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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 1-2 季度
同比

±%

比重

(%)

全区生产总值（万元） 1157478 4.8 100.0

第一产业 41065 5.5 3.5

第二产业 593861 5.9 51.3

工业 504325 6.9 43.6

建筑业 89536 0.6 7.7

第三产业 522552 3.6 45.2

批发和零售业 84242 3.2 7.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9403 -2.4 6.9

住宿和餐饮业 39698 3.9 3.4

金融业 43458 7.4 3.8

房地产业 36460 3.1 3.1

其他服务业 238806 5.1 20.7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485 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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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88 10个 — —

总产值（万元） 1728548 10.3 -6.9 100.0
＃大中型 911970 13.7 -18.5 52.8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1152293 15.8 -11.2 66.7
煤电化产业园 257833 0.2 -14.8 14.9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540557 17.9 -63.0 31.3
重工业 1187991 7.2 4.9 68.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1516620 11.8 -9.2 87.7
外商及港澳台 211928 0.9 3.3 12.3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70202 15.8 1.8 9.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07307 1.1 -14.6 23.6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175595 -2.2 -16.2 10.2
非金属矿采选业 70451 -1.6 -0.3 4.1
金属制品业 60373 -4.4 26.6 3.5
医药制造业 63995 21.6 1.6 3.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84624 34.8 -112.6 22.3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371993 22.8 — 21.5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53950 7.2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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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614911 6.4 — 35.6
生物医药产业 66636 20.4 — 3.9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1614395 7.2 -9.8 —
＃出口交货值 26767 0.2 -111.1 —

注：本手册中“提高百分点”，为本期增速比同期增速提高的百分点。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186937 13.3 -35.2

水泥（吨） 1359546 -8.8 -10.1

平板玻璃（重量箱） 7694498 -8.4 24.8

钢化玻璃（平方米） 5590580 11.9 -0.4

夹层玻璃（平方米） 2307329 -4.6 -21.1

中空玻璃（平方米） 868417 -15.7 3.4

甲醇（吨） 240727 -13.6 -14.4

无缝钢管（吨） 49805 6.5 -7.0

中成药（吨） 195 7.8 -19.9

自来水（万吨） 946 1.8 7.2

商品混凝土（吨） 615668 -4.3 -12.0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12998 9.2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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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7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1344919 15.8 3.8

产成品（万元） 76220 52.1 26.2

资产合计（万元） 2220837 17.1 14.9

负债合计（万元） 1379713 20.3 16.3

税金总额（万元） 60013 48.8 83.0

利润总额（万元） 48870 -53.2 -58.9

亏损企业个数（个） 13 3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30630 225.6 227.3

应交增值税（万元） 47818 65.7 103.7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7524 0.4 5.2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979809 -6.4 -15.5

原煤消费量（吨） 1422756 -4.9 -23

电煤消费量（吨） 803166 13.5 -32.7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71483 0.6 -20.2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6656 90.2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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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637761 9.7 2.9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219693 19.9 31.2 34.4

＃民间投资 360094 23.2 26.1 56.5

＃工业技改投资 257056 51.8 -26.0 40.3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396299 7.1 -2.9 62.1

设备工器具购置 207524 23.9 1.7 32.5

其他费用 33938 -22.9 15.0 5.3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350 -96.0 -140.0 0.1

第二产业 423943 49.9 7.4 66.5

＃工业 423943 49.9 7.4 66.5

第三产业 213468 -26.4 -11.7 3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850 -64.3 -71.3 5.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80618 58.0 105.1 12.6

房地产开发 65045 -49.5 -47.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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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数（个） 18 -7个 —

施工面积（平方米） 812153 -16.7 -42.3

＃住宅 568962 -16.8 -42.5

商业营业用房 153920 -29.3 -36.4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37790 12.8 100.7

＃住宅 27662 -7.0 75.6

商业营业用房 300 -67.3 31.7

竣工面积（平方米） 11170 -81.2 -2439.0

＃住宅 11170 -81.0 —

商业营业用房 0 -100.0 -19.4

销售面积（平方米） 94126 -24.4 -26.5

＃住宅 89723 -9.6 -7.1

商业营业用房 2550 -83.0 -65.8

销售额（万元） 53773 -11.2 -20.2

＃住宅 52033 8.4 -8.9

商业营业用房 1344 -76.6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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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8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233238 15.6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8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6 14个 —
＃企业法人 43 14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694861 18.6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8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65 15个 —
＃企业法人 43 12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65484 16.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 8 -

国内贸易

住宿业 1-8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住宿业单位数（个） 52 6个 —

＃企业法人 17 -1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33042 18.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8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餐饮业单位数（个） 113 12个 —

＃企业法人 19 -2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47923 13.1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注：分劈数据为区外商贸法人单位在本区的产业活动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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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旅游接待及收入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1657559 3.3 -17.2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2106.61 2.2 -13.5

＃国外游客 0.03 -62.5 20.8

国内游客 2106.58 2.2 -13.6

＃过夜游客 732.48 -0.6 20.4

＃黑山谷 38.53 7.3 -14.0

金蝶湖文化公园 3.63 57.8 —

万盛科技馆 5.32 -22.9 —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895 26.3 75.7

＃黑山谷 895 26.3 75.7

金蝶湖文化公园 0 — —

万盛科技馆 0 — —

注：旅游数据由文旅局提供，黑山谷为黑山谷、万盛石林联合景区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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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36560 -47.2 -62.5

税收收入 17865 -52.6 -38.9

增值税 46 -99.7 -105.8

企业所得税 3552 -33.1 -28.6

个人所得税 1150 -6.4 -19.2

资源税 581 -51.4 -3.9

城市维护建设税 2673 -22.1 -26.6

房产税 2707 14.4 7.0

印花税 1342 11.4 -14.9

城镇土地使用税 4414 0.0 12.3

土地增值税 -649 -230.1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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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386 -219.9 -311.6

契税 2079 -42.4 5.2

非税收入 18695 -40.8 -133.5

专项收入 2202 17.1 7.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908 145.6 202.1

罚没收入 3200 177.5 49.2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1284 -51.9 -149.0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01 -97.7 -883.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246 1.2 37.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6844 16.9 62.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272 492.7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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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173983 18.2 31.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797 -27.8 -11.3

国防支出 84 -11.6 37.6

公共安全支出 9517 -22.2 -41.2

教育支出 29252 -1.7 -32.3

科学技术支出 768 109.8 152.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434 -9.0 -65.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597 89.5 75.7

卫生健康支出 13926 15.7 64.0

节能环保支出 6804 101.2 168.8

城乡社区支出 9482 113.9 184.4

农林水支出 11301 -14.5 -44.7

交通运输支出 5906 102.3 162.0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007 -50.1 -110.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299 -9.1 -123.7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864 -16.4 -53.0

住房保障支出 6467 34.2 32.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560 -53.0 23.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2121 -24.6 36.2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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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8月末 同比±%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758598 10.3 15.8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443243 9.5 0.7 82.1

定期存款 1081127 12.2 -1.0 61.5

活期存款 362116 2.3 3.9 20.6

单位存款 315355 13.9 55.7 17.9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04321 5.5 -16.4 100.0

单位贷款 682338 12.9 11.5 52.3

＃工业贷款 337805 7.3 -0.8 25.9

个人贷款 621983 -1.5 -52.6 47.7
贷存比（%） 74.2 -3.3点 -14.4 —
不良贷款（万元） 5468 -25.3 3.3 —

注：金融指标为核算口径，不含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民生村镇银行数据。

保险 1-8 月 同比±%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18148 -7.4 -53.1 100.0

＃人身险 13803 -9.6 -90.1 76.1

财产险 3987 1.1 17.5 22.0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3903 2.8 -42.1 100.0

＃人身险 930 25.7 12.1 23.8

财产险 2771 -5.1 -60.5 71.0

注：金融和保险数据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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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4122 -13.0 -1.7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3753 -24.1 -61.4

期末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42037 -25.4 -60.2

期末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6534 -20.2 -10.1

城镇居民 3178 -20.7 -11.1

农村居民 3356 -19.6 -9.1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2678 -20.1 -25.5

城镇居民 1533 -21.3 -20.5

农村居民 1145 -18.4 -33.9

注：社会保障数据由人社局和民政局提供。因国家医保平台上线系统不稳定和社保

系统维护，故暂未统计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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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招商引资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24 — —

合同引资（亿元） 201.64 — —

注：招商引资数据由投资促进中心提供，根据投资促进中心统计制度招商引资

指标有调整。

交通和邮政 1-8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3731 1.6 -19.7

注：交通和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其他指标

安全生产 1-8 月
去年

同期

同比

±%

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1起 1人 8起 9人 -7起-8人

煤矿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交通 1起 1人 7起 8人 -6起-7人

建筑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特种设备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其他 0起 0人 1起 1人 -1起-1人

注：按照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安全事故交通死亡指标本期与同期均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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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市场主体 1-8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283 -40.7 100.0

内资企业 481 -17.1 21.1

个体工商户 1800 -45.0 78.8

农民专业合作社 2 -33.3 0.1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26 -53.7 100.0

内资企业 44 -31.3 19.5

个体工商户 181 -57.1 80.1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50.0 0.4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规模以上服务业 1-7 月
同比

±%
比重(%)

法人单位个数（个） 31 4个 100.0

#交通运输业 8 0 25.8

其他服务业 20 3个 64.5

营业收入(万元） 76805 15.9 100.0

#交通运输业 24144 2.2 31.4

其他服务业 50659 23.7 66.0

注：市统计局只反馈季度增速数据,绝对额采用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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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

家标准于 1984 年首次发布，分别于 1994 年和 2002

年进行修订，2011 年第三次修订，2017 年第四次修

改。该标准（GB/T 4754-2017）由国家统计局起草，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批准发布，并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本标准

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代替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 GB/T 4754

—2011 相比，保留 GB/T 4754—2011 主要内容，对

个别大类及若干中类、小类的条目、名称和范围作

了调整；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制定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2006 年，修订第四版，简称 ISIC Rev.4）编制，

与 ISIC Rev.4 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修订后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仍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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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行业大类由 96 个增加至 97 个，增加了“土

地管理业”；行类中类由 432 个增加至 473 个（增

加了 41 个），调整新增 41 个；行类小类由 1094 个

增加至 1380 个，调整新增 286 个。2017 年新行业分

类共有 20 个门类、97 个大类、473 个中类、1380 个

小类。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 是按市场价格

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

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

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

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

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

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

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

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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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价值。在实际核算中，国

内（地区）生产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

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

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构

成。

三次产业 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世界上较为常用

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我国的

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

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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