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消费快速回升，财税指标稳健运行
──2021 年 1－2 月万安县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今年以来，在万安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全县制

定的“稳投资、扩内需、促消费、畅流通”的经济工作总体发展

思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升级、狠

抓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培育壮大等主菜单开展各项工作。1－2

月，全县经济呈现投资马车拉动有力、内需消费持续活跃、财税

收入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全市月度通报的 12 个经济指

标中，有地方税收收入、税收占比等 5 个指标列全市前 2，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等 9 个指标列二类县前 2；但也有实际利用省外

项目资金等 2 个指标列全市倒数后二位，仍需积极关注。

一、经济运行特点

一是工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1-2 月，受去年疫情冲击同期

基数较低、今春园区企业职工就地过年及企业复工复产较早等积

极因素影响，全县工业生产呈现恢复性高速增长。1-2 月，全县

97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规模工业营业收入 9.2 亿元，同比增

长 5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44.6%，增幅居全市第 5 位、

二类县第 1 位（图表 1）。



（图表 1）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明显。1-2 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42.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7.1 个百分点，较全省

高出 0.3 个百分点，较全市高出 0.4 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市第 9

位、二类县第 1 位。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0.5%，占总投资

比重 52.8 %；工业技改投资完成同比增长 62.3 %，占工业投资

比重 65.2%。

三是消费需求持续活跃旺盛。今年 1-2 月，全县限上消费品

零售额完成 16452.8 万元，增长 59.5%，增幅居全市第 7 位，二

类县第 4 位。在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县积极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和促消费扩内需

工作要求，以“严防疫情、保证供应、促进消费”为目标，统筹

疫情防控和促进消费工作，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促进了全县消费

快速回升。

四是财税收入呈现快速增长。1－2 月，全县财税各项指标表

现出色（图表 2），具体如下：财税总收入完成 41402 万元，增



长 60.7%，增幅居全市第 2 位、二类县第 1 位；税收收入完成 37038

万元，同比增长 86.9%，增幅居全市第 2 位、二类县第 1 位；税

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89.5%，提高 12.6 个百分点，增幅居全

市第 1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9868 万元，同比增长 21.8%，

增幅居全市第 5 位、二类县第 1 位；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15504 万

元，同比增长 49.5%，增幅居全市第 2 位、二类县第 1 位；地方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78.0%，同比提高 14.4 个百分

点，增幅居全市第 1 位。

2021 年 1－2 月万安县财税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单位

1-2 月完成数

绝对值 增幅（%）
增幅全市

排位

增幅二类县

排位
财政总收入 万 元 41402 60.7 2 1

税收收入 万 元 37038 86.9 2 1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 89.5 提高 12.6 个百分点 1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 元 19868 21.8 5 2

地方税收收入 万 元 15504 49.5 2 1

地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比重
% 78.0 提高 14.4 个百分点 1 1

（图表 2）

五是居民收入保持稳步增长。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完成 30827 元，同比增长 5.6%，增幅居全市第 5 位，二类县第

2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3049 元，同比增长 11.4%，

增幅居全市第 1 位。预计一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稳步增

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一是在疫情期间，为保障全县经济平稳运

行，县委、县政府对园区企业企业用工、企业融资等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调度，制定了有效措施，企业复工复产及时，返乡务工人

员增多，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二是各级政府应对疫情发展经济

的各项措施叠加效果的出现，自去年 4 月份以后，我县园区企业

订单大量增长，企业用工量增加，提高了城乡务工人员的工资性

收入；三是全县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产业发展不断壮大，消费扶

贫政策的深入推进，加快了全县农副产品的销售，农民经营性收

入稳步提高；四是各项保障政策的出台落实助推城乡居民收入稳

步增加。

二、存在的几个短板

一是全县经济总量偏小。如工业方面，全县工业经济缺乏大

型企业支撑，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7 家，一是企业个数少，

规模以上企业个数比重仅占全市 6.3%（图表 3）；二是企业规模

小，2020 年全县营业收入达 10 亿元以上企业个数无一家、达 5

亿元以上仅有 1 家、达 1 亿元以上为 21 家。

（图表 3）

如商贸方面，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量仍然偏小（图表

4），从 2020 年全年数据来看，我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79



亿元）总量一直在全市排位靠后，只比峡江（29.88 亿元）多 3.9

亿元，总量排位居 12 位。

（图表 4）

二是产业发展结构不优。如纳入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的其他营

利性服务业企业个数少、营业收入总量较小。纳入地区生产总值

核算的企业 17 家，占全部规上服务业企业个数的 41.5%，完成营

业收入 5601 万元，占全部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25.9%。从

行业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交通运输、仓储等

传统服务业居多，结构单一，产业层次较低。

三是入规入库差欠较大。1－2 月，全县入规入库企业个数为

0，形势相当严峻。有些部门对此项工作认识不到位，工作积极

性不高，没有按照规上企业培育工作要求，切实抓好相关企业的

培育和达标企业摸排，上报资料不符合入规要求。

四是外向型经济发展乏力。1－2 月，实际利用省外项目资金

完成 5.12 亿元，同比增长 7.79%；1 月实际利用外资完成 880 万

美元，同比增长 6.67%；现汇进资尚未实现突破。



五是个别支撑指标运行不力。工业用电量作为工业增加值的

重要支撑指标，1-2 月完成工业用电量 4809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6.3%，居全市第 12，二类县倒数第 1。

三、几点工作建议

一是强抓工业投资和招引重大项目。今年是实施“项目大会

战”开局之年，全县谋划重点项目 105 个，计划投资近 120 亿元。

无论是项目个数和投资额都是我县历史之最。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要按照项目推进要求，该审批的要加快审批，该动工的按时间节

点尽快动工，尽快形成工程实物量。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工业投资

项目的建设进展，有力提升全县工业项目发展质量。要在招引重

大工业项目方面发力，要重点围绕“1+2”主导产业，深入实施

产业链“链长制”，瞄准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和大健康产业

链细分领域，强力推进强链补链延链。大力宣传好《万安县工业

企业投资兴业扶持办法》《万安县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优惠办法》，

积极对接主导产业，聚焦“5020”项目的引进。要做好 2020 年

已引进投资鹰高科技、玖鼎智能科技、杨洋国际项目的落地开花

结果，并做好供应链项目的引进，打造好“万安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

二是强抓商贸活动和活跃内需消费。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全县生产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消费活力日益增强。要继续采取线

上线下“两条腿”走路，促进商贸发展。一方面，有序推动各类

商场、市场等实体服务业复苏，继续开拓好夜间经济消费市场；

另一方面，依托万安消费扶贫网等线上商城，大力开发线上消费、

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

村旅游对消费品市场的带动作用。

三是强抓单位帮扶和促进实体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强化政



策宣传，细化配套举措，主动上门服务，推动社保减免、税费优

惠、租金减免、融资帮扶等系列政策宣传到企落实到地，确保“该

帮的帮到位、该减的减到位、该免的免到位”，最大程度释放政

策效应，扶持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精准对标对表入

规入统相关政策规定，对达到入规入统规模，积极申请入库的企

业单位，要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考虑给予适当奖励措施，提高企业

的积极性，有力做大做强全县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

四是强抓财税质量和确保稳定增长。要想方设法培植新税

源，强化税收征管，转变征管方式，用足用好综合治税平台，不

断提升税源管理效能，减少跑冒滴漏，多管齐下增加税收收入。

除此之外，着眼全年，要继续发力，谋划更多的好项目、大项目，

通过争取更多的上级财政转移和补贴份额，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各项支出争取更多的上级转移资金投入。

五是强抓工作调度和提升发展质量。一是要加大对全县经济

形势运行调度力度，对短板和弱项指标加强分析研判，积极破解

制约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分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千方百计推动经济发展，牢牢掌握经济工作主动权；二是对标省、

市高质量发展考评项目指标要求，强化大局观念，加强各行业主

管部门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对各指标进行

分析、研判和调度；三是加大入规入统工作。针对目前全县企业

入规入库较慢的现状，强化部门协作，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类法人、

产业单位数量及基本情况，抓好企业的升规纳规培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