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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89 11个 — —

总产值（万元） 412148 13.9 -9.1 100.0
＃大中型 179728 -15.3 -53.2 43.6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286663 18.5 9.7 69.6
煤电化产业园 64157 5.2 -23.5 15.6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97692 -26.6 -85.2 23.7
重工业 314456 37.4 29.0 76.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368859 12.7 -17.5 89.5
外商及港澳台 43289 25.0 43.3 10.5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5086 21.3 -1.2 10.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3459 1.4 -9.8 17.8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37232 -7.0 -8.6 9.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157 3.2 -3.3 3.4
金属制品业 12974 11.6 28 3.1
医药制造业 11741 16.4 -8.4 2.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8317 26.8 -48.8 31.1

按“1+3”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133562 -15.1 — 32.4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11768 14.5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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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185191 58.7 — 44.9
生物医药产业 12197 16.4 — 3.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402931 15.4 -6.6 —
＃出口交货值 7594 11.0 -2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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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54998 9.6 1.3
水泥（吨） 213940 -9.8 -1.9
平板玻璃（重量箱） 1211533 18.9 -140.0
钢化玻璃（平方米） 1371558 6.2 -1.4
夹层玻璃（平方米） 453628 -1.0 4.3
中空玻璃（平方米） 98105 -56.3 -49.4
甲醇（吨） 68876 2.0 33.6
无缝钢管（吨） 12344 18.2 -11.5
中成药（吨） 45 32.1 -3.6
自来水（万吨） 237 -7.4 -25.9
商品混凝土（吨） 130456 18.2 5.9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1335 -44.0 -101.6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255815 0.0 2.0
原煤消费量（吨） 408532 13.7 20.8
电煤消费量（吨） 256652 26.1 28.6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16595 -10.8 -5.2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1719 -31.3 -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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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77834 9.5 -14.5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37329 78.1 107.1 48.0

＃民间投资 37026 -2.5 -116.0 47.6

＃工业技改投资 2973 -80.5 -144.6 3.8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48409 13.1 21.0 62.2

设备工器具购置 26855 24.8 -89.7 34.5

其他费用 2570 -62.1 -791.7 3.3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0 -100.0 -22.6 0.0

第二产业 42456 -18.7 -114.9 54.5

＃工业 42456 -18.7 -114.9 54.5

第三产业 35378 88.2 126.2 45.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935 194.5 266.0 12.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10430 76.8 115.2 13.4

房地产开发 15013 57.6 42.3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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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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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183 -0.7 13.6

＃住宅 557792 -1.1 12.8

商业营业用房 154120 0.1 29.1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200 -99.4 -4656.5

＃住宅 0 -100.0 -4494.4

商业营业用房 200 -33.3 —

竣工面积（平方米） 0 — —

＃住宅 0 — —

商业营业用房 0 — —

销售面积（平方米） 10111 -59.1 -30.3

＃住宅 9862 -58.8 -30.0

商业营业用房 0 -100.0 -87.0

销售额（万元） 5958 -54.7 -25.4

＃住宅 5906 -54.7 -26.5

商业营业用房 0 -100.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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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2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33015 -17.5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7 0个 —
＃企业法人 44 0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68270 -0.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68 4个 —
＃企业法人 39 -3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23209 -16.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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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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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2 -6.3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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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3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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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325608 9.5 -0.5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428.74 11.5 5.2

＃国外游客 0 -100.0 -55.0

国内游客 428.74 11.5 5.2

＃过夜游客 46.68 -63.7 -66.8

＃黑山谷 4.06 34.9 4.7

金蝶湖文化公园 1.58 8.7 -133.5

万盛科技馆 1.26 9.6 60.2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81.36 6.4 -9.5

＃黑山谷 81.36 6.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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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16548 10.8 29.1

税收收入 9274 20.5 44.2

增值税 4462 0.3 16.8

企业所得税 2046 81.2 129.7

个人所得税 644 38.8 16.4

资源税 139 -49.1 -43.2

城市维护建设税 813 -15.1 6.7

房产税 3 -98.3 -2931.6

印花税 502 9.6 -25.5

城镇土地使用税 -5 -104.3 -979.3

土地增值税 118 113.2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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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0 -100.0 -33.3

契税 431 6.9 56.3

非税收入 7274 0.4 12.2

专项收入 502 53.0 74.7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99 -80.8 —

罚没收入 657 242.2 —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814 2.2 -34.8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02 —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99 -83.6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99 1275.9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347 11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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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43684 9.7 7.9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81 6.1 39.4

国防支出 45 221.4 265.4

公共安全支出 2510 -2.3 17.4

教育支出 8736 -12.3 -35.6

科学技术支出 119 0 22.2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262 24.6 35.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495 -0.2 -15.6

卫生健康支出 3061 10.2 -31.6

节能环保支出 382 -8.2 15

城乡社区支出 1294 3.6 -0.1

农林水支出 3828 109.9 60.8

交通运输支出 2661 124.2 65.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96 6.9 37.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968 601.4 689.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63 -31.8 -4.9

住房保障支出 1135 14.4 -2.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624 175.3 256.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441 52.1 —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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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2月末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903273 18.1 14.0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576904 13.3 6.3 82.9

定期存款 1191256 15.2 3.8 62.6

活期存款 385648 7.7 11.5 20.3

单位存款 326369 48.2 59.5 17.1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299386 -3.0 -9.7 100.0

单位贷款 741380 19.7 20.7 57.1

＃工业贷款 367199 17.7 20.9 28.3

个人贷款 558006 -22.5 -36.9 42.9

贷存比（%） 68.3
-14.8
点 -16.9 —

不良贷款（万元） 15801 151.8 17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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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7290 -0.7 9.2 100

＃人身险 6023 -3.4 9.6 82.6

财产险 1130 16.2 2.7 15.5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1011 16.4 9.5 100

＃人身险 294 19.4 17.4 29.1

财产险 653 12.1 7.2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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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 — —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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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48 28.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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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8 -2.9 21.0

城镇居民 3191 -2.5 21.0

农村居民 3377 -3.2 21.0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751 10.6 31.0

城镇居民 426 9.5 30.9

农村居民 32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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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8 — —

合同引资（亿元） 58.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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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1171 -0.1 -13.7

注：交通和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安全生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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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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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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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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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426 -8.4 100.0

内资企业 92 0 21.6

个体工商户 334 -10.5 78.4

农民专业合作社 0 — 0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311 40.1 100.0

内资企业 60 42.9 19.3

个体工商户 251 39.4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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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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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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