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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山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古称河东，省会太原市。山

西东依太行山，西、南依吕梁山、黄河，北依长城，与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等省区为

界，柳宗元称之为“表里山河”。 

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

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总面积 15.67 万平方公里，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

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80%以上。 

山西行政区轮廓略呈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全省总面积 15.67 万平方公里，2019

年底常住人口为 3729.22 万人，辖 11 个设区市，117 个县级行政单位。辖区地理坐标为北

纬 34°34′~40°44′，东经 110°14′~114°33′。 

自然环境 

    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貌从总体来看是一个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

原，整个轮廓略呈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有山地、丘陵、高原、

盆地、台地等，其中山地、丘陵占 80%，高原、盆地、台地等平川河谷占 20%。大部分地区

海拔在 1000 米以上，与其东部华北大平原相对比，呈现为强烈的隆起形势。最高处为东北

部的五台山叶头峰，海拔达 3058 米，是华北最高峰；最低处为南部边缘运城垣曲县东南西

阳河入黄河处，海拔仅 180 米。境域地势高低起伏异常显著。  

  山西境内山峦叠嶂，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总的地势是“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山

地和丘陵隆起，中部为一列串珠式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东部是以太行山为主脉形成的

块状山地，由北往南主要有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等，其山势挺

拔雄伟，海拔在 1500 米以上。西部是以吕梁山为主干的黄土高原，自北向南分布有七峰山、

洪涛山和吕梁山脉所属的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黑茶山、关帝山、紫荆山、龙门山等主

要山峰，海拔多在 1500 米以上，关帝山海拔最高达 2831 米。中部由北而南珠串着彼此相

隔的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等“多”字形断陷盆地，东南部还有较为独特的长治高

原断陷盆地。全省主体轮廓很像一个“凹”字形。  



境内中部及东南部的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盆地，以及分布在东西太行

吕梁山两山之间的中小盆地及河流谷地，为省内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 

综  合 

据 2019 年人口抽样调查，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729.2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0.88 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2220.75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59.55%，比上年末提高 1.14 个百分

点。全年全省出生人口 33.97 万人，人口出生率 9.12‰；死亡人口 21.79 万人，死亡率 5.85‰；

自然增长率 3.27‰。  

  年末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1.87%，比上年末提高 1.02 个百分点。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026.6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24.72 亿元，增长 2.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4.8%；第二产业增

加值 7453.09 亿元，增长 5.7%，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43.8%；第三产业增加值 8748.87 亿

元，增长 7.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51.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5724 元，按 2019 年平均汇率计算为 6628 美元。 

农  业 

  全年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 3524.5 千公顷，比上年减少 30.8 千公顷。其中，粮食种植面

积 3126.2 千公顷，减少 10.9 千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99.8 千公顷，减少 12.1 千公顷；蔬菜

种植面积 180.4 千公顷，增加 3.4 千公顷。在粮食种植面积中，玉米种植面积 1715 千公顷，

减少 32.6 千公顷；小麦种植面积 546.8 千公顷，减少 13.5 千公顷。果园面积 374.9 千公顷，

增加 11.6 千公顷。  

  全年全省粮食产量 1361.8 万吨，减少 18.6 万吨，减产 1.3%。其中，夏粮 227.7 万吨，

减产 1.0%；秋粮 1134.1 万吨，减产 1.4%。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3%。其中，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 4.1%，非

煤工业增加值增长 6.5%。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7.4%。其中，新能

源汽车产业增长 61.6%，节能环保产业增长 12.1%，新材料产业增长 9.8%，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增长 5.9%。  

  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112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分门类看，

采矿业 8294.1 亿元，增长 4.7%；制造业 10495.4 亿元，增长 4.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2333.9 亿元，增长 5.4%。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省、农户）增长 9.3%。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10.1%，民间投资增长 7.9%。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投资增长 9.7%；外商及港澳台商企业投资下降 9.2%。  

  分构成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9.4%，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下降 3.7%，其他投资增

长 24.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6.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5.3%，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5.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4%，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3.9%。  

  工业投资中，企业技改投资增长 20.9%；制造业投资增长 0.1%；煤炭工业投资增长 16.7%，

非煤工业投资增长 3.1%。  

  全年全省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10871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3110 个，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11.1%。  

  全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1656.5 亿元，增长 20.3%。其中，住宅投资 1296.5 亿元，增

长 25.4%；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38.4 亿元，下降 9.6%。  

国内贸易 

  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09.2 亿元，增长 7.8%。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 6408.5 亿元，增长 7.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500.7 亿元，增长 8.6%。按消费形态统计，

商品零售额 7242.3 亿元，增长 7.7%；餐饮收入额 666.9 亿元，增长 8.9%。  

对外开放及开发区 

  全年全省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72 家；按全口径统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13.6 亿美元，下降 42.5%。  

  全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9.2 亿美元，增长 89.0%，完成营业额 15.8 亿美元，

增长 12.3%。 

  年末全省纳入统计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 64 个，全年区内税收收入 63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8.8%； 

金  融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8381.4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29 亿元，比年初

增长 8.6%。各项贷款余额 28119.4 亿元，比年初增加 2752.4 亿元，增长 10.9%。  

  年末全省农村金融合作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

余额 8358.8 亿元，比年初增加 681 亿元，比年初增长 8.9%；人民币贷款余额 5315.9 亿元，



比年初增加 550.6 亿元，增长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