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NCHUAN
NIANJIAN银川年鉴 YINCHUAN
NIANJIAN银川年鉴 YINCHUAN
NIANJIAN银川年鉴

银川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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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概貌

【地理位置】 银川市位于黄河上游

宁夏平原中部。东临黄河，与吴忠市

盐池县接壤；西依贺兰山，与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善盟左旗为邻；南与吴

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北接石

嘴山市平罗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以明长城为

界）。银川市地域范围为北纬 37毅29忆
耀38毅52忆，东经 105毅48忆耀106毅52忆，总
面积 9025.38 平方公里。银川市地理

坐标为北纬 38毅17忆耀38毅39忆，东经

105毅50忆耀106毅41忆。

【地形地貌】 银川市区地形分为山

地和平原两大部分。西部、南部较

高，北部、东部较低，略呈西南、东北

方向倾斜。地貌类型多样，自西向东

分为贺兰山地、洪积扇前倾斜平原、

洪积冲积平原、冲积湖沼平原、河谷

平原、河漫滩地等。海拔在 1010耀
1150 米，地面坡度为 2译左右，土层

较厚。银川西部的贺兰山为石质中

高山，呈北偏东走向。全长约 150 公

里，宽 20耀30 公里。最高峰海拔 3556
米，是阻挡西北冷空气和风沙长驱

直入银川的天然屏障。贺兰山在银

川市境内近 70 公里，面积 5.88 万公

顷，山高坡陡，气势雄伟。

【年度气候】 2018 年，银川市年平

均气温 10.4益，与常年相比偏高1.0益，

为 1997 年以来连续第 22 个偏暖年。

各地年平均气温 9.9耀11.1益，其中，银

川市年平均气温 10.9益，为 1961 年

以来第 3 高值。全市降水资源总量

20.69 亿立方米，属于丰水年份。年降

水量 233.2 毫米，较常年偏多 29%，

为 2013 年以来第 5 个连续偏多年，

各地降水量在 193.8耀280.2 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 3%耀53%。全市平均日

照时数 2858 小时，较常年偏少 57 小

时，各地日照时数为 2782耀2969 小

时，与常年相比，贺兰、永宁、灵武分

别偏少 213 小时、16 小时、33 小时，

银川偏多 35 小时。

【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透雨明显偏

早。4 月 12 日白天到夜间和 19 日夜

间到 20 日白天，全市出现大范围降

水过程，降水量均在 10 毫米以上，首

场透雨时间较常年提前 40 天左右。

银川市南部首次高温天气出现

时间明显偏早。5 月 13—14 日，永宁

县、灵武市出现首次高温天气（日最

高气温逸35益），最高气温 35.1耀35.5益，

较常年偏早 40天以上。其中永宁县高

温天气出现之早创 1961年以来之最。

贺兰山特大暴雨刷新极值。2018
年夏季，全市累计降水量在 107.9耀206.5
毫米，其中银川观测站为 206.5 毫米，

是 1961年以来第 4高值。7月 22日，

贺兰山银川段出现特大暴雨天气过

程，贺兰山滑雪场降水量达 277.6 毫

米，刷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日降

水量极值。

夏季最低气温偏高，日较差偏

小全市平均最低气温 18.7益，较常

年同期偏高 2.4益，创 1961 年以来

同期新高。由于最低气温偏高，导致

日较差偏小，全市平均日较差 11.7益，

较常年同期偏低 0.9益，为 1961 年

以来同期第 5 低值。

秋霜冻出现早，霜冻日数多。

9 月 23 日，灵武市出现霜冻天气过

程；10 月 1—9 日，银川其他地区陆

续出现霜冻天气过程，较常年提前 6
天以上。10 月 1—15 日，全市出现霜

冻日数 5耀9 天，其中灵武市出现霜

冻日数 9 天，为 1961 年以来最多。

全市入冬偏早。9 月至 10 月上

旬，全市气温持续偏低，大部分地区

于 10月 6日进入气象学意义冬季（连

续 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 10益），与常年

相比偏早 9 天以上。

汛期暴雨、洪涝灾害集中出现，

造成人员伤亡。7 月 19 日，贺兰山沿

山、银川市北部出现局部暴雨，贺兰

山滚苏岩画公路三处遭受洪水侵

袭，其中 k1+500 处受侵袭路面长

100 米，砂石堆积物 40 余米，剩余 2
处各有 10 米受侵。7 月 22 日，贺兰

山沿山银川北段出现特大暴雨，造

成贺兰山沿山拜寺口、苏峪口、黄旗

口等多条沟段暴发洪水。7 月 23 日，

银川出现短时暴雨，城区内涝较为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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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冻害多发，作物受损严重。

银川各地多次出现低温灾害天气，

其中 4 月 4—8 日，全市出现寒潮、

大风沙尘、霜冻天气。贺兰山东麓已

出土的酿酒葡萄普遍受冻，其中部

分发育较早、已进入芽开放至展叶

期的霞多丽、美乐和黑比诺等品种

受冻较为严重；个别园区受地形等

因素影响受冻严重；杏、李、梨、苹果

等均受冻严重。

【矿产资源】 银川地区矿产资源有

煤炭、赤铁矿、熔剂石灰岩、熔剂白

云岩、熔剂硅石、磷块岩、水泥石灰

岩、辉绿岩等。贺兰石“石质莹润，用

以制砚，呵气生水，易发墨而护毫”，

自古就有“一端二歙三贺兰”之盛

誉，为中国“五大名砚”之一。灵武矿

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

特别是煤炭储量以其具有的高发热

量、低灰、低硫、低磷等品质，在全区

乃至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动植物资源】 银川地区山川兼

备，地貌类型多样，受气候、土壤等

自然条件影响，形成多种类动植物

资源。贺兰山区有银川市唯一的天

然林资源，总面积 2.67 万公顷；有

天然次生林 1.23 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 22.8%。林种主要有云杉、油松、

山杨等乔木，还有山榆、山杏等灌

木。此外，有野生药用植物 40 多种，

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獐子、马鹿、

蓝马鸡、青羊、狐狸等 32 种。贺兰山

东麓地区，其气候、土壤、地理条件

接近甚至优于法国优质葡萄产

区———波尔多地区，是世界优质葡

萄栽培的最佳生态区之一。银川湿

地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湿地植物

有 190 余种，湿地野生动物有 150
余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

鹳、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小鸨、大

鸨 5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

等 19 种，自治区级保护动物 24 种。

银川湿地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鸟

类栖息地之一。

【土壤水系】 银川地区土壤类型分

为 9 大类、28 个亚类、48 个土属及

500 多个土种或变种，土壤类型的

多样性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

济作物生长。贺兰山至西干渠之间

主要为山地灰钙土、草甸土和灰褐

土；东部冲积平原主要为长期引黄

灌溉淤积和耕作交替而形成的灌淤

土；局部低洼地区有湖土和盐土分

布。灌淤土土质适中，理化性质好，

有机质含量高，保水保肥适种性广。

银川地表水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富

含泥沙，有肥田沃地之功。境内沟渠

成网，湖泊湿地众多。黄河是银川的

主要河流，流经银川 80 多公里，南

北贯穿，银川平原引用黄河水自流

灌溉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引黄干渠

有唐徕、汉延、惠农、西干渠等，配

套排灌干支斗渠千余条，长数千公

里，形成灌有渠、排有沟的完整灌

排水体系，保证 13 万多公顷农田的

灌溉。

【湖泊湿地】 由于黄河不断改道，

银川历史上湖泊湿地众多，古有“七

十二连湖”之说，现有“塞上湖城”之

誉。全市有湿地面积 3.97 万公顷，主

要为湖泊湿地和河流湿地。其中，天

然湿地占湿地面积 60%以上，自然

湖泊近 200 处，面积 100 公顷以上

的湖泊 20 多处，较著名的有鸣翠

湖、阅海、鹤泉湖、宝湖、西湖等。

【历史沿革】 银川，简称“银”，是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三四万年以前，水

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是银川地区最

早的古人类居民点。殷商、春秋战国

时期这里是北狄、西戎、匈奴等游牧

部落的活动地区。公元前 221 年，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银川地区为北地郡

所属。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境内所建北典农城（又称吕

城），为银川建城之始。南北朝时期，

成为北方许多游牧部族的居牧地，

名曰饮汗城。大夏国改建成“丽子

园”，为大夏王的行宫、御花园。北周

置怀远郡、怀远县。唐朝仪凤二年

（677 年），怀远县遭黄河水淹，城废。

次年在故城西更筑新城（今银川市

兴庆区）。北宋咸平四年（1001 年），

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占银川平原全

境，移总部于灵州。宋真宗天禧四年

（1020 年），其子李德明升怀远镇为

兴州，大兴土木，建为临时都城。后

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升兴州为兴庆

府。宋宝元元年（1038 年），李元昊称

帝建西夏国，将兴庆府正式定为国

都。蒙古汗国中统二年（1261 年），以

西夏国故疆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

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降改

为中兴府路，宁夏之名始于此。明设

宁夏镇，下辖七卫，实行军政合一管

理，系“九边重镇”之一。清改制为宁

夏府，辖州县。民国建元（1912 年），

因清代宁夏道与宁夏县名同，且宁

夏为古朔方地，故改宁夏道名为朔

方道，领宁夏、宁朔、中卫、平罗、灵

武、金积、盐池、镇戎八县，仍属甘肃

省。道署及宁夏、宁朔两县治均设宁

夏城内。1913 年，宁朔县治移驻新满

城，后又迁至今永宁县望洪镇和青

铜峡市瞿靖镇、小坝镇。1928 年 10
月 17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59 次会议将宁夏道（即朔方道）旧

属八县（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

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

平远县）和宁夏护军使辖地（即阿拉

善旗、额济纳旗）合并建为宁夏省。

1944 年 1 月，经宁夏省政府呈报国

民政府行政院，建议将宁夏省城命

名为银川市。1947 年 4 月 18 日，银

川市正式成立，为宁夏省会。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为宁夏省会。

1954 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银川市为

甘肃省银川专署所在地。1958 年 10
月 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

川市为自治区首府，是自治区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银川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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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由来】 银川建城有 2000 多年

历史，城址几经变迁，城名也屡次更

改。自元初设宁夏府路以来，至明、

清、中华民国，这里一直被称为宁夏

（省、路、镇、卫、道、府、县）城。直至

1947 年 4 月，正式成立具有行政建

置意义的银川市，并一直沿用至今。

“银川”作为古地名，最早见于《新唐

书·地理志》：“银州银川郡。”这个银

州和银川郡故址在今陕西省米脂县

境内，并不是现在的宁夏银川。今天

的银川地区，古为灵州属地，史书中

常以灵夏、银夏、麟夏为地名，泛指

今宁夏和陕北地区。这里所称的

“夏”指夏州，故址在陕北，灵夏、银

夏地名的频繁出现，说明宁夏、银川

地名与古代地处陕北的夏州、银州

等地名有一定的联系，也说明宁夏

早与“银”字彼此相连，密不可分。宁

夏地方文献上出现“银川”一词，最

早在明万历末期。明万历四十二年

至四十六年（1614—1618 年），刘敏

宽任三边总督，他的《秋日杨楚璞中

丞抚临良晤长城关四首》中有“俯凭

驼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之

句。然而，直至明朝后期，仍然没有

以“银川”确指镇城。清康熙年间，

“银川”一词的含义发生了质的飞

跃，从一个较为含糊的咏景词变为

较明确的地名。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宁夏监收水利同知王全臣在

《重修汉延渠暗洞》诗中云:“唐徕西

绕兰山麓，汉延绵亘唐之东。……或

是天公聊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

在王全臣之后，较早将“银川”直接

作为地名来使用的是清廷兵部侍郎

通智，他于雍正四年（1726 年）奉旨

到宁夏主持修凿惠农、昌润二渠，在

撰写的《惠农渠碑》开头即说:“黄河

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

嘴而北……”这里的“银川”已作为

宁夏城的别名在使用。乾隆十八年

（ 1753 年），宁夏知府赵本植在府

城西门内创办银川书院，这是首次

以银川作为宁夏府城的别名来正式

命名的半官方机构。赵本植所聘的

家庭教师汪绎辰，又于乾隆二十年（

1755 年）完成《银川小志》一书，这是

以“银川”代替宁夏府地名的第一部

重要文献。“中华民国”时期，宁夏省

城中还出现以银川为名的剧院（银

川舞台）、书店（银川书局）等。“银

川”之称，已渐渐家喻户晓，除了具

有城市或地区的地名意义外，“银

川”也可看作含有黄河及灌溉平原

的初始意义在内，可谓一语双关。

1947 年正式命名为银川市。

【行政区划】 银川市下辖三区两县

一市，“三区”即兴庆区、金凤区、西夏

区，“两县”即永宁县、贺兰县，“一市”

即灵武市。2018 年，各县（市）区共辖

26 个街道办事处、20 个镇、6 个乡和

253个居民委员会、285个村民委员会。

【人口】 2018年，银川市年末全市总

人口 225.0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5
万人。其中回族人口 58.26万人，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 25.9%。城镇人口

174.59 万人，乡村人口 50.46 万人；男

性 111.05万人，女性 114 万人。人口

出生率 11.51译，死亡率 5.24译，人口

自然增长率 6.27译。

【银川方言】 银川方言属于兰银官

话，是在多民族、多方言的历史条件

下，主要由元明以后全国汉族移民

口语融合回、满、蒙古等少数民族语

言逐渐形成的。银川方言主要分布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以西，贺兰

山以东，平罗县以南，青铜峡市以北

的地域。银川方言内部一致性强，除

永宁县和贺兰县等少数地区的语

音、词汇稍有差异外，其他地区的语

音、词汇、语法大体一样。从使用银

川方言的不同民族来看，尤其是回

族和满族都有一些本民族的语言特

点。回族群众使用银川方言，在语音

上和汉族相比，有卷舌韵母，有儿化

韵，部分音素发音部位靠前，有些后

鼻音尾韵母往往并入到前鼻音尾韵

母中，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

满族群众使用银川方言在语音上有

卷舌元音，有比较丰富的儿化韵，日

常用语和亲属称谓中，保留了满族

特色和一些满语借词。银川方言是

兰银官话的重要方言点，是宁夏方

言的代表话，在宁夏诸方言中占有

特别重要的地位。

【民族宗教】 银川是一个多民族聚

居地区。根据统计共有 56 个民族，

其中少数民族 55 个（含北方民族大

学在校学生）。银川宗教历史悠久，

有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和

天主教。佛教在两晋时期传入银川，

主要寺院有海宝塔寺、承天寺、报恩

寺、高台寺、戒坛寺、贺兰山佛祖院、

慈恩寺等。伊斯兰教于元朝初年传

入银川，主要清真寺有纳家户清真

寺、西关清真寺、南关清真寺等。道

教传入时间不详，主要道观有岳王

庙、三皇庙、城隍庙、清宁观、三清观

等 50 处庙观。天主教于 17 世纪末

传入银川，主要教堂有银川天主教

堂、北关天主教堂等。基督教于元初

传入银川。

【城市象征】 市树———沙枣树和国

槐。沙枣树是银川的乡土树种，抗干

旱、抗风沙、耐盐碱，生命力强，最能

代表银川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国

槐是银川市城市绿化中的骨干树种

之一，在城市广为栽植，1984 年被市

人大定为市树。市花———玫瑰和马

兰花。银川广泛种植的是苦水玫瑰，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也能生长，最

能体现银川的城市特色；马兰花是

幸福之花，生命顽强，最能代表银川

人勇敢、善良、坚毅、宽容的品质。市

鸟———喜鹊。喜鹊是吉祥的象征，形

体比较美观，在银川市区比较常见。

2011 年，银川市被国家林业局、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华喜鹊

之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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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 银川市是“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美丽的塞上古城、古老

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文化构成

银川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银川市

西有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

滚钟口风景区、贺兰山岩画风景区、

拜寺口双塔、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西

夏陵遗址、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等，东

有黄河胜景、横城古渡。市区内有承

天寺塔、海宝塔、玉皇阁、钟鼓楼等

古建筑，还有芦荡纵横的典农河、宝

湖、鸣翠湖、鹤泉湖等湖泊水系景

观。银川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三园”

（中央公园、容水公园、水上公园）景

观风情别致。

【地方特产】 宁夏地方特产最著名

的数“五宝”———红、黄、蓝、白、黑。

红指枸杞，黄指甘草，蓝指贺兰（砚）

石，白指滩羊二毛皮，黑指发菜。甘

草、发菜已列为保护植被，国家禁止

采挖。“新黄宝”有盐酸四环素，“新

黑宝”有太西煤，“新白宝”有宁夏大

米，“新红宝”有灵武长枣和干红葡

萄酒。银川市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条

件良好，凡宁夏的特产，银川几乎样

样都有，且数量可观，品质优良。

（陈 璐）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概况】 2018 年，银川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1901.48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7.2%。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67.31 亿元，增长 3.6%；

第二产业增加值 867.33 亿元，增长

5.5%；第三产业增加值 966.84 亿元，

增长 9.2%。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3.6颐45.6颐5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 1.9%、37.8%、60.3%。按常住

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4964 元，比上年增长 5.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18 年，银

川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2%，

其中，衣着类上涨 2%，医疗保健上涨

1.6%，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2.2%，

居住类上涨 3.5%，生活用品及服务类

上涨 2.6%，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2.2%，

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0.2%。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 7.9%，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 10.5%，商品零

售价格指数上涨 2.7%。

【地方财政收支】 2018 年，银川市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243.5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17 亿元，同口径增长 8%，其中，

税收收入 11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比重为 65.3%。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

出 450.6 亿元，增长 14.8%。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70.8 亿元，增长 8.5%；公

共安全支出下降 9.7%；教育支出增

长 7.4%；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19.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5.4%；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下降 19.2%；

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21.4%；城乡社区

支出增长 16.5%。

【农业与农村经济】 2018 年，银川

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5.63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9%。其中，农业产值 81.72亿元，增长

2.9%；林业产值 1.27亿元，增长 55.4%；牧

业产值36.89亿元，增长9.2%；渔业产值

7.66 亿元，下降 5%；农林牧渔服务业

产值 8.09 亿元，增长 4.1%。全年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9.68 万公顷，比上年

下降 1.9%；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1.63
万公顷，下降 0.6%。蔬菜播种面积

3.2 万公顷，园林水果播种面积 2.35
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 81.89 万吨，

下降 1.7豫；其中，小麦产量 9.23 万

吨，增长 1.9豫。蔬菜产量 152.07 万

吨，下降 3%。园林水果产量 20.65 万

吨，下降 0.3%。肉类产量 6.34 万吨，

下降 1.1%，其中，猪肉产量 1.93 万

吨，下降 11.5%；牛肉产量 1.9 万吨，

增长 2.2%；羊肉产量 1.51 万吨，增长

4.1%。年末大牲畜总头数 21.49 万

头，生猪存栏 17.9 万头，羊只存栏数

64.31 万只，家禽数 305.93 万只。禽

蛋产量 3.83 万吨，增速与上年同期

持平。牛奶产量 53.95 万吨，增长

7%。水产品产量 7.16 万吨，下降

2.8%。全年农村用电量 3.18 亿千瓦

时，下降 8.9%。农用化肥施用量（按

实物量计算）20.11万吨，下降14.7%。

【工业和建筑业】 2018 年，银川市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7%。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5%。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增

加值下降 33.7%；重工业增加值增长

13.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

加值增长 33%；股份制企业增加值

增长 5.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增加值增长 9.4%。全市规模以上

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下降6.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2.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增加值增长 16.4%；煤炭采选业下

降 8.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增长 22.3%；纺织业下降 31.7%。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 21.1%，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66.9%；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下降 20.8%，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5.4%。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1898.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工

业产品销售率为97.5%。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873.4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1%；主营业务成本

1452.03 亿元，增长 6.3%。实现利润

总额 88.89 亿元，增长 27.2%。工业品

出口交货值 35.09亿元，亏损企业亏

损额 58.53 亿元，企业亏损面 34.9%，

应收账款 255.74 亿元，资产负债率

69.3%。非公有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908.79 亿元，下降 4.1%；利润总额

54.76 亿元，下降 16.3%。全年全市具

有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 509 个，实现

建筑业总产值385.28 亿元，比上年

银川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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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实现产值 138.14亿元，增长 11.6%；

建筑装修装饰业实现产值 6.96 亿元，

下降 11%。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484.59
万平方米，下降 0.9%；房屋建筑竣工

面积 757.6万平方米，增长 113.7%。

【固定资产投资】 2018 年，银川市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21.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下降

27.2%；更新改造投资增长 45.4%。分

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下降

29.3%；非国有经济投资下降16.7%。

从投资结构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63.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0.1%;第三

产业投资下降 30.1%。施工项目计划

总投资下降 6.8%。全年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 295.2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6.7%，其中，住宅开发投资 198.2 亿

元，下降 17.5%。商品房施工面积

3795.57 万平方米，下降 8.4%，其中，

住宅施工面积 2398.91 万平方米，下

降 6.3%。商品房销售面积 612.83 万

平方米，增长 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29.2万平方米，增长 1.8%。商品房待

售面积 586.13 万平方米，下降 10.6%，

其中，住宅待售面积 225.18万平方米，

下降 23.4%。全年商品房销售额

360.03亿元，增长 16.8%，其中，住宅销

售额295.8亿元，增长16.3%。

【国内贸易】 2018 年，银川市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52.7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4.8%。分城乡看，城镇消

费品零售额 534.19 亿元，增长 4.2%；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8.54 亿元，增长

22.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额

497.31 亿元，增长 5.4%；住宿餐饮业

零售额 55.42 亿元，下降 0.3%。分经

济类型看，国有经济实现零售额 3.84
亿元，下降2.6%；集体经济实现零售

额 1.75 亿元，下降 4.2%；股份制经

济实现零售额 174.82 亿元，增长

0.2%；私营经济实现零售额 159.87
亿元，下降 2.9豫；个体经济实现零售

额 195.79 亿元，增长 17.2%;其他各

种经济实现零售额 16.67 亿元，增长

7.9%。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

售额中，粮油、食品、饮料及烟酒类

增长 3.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

降 5.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

长 10.6%；金银珠宝类下降 2.7%；石

油及制品类增长 13.1%；通信器材类

下降 9.1%；体育娱乐用品类下降

18.8%;汽车类下降 12.5%.重点商品交

易市场成交额 218.91 亿元，下降

2.7%，其中，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

交额 214.27亿元，下降 2.8%。

【对外经济】 2018 年，银川市实现

进出口总额 168.83 亿元，比上年下

降 37.6%。其中，出口总额 127.79 亿

元，下降 34.8%；进口总额 41.01 亿

元，下降 45.1%。全年签订利用外资

项目 24 个；合同外资金额 0.96 亿美

元，比上年下降 96.1%；实际利用外

资 0.72 亿美元，增长 135.6%。

【交通运输】 2018年，银川市铁路客

运量 409.4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

铁路货运量 355.07万吨，增长 2.2%。

公路客运量 2378 万人次，下降

16.9%；公路客运周转量 21.77 亿人公

里，下降 21.5%；公路货运量 0.7 亿吨，

下降 10.1%；公路货运周转量 69.5亿

吨公里，下降 32.7%。民航客运量

443.1万人次，增长 8%；民航客运周转

量 62.16 亿人公里，增长 22.7%；民航

货运量 2.51万吨，增长 33.5%；民航货

运周转量 3273.92 万吨公里，增长

32.7%。年末全市各种民用汽车保有量

85.02 万辆，增长 12%；私人汽车保有

量 78.11万辆，增长 12.1%。

【邮电通信】 2018 年，银川市完成

邮电业营业收入总量 33.42 亿元。其

中，邮政业营业收入 2.23 亿元，电信

业营业收入 31.19 亿元。快递业务营

业收入 5.98 亿元，增长 15.9%。全年

订销报刊 3075.39 万份，增长 11.7%；

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235 万件，下降

13.9%。年末本地固定电话用户 24.4
万户，下降 17%；移动电话用户 384.8
万户，增长 13.3%；计算机互联网用户

98.8 万户，增长 40.3%。

【旅游产业】 2018年，银川市接待国

内游客 1658.2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6.4%；接待入境游客 5.38 万人次，增

长 21.7%。国内旅游总收入 148.8 亿

元，增长 15.8%；旅游外汇收入 2958.5
万美元，增长 15.6%。全市共有旅行社

130 家，其中，国际社 25 家，国内社

105 家。全市共有旅游星级饭店 37
家，四星级 14家，三星级 23家。

【金融和保险】 2018 年，银川市金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3704.56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3.3%，其中住户存

款 1664.79亿元，增长 11.2%。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 4797.87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 7.6%，其中中长期贷款 3371.59亿

元，增长 11.4%；短期贷款 965.98亿元，

下降 17.6%。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104.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其中财产险

保费收入 34.65亿元，增长 10.1%；人身

险保费收入 70.17亿元，增长 11.3%。全

年支付各项赔款及给付额 32.89亿元，

增长 23.6%，其中财产险赔付 16.74 亿

元，人身险赔付 16.14 亿元，分别增长

18.4%和 29.6%。

【教育和科技】 2018 年，银川市有

研究生培养单位 3个，招生 2614人，

比上年增长 16.3%；在学研究生 6347
人，增长 20.3%；毕业生 1559 人，增长

1.3%。普通高等院校 17所，招生 3.07
万人，比上年下降 0.6%；在校生 10.4
万人，增长 2.3%，毕业生 2.62 万人，下

降 2.8%。成人高校 1所，招生 287人，

下降 69.8%；在校生 2962 人，下降

11.2%；毕业生 1358人，下降 1%。中等

职业学校 14 所，招生 1.17 万人，增长

0.2%；在校生 3.44 万人，下降 10.1%；

毕业生 1.38万人，增长 10.6%。普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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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院校 26所，招生 1.77 万人，下降

3.7%；在校生 5.4 万人，下降 1.6%；毕

业生 1.85万人，增长 0.9%。初中学校

53 所，招生 2.79 万人，增长 5%；在校

生 7.98 万人，增长 5.7%；毕业生 2.34
万人，下降 4.8%。普通小学 200所，招

生 3.39万人，增长 9.9%；在校生 18.18
万人，增长 4.7%；毕业生 2.75万人，增

长 4.8%。特殊教育学校 3所，招生 132
人，在校生 591人。幼儿园 347所，在

园幼儿 8.31万人，增长 10.1%。资助困

难学生 38328 人次。全年申请专利

5765件，比上年增长 31.9%。

【文化卫生和体育】 2018 年，银川

市拥有艺术表演团体 6 个，文化艺

术馆、文化馆 8 个，公共图书馆 8
个，博物馆 9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11 处。全市有广播电台 5 座，

电视台 6 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达 100%，有

线广播电视用户 58.59 万户。全市有

卫生机构 1105 个，其中医院和卫生

院 121 个（医院 86 个）。卫生机构床

位 17348 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

16361 张。卫生技术人员 25449 人，

其中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 9684
人，注册护士 11675 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8 个，卫生技术人员 372 人；

妇幼保健机构 5 个，卫生技术人员

1296 人；乡镇卫生院 35 个，床位数

652 张，卫生技术人员 835 人。卫生

监督检验机构 8 个，卫生技术人员

149 人。全市已认定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 565 个，定点零售药店 1334
个。全市儿童免疫规划接种率达

99.7%。全年获得全国冠军 4 个，获

得金牌 4 块、银牌 6 块、铜牌 4块。

【居民生活】 2018 年，银川全市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586 元，比

上年增加 2606 元，增长 7.9%。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25506 元，增长

10.3%。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29%。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160 元，比上年增加 1073 元，增长

8.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2332 元，增长 7.2%。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30.7%。生态移民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062 元，比

上年增长 10%。

【社会保障】 2018 年，银川市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 117.03 万人，比上年

增长 4.4%，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88.69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 28.34 万人。参加失业

保险 52.69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83.85 万人，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106.43 万人; 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77.42 万人。全市

拥有中心敬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

34 个，共有床位 7353 张。全市居民

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1.21
万人，全年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金 0.77 亿元；农村享受最低保

障人数 2.1 万人，发放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金 1.01 亿元。发放城乡医疗救

助金 3690.71 万元，接受城乡医疗救

助 6.26 万人次。城镇建立各种社区

服务设施 1035 个，其中，市民服务

中心 25 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6987 万元，筹集社会公益资金 1397
万元，直接接受社会捐赠 486 万元。

【创业就业】 2018年，银川市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 55239 人；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 4552人；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4279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3.6%。全市

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 105812人，

实现劳务收入 113546.2万元。开展城

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18002 人次，

培育创业实体 4500 个，创造新岗位

12434 个，全民创业带动就业 19764

人，新培育创业创新孵化平台 10个。

【扶贫开发和生态移民】 2018 年，

银川市脱贫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

1410 户、6732 人，16 个贫困村全部

脱贫出列，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幅达 9%以上。完成“十三五”2281
户、10081 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建

立深度贫困人口救助专项基金 1 亿

元，发放 496 万元救助 4643 人。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 58 个，带动建档立卡

户 7800 余人，覆盖率 48%，人均增收

达 5000耀8000 元。建成扶贫车间 20
个，解决 1500 余名移民群众就近就

业问题。金融机构向全市 5743 户建

档立卡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32560
万元。50 余家企业与 59 个帮扶村签

订村企结对帮扶协议，实施项目 104
个，争取社会捐赠资金 962.64 万元。

【城市建设】 2018 年，银川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面积 7722.43 公顷；年末

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 7659.18 公顷，

其中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 2471.03
公顷。全市公共汽车线路达 137 条，

公共汽车运营车辆 2074 辆；公交标

准运营车辆 2612.7 标台；每万人拥

有公交车辆 17.84 标台。

【环境与安全生产】 2018 年，银川

市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58 天，

占总天数的 70.7%。区域噪声平均

值 53 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66.7 分贝。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率 100豫，黄河银川段水质达到二

类。全年完成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治

理项目 127 个，投入资金 38.81 亿

元。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88
起，死亡 46 人。亿元 GDP 生产安全

事故死亡人数 0.02 人。道路交通生

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16 人。

（陈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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