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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县域经济主要指标情况

一、工业经济

1-2月全县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1.93亿元，同比增

长22.0%。其中采矿业产值1062万元，同比增长30.9%；

制造业产值1.23亿元，同比增长40.8%；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产值0.60亿元，同比下降4.6%。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主要产品产量方面，中

药材、钡粉和腊肉产量分别同比增长4.0%、48 .7%和

28 .3%；水泥、发电量和销电量等产量分别同比下降

16.9%、47.2%和0.9%。

二、投资建设

1-2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 . 4%。其

中，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和建安投资分别增长

49.2%、21.9%和17.1%。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投资分别增长151.2%和1.7%。

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 . 5 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7.4%。商品房销售额为0.94亿元，同比增长75.7%。

三、商品贸易

1-2月，限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住宿餐饮业营业

额分别实现1 . 8 0亿元和13 0 7 . 8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25.7%和3.6%。从主要销售商品看，家具类、石油及制

品类和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等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

10.0%、31.1%和1.4%，粮食食品类、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和汽车类商品销售额分别下降26.2%、11.7%和82.2%。

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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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收支

1-2月，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7560万元，同

比 下 降9 . 0 % 。其 中，县 本 级 税 收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27.1%，政府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99.1%。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实现7.85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公共安全

支出和卫生健康支出分别增长43.9%和19.8%。

五、金融信贷

2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67.34亿元，同

比增长31.5%。其中，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和广

义政府存款余额分别是1 0 6 . 6 5亿元、1 9 . 2 9亿元和

41.4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6.3%、28.4%和102.2%。各项

贷款余额121.86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住户贷款

和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分别是64.98亿元和

56.8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6%和24.9%。

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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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 1-2月 同比±％

.3.注：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是不定基的增速。

增加值增速

总产值（万元）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钡粉（吨）

水泥 （吨）

混凝土 （立方米）

中药材（吨）

腊肉（吨）

石灰石（吨）

沥青混凝土 （吨）

供水 （万立方米）

燃气 （万立方米）

发电量 （万千瓦时）

销电量 （万千瓦时）
   

-

19286 

1063 

12257 

5966 

14254 

6170 

25248 

1275 

48 

0 

545 

59 

113 

3300 

7737 

9.5 

22.0 

30.9 

40.2 

-4.6 

48.7 

-16.9 

40.8 

4.0 

28.3 

-100.0 

-92.0 

-5.1 

6.3 

-47.2 

-0.9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

.4.

固定资产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

  民间投资

　  建安投资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第三产业

　＃房地产开发

16.4 

49.2 

21.9 

17.1 

-

151.2 

151.2 

-19.5

-33.5

242.2 

1.7 

-14.9

1-2月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2月 同比±％

.5.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住宅

    商业营业用房

    办公楼

    其他

商品房施工面积（平方米）

   #住宅

    商业营业用房

    办公楼

    其他

商品房竣工面积（平方米）

   #住宅

    商业营业用房

商品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住宅

    商业营业用房

商品房销售额（万元）

   #住宅

    商业营业用房

    房地产开发投资（万元）

0

0

0

0

0

770766

554129

98519

0

118118

331451

302819

3068

15814

15426

124

9443

9268

132

5930 

-

-

-

-

-

-16.1 

6.1 

-51.0 

-

-36.4 

176.3 

1082.1 

-96.0 

77.4 

78.1 

5.1 

75.7 

88.6 

-68.9 

-14.9 



限上单位销售额和营业额（万元） 1-2月 同比±％

限上单位销售额和营业额

.6.

  限上批发业销售额

  限上零售业销售额

  限上住宿业营业额

  限上餐饮业营业额

7427.8

10586.2

277.9

1029.9

-4.4 

-35.7 

4.8 

-5.7 



限上单位主要商品销售额

限上单位主要商品销售额（万元） 1-2月 同比±％

.7.

  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粮油、食品类

  饮料类

  烟酒类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化妆品类

  日用品类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中西药品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

  家具类

  通讯器材类

  石油及制品类

  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汽车类

  

326.8

2013.1

480.5

6439.5

699.1

130.9

317.8

156

523.3

216.2

71.6

759.5

3435

305.7

263.9

1364.2

-66.5 

-26.2 

-6.7 

-3.8 

-9.6 

1.3 

4.7 

-3.2 

0.5 

-9.3 

10.0 

9.3 

31.1 

-11.7 

1.4 

-82.2 



财   政

财   政 1-2月 同比±％

.8.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量是自然口径数据，增速是自然口径数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县本级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非税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社保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小  计

政府性基金支出（万元）

7560

6288

2844

596

388

297

1272

63

78490

11814

2253

22254

49

13278

4212

450

2017

56327

8654

-9.0 

27.1 

14.8 

71.8 

-20.7 

10.8 

-62.1 

-99.1 

14.2

93.4 

43.9 

96.7 

172.2 

-0.5 

19.8 

-88.3 

-17.7 

33.6 

94.6



税   收

税   收 1-2月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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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合计（万元）

按税种分（万元）

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印花税

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车辆购置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按行业分（万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  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11614

5515

592

1489

971

136

297

115

80

61

1301

401

20

241

69

4243

1365

2878

7302

14.1 

13.5 

-32.1 

73.9 

-20.4 

-22.6 

12.5 

1349.7 

-33.0 

4353.2 

280.0 

-46.8 

400.0 

-65.4 

-56.6 

6.2 

-8.6 

15.0 

21.2 

注：税收绝对量为全口径税收收入数据。



金   融

金   融 1-2月 同比±％

.10.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住户存款

      活期

      定期及其他

  #非金融企业存款

      活期

      定期及其他

  #广义政府存款

      财政性存款

      机关团体存款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住户贷款

      短期

      中长期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短期

      中长期

1673584 

1066508 

337874 

728634 

192900 

155265 

37636 

413973 

129637 

284337 

1218599 

649827 

188270 

461557 

568772 

56059 

422869 

31.5 

16.3 

6.7 

21.3 

28.4 

21.9 

64.7 

102.2 

421.9 

58.0 

12.6 

3.6 

-15.4 

14.1 

24.9 

-45.5 

20.1 



主要经济指标及位次

指 标 名 称 重庆市

.11.

城口县 全市排位 渝东北排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工业投资增速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 

6.8 

13.3 

-14.9 

-9.3 

-4.3 

9.4 

4

5

2

7

1

8

6

9.5 

16.4 

151.2 

-14.9 

77.4 

-10.0 

14.2 

12

7

2

21

2

27

15



各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区县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同比±%

.12.

全   市

两江新区

#直管区

高新区

#直管园

重庆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

主城新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6.5

-3.4

-3.8

-0.6

-19.2

8.6

8.1

5.8

-0.5

9.9

7.3

-13.8

23.3

-14.8

7.3

8.3

-16.9

-10.5

9.3

10.1

10.2

9.8

11.8

6.3



各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区县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同比±%

.13.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8.5

8.1

11.7

9.6

8.8

8.5

8.0

14.0

43.0

1.0

9.7

9.5

-3.6

5.7

9.0

6.4

7.7

10

-10

7.1

11.7

-17

8.2

7.5

7.9

1.2



各区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区县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同比±%

.14.

全   市

两江新区

#直管区

高新区

#直管园

重庆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

主城新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6.8

-11.8

-0.4

3.5

28.6

35.6

9.5

2.0

-5.3

10.2

9.9

15.8

-19.9

11.0

12.7

11.5

-35.1

5.1

11.0

5.1

11.5

10.5

11.0

12.0



各区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区县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同比±%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2.3

14.6

2.9

12.4

10.7

7.3

12.0

11.2

13.8

13.2

18.2

16.4

-9.9

20.2

19.1

15.4

8.7

13.2

45.3

17.8

11.4

9.4

20.1

14.3

12.2

36

.15.



各区县工业投资增速

区县
工业投资增速

同比±%

.16.

全   市

两江新区

#直管区

高新区

#直管园

重庆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

主城新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13.3

12.2

25.9

40

85.5

23.3

-18.7

11.2

10.4

11.7

71.2

-48.4

110.4

-7.3

23.2

16.9

61.1

18.2

8.2

18

23.9

14.7

13.4



各区县工业投资增速

区县
工业投资增速

同比±%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7.9

26.9

8.8

14

40.5

26

18

13.2

16

53.7

25

151.2

-53.8

30.3

-7.8

21.4

16

79.8

340.3

47.6

39.4

39.4

97.2

32.4

-30.7

75.7

.17.



各区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区县
房地产开发投资

绝对量（亿元)

.18.

同比±%

全   市

两江新区

#直管区

高新区

#直管园

重庆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

主城新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359.20

73.51

44.69

40.71

16.64

4.43

1.50

295.59

176.06

119.53

2.76

14.55

11.21

24.46

14.85

9.67

13.91

51.86

32.80

13.03

1.85

19.74

4.70

8.26

-14.9

-29.0

-29.1

-24.3

2.6

-59.5

57.6

-17.5

-24.8

-3.7

-19.8

12.5

-40.4

-21.2

-28.3

-54.1

-57.2

-11.8

-6.2

5.0

-22.4

-2.8

-31.0

-9.6



区县
房地产开发投资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各区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19.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6.29

5.42

11.61

18.33

10.92

12.41

5.46

50.05

7.28

1.93

6.76

0.59

4.72

4.74

5.05

4.54

9.3

4.3

0.85

13.55

3.17

1.28

2.52

3.16

0.78

2.64

-0.1

-11.6

2.7

4.1

-15.0

12.6

-21.6

3.4

27.0

-58.7

2.0

-14.9

-21.7

20.9

-18.3

-31.3

174.8

3.4

109.2

-12.5

-7.6

-36.1

-30.7

0.8

-39.2

32.7



各区县商品房销售面积

区县
商品房销售面积

绝对量（万平方米)

.20.

同比±%

全   市

两江新区

#直管区

高新区

#直管园

重庆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

主城新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511.41

53.82

28.98

36.05

13.62

8.40

1.01

347.55

159.39

188.16

3.46

14.10

8.73

21.08

18.83

12.40

6.63

40.35

33.81

13.18

4.12

18.36

13.89

18.27

-9.3

1.1

-0.6

-6.9

37.5

-6.7

-59.1

-13.3

-7.1

-17.9

1.2

-1.1

29.0

5.1

19.3

-11.9

-75.4

29.2

-13.3

-19.4

-37.5

20.2

-18.0

-13.7



区县
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

各区县商品房销售面积

.21.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0.83

11.23

23.69

28.09

7.29

21.78

16.41

120.44

21.98

15.77

13.73

1.58

10.87

15.74

11.06

13.09

8.49

5

3.13

43.42

9.09

2.69

6.27

15.49

1.4

8.49

-2.0

-29.2

-4.6

-9.8

-54.7

-36.8

-3.5

-4.9

-4.7

-17.0

10.2

77.4

-9.6

2.7

-3.9

0.3

-11.9

-27.8

13.8

18.3

83.4

53

-27.3

53

-24.7

-9.7

绝对量（万平方米)



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区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绝对量（亿元)

.22.

同比±%

全   市

两江新区

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370.0 

19.3 

4.9 

1.7 

179.6 

6.1 

2.3 

14.8 

6.3 

9.4 

8.8 

3.7 

8.9 

7.0 

14.9 

7.3 

10.9 

5.9 

7.7 

2.7 

2.0 

6.4 

-4.3 

-16.9 

-1.2 

9.3 

-2.9 

-28.2 

-17.4 

0.7 

-18.7 

32.3 

-8.1 

-12.7 

-36.0 

7.5 

-1.4 

1.7 

7.9 

-4.4 

-7.9 

5.5 

-41.5 

24.1 



区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
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量是自然口径数据，增速是同口径数据。同口径增速是指按照
    财政部算法，将今年和去年同期新老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返加回收入计算的增速。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1.7 

7.1 

4.2 

5.6 

36.0 

12.7 

3.6 

2.8 

0.8 

1.8 

4.8 

3.0 

2.0 

2.5 

1.0 

1.2 

16.7 

5.4 

3.7 

2.5 

1.9 

1.5 

1.6 

-1.0 

94.3 

71.9 

42.0 

-6.5 

-0.8 

7.0 

4.1 

-10.0 

-41.0 

11.1 

-4.6 

-48.8 

22.8 

-30.2 

22.1 

2.0 

-16.5 

36.0 

8.3 

-11.6 

7.8 

27.1 



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区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绝对量（亿元)

全   市

两江新区

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

主城都市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不含万盛）

大足区

775.5 

16.5 

7.7 

4.4 

353.9 

16.9 

6.4 

15.7 

16.2 

17.5 

11.7 

12.7 

19.2 

19.1 

21.7 

14.4 

23.5 

17.0 

18.0 

12.4 

13.7 

13.3 

.24.

同比±%

9.4

-23.3

-37.5

9.7

5

12

26.1

20.6

15.9

1.3

-8.7

3

3

43.8

13.3

10.8

7.9

1

19.6

16.5

18.4

-21.5



区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2.3 

14.3 

14.6 

14.8 

145.7 

28.6 

17.5 

12.9 

7.8 

8.2 

13.7 

19.9 

11.6 

11.6 

7.3 

6.4 

57.8 

11.2 

9.7 

9.6 

9.0 

10.9 

7.6 

3.8

6.4

11.1

1.7

7.6

15.3

24.1

25.1

14.2

-13

19.1

30.1

-9.8

-6.3

-17

-27.7

8.3

15

81.6

5.3

-16.3

1.3

-3.4



统计知识

统计知识

一、统计指标解释

1、什么是经济普查？

答：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与人口

普查、农业普查组成三大周期性全国普查项目。经济普

查是对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的一项全面调查，

主要了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变化情

况。

我国经济普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0 年的全国工

矿企业普查。国家先后完成了三次工业普查（含工矿企

业普查）、一次第三产业普查、两次基本单位普查。70 

年来，我国的经济普查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

项到多项、从不定期到实施周期性普查的演变与发展过

程。2004 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决定将工业

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合并，将建筑业纳

入普查内容，统称为经济普查，并于同年开展了第一次

全国经济普查。经济普查每 10 年进行两次，分别在逢 

3、逢 8 的年份实施，标准时点为普查年份的 12 月 31 

日，普查时期资料为普查年份的年度资料。

目前，我国已在 2004 年、2008 年、2013 年和 

2018 年分别开展了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26.



统计知识

二、统计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九条　 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能够识别或

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包括：

(一)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二)虽未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但是通

过已标明的地址、编码等相关信息可以识别或者推断单

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三)可以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汇总资料。

第三十条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

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理，除作为

统计执法依据外，不得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完

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实

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

的资料共享。制定机关共同制定的统计调查项目，可以

共同使用获取的统计资料。

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统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

时限、渠道和责任等作出规定。 

.27.



.28.

统计产品推荐

统计产品

统计产品推荐

2、“城口县统计局门户网站-政务公开”

地 址 :  h t t p : / / w w w . c q c k . g o v . c n / b m / t j j /

1、“城口县统计信息”QQ群（或直接搜索群号：9506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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