#境内贷款 20859.62 16.8

住户贷款 6200.63 19.0

短期贷款 1527.82 23.9

中长期贷款 4672.80 17.4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4658.77 15.9

短期贷款 2263.79 3.2

中长期贷款 12125.57 19.6



22

全年股票、债券直接融资 149.40 亿元，比上年下降

82.5%。年末境内上市公司 27 家，比上年末增加 4 家。证

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交易金额 8634.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1%。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387.7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0.7%。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179.26亿元，增长 17.1%；

人身险保费收入 208.47 亿元，增长 24.0%。支付各项赔款

与给付 153.81亿元，增长 16.9%。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8.26

亿元，增长 24.8%，为 697.91 万户次农户提供了 1076.95

亿元的风险保障。

表 16 2017年保险业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原保险保费收入 387.73 20.7

#财产险 179.26 17.1

#机动车辆保险 146.96 15.3

人身险 208.47 24.0

意外伤害保险 14.22 23.6

健康保险 37.65 35.2

人寿保险 156.60 21.6

赔付支出 153.81 16.9

#财产险 91.38 15.0

#机动车辆保险 77.00 14.5

人身险 62.43 19.9

意外伤害保险 4.78 22.8

健康保险 19.68 53.6

人寿保险 37.9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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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民生活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704元，比上年名义增

长 10.5%。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80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86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6%。

表 17 2017年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数（元） 比上年增长（%）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80 8.7

#工资性收入 16552.58 7.8

经营净收入 4721.76 10.3

财产净收入 2184.87 12.6

转移净收入 5620.63 8.8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869 9.6

#工资性收入 3635.67 13.2

经营净收入 3285.17 5.4

财产净收入 92.03 37.2

转移净收入 1856.2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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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970元，比上年增长 8.7%。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348元，比上年增长

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8299元，增长 10.2%。

图 10 2017 年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图 11 2017 年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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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 37.52平方米，农村居民

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 34.54平方米。

年末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 35.0辆，比上年

末增长 4.3%；拥有空调器 34.5台，增长 11.8%；拥有移动

电话 256.7部，增长 3.7%。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冰

箱 82.3台，比上年末增长 6.1%；拥有摩托车 54.2辆，下降

2.7%；拥有移动电话 255.5部，增长 6.2%。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88.17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164.59万人，其中企业职工 337.82万人，增加

27.95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748.55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45.47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35.71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17.61 万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410.4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0.61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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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参保人数 590.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7.14万人。工伤

保险参保人数 332.4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7.46 万人，其

中农民工 92.88 万人，增加 5.51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304.0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7.76万人。

年末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31.44万人，年人均保障标

准 6732元，比上年提高 612元。年末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 260.93万人，年人均保障标准 3580元，比上年提高 396

元。

年末拥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4095个，各类养老

床位 17.36万张。收养救助机构 47个，收养救助人员 37399

人次。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28.23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筹集社会福利资金 8.84亿元，增长 3.6%。

十三、科技创新

年末拥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1个，国家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 2个，院士工作站 7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5个。

全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144项，比上年增长 20.0%。

其中，基础理论成果 36 项，比上年增长 28.6%；应用技术

成果 108项，比上年增长 17.4%。签订技术合同 2957项，

比上年增长 201.7%；成交金额 83.84亿元，增长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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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发明专利申请量 13884

件，比上年增长26.8%；发明专利授权量1875件，下降7.9%。

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37件，比上年增长 19.1%。

设立省长质量奖，获得省长质量奖及提名获奖企业 8家。

全国质量强市创建城市 1个，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个，

省级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12个，省级名牌产品 692个。国

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 13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1191

张，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6355个，产品 2850种。主导制定钢

绳国际标准 1项。

十四、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贵州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年完成新

建、改扩建中小学全面改薄项目 836所，城镇义务教育学校

项目 30所，幼儿园项目 900所，普通高中学校项目 112所。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 0.71万人，在校生 1.86万人；普

通本专科招生 20.95万人，在校生 62.77万人；普通高中招

生 34.85 万人，在校生 101.10 万人；中职教育招生 18.31

万人，在校生 50.31 万人；初中招生 60.05 万人，在校生

182.99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65.05万人，在校生 362.08万

人；特殊教育招生 0.53万人，在校生 2.58万人；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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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幼儿 73.8万人，在园幼儿 153.42万人。九年义务教育

普及率 9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7.0%。

图 12 2013-2017 年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

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3.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

率为 96.5%。新增多彩贵州“广电云”用户 133.64 万户,新建

乡镇综合服务站 302个。拥有城市营业影院 181家，电影院

票房收入 6.24亿元。出版各类图书 1050种，报纸 39种，

杂志 93种。拥有艺术表演团体 42个，艺术表演场所 6个，

博物馆、纪念馆 73个，公共图书馆 98个，群众艺术馆、文

化馆 9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1567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71个。

年末拥有医疗卫生机构 2.81 万所，其中医院、卫生院

0.27万所。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62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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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00个。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22.11万张，比上年末增长

10.6%。

全年运动员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奖牌 60枚，

比上年增加 18枚，增长 42.9%。其中，获得世界冠军 1个，

获得国内最高水平赛事金牌 19 枚，比上年增长 46.2%。体

育场馆 117个，比上年增加 9 个，增长 8.0%。安装全民健

身器材 551套，比上年增长 1.7%。

十五、生态环境和节能降耗

年末森林覆盖率 55.3%，营造林面积 1000万亩。拥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30个，省级森林

公园 44个，市级森林公园 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45个，省

级湿地公园 4个，湿地类自然保护区 2个。

全年 9 个中心城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

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分别比上年下降 9.4%、5.7%、13.3%和 4.5%。9个中

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6.5%。主要河流省控断面

（151 个断面）化学需氧量（COD）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10.4%，氨氮平均浓度下降 3.4%。9个中心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质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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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812.45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3.3%，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 40.4%。其中，水力发电 734.79

亿千瓦时，增长 1.0%；风力发电 63.89 亿千瓦时，增长

20.3%；太阳能发电 7.50亿千瓦时，增长 456.7%；生物质

及垃圾发电量 6.27亿千瓦时，增长 37.8%。万元 GDP能耗

比上年下降 7.0%，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

8.53%。绿色经济“四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提高到 37.0%。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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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除特殊说

明外，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3.地区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地区内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

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

4.按国务院扶贫办要求，贫困发生率计算人口基数使用

2014 年公安部农业户籍人口数。2017 年按照国家建档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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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统一部署，全省对不符合扶贫标准的农户做了清

退，对符合扶贫标准的贫困户做了补充登记工作，人口有增

减变化。因此，与 2016 年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72.2 万人、

贫困发生率 10.6%不闭合。

5.固定资产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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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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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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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

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 万

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

餐饮业企业（单位）。

9.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

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之和。商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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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包括实物商品和非实物商品（如虚拟商品、服务类商品

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

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指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

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

相对数。

11.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

不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