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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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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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161 12.9 -2.1 100.0
＃大中型 458202 1.4 -20.7 50.0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630491 15.4 -4.2 68.7
煤电化产业园 115393 -10.2 -9.9 12.6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266747 -4.3 -42.9 29.1
重工业 650414 21.8 16.2 70.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819731 13.7 -4.8 89.4
外商及港澳台 97430 6.4 13.1 10.6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11964 47.6 30.5 12.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7915 -6.9 -15.5 18.3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76685 -14.4 -8.9 8.4
非金属矿采选业 35594 9.1 7.9 3.9
金属制品业 25304 -10.5 9.7 2.8
医药制造业 27178 -3.7 -16.5 3.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81720 44.5 -8.2 30.7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341869 10.5 -42.2 37.3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24694 -1.9 -4.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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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 362233 27.9 18.8 39.5
生物医药产业 27974 -3.9 -12.3 3.1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895801 17.8 5.8 —
＃出口交货值 16480 57.0 -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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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223842 117.6 95.0

水泥（吨） 675553 2.5 -1.7

平板玻璃（重量箱） 2863025 16.7 30.5

钢化玻璃（平方米） 2507817 -11.8 -21.5

夹层玻璃（平方米） 1052912 -3.9 3.8

中空玻璃（平方米） 260086 -42.9 -25.8

甲醇（吨） 138205 1.8 4.7

无缝钢管（吨） 17929 -26.3 -40.7

中成药（吨） 94 -2.7 -18.6

自来水（万吨） 474 2.6 -10.6

商品混凝土（吨） 238690 -12.0 -21.4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6414 -14.1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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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632428 11.9 -10.3

产成品（万元） 88773 15.2 -72.3

资产合计（万元） 2648199 21.5 -7.8

负债合计（万元） 1800607 30.9 -5.1

研发费用（万元） 11287 50.4 50.4

税金总额（万元） 32261 206.9 181.9
利润总额（万元） 34332 84.4 142.2
亏损企业个数（个） 15 -1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7501 -46.2 -426.4
应交增值税（万元） 26533 316.1 276.6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7058 -10.5 -16.4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697080 29.4 24.2

原煤消费量（吨） 1244311 62.3 58.4

电煤消费量（吨） 909904 114.1 95.8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41390 9.6 3.2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3474 -34.6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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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327964 8.1 -1.2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103329 12.6 4.1 31.5

＃民间投资 136721 -23.8 -58.5 41.7

＃工业技改投资 46528 -63.3 -111.6 14.2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185912 -5.0 -15.4 56.7

设备工器具购置 86795 -4.4 -19.0 26.5

其他费用 55257 228.3 248.8 16.8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0 -100.0 -6.7 0.0

第二产业 241373 5.8 -33.7 73.6

＃工业 241373 5.8 -33.7 73.6

第三产业 86591 15.6 47.7 26.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109 57.5 112.4 5.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20757 -33.1 -43.9 6.3

房地产开发 27514 3.2 50.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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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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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076 -10.1 5.5

＃住宅 484685 -14.5 0.8

商业营业用房 154120 0.1 29.4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200 -99.4 -190.4

＃住宅 0 -100.0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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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48 -16.9 1.1

＃住宅 36878 -29.4 -18.2

商业营业用房 212 -86.3 -7.1

销售额（万元） 25344 -16.3 -10.3

＃住宅 21321 -27.3 -26.2

商业营业用房 233 -69.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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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4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87502 -20.2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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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597 2.9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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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74 -15.6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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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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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4 -5.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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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9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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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629480 8.7 1.4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805.22 7.1 3.0

＃国外游客 0 -100.0 -50.0

国内游客 805.22 7.1 3.0

＃过夜游客 52.28 -77.7 -79.9

＃黑山谷 12.22 62.9 66.7

金蝶湖文化公园 2.63 5.6 -101.9

万盛科技馆 3.17 21.5 60.8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225.7 36.1 59.3

＃黑山谷 225.7 36.1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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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财 政

财政收入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39247 46.6 97.0

税收收入 25368 87.9 131.5

增值税 11200 168.2 214.9

企业所得税 3940 78.6 115.2

个人所得税 913 37.1 41.3

资源税 585 77.3 94.0

城市维护建设税 2106 54.6 82.6

房产税 2141 -3.1 -7.0

印花税 884 14.4 -7.0

城镇土地使用税 2164 17.5 73.5

土地增值税 48 105.9 612.9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同口径同比增长 33.0%，税收收入同口径同比

增长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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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98 -133.0 113.3

契税 994 26.1 88.8

非税收入 13879 4.6 60.4

专项收入 1274 87.4 82.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574 41.3 -63.1

罚没收入 857 -50.9 -102.2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072 3.5 61.8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02 — —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0238 336.4 399.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9965 793.7 871.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6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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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88788 11.4 20.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250 4.1 30.8

国防支出 67 1.5 -76.9

公共安全支出 4871 -15.3 1.3

教育支出 15533 -13.9 -13.5

科学技术支出 335 46.9 49.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03 4.2 2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705 8.0 14.8

卫生健康支出 8381 11.2 -6.1

节能环保支出 675 -54.7 -62.4

城乡社区支出 2306 -47.8 -112.4

农林水支出 12450 215.0 272.4

交通运输支出 3784 16.7 -47.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790 -15.7 5.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84 214.5 279.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97 -20.5 4.5

住房保障支出 5791 92.1 16.6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748 96.8 166.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579 3.8 73.6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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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4月末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985781 18.0 9.2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588398 13.6 6.7 80.0

定期存款 1213002 15.1 5.1 61.1

活期存款 375395 9.0 10.6 18.9

单位存款 397383 39.4 20.4 20.0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89671 3.1 -5.2 100.0

单位贷款 835591 25.8 19.1 60.1

＃工业贷款 395971 19.3 23.4 28.5

个人贷款 554080 -19.0 -29.0 39.9

贷存比（%） 69.98
-10.1
点

-9.8 —

不良贷款（万元） 7037 10.2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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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11373 1.3 9.5 100.0

＃人身险 8819 -2.2 9.1 77.5

财产险 2306 16.4 7.8 20.3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1942 6.3 10.2 100.0

＃人身险 623 25.9 32.2 32.1

财产险 1196 -5.7 -5.3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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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2777 0.0 -38.2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3413 0.0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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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1 26.0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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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4 -2.7 20.9

城镇居民 3168 -2.4 21.2

农村居民 3346 -3.0 20.6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1498 11.4 32.3

城镇居民 851 9.7 31.1

农村居民 647 11.9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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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9 -3个 —

合同引资（亿元） 59.41 -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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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2472 7.9 -11.5

注：交通和邮政数据出自运管所和邮政公司。

安全生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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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1066 -5.0 100.0

内资企业 262 -3.0 24.6

个体工商户 801 -6.0 75.1

农民专业合作社 3 — 0.3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80 -1.8 100.0

内资企业 80 37.9 28.6

个体工商户 199 -12.3 71.1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 0.3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规模以上服务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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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38 -10.6 100.0

#交通运输业 10036 -6.1 38.0

其他服务业 15624 -13.5 59.1

高技术服务业 455 -63.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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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