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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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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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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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农业产值产量 1季度
同比

±%

农业总产值（万元） 22791 1.8

蔬菜及食用菌面积（亩） 25188 3.1

蔬菜产量（吨） 50966 3.2

水果面积（亩） 114 0.1

水果产量（吨） 62 0.3

禽蛋产量（吨） 383 1.1

出栏生猪（头） 21155 4.4

出栏牛（头） 122 3.4

出栏羊（只） 3330 2.6

出栏家禽（只） 134805 -23.4

注：市调查总队自现在起只在年度反馈肉类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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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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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351 13.8 -4.2 100.0
＃大中型 317147 -6.9 -36.5 46.2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472314 16.8 -6.7 68.8
煤电化产业园 91320 -3.3 -4.1 13.3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177154 -18.4 -69.5 25.8
重工业 509197 32.0 26.9 74.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613701 13.3 -9.2 89.4
外商及港澳台 72650 18.7 29.5 10.6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9004 32.2 9.1 1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4625 0.3 -8.3 18.2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57996 -8.7 -2.7 8.4
非金属矿采选业 26645 8.3 8.5 3.9
金属制品业 21096 5.5 30.9 3.1
医药制造业 19718 0.6 -14.8 2.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03044 29.2 -40.9 29.6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213893 -13.1 -84.7 3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20338 14.4 16.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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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289427 46.6 39.2 42.2
生物医药产业 20514 1.2 -8.6 3.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672354 18.6 3.4 —
＃出口交货值 11215 45.5 -6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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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169705 109.9 91.0

水泥（吨） 445016 5.1 6.8

平板玻璃（重量箱） 2138712 38.8 -107.2

钢化玻璃（平方米） 2081388 1.3 -3.9

夹层玻璃（平方米） 804514 -0.1 6.6

中空玻璃（平方米） 175306 -50.6 -38.1

甲醇（吨） 104425 2.1 4.5

无缝钢管（吨） 20306 12.9 -4.8

中成药（吨） 70 7.1 -11.9

自来水（万吨） 375 4.2 -8.7

商品混凝土（吨） 197159 4.2 -4.9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3983 -34.6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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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373027 3.9 -24.2

产成品（万元） 81220 14.9 -79.0

资产合计（万元） 2169276 0.8 -28.3

负债合计（万元） 1381582 1.5 -37.2

研发费用（万元） 3912 -17.5 -81.7

税金总额（万元） 16970 693.4 669.9

利润总额（万元） 18653 58.6 117.2

亏损企业个数（个） 19 1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5010 -53.7 -414.7

应交增值税（万元） 14137 3504.8 3467.6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7073 -6.3 -17.0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525182 30.0 30.7

原煤消费量（吨） 937467 64.6 67.9

电煤消费量（吨） 693522 112.5 105.9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30175 3.3 -7.0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2624 -37.2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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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建筑业 1季度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资质等级建筑企业数（个） 38 3个 —

注册地建筑业总产值（万元） 80362 7.0 -7.4

建筑工程产值 69956 7.9 0.2

安装工程产值 548 -92.0 -290.9

其他产值 9858 186.5 178.7

注：由于建筑业统计制度方法调整，不再统计在地建筑业总产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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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212526 11.0 -0.8 100

＃基础设施投资 76510 33.5 54.0 36.0

＃民间投资 96499 -15.5 -107.7 45.4

＃工业技改投资 35442 -53.1 -122.6 16.7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132054 7.0 -2.5 62.1

设备工器具购置 54281 -6.1 -7.2 25.5

其他费用 26191 154.7 -445.4 12.3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0 -100.0 -25.5 0.0

第二产业 152836 1.3 -35.1 71.9

＃工业 152836 1.3 -35.1 71.9

第三产业 59690 47.7 80.4 28.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129 161.6 235.2 7.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15803 -12.0 7.9 7.4

房地产开发 19184 15.1 -13.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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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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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3

＃住宅 557792 -1.4 12.2

商业营业用房 154120 0.1 29.1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200 -99.4 -1577.6

＃住宅 0 — —

商业营业用房 200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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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67 11.4 35.4

＃住宅 33171 0.2 25.8

商业营业用房 0 — —

销售额（万元） 22145 17.1 40.4

＃住宅 18807 2.3 26.3

商业营业用房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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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3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258457 -7.1 100.0
＃限额以上 59127 -22.1 22.9
限额以下 193828 -1.7 75.0
分劈数据 5502 8.4 2.1

批发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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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68 2.8 100.0
＃限额以上 269956 0.5 62.9
限额以下 156294 6.9 36.4
分劈数据 2917 2.8 0.7

零售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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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12 -6.6 100.0
＃限额以上 41769 -18.6 50.3
限额以下 32682 15.1 39.4
分劈数据 8561 -6.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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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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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9 -2.1 100.0

＃限额以上 8296 -7.2 44.4

限额以下 10368 2.3 55.5

分劈数据 15 -2.1 0.1

餐饮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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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0 -6.4 100.0

＃限额以上 11568 -25.9 28.5

限额以下 28960 4.5 71.4

分劈数据 32 -6.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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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464259 8.6 0.7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603.86 8.8 4.2

＃国外游客 0 -100.0 -49.0

国内游客 603.86 8.8 4.2

＃过夜游客 48.97 -72.6 -75.2

＃黑山谷 7.53 60.6 69.1

金蝶湖文化公园 2.03 7.4 -120.2

万盛科技馆 2.07 8.4 52.1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137.5 22.9 48.2

＃黑山谷 137.5 22.9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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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22344 25.6 71.3

税收收入 13377 49.6 80.4

增值税 7054 40.1 59.9

企业所得税 2054 76.8 124.6

个人所得税 863 63.1 71.3

资源税 495 68.4 77.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87 -0.3 22.8

房产税 177 -25.0 -1313.2

印花税 479 -8.1 -19.4

城镇土地使用税 86 -27.7 -919.4

土地增值税 140 -115.8 2587.1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同口径同比增长 22.0%，税收收入同口径同比

增长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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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0 -100.0 -4.0

契税 658 14.6 69.4

非税收入 8967 1.3 56.7

专项收入 688 72.4 97.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479 39.7 -8006.5

罚没收入 857 50.4 69.7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841 -14.4 39.9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02 —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286 157.9 16.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286 548.5 552.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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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73587 16.8 15.3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37 12.7 30.4

国防支出 45 18.4 -4.2

公共安全支出 4209 1.4 18.1

教育支出 13666 -5.6 -42.9

科学技术支出 177 -6.8 -11.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42 14.1 16.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913 0.6 -16.6

卫生健康支出 6169 0.6 -24.9

节能环保支出 517 -40.9 -13.7

城乡社区支出 1951 -50.2 -173.3

农林水支出 10016 261.5 328.6

交通运输支出 3121 27.9 -59.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83 -6.1 12.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148 202.9 270.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21 -21.6 -3.7

住房保障支出 5316 239.0 217.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569 62.7 136.9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450 -10.0 —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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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3月末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988124 19.8 11.3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593636 13.4 6.4 80.2

定期存款 1209440 15.0 5.7 60.8

活期存款 384196 8.8 8.1 19.3

单位存款 394488 54.8 37.3 19.8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86257 2.9 -7.3 100.0

单位贷款 825570 28.5 20.8 59.6

＃工业贷款 391896 18.5 16.0 28.3

个人贷款 560687 -20.3 -33.0 40.4

贷存比（%） 86.98 5.88点 19.8 —

不良贷款（万元） 5360 8.7 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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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9738 -0.4 4.6 100.0

＃人身险 7814 -3.5 4.1 80.2

财产险 1705 15.0 4.3 17.5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1465 6.1 6.9 100.0

＃人身险 436 25.4 36.4 29.8

财产险 928 -6.0 -15.5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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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1162 53.9 90.8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4874 49.5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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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2 28.0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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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2 -2.7 21.3

城镇居民 3190 -2.3 21.2

农村居民 3372 -3.1 21.3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1126 10.7 31.2

城镇居民 639 9.6 31.0

农村居民 487 12.2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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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8 -1个 —

合同引资（亿元） 58.11 -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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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货运量（万吨） 2998 -3.7 -4.0

货物周转量（万吨公里） 286856 -3.1 2.3

客运量（万人） 32 26.1 87.8

旅客周转量（万人公里） 2410 29.1 98.1

道路运输总周转量（万吨公里） 287097 -3.2 2.2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1753 2.5 -11.1

注：交通和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人民生活 1季度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8907 3.4 0.5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682 3.0 -1.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5853 5.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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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四上”企业劳动工资 1 季度
同比

±%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27080 -9.3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26161 -12.2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万元） 46290 -7.9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5898 4.9

注：工资数据四季度免报。

安全生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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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786 -6.1 100.0

内资企业 182 -14.2 23.2

个体工商户 602 -3.7 76.6

农民专业合作社 2 — 0.2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360 -3.2 100.0

内资企业 90 -25.0 25.0

个体工商户 268 6.3 74.4

农民专业合作社 2 — 0.6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规模以上服务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法人单位个数（个） 31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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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1 -13.5 100.0

#交通运输业 7104 -7.4 39.1

其他服务业 10662 -17.1 58.7

高技术服务业 374 -1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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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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主要经济指标

镇街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 季度 同比±% 1 季度 同比±%

万盛街道 12126 1002.3 10055 3.5
东林街道 1403 — 9682 3.4
万东镇 117381 12.4 9448 3.3
南桐镇 31968 62.5 8417 3.2
青年镇 1915 23.1 6569 3.6

关坝镇 40310 -12.8 6638 3.5
丛林镇 1723 131.2 7179 3.4
石林镇 1743 -63.7 5847 3.8
金桥镇 1403 -26.6 6584 3.6
黑山镇 2557 -76.8 7989 3.5

镇街名称

规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注册地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1 季度 同比±% 1 季度 同比±%

万盛街道 29375 6.5 45507 8.0

东林街道 0 — 381 -60.3
万东镇 238045 -14.0 13329 14.1
南桐镇 255800 65.4 5521 8.2

青年镇 20078 21.7 0 —

关坝镇 121476 14.5 0 —

丛林镇 16678 2.0 2901 0.4

石林镇 521 -40.5 672 61.9
金桥镇 0 — 9751 5.2
黑山镇 4378 9.2 2300 -15.0



- 21 -

镇街主要经济指标

镇街名称

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限上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

（万元）

1 季度 同比±% 1 季度 同比±%

万盛街道 16747 -26.4 20181 -24.6

东林街道 5279 -6.6 29595 -7.3

万东镇 18009 -17.8 15738 6.1

南桐镇 1650 1.4 9509 -58.1

青年镇 4273 -14.7 1884 -13.1

关坝镇 3506 -16.1 183481 16.8

丛林镇 2501 -24.0 4353 -23.1

石林镇 1933 -68.5 5216 -29.7

金桥镇 775 -19.1 0 —

黑山镇 4454 0.4 0 —

镇街名称

限上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万元）

限上住宿业营业收入

（万元）

1 季度 同比±% 1 季度 同比±%

万盛街道 14219 -11.4 1053 -28.6

东林街道 4304 -6.6 563 -26.3

万东镇 14712 -17.3 1743 0.4

南桐镇 537 3.3 152 0.7

青年镇 2176 -2.4 251 0.8

关坝镇 1639 -14.3 751 2.2

丛林镇 191 -4.5 62 -3.1
石林镇 1304 -75.7 466 -6.8
金桥镇 422 1.4 154 -31.2
黑山镇 2264 2.2 31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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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主要经济指标

镇街名称

限上餐饮业营业收入

（万元）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1 季度 同比±% 1 季度 同比±%

万盛街道 2524 -28.4 25832 50.4

东林街道 460 -30.9 0 —

万东镇 1722 -42.0 9270 -42.5

南桐镇 1119 -8.2 0 —

青年镇 1665 -32.9 0 —

关坝镇 1435 -9.9 0 —

丛林镇 532 -5.5 0 —

石林镇 733 -24.1 0 —

金桥镇 452 -36.2 0 —

黑山镇 927 0.8 3565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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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支出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是从最终使用

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

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

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三部分。计算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

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流出

最终消费支出 指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

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

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

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

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1）居民消费支出：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

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

出除了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

出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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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即所谓的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

包括如下几种类型：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

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

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

自有住房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

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2）政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

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

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

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

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

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

的价值。

资本形成总额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

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

产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1）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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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

额。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

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

产，不包括自然资产。可分为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

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

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

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

件等获得减处置。

（2）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

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

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

存货增加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

货上升，负值表示存货下降。存货包括生产单位购

进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

位生产的产成品、在制品和半成品等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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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和服务净流出 指货物和服务流出减货物

和服务流入的差额。流出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

位出售或无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流入

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

货物和服务的价值。由于服务活动的提供与使用同

时发生，一般把常住单位从本地区外得到的服务作

为流入，非常住单位从本地区得到的服务作为流出。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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