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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 1 季度
同比

±%

比重

(%)

全区生产总值（万元） 526296 -0.4 100.0

第一产业 13361 1.8 2.5

第二产业 262059 5.5 49.8

工业 229517 5.4 43.6

建筑业 32542 6.1 6.2

第三产业 250876 -6.4 47.7

批发和零售业 39946 -6.1 7.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5882 -2.1 6.8

住宿和餐饮业 18717 -7.1 3.6

金融业 22116 4.5 4.2

房地产业 24491 -0.6 4.7

其他服务业 109489 -10.7 20.8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35 -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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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84 6个 — —

总产值（万元） 1169549 12.3 -3.4 100.0
＃大中型 599168 3.3 -17.6 51.2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796142 12.1 -9.0 68.1
煤电化产业园 204719 29.6 32.1 17.5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344467 1.3 -26.6 29.5
重工业 825081 17.7 7.1 70.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1046191 13.7 -5.3 89.5
外商及港澳台 123357 1.7 5.9 10.5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7488 76.2 66.9 13.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13268 -12.9 -25.7 18.2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96169 -16.2 -12.4 8.2
非金属矿采选业 43693 4.4 -7.3 3.7
金属制品业 32358 -14.2 1.9 2.8
医药制造业 34766 -5.1 -20.4 3.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55124 53.2 16.8 30.4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452201 22.5 -13.6 38.7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31047 -27.7 -59.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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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452466 19.6 6.2 38.7
生物医药产业 35562 -5.8 -17.3 3.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1144453 18.9 7.6 —
＃出口交货值 22755 57.9 -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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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302877 168.5 152.1

水泥（吨） 890714 3.5 -0.5

平板玻璃（重量箱） 3651099 -4.1 -2.8

钢化玻璃（平方米） 2916412 -18.8 -29.5

夹层玻璃（平方米） 1272515 -8.8 -2.2

中空玻璃（平方米） 358398 -36.5 -15.9

甲醇（吨） 173562 1.2 3.4

无缝钢管（吨） 23533 -24.3 -36.8

中成药（吨） 119 -4.3 -20.1

自来水（万吨） 587 2.1 -5.0

商品混凝土（吨） 290098 -20.0 -29.2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8548 -2.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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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902853 20.6 0.7

产成品（万元） 83023 0.5 -98

资产合计（万元） 2606508 20.1 -5.1

负债合计（万元） 1745246 27.4 -3.2

研发费用（万元） 16755 62.7 —

税金总额（万元） 42213 135.0 121.9
利润总额（万元） 55461 144.2 205.2
亏损企业个数（个） 14 -3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8643 -52.0 -298.1
应交增值税（万元） 33182 194.4 178.6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7214 -7.8 -14.4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921592 45.7 44.5

原煤消费量（吨） 1649762 81.1 77.8

电煤消费量（吨） 1228576 155.8 139.4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54639 22.5 20.0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4398 6.9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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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438209 10.6 11.6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150330 22.5 37.2 34.3

＃民间投资 163608 -28.7 -54.7 37.3

＃工业技改投资 48924 -70.6 -119.0 11.2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268312 10.1 14.5 61.2

设备工器具购置 101406 -22.7 -45.5 23.1

其他费用 68491 221.4 265.8 15.6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0 -100.0 -4.9 0.0

第二产业 318623 11.2 -33.5 72.7

＃工业 318623 11.2 -33.5 72.7

第三产业 119586 9.2 53.3 27.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3395 28.3 104.3 5.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33730 -17.2 -29.8 7.7

房地产开发 37637 2.6 54.7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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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数（个） 17 -1个 —

施工面积（平方米） 712133 -12.3 3.2

＃住宅 470646 -17.3 -2.2

商业营业用房 153203 -0.5 28.8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200 -99.5 -191.9

＃住宅 0 -100.0 -173.5

商业营业用房 200 -33.3 34.0

竣工面积（平方米） 217908 — —

＃住宅 137121 — —

商业营业用房 80787 — —

销售面积（平方米） 70913 19.4 44.3

＃住宅 49657 -12.6 4.5

商业营业用房 900 -41.9 37.6

销售额（万元） 37068 12.0 25.4

＃住宅 29232 -9.0 -0.1

商业营业用房 990 31.5 100.8

注：部分项目施工面积填报口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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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5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11823 -19.0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5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7 1个 —
＃企业法人 44 1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454497 1.2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5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68 3个 —
＃企业法人 39 -4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78424 -13.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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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5 月
同比

±%

比重

(%)

限额以上住宿业单位数（个） 51 -1个 —

＃企业法人 16 -1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7938 -4.1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5 月
同比

±%

比重

(%)

限额以上餐饮业单位数（个） 103 -10个 —

＃企业法人 17 -2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21703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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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811603 7.5 2.3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1050.27 6.4 3.7

＃国外游客 0 -100.0 -33.3

国内游客 1050.27 6.4 3.7

＃过夜游客 55.05 -81.9 -82.2

＃黑山谷 19.57 41.1 36

金蝶湖文化公园 2.99 1.2 -83.2

万盛科技馆 4.23 27.1 63.1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388 32.5 44.7

＃黑山谷 388 32.5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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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43462 43.7 91.4

税收收入 29221 75.4 115.2

增值税 11128 218.3 280.2

企业所得税 4716 85.7 124.5

个人所得税 1015 29.0 35.8

资源税 682 70.9 114.5

城市维护建设税 2786 67.7 94.7

房产税 2624 7.5 -0.9

印花税 1063 25.1 15.4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49 -45.8 -46.7

土地增值税 54 -106.7 286.4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同口径同比增长 33.6%，税收收入同口径同比

增长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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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163 -156.4 79.9

契税 2345 137.1 198.0

非税收入 14241 4.8 59.7

专项收入 1510 93.1 92.3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630 29.6 -96.3

罚没收入 857 -50.9 -102.2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142 3.4 61.4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02 101.0倍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695 200.1 237.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3422 326.4 372.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657 379.1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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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105687 18.9 3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946 15.7 47.6

国防支出 67 0.0 -55.8

公共安全支出 6166 -0.2 25.9

教育支出 18957 1.3 10.3

科学技术支出 542 115.1 116.3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430 12.4 31.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902 19.2 22.4

卫生健康支出 9650 12.9 2.7

节能环保支出 757 -49.9 -36.6

城乡社区支出 2777 -46.4 -119.6

农林水支出 13996 184.9 236.1

交通运输支出 4019 9.6 -60.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00 -7.2 1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490 54.2 79.7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72 -8.9 19.9

住房保障支出 6201 75.1 11.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025 119.4 189.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614 -17.3 42.6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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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5月末 同比±%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998840 16.3 2.7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602453 14.4 6.9 80.2

定期存款 1227786 16.0 5.6 61.4

活期存款 374667 9.4 10.1 18.8

单位存款 396387 24.4 -27 19.8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89211 2.6 -11.4 100.0

单位贷款 842548 22.9 4.4 60.6

＃工业贷款 403835 17.8 6.6 29.1

个人贷款 546663 -18.3 -28 39.4

贷存比（%） 69.5 -10.6点 -12.2 —

不良贷款（万元） 7227 26.3 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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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13054 2.3 12.5 100.0

＃人身险 9966 -1.2 11.7 76.3

财产险 2822 16.2 14.3 21.6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2585 14.1 18.7 100.0

＃人身险 762 32.1 36.5 29.5

财产险 1673 3.2 5.5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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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3193 -19.3 -60.5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3684 9.6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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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4 27.8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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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2 -2.0 21.8

城镇居民 3169 -1.4 22.5

农村居民 3343 -2.6 21.1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1871 10.9 31.3

城镇居民 1062 9.9 31.4

农村居民 809 12.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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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13 -4个 —

合同引资（亿元） 477.91 2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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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2839 8.3 -3.3

注：交通和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安全生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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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起 0人 1起 1人

煤矿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交通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建筑 1起 1人 0起 0人 1起 1人

特种设备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其他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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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1301 -9.8 100.0

内资企业 332 -2.1 25.5

个体工商户 966 -12.2 74.3

农民专业合作社 3 0.0 0.2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32 -27.0 100.0

内资企业 67 -1.5 28.9

个体工商户 165 -33.5 71.1

农民专业合作社 0 -100.0 0.0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规模以上服务业 1-4 月
同比

±%
比重(%)

法人单位个数（个） 31 0个 100.0

#交通运输业 8 0 25.8

其他服务业 21 0 67.7

高技术服务业 3 -1个 9.7

营业收入(万元） 41825 2.3 100.0

#交通运输业 13816 6.0 33.0

其他服务业 27001 1.0 64.6

高技术服务业 801 -32.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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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部门贡献率 是各产业部门增加值可比价

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增量之比。

产业部门拉动力 拉动力是指总的经济增长率

中带动的百分点数，产业部门拉动力是指在 GDP增

长中各产业部门拉动的百分点数。其计算公式为：

拉动力（％）＝贡献率（％）×GDP增长率（％）

人口数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有生

命的个人的总和。年度统计的年末人口数是指每年

12月 31日 24时的人口数。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

常为一年）一定地区内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

（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

中的出生率指年出生率。计算公式为：

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式中：出生人数是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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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年平

均人数是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

人口数代替。

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

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平均人数（或

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本资料中的

死亡率指年死亡率。计算公式为：

死亡率=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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