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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 1-3 季度
同比

±%

比重

(%)

全区生产总值（万元） 1784336 3.5 100.0

第一产业 98544 3.4 5.5

第二产业 886662 4.1 49.7

工业 741890 4.2 41.6

建筑业 144772 3.7 8.1

第三产业 799130 2.8 44.8

批发和零售业 128910 2.4 7.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5718 -4.0 7.0

住宿和餐饮业 62559 3.9 3.5

金融业 62572 3.6 3.5

房地产业 55139 3.9 3.1

其他服务业 363148 5.1 20.4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084 1.4 0.1



- 2 -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91 9个 — —

总产值（万元） 2527256 10.6 -5.5 100.0
＃大中型 1285635 11.8 -16.2 50.9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1783439 19.1 -4.9 70.6
煤电化产业园 344314 -3.6 -16.5 13.6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793131 19.0 -46.0 31.4
重工业 1734125 7.2 3.7 68.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2220966 12.0 -7.1 87.9
外商及港澳台 306291 1.6 1.7 12.1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21082 4.9 -13.6 8.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63647 -4.8 -23.1 22.3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231516 -8.4 -17 9.2
非金属矿采选业 93869 -13.1 -10.6 3.7
金属制品业 83830 -3.8 30.4 3.3
医药制造业 83611 9.7 -6.8 3.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69176 63.6 -50.4 26.5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707151 19.7 — 28.0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88588 13.6 — 3.5



- 3 -

新材料产业 1107078 15.5 — 43.8
生物医药产业 86483 8.5 — 3.4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2374303 8.7 -6.7 —
＃出口交货值 41610 3.0 -1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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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265419 12.9 -48.4

水泥（吨） 2000873 0.8 6.8

平板玻璃（重量箱） 10539732 -16.8 -20.4

钢化玻璃（平方米） 7905674 10.8 5.6

夹层玻璃（平方米） 3332516 -1.2 -11.8

中空玻璃（平方米） 1241617 -13.1 11.0

甲醇（吨） 341344 -10.7 -12.9

无缝钢管（吨） 71279 4.6 -9.6

中成药（吨） 261 0.4 -24.2

自来水（万吨） 1311 2.2 7.7

商品混凝土（吨） 879849 -9.8 -20.1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18071 5.4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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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10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2040226 15.5 5.4

产成品（万元） 77672 51.5 13.1

资产合计（万元） 2439955 17.1 15.8

负债合计（万元） 1558892 25.1 26.1

税金总额（万元） 92344 24.2 49.1

利润总额（万元） 83345 -43.6 -42.8

亏损企业个数（个） 16 6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38538 101.4 106.1

应交增值税（万元） 74148 32.0 58.3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8235 2.0 4.3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1384881 -3.8 -22.0

原煤消费量（吨） 2038628 -2.6 -31.5

电煤消费量（吨） 1152089 13.1 -43.6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101669 22.0 15.5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9173 63.6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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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882907 1.8 -4.1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357171 22.0 42.3 40.5

＃民间投资 453284 -2.7 -17.5 51.3

＃工业技改投资 317203 25.9 -84.3 35.9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575959 0.9 -11.0 65.2

设备工器具购置 270730 28.9 -21.4 30.7

其他费用 36218 -57.9 -8.8 4.1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373 -95.7 -101.5 0.0

第二产业 556381 40.9 -20.4 63.0

＃工业 556381 40.9 -20.4 63.0

第三产业 326153 -29.6 -11.5 36.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4876 -57.8 -42.1 6.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125279 9.5 48.9 14.2

房地产开发 88260 -51.7 -4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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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数（个） 18 -5个 —

施工面积（平方米） 812153 -44.9 -83.7

＃住宅 568962 -46.4 -94.1

商业营业用房 153920 -53.2 -112.5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37790 -92.9 -138.7

＃住宅 27662 -93.2 -219.5

商业营业用房 300 -99.7 -123.3

竣工面积（平方米） 11170 -81.2 -2017.7

＃住宅 11170 -81.0 —

商业营业用房 0 -100.0 -19.4

销售面积（平方米） 109968 -24.7 -15.3

＃住宅 103980 -11.5 -1.1

商业营业用房 3960 -74.6 -40

销售额（万元） 63811 -10.8 -3.2

＃住宅 60950 -3.4 -5.8

商业营业用房 2429 -61.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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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11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342166 13.5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11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6 13个 —
＃企业法人 43 13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972698 13.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11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65 14个 —
＃企业法人 43 11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251626 14.2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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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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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97 16.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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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45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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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2216216 5.7 -10.8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2747.22 5.5 -2.6

＃国外游客 0.03 -62.5 21.2

国内游客 2747.19 5.5 -2.7

＃过夜游客 923.05 0.1 17.7

＃黑山谷 67.07 0.1 -57.4

金蝶湖文化公园 4.42 30.0 —

万盛科技馆 6.11 -18.5 —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1225 16.5 57.9

＃黑山谷 1225 16.5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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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64283 -31.3 -34.8

税收收入 34551 -34.1 -20.3

增值税 7679 -57.3 -63.0

企业所得税 5536 -18.1 -15.4

个人所得税 1577 -5.5 -16.5

资源税 717 -55.4 -13.3

城市维护建设税 3866 -13.2 -14.8

房产税 4728 -2.0 -14.0

印花税 1856 9.7 -15.0

城镇土地使用税 6180 -8.3 26.1

土地增值税 -528 -180.4 -97.1



- 11 -

财 政

财政收入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51 -112.0 -43.0

契税 2526 -51.6 -31.0

非税收入 29732 -27.7 -66.7

专项收入 3160 -5.3 -32.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192 12.4 43.5

罚没收入 5026 59.0 26.6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8172 -33.8 -94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82 -95.8 -126.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9738 14.7 70.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7336 70.8 141.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347 1150.8 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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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268578 28.5 44.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080 -30.3 -4.5

国防支出 96 -23.8 21.2

公共安全支出 12705 -20.3 -26.1

教育支出 43691 13.0 11.0

科学技术支出 1426 67.8 66.1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721 -2.8 -32.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0020 95.9 84.6

卫生健康支出 19007 1.8 36.9

节能环保支出 13247 21.8 29.6

城乡社区支出 12715 53.3 108.0

农林水支出 20103 2.7 13.8

交通运输支出 21214 490.8 560.3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315 43.6 19.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95 -7.1 -130.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356 24.2 45.0

住房保障支出 15848 38.2 17.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870 -23.1 44.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11381 92.6 126.6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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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11 月末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738861 8.6 4.2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474891 10.2 0.7 84.8

定期存款 1098687 12.8 0.3 63.2

活期存款 376204 3.3 1.2 21.6

单位存款 263970 0.5 15.9 15.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266180 -8.5 -33.9 100.0

单位贷款 678143 11.2 6.9 53.6

＃工业贷款 328492 10.1 13.2 25.9

个人贷款 588037 -23.9 -73.2 46.4

贷存比（%） 72.8
-13.6
点

-27.7 —

不良贷款（万元） 15987 87.3 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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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22700 -2.9 -32.6 100.0

＃人身险 16824 -3.9 -59.0 74.1

财产险 5410 -0.7 14.4 23.8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5079 -3.5 -33.2 100.0

＃人身险 1268 17.9 8.2 25.0

财产险 3551 -11.5 -46.0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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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4500 -24.4 -34.6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4201 13.8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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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13 -27.2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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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3 -13.7 4.5

城镇居民 3129 -15.4 0.1

农村居民 3244 -12.0 8.7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3780 -15.9 -16.2

城镇居民 2164 -17.4 -13.6

农村居民 1616 -13.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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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25 — —

合同引资（亿元） 202.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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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4768 -0.3 -13.4

注：交通和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安全生产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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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起 2人 10起 11人 -8起-9人

煤矿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交通 2起 2人 8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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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起 2人 -2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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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3014 -42.9 100.0

内资企业 620 -19.8 20.6

个体工商户 2391 -46.9 79.3

农民专业合作社 3 -25.0 0.1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20 -61.7 100.0

内资企业 43 -28.3 19.5

个体工商户 177 -65.6 80.5

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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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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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52 12.9 100.0

#交通运输业 34118 1.1 29.4

其他服务业 79279 18.9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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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是从常住单位

从事生产活动形式收入的角度来反映一个国家（或

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

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

业盈余四部分。计算公式为：

收入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生

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1）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

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

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

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

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所获

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

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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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

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生产、销售和从事经

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

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

费和规费。生产补贴与生产税相反，是政府对生产

单位的单方面转移支出，因此视为负生产税，包括

政策亏损补贴、价格补贴等。

（3）固定资产折旧：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

资产损耗按照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

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

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

产中的转移价值。各类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

位的固定资产折旧指实际计提的折旧费；不计提折

旧的政府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

房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

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折旧。原则上，固定资产折旧

应按固定资产当期的重置价值计算，但是我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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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所

以暂时只能采用上述方法。

（4）营业盈余：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

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

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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