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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腾飞跨越七十载  北疆明珠正璀璨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市统计局  本报编辑部 
 
    寒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个春秋，伴随着祖国日益强大的步
伐，鄂尔多斯也走出了自己的壮阔征程，从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从荒凉闭塞到现代名城，从黄

沙漫漫到天朗气清，从缺衣少食到市强民富。70年砥砺奋进，70年硕果累累，如今的鄂尔多斯，
一举跨越成为全区经济的排头兵，成为全国改革开放 30 年十八个典型地区之一和全国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五个典型城市之一，率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成为首批全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创造了西部落后地区走向崛起腾飞的发展奇迹，实现了从沙尘肆虐的贫瘠高原蜕变成为

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璀璨明珠的华丽转身! 
    沧桑巨变： 
    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繁荣 
    经济总量实现腾飞。194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仅 1526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8元。1978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到 3.4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44元。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驶入
快车道，198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亿元，1998年突破 100亿元，2007年突破 1000亿元，2010
年达到 2643.2亿元，跃升全区第一。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763.2亿元，列全国地级区
域第 54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81486元，与深圳、东营一起位列全国三甲。十年一次的数
字跨越，见证着鄂尔多斯的腾飞! 
    地方财力显著增强。1950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 92万元，人均财政收入 2.2元。经过 70
年的奋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89年突破 1亿元，2001年突破 10亿元，2008年突破 100亿元。
到 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433.5亿元，列全区第一位、全国地级区域第 36位，占全区
比重达 23.3%，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2.1万元。2018年每天创造的财政收入相当于 1950年全年
的 129倍!充足的地方财力有力保障着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 
    发展速度表现亮眼。按可比价计算，1949年至 2018年（以 1949年为基期，下同），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1381倍（全国 1952年以来增长 176倍，全区 1949年以来增长 594.8倍），
比 1949年翻了十番!年均增长 11.0%，分别高于全国（1952年以来）、全区（1949年以来）2.9和
1.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83倍（全区 136.8倍），年均增长 8.5%。2018年地方财政
收入比 1950年名义增长 4.7万倍，年均增长 17.1%。人均财政收入比 1950年名义增长 9500多倍，
年均增长 14.4%。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数字背后，是 70年来鄂尔多斯人努力奋斗创造的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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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风破浪： 
    从一叶扁舟走向千帆竞发 
    产业结构日趋优化。1949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86∶10∶4，农牧业经济占主导，工业基
础十分薄弱，服务业占比极微。改革开放初期，全市三次产业结构转变为 45∶28∶27，到 1993
年调整为 31.9﹕38.2﹕29.9，第二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实现了由农牧业为主向以工业经济为
主的历史性转变。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为 3.1:52.3:44.6，逐步形成“一产稳中求进、
二产转型升级、三产做大做优”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粮仓牧场更加现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70年来，全市农牧
业呈现稳步发展态势，生产方式由传统依靠人力逐步走向现代化。农业总产值由 1949年的 4663.6
万元增长到 2018年的 198.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20倍，年均增长 4.5%。
粮食产量由 12.2 万吨增长到 148 万吨；蔬菜产量由 3.1 万吨长到 42.8 万吨；猪牛羊肉总产量由
0.4万吨增长到 14.8万吨。机械化能力从无到有，到 2018年，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239.6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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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得到广泛推广。 
    工业经济有力支撑。1949年，全市仅有 6户工业企业，到 1978年增加到 338户，工业总产
值由 197 万元增加到 12509 万元。改革开放后，工业经济发展加快，到 2000 年，规上工业总产
值达到 89 亿元。进入新世纪，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全市工业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呈现
翻番式增长，2002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亿，2008年突破 1600亿，成为自治区第一。
2018年，全市工业企业超过 3000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02户，实现总产值 3472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70年来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约 4420倍，年均增速达 12.9%!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1949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 61万元，到 1978年也只有 9240万
元。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随市场繁荣而日益兴旺，1994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 10 亿元。进入
新世纪，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200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
100亿元，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 167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49年实际增长 2904
倍，年均增长 12.3%! 
    开拓进取： 
    从传统动能走向创新驱动 
    能源转化引领全国。1949 年，全市只有 10 多个小煤窑，原煤产量仅 6.8 万吨，丰富的资源
储量未得到开发利用。进入新世纪，鄂尔多斯紧抓国家能源战略西移的机遇，开启规模化生产阶

段，2004 年煤炭产量突破 1 亿吨，成为全国产煤最多的地级市。“十五”以来，全市提早转型，
形成了规模可观、产品丰富的煤化工产业链，煤化工产能达 1621 万吨。2018 年，全市原煤产量
6.2亿吨，是 1949年的 9000多倍，五分之一实现就地加工转换，发电量 1035.1亿千瓦时，主要
能源转化产品煤制油、乙二醇、聚丙烯、聚乙烯、尿素产量分别达 102.8万吨、29.8万吨，102.5
万吨、168.1万吨和 234.2万吨。已成为国家 14个大型煤炭基地、9个煤电基地、4个现代煤化工
产业示范区之一。 

 
    新兴产业落地生根。70年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同时，鄂尔多斯也在积极探索转型之路。
上世纪 70 年代，羊绒产业异军突起，如今鄂尔多斯品牌价值已超千亿，蝉联全国纺织服装行业
第一。上世纪 80年代，化工行业突破壁垒，如今已形成规模庞大的化工产业集群。进入新世纪，
战略型新兴产业开始布局，金融、房地产、文化、旅游、会展、休闲养老等服务业也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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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市新能源发电量达 46.4亿千瓦时；汽车产量超过 1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1.2万辆；
光电子器件 6746 万片；旅游人数达到 1453.8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441.3 亿元；金融机构存贷款
余额分别达 3754亿元和 3228亿元。 
    独树一帜： 
    从偏远凋敝走向现代名城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1949年，公路通车里程仅 138公里，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公路、高铁、
机场从无到有，构建起公路、铁路、航空相结合的立体化交通体系。1987年，包神铁路建成通车，
结束了长期以来无铁运的历史；2005 年，鄂尔多斯机场正式奠基，2007 年通航，航空网络开始
布局；2016年，第一列动车开始运营，步入高铁时代。到 2018年,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 24037公
里，铁路通车里程 2308.7公里。机场全年共营运航线 50条，通航城市 56个，开通了至韩国、越
南、泰国、俄罗斯等国际航班航线。 
    居民生活日趋便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居民基本用水用电无法满足；商业萧条，只有一个邮
政营业点。70年来，城市建设步伐显著加快，已构建起完善的水、电、通讯基础供应网络。2018
年，全市供热面积达 9977.9万平方米，燃气普及率达 88.08%，污水处理率达 98.20%，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为 98.93%，多项指标均高于全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商贸、物流和信息化水平也不断
提高。2018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702.4亿元，年均增长 15.5%；邮电业务收入达 21.2
亿元；固定电话用户 16.5万户，手机电话用户 251.9万户，互联网普及率 71.8%，国家智慧城市、
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扎实推进。 
    现代名城耀眼夺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伊克昭盟唯一的县城东胜县占地仅 0.25平方公里，偏
远落后，贫困荒凉。经过 70 年精心打磨，城市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 年，全市建成区
面积达 269.7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 0.12%提高到 2018年的 74.5%，先后荣获了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众多荣誉称号。规划磅礴大气，设计新颖独

特，文化底蕴深厚、风景优美怡人的康巴什区更是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城市景观为载体申报被批准

的国家 4A 级旅游区。一座兼具现代与古典文化魅力，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塞上新城展现在世人眼
前。 
    成绩斐然： 
    从黄沙漫漫走向绿水青山 
    筑牢北疆生态屏障。新中国成立初期，鄂尔多斯曾是受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双重危害的地区，
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盘踞境内，每年向母亲河黄河输入大量泥沙，气候条件恶劣，十年九旱。

70年来，鄂尔多斯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建设模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
沙害基本消失，气候明显改善，生态状况实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性改变。2017年，
规模盛大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胜利召开，是对鄂尔多斯

生态治理模式的极大肯定。2018年，全市森林资源总面积达 2337.4千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26.9%，
植被覆盖度稳定在 70%以上，建成区绿地率达 41.3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92天。先后获评国家
园林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 
    聚力实现绿富同兴。在环境变绿的同时让老百姓变富，70年来鄂尔多斯一直在探索。环境治
理过程中，鄂尔多斯大胆创新，坚持实行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推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

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造林政策。广大农牧民、企业承包沙地造林的热情高涨，众多农牧民在

治沙过程中脱贫致富。2018年，库布其沙漠亿利生态示范区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形成了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

一体”的生态产业综合体系。沙产业、草产业、生态牧业、沙漠旅游也成为了农牧民致富增收的

主要方式之一。 
    百花齐放： 
    从知识匮乏走向先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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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硕果盈枝。1949 年，全市科技发展落后，科研人员和机构极其短缺。70 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技术也有了成长土壤和利用空间。截至 2018 年末，全市共拥有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82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家，自治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6家；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 1 家，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5 家；自治区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16 家；国家和自治区
各类园区基地 17 个；国家和自治区级众创空间 41 个。年内取得各类科技成果 44 项，提交专利
申请 2248件，其中，授权专利 1456件，增长迅速。先后被国家确定为全国技术创新示范城市、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教育事业突飞猛进。1949年，全盟只有一所中学，在校学生 192人，小学 16所，在校学生
2215人，文盲率 95.79%。70年来，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在全区率先实行了九年义务基础教育，
2007年后陆续创办了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鄂尔多斯生态环境
职业学院和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填补了没有高等院校的历史空白。人口文化素质逐年提高，

2010年文盲率已下降为 5.44%。到 2018年全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 4所，普通中专和职业高中（含
成人中专）11所，普通中小学 206所，幼儿园 349所，拥有在校学生 35.3万人，是 1949年的 147
倍。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温饱是首要问题，精神文化生活极度贫乏。70年
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2018年，全市
拥有文化馆、群众艺术馆 10个，组织文艺活动 1303场次；拥有公共图书馆 9个，博物馆 10个；
拥有艺术表演团体 10个，《森吉德玛》《库布其》等 57部优秀文艺作品获国家和自治区奖项；博
物馆、图书馆、全民健身等场馆实现免费对公众开放，已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试范区。 
    医疗服务日趋完善。1949年，全市仅拥有卫生机构 5所、卫生技术人员 30人，人民健康水
平低下。随着地方财力日益充实，医疗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医护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全市卫生事

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8 年全市地方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达 34.6亿元，拥有卫生机构 1779
所、卫生技术人员 15463人，分别是 1949年的 356倍和 515倍。床位数从无到有，增长到 12379
张。市—旗—乡—村四级卫生服务网络日趋完善，千余家“两定”医疗机构建立医保统一结算通

道，群众就医渠道不断拓宽。 
    民生安泰： 
    从解决温饱走向全面小康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缺衣少食，生活困难，经过 30 年的奋斗，
到 1978 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为 279 元和 194 元，基本实现吃饱穿暖。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到 2018 年，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6834 元和 18289 元，
是 1978年的 168倍和 94倍，年均增长 13.7%和 12.0%。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拓展，汽车、住房、
通讯、教育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每百户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拥有家用汽车数达 96.5辆和 54.6辆，
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 41.9平方米和 39.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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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社会保障尚属空白，经过 70 年的变革，社会保
障制度逐步建立。2018 年，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46.2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52.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116.1万人；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41.6万人；参加生育保险 32.4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32.5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 24.2 万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 619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494元。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完善，
整体保障水平进入全区前列。 
    悠悠七十载，岁月铸丰碑。鄂尔多斯 70 年的壮丽征程，是一部砥砺奋进的奋斗史，是一次
自我革新的伟大壮举，是几代草原儿女团结一心、不懈奋斗取得的光辉成就，是千千万万各界人

士携手努力、共同开创的崭新局面!风从草原吹过，一座年轻的城市正面向新时代昂扬而立，踌躇
满志，整装待发，属于她的中国梦正在展开画卷。初心不忘，征程在前，牢记使命，未来可期，

让我们共同拥抱鄂尔多斯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