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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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过黄河，与吴忠市盐

池县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接壤；西依

贺兰山，与内蒙古阿拉善盟为邻；南与

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相连；北与

石嘴山市平罗县相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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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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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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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千米，宽 20千米耀30千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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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千米，面
积 5.88万公顷，山高坡陡，气势雄伟。

【年度气候】 2021年，银川市年平均
气温 10.9益，与常年相比偏高 1.4益，
为 196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各地年平
均气温 10.5益耀11.3益，其中银川市
区全年平均气温 11.3益。全市平均降
水量 164.2毫米，较常年偏少 9.2%，
各地降水量为 146.3 毫米耀192.4 毫
米，除灵武市较常年偏多 2.2%外，其
他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少 5.9%耀20%，其
中银川市区全年降水量 146.3毫米。全
市降水资源总量 14.58亿立方米，比多
年平均偏少 1.5亿立方米，属于枯水
年份。全市平均日照时数 2758.1小时，

较常年偏少163.9小时，各地日照时数
2708.9耀2874.4小时，其中银川市区全
年日照时数 2708.9小时。

【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2021年，银川
市主要有 8件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冬季冷暖两重天，“极寒”向“极

暖”快速转变。2020/2021年前冬冷空
气活动频繁，强度强，共出现 4次明
显降温过程。其中，2020年 12月 28—
31日，贺兰县日平均气温降幅超 10益；
2021年 1月 4—7日，降温最为明显，
全市各地最低气温分别降至：银川市

区-23.1益、贺兰县-23.5益、永宁
县 -23.8益、灵武市-26.9益，均为该
时段 1961年以来历史极值。2021年
1月中旬以后，气温迅速回升且持续
异常偏高，2021年 2月 20—21日，全
市日最高气温 20.3益，突破 2月日最
高气温纪录。前冬、后冬平均气温之

差创 1961年以来最高纪录。
春季沙尘过程多、强度强、范围

大。春季沙尘天气频发，其中 3月 15
日出现 2002年以来强度最强、范围
最大的强沙尘暴天气过程。3月 14日
后半夜，全市出现 4耀5级偏北风，阵风
6耀8级，同时伴有沙尘天气；15日 4时
沙尘天气达到最强，最小能见度降低

至 200米耀225米，达到强沙尘暴等级。
4月全市平均气温日较差创新低。

4月由于最高气温偏低，最低气温偏
高，全市平均日较差仅为 11.8益，较
常年同期偏低 3.1益，全市各地偏低
2.7益耀3.8益，均创 1961年以来新低。

春季降水异常偏多，首场透雨强

度强。春季全市平均降水量 59.7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 60.1%，3—4月降水
量异常偏多，全市平均降水量 46.5毫
米，偏多近 2倍，为 1991年以来最多。
各地中雨以上日数 1耀3天，除永宁县
外，其他地区偏多 0.8耀1.9天，其中灵
武市创 1961年以来新高。3月 30日夜
间至 31日白天，银川市迎来首场透
雨，全市普降小到中雨，贺兰山一带达

中到大雨，为 1961年以来最早的区域

性大雨过程。

夏季降水量创新低，气象干旱严

重。夏季全市降水量偏少，平均降水

量仅 29.1毫米，为 1966年以来最少
记录；6月 1日至 8月 15日持续异常
少雨，7月降水量（2.8 毫米）为 1961
年以来最少值；2021年是 1961年以
来唯一夏季降水量小于春季降水量

的年份。由于持续少雨和气温异常偏

高，气象干旱发展迅速，7月上旬全市
达重度干旱，8月 14日全市达特旱。

夏季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

强、范围大。夏季全市平均高温（逸35益）
日数10.5天，其中，银川市区 11天、贺
兰县 15天、永宁县 4天、灵武市 12天，
除永宁县外，均创 1961年以来新高。
7月 8—16日、18—19日、29—31日
出现 3次持续高温过程，其中，贺兰
县最长持续高温日数达 7天，为1961
年以来最长。

9月气候异常暖湿，历史罕见。在
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各月气温上升趋

势显著，但 9月上升幅度小，低温频率
高，降水偏多且频率最高，多雨常伴随

低温。9月，气温异常偏高，为 1961年
以来同期第 2高值；降水异常偏多，为
第 4多值，是 1961年以来唯一气温偏
高、降水偏多的 9月，“暖湿”特点突
出，历史罕见。

秋雨多、强度强。2021年，华西秋
雨异常偏多，受其影响，银川市 8月 18
日开始进入多雨时段。8月 18日至 11
月 7日，全市平均降水量 81.6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 53.4%；各地中雨日
数为 1耀2天，除灵武市较同期偏少 0.3
天外，其他地区较同期偏多 0.6耀0.8天，
灵武市大雨日数为 1天，与记录持平。
9月 14—15日，全市出现中到大雨，贺
兰山沿山、永宁县闽宁镇出现暴雨，贺

兰山沿山镇北堡段出现大暴雨，最大降

水量出现在贺兰山沿山甘沟，为 113.3
毫米，灵武站 15日降水量 44毫米，为
秋季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最大值。

【矿产资源】 银川地区矿产资源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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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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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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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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东麓具有日照充足、热
量丰富、降水量少、昼夜温差大等优势，

是世界优质葡萄栽培的最佳生态区

之一。银川湿地是中国西部以及东

亚—澳大利西亚鸟类重要的迁徙路

线和栖息繁殖地，有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银川湿地有野生鸟类 241种，隶属
18目 54科，有国家 I级保护动物遗
鸥、黑鹳、白尾海雕、金雕、小鸨、大

鸨、中华秋沙鸭等 7种，国家域级保
护动物大天鹅等 20种，自治区级保
护动物 24种。银川湿地有维管植物
66科 159属 255种，包括蕨类植物门、
裸子植物门、被子植物门等。鱼类是

银川湿地重要的水产资源，银川湿地

有鱼虾类 5目 14科 3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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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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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干渠有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

西干渠等，配套排灌干支斗渠千余条，

长数千千米，形成灌有渠、排有沟的

完整灌排水体系。

【湖泊湿地】 银川湿地位于中国西部

干旱地区的宁夏平原，主要分布在黄

河冲积平原和洪积冲积平原，分布密

度大、范围广、数量多，在西部干旱地

区少见。银川市有湿地面积 5.31万公
顷，其中湖泊湿地 0.97万公顷、河流
湿地 2.17万公顷、沼泽湿地 0.43万
公顷、库塘人工湿地 1.74万公顷。全
市有自然湖泊、沼泽湿地 200个，其
中面积在 100公顷以上的湖泊、沼泽
20多个。银川市有 5处国家级湿地公
园（鸣翠湖、阅海、黄沙古渡、宝湖、

鹤泉湖）、1处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黄
河外滩）、6处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市
区湿地率 10.65%，湿地保护率83%。
银川市于 2018年 10月 25日获评全

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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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年），秦灭六国后今银川为北地郡
属地。汉元鼎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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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连勃勃建大夏国后，改建为“丽子

园”，为大夏王的行宫、御花园。北周

置怀远郡、怀远县。唐仪凤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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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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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继迁
之子李德明在怀远镇修建都城，改名

“兴州”。后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升兴州

为兴庆府。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
元昊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蒙古中统

二年（1261年），以西夏故地建西夏中
兴等路行省。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改设宁夏府路行中书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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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市城市湿地景观 （银川市自然资源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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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改制为宁夏府，辖州县。中华民

国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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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在宁夏城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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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1月，宁夏从甘肃分出，成为独立行省，
下辖 13县、2旗、3设治局，其中在今
银川市境内的有贺兰县、永宁县、宁

朔县、灵武县。1944年 1月，宁夏省政
府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议以宁夏

省城设置银川市。1947年 4月 18日，
银川市正式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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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所在地。1958年 10月 25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为自治区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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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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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具有行政建制意义的银川市，并

一直沿用至今。“银川”作为古地名，始

见于唐天宝元年（742年）。《元和郡
县图志》卷四载：北周保定二年“置

银州，因谷为名，旧有人牧骢马于此

谷，虏语骢马为乞银……天宝元年为

银川郡。”《新唐书·地理志》亦载“银

州银川郡”。但是上述银州和银川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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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17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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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渠碑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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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各县（市）区共辖 27
个街道办事处、20个镇、6个乡和 293
个居民委员会、282个村民委员会。

【人口】 2021年，银川市年末常住人
口 28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03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 234.7万人，占总

人口的 81.44%；回族人口 67.3万人，
占总人口的 23.35%；女性人口 141.2
万人，占总人口的 48.99%。人口出生
率 10.97译，死亡率 4.18译，人口自
然增长率 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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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地位。

【民族宗教】 银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地区，据统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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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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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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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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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于 17世纪末传
入银川，主要教堂有银川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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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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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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授予“中华喜鹊之乡”称号。

【旅游资源】 银川市历史文化悠久，

雄浑的大漠景致、秀丽的塞上风光、

古老的黄河文化交相辉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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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陵遗址、镇北堡西部影城等，

东有黄沙古渡、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

水洞沟遗址旅游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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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海、

宝湖、鸣翠湖、鹤泉湖等湖泊水系景

观。银川人居环境优美，拥有首批十

大“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全球首

批国际湿地城市”“中国最具生态竞争

力城市”等城市荣誉，有“塞上江南”

“鱼米之乡”等美称。

（陈 璐）

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

【概况】 2021年，银川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2262.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6.3%。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83.83亿元，增长 6.1%；第二
产业增加值 1028.32亿元，增长 6.0%；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50.81亿元，增长
6.5%。三次产业结构为 3.7颐45.4颐50.9，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7%、
40.2%和 56.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21年，银川
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4%。其
中，食品烟酒类比上年上涨 1.6%，衣
着类比上年下降 0.5%，医疗保健比上
年上涨 2.6%，教育文化和娱乐类比上
年上涨 1.5%，居住类比上年上涨 0.1%，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比上年上涨 1.0%，

交通和通信类比上年上涨 3.9%，其他
用品和服务比上年下降 1.2%。商品零
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涨 2.0%。

【地方财政收支】 2021年，银川市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 261.11亿元，比上年
增长 5.2%。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1.19亿元，比上年增长 8.9%。其中，
税收收入 122.45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 71.5%。全年完成地方财
政支出 361.13亿元，比上年下降18.3%。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2.15亿元，
比上年下降 12.1%。其中，公共安全支
出比上年下降 15.9%，教育支出比上
年下降 15.9%，科学技术支出比上年
增长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比
上年增长 14.4%，卫生健康支出比上年
下降 8.1%，节能环保支出比上年下降
36.5%，城乡社区支出比上年增长2.7%。

【农业】 2021年，银川市完成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173.20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5.5%。其中，农业产
值 87.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林
业产值 1.10亿元，比上年增长 93.2%；
牧业产值 63.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渔业产值 11.36亿元，比上年
增长 1.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9.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2%。全年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80960公顷，比上年下降
0.2%。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6740公顷，
比上年下降 27.5%。蔬菜播种面积
40286.67 公顷，园林水果播种面积
23720公顷。全年粮食产量 70.47万吨，
比上年增长 1.8%，其中，小麦产量 3.85
万吨，比上年下降 24.7%。蔬菜产量
140.86万吨，比上年下降 1.2%。园林
水果产量 17.47 万吨，比上年增长
73.6%。禽蛋产量 2.28万吨，比上年下
降 17.1%。牛奶产量 87.37万吨，比上年
增长 33.9%。水产品产量 7.62万吨，
比上年增长 0.6%。全年肉类总产量
6.19万吨，比上年增长 7.4%。其中，猪
肉产量 1.75万吨，比上年增长 11.0%；市民在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 （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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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产量 1.95万吨，比上年增长 1.8%；
羊肉产量 1.85万吨，比上年增长14.6%；
禽肉产量 0.64万吨，比上年下降2.5%。
年末牛存栏 35.93万头，其中奶牛存栏
23.33万头；生猪存栏 15.20万头，羊只
存栏数 97.31万只，家禽数 196.63万
只。全年农村用电量 4.01亿千瓦时，
比上年增长 20.1%。

【工业和建筑业】 2021年，银川市工
业增加值844.95亿元，比上年增长7.8%。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6%。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轻重工看，轻

工业增加值增长 20.3%，重工业增加
值增长 7.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
业增加值增长 18.9%，股份制企业增
加值增长 8.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增加值增长 3.9%。全市规模以上
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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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

长 9.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增长 7.4%，煤炭采选业增长 16.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6.4%，
纺织业增长 54.0%。六大高耗能行业
增加值增长 2.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为 58.3%；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 35.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为 12.9%。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 36.9%，
工业产销率为 97.9%。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 3334.12亿元，比上年增
长 38.7%；营业成本 2718.71亿元，比
上年增长 39.9%；实现利润总额
268.54亿元，比上年增长 96.4%。工业
品出口交货值 47.89亿元，应收账款
479.12亿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负债率 63.4%，比上年末下降1.4
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 27.3%，亏损
企业亏损额 54.31亿元。全年规模以
上非公有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86.35亿元，比上年增长 38.2%。全年
全市具有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 460
个，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498.20亿元，
比上年增长 5.9%。其中，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实现产值 201.05亿元，比上
年增长 9.8%；建筑装修、装饰业实现
产值 3.82亿元，比上年下降 5.6%。房
屋建筑施工面积 1405.87万平方米，比
上年下降 2.3%；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615.2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2.7%。

【服务业】 2021年，银川市服务业实现
增加值1050.81亿元，比上年增长 6.5%。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01.22
亿元，增长 5.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 94.18亿元，增长 11.6%；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26.34亿元，增
长 12.1%；金融业增加值 225.09亿元，
增长 1.6%；房地产业增加值 124.35亿
元，与上年持平；营利性服务业增加

值 197.57亿元，增长 9.2%；非营利性
服务业 375.83亿元，增长 9.3%。

【固定资产投资】 2021年，银川市固
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3.6%。分投
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比上年下降

18.0%，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上年增长
4.1%。从投资结构看，第一产业投资
比上年增长 187.8%，第二产业投资
比上年下降 2.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
年下降 7.7%。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比
上年下降 10.9%。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
投资 325.79亿元，比上年增长 4.6%。
其中，住宅开发投资 234.13亿元，比

上年增长 5.9%。商品房施工面积
3704.8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4%。
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2433.28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 1.3%。商品房销售面
积 641.57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4.7%。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28.2万
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21.7%。全年商
品房销售额 490.67亿元，比上年下
降 9.8%。其中，住宅销售额 430.1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2%。商品房待售
面积 649.77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2%。其中，住宅待售面积 174.16万
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2.5%。

【国内贸易】 2021年，银川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8.69亿元，比上
年增长 2.3%。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4%，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2%。分行业看，
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0%，住宿餐饮业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4.3%。分经济类型看，国有经济零售
额比上年增长 0.4%，集体经济零售额
比上年下降 1.4%，股份制经济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 1.5%，私营经济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0.9%，个体经济零售额比上
年增长 3.0%，其他各种经济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18.6%。在限额以上企业商
品零售中，粮油、食品、饮料及烟酒类

比上年增长 4.5%，服装、鞋帽、针纺织

2021年 10月 16日，银川市举办 2021（第 14届）中国·银川国际汽车博览会
（银川市商务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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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比上年下降 0.9%，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比上年增长 14.1%，金银
珠宝类比上年增长 16.6%，石油及制
品类比上年增长 9.1%，通信器材类比
上年下降 17.2%，体育、娱乐用品类比
上年下降 26.0%，汽车类比上年下降
1.2%。全年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
交额 237.18亿元，比上年增长 7.6%。

【对外经济】 2021年，银川市实现进
出口总额 132.07亿元，比上年增长 1.1
倍。其中，出口总额 109.47亿元，比上
年增长 1.4倍；进口总额 22.60亿元，
比上年增长 27.7%。全年新批外资企
业数 21个；合同外资金额 1.70亿美
元，比上年下降 23.0%；实际利用外资
1.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0%。

【交通运输】 2021年，银川市铁路客
运量 429.4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5.6%；
铁路货运量 717.74万吨，比上年增长
21.6%。民航客运量 325.20万人次，比
上年下降 1.6%；民航旅客周转量 47.82
亿人/千米，比上年增长 4.5%；民航货
运量 2.19万吨，比上年下降 24.0%；
民航货运周转量 3238.50万吨/千米，
比上年下降 11.8%。年末全市各种民
用汽车保有量 109.09万辆，比上年
增长 9.1%，其中，年末私人汽车保有
量 103.23万辆，比上年增长 9.2%。

【邮电通信】 2021年，银川市邮政行
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6.75亿元，比上
年增长 25.4%。其中，邮政公司累计收
入完成 6.27亿元，比上年增长 20.4%，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0.48亿元，
比上年增长 28.7%。全年定销报纸业
务累计完成 3684.96万份，比上年增
长 26.3%；杂志业务累计完成 165.74
万份，比上年下降 14.5%；邮政函件
业务量累计完成 161.02万件，比上年
下降 13.8%。年末本地固定电话用户
23.10万户，比上年下降 8.5%；年末移
动电话用户 377.61万户，比上年增长
3.3%；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36.57

万户，比上年增长 10.7%。

【旅游产业】 2021年，银川市接待国
内游客 1917.8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4.1%；接待入境游客 0.82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9.2%。国内旅游总收入
125.38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旅游
外汇收入 298.2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2.2%。全市有旅行社143家。其中，
国际社 25家，国内社 118家。全市有
旅游星级饭店 31家。其中，四星级 19
家，三星级 12家。

【金融和保险】 2021年年末，银川市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4691.32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4.5%。其中，住
户存款 2323.50亿元，增长 8.7%。年
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额 5979.6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8.0%。
其中，中长期贷款 4288.04亿元，比上
年增长 8.5%；短期贷款 1104.76 亿
元，比上年下降 1.1%。全年实现保费
收入 122.93亿元，比上年增长 0.6%。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34.11亿元，比
上年下降 7.0%；人身险保费收入 88.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全年支付各
项赔款及给付额 38.04亿元，比上年
下降 0.8%。其中，财产险赔付 22.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人身险赔付
15.77亿元，比上年下降 8.5%。

【教育和科技】 2021年年末，银川市
有研究生培养单位 3个，招生 4257人，
比上年增长 5.0%；在学研究生 11047
人，比上年增长 19.5%；毕业生 2596
人，比上年增长 19.7%。普通高等院
校 16 所，招生 4.01 万人，比上年增
长 4.1%；在校生 14.02万人，比上年
增长 17.0%；毕业生 2.88万人，比上
年增长 0.7%。成人高校 1所，在校生
273人，毕业生 377人。中等职业学
校 16 所，招生 1.29 万人，比上年增
长 8.5%；在校生 3.54万人，比上年增
长 3.1%；毕业生 1.04万人，比上年增
长 1.1%。普通高中 28所，招生 1.99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在校生 5.78
万人，比上年增长 3.8%；毕业生 1.75
万人，比上年下降 4.4%。初中学校 59
所，招生 2.93万人，比上年增长 0.4%；
在校生 8.83万人，比上年增长 1.9%；
毕业生 2.77万人，比上年增长 4.5%。
普通小学 202所，招生 3.78万人，比
上年下降 0.6%；在校生 21.07万人，
比上年增长 5.4%；毕业生 2.89万人，
比上年下降 0.2%。特殊教育学校 4所，
招生 60人，比上年下降 56.8%；在校
生 752人，比上年下降 4.6%；毕业生
89人，比上年下降 9.2%。幼儿园 475
所，在园幼儿 10.72 万人，比上年增
长 8.6%。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114.6%，
小学六年巩固率 105.2%，初中三年巩
固率 99.7%。资助困难学生 31780人
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843 件，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9.94件。

【文化卫生和体育】 2021年年末，银
川市拥有艺术表演团体 12个，文化艺
术馆、文化馆 8个，公共图书馆 8个，
博物馆 1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1处。广播电台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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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广播电视覆
盖用户 114万户。全市拥有卫生机构
1350个，其中医院和卫生院 116个
（医院 80个）。卫生机构床位 17985
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 16691张。
卫生技术人员 29473人。其中，执业
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 11326人，注册
护士 13620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个，卫生技术人员 224 人；妇幼保健
机构 6个，卫生技术人员 1730人；乡
镇卫生院 36个，床位数 567张，卫生
技术人员 1166人。卫生监督所 7个，
卫生技术人员 101人。全市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 99.8%。全年获
得全国冠军 1个，获得金牌 4块，银
牌 1块，铜牌 2块。

【人民生活】 2021年，银川市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 6.43万人，年末城镇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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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 4.34%，比上年末上涨 0.47个
百分点。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42412元，比上年增加 2996元，增
长 7.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29073元，比上年增长 9.0%。城镇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27.0%。全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70元，比
上年增加 1742元，增长 10.6%。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4668元，比
上年增长 10.1%。农村居民家庭恩格
尔系数为 31.9%。生态移民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162元，比
上年增长 18.3%。

【社会保障】 2021年年末，银川市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 152.56万人，比上年
增长 4.3%。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108.1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 38.09万人。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 209.42万人，比上年增长3.9%。
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92.25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 117.17万人。参加失业保险 64.79万
人。年末全市拥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41个，共有床位 9533张。全市享受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1.28万
人，全年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 0.82亿元；农村享受最低保障人数
2.16万人，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
1.1亿元。使用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7346

万元，城乡特困人员享受医疗救助人

数 9.51万人次。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
务站 293个。全年筹集社会公益资金
511万元，接受社会捐赠 763.4万元。

【城市建设】 2021年年末，银川市城
市建成区面积 194.69平方千米。城市
道路长度 774.4千米，城市道路面积
2819.4万平方米。污水年排放量 18348
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 97.8%。年末建
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8090.90公顷；年末
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 8013.09公顷，建
成区公园绿地面积 2566.77公顷。全
市公共汽车线路 192条，公共汽车运营
车辆 1797辆；公交标准运营车辆2325.7

标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11.7标台。

【环境与应急管理】 2021年，银川市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实况）307天，
优良天数比例（实况）84.1%。区域噪声
平均值 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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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银川段水质达二类。全
年完成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95个，投入资金 17.16亿元。全年发生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61起，死亡 62人，
受伤 30人。亿元 GDP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人数 0.027人。道路交通生产安
全事故 24起，死亡 25人，受伤 23人。

（陈 璐）

银川市城区风貌（图为华雁湖）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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