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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产品推荐 统计知识
    一、常见问题解答

    1.年度工业增加值指数与月度累计数据之间为什

么存在差距？

    答：年度数据与月度累计数据之间存在差距主要有

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核算范围不同，月度数据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年度数据为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增

速；二是核算方法不同，月度数据是根据进度数据用增

加值率法推算得到，年度数据是根据年度财务指标核算

得到；三是在通过经济普查获取了新的基础资料，或计

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时，会对GDP及各行业增加

值历史数据进行修订，确保自1952年以来，所有GDP数

据遵循统一核算标准与核算方法，但月度统计数据通常

不做历史数据修订。

    2.为什么自己计算的月度工业指标同比增速与发布

的不一样？

    答：目前，国家统计局月度工业统计的范围是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

企业。符合这个标准的企业每年是有变化的，有新进来

的，如新成长、新建的；有退出的，如破产和关闭的。

也就是说，每年规模以上的企业出出进进是不一样的，

带来了口径范围的不一致。如果简单的用两年实际统计

的数据对比，存在口径的不可比。

    因此，在计算指标的同比速度时，出于同比同口径

考虑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不是上年统计的实际数

据，而用的是今年名录库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报的上

年同期数。也就是说，我局发布的工业指标同比速度，

用的是今年的当期数除以今年上报的上年同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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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统计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十五条  搜集、整理统计资料 ，应当以周期性普查

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 ，综合运用全面调

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第十六条  工商、编制、民政、税务、质监等部

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供统计所需的

行政记录资料；政府统计机构应当根据行政记录资料建

立统一的基本单位名录库。

    第十七条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

根据基本单位名录库有关信息 ，及时书面告知统计调

查对象与政府统计机构建立统计关系，接受统计调查任

务。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与政府

统计机构建立统计关系，接受统计调查任务。

    第十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立统计资料的保存、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设置原始

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

接、归档和保密等管理制度。

    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

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重庆市主要统计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一、地区生产总值(1-3月) 亿元 5995.25 18.4

    第一产业 亿元 344.63 10.5
    第二产业 亿元 2152.25 24.7
       工业 亿元 1694.75 29.2
       建筑业 亿元 457.50 9.7

    第三产业 亿元 3498.37 15.5

二、农业

    粮食产量(2020年全年) 万吨 1081.40 0.6
    蔬菜产量(1-3月) 万吨 636.91 3.8
    生猪出栏量(1-3月) 万头 534.14 35.2

三、工业(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 22.1 —

    产品销售率 % 99.0 1.6点
    资产负债率(1-3月) % 57.3 0.8点
    总资产贡献率(1-3月) % 9.7 6.0点

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10.4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5641.41 32.1

六、财政(1-3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565.73 23.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1123.72 12.7

七、金融(1-3月)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亿元 44252.27 7.9
      #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42483.23 7.4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亿元 43821.59 13.3
      #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42841.39 13.8

八、常住居民人均收支(1-3月)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2462 11.7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7636 20.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5149 16.4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3785 15.2

注：部分指标系季度核算，粮食产量系从二季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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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2021年1-5月城口县经济运行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1-5月，县域经济运行主要情况如下：

    一、工业经济。

    1-5月，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018.84万元，

同比增长40.3%。主要产品产量方面，硅锰合金、商品

混凝土产量及销电量分别为1.24万吨、12.58万立方米

及2.41亿度，同比分别增长39.3%、58.0%及16.9%。水

泥产量和发电量分别为6.55万吨、2.67亿度，同比分别

下降9.3%、10.7%。

    二、投资建设。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122831万元，同比增长40.3%。

各个项目均不同程度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31588万

元，同比增长279.34%。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0.28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277.1%。商品房销售额为64084万元，同比

增长313.9%。

    三、财政收支。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113万元，同比增长18.1%。

其中，税收收入11828万元，同比增长9.8%；非税收入

完成8285万元，同比增长32.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3544万元，同比增长66.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9855

万元，同比下降35.3%。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093万

元，同比下降70.1%。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1200396 -8.1 

  住户存款 万元 797434 8.0 

      活期 万元 275597 -1.0 

      定期及其他 万元 521837 13.3 

  非金融企业存款 万元 146643 -22.0 

      活期 万元 124859 -27.1 

      定期及其他 万元 21784 29.6 

  广义政府存款 万元 256224 -32.4 

     财政性存款 万元 64110 -55.4 

      机关团体存款 万元 192114 -18.3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万元 928728 -3.0 

  住户贷款 万元 608057 33.5 

      短期 万元 238446 85.8 

      中长期 万元 369611 13.0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万元 320671 -36.1 

      短期 万元 23887 6.3 

      中长期 万元 296779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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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信贷。

    5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0.04亿元，

同比下降8.1%。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9.74亿元，同比

增长8.0%；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14.66亿元，同比下降

22.0%；广义政府存款余额25.62亿元，同比下降32.4%。

各项贷款余额92.87亿元，同比下降3.0%。其中，住户

贷款余额60.81亿元，同比增长33.5%；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余额32.07亿元，同比下降36.1%。5月末存

贷比为77.4%。

财      政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20113 18.1 

     税收收入 万元 11828 9.8 

       #增值税 万元 5494 7.3 

        企业所得税 万元 1464 21.5 

        个人所得税 万元 581 -17.7 

        城市维护建设税 万元 583 8.8 

     非税收入 万元 8285 32.3 

政府性基金收入 万元 13544 66.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99855 -35.3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8438 -3.1 

      公共安全支出 万元 3319 36.3 

      教育支出 万元 16182 47.4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27 -3.6 

      社保就业支出 万元 13357 -36.0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7983 -58.7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1992 719.8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2355 -92.4 

      小  计 万元 53653 -42.6 

政府性基金支出 万元 6093 -70.1 

第4页 第9页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规上工业总产值及产量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万元 31588 279.3 

    私营有限责任 万元 24263 2595.9   规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47018.84 40.3 

    私营独资 万元 2500 —

    其他有限责任 万元 4825 128.7 

  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0 -100.0 

    住宅 平方米 0 -100.0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0 —    1.硅锰合金 万吨 1.24 39.3 

    办公楼 平方米 0 —

    其他 平方米 0 -100.0 

   2.电解金属锰 万吨 — —

商品房施工面积 平方米 815618 128.2 

    住宅 平方米 465328 87.0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199330 126.7    3.钡粉（国土出境数） 万吨 — —

    办公楼 平方米 9208 0.0 

    其他 平方米 141752 1145.7 

   4.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2.58 58.0 

商品房竣工面积 平方米 0 —

    住宅 平方米 0 —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0 —    5.水泥 万吨 6.55 -9.3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102837 277.1 

    住宅 平方米 96272 508.1    6.发电量 亿度 2.67 -10.7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2000 -37.0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64084 313.9    7.销电量 亿度 2.41 16.9 

    住宅 万元 58377 560.3 

    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 4537 56.3 

   

注：以上数据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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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指标名称 单位
1-5月
实 绩

同比
±％

投资总额 万元 122831 40.3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 20.8 25.4点 按投资项目分

  1.农业基础设施 万元 4163 133.0 

企业个数 个 13 —   2.工业发展 万元 10472 20.5 

   #亏损企业 个 9 —   3.能源建设 万元 2150 187.0 

  4.交通建设 万元 23161 3.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47941 33.1 

  5.市政建设 万元 21215 3.8 

  6.房地产业 万元 31588 279.3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39918 32.8   7.社会事业 万元 6306 50.5 

  8.建筑业 万元 — —

利润总额 万元 -1183 —   9.其它 万元 23776 13.5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1.一产业 万元 4163 133.0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2223 —   2.二产业 万元 12622 33.7 

  3.三产业 万元 10604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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