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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产品推荐 统计知识 
一、常见问题解答 

1. 问：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调查对象是什么？ 

答：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

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费用的总称。

该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

性指标，又是观察工程进度和考核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

历经经济社会变迁，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发生了多次变

化，现行国家统计制度规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两大

部分组合而成，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二是农

户投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出

现过两次调整，第一次为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统

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5万元提高到50万元，第二次为2011 

年，统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50万元提高至500万元。 

2. 问：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销售套数远 

大于竣工套数？且自2005年起，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一直

大于商品住宅房屋竣工面积？ 

答：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和竣工数据间没有一一对

应关系。自2005年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销售数据包括期

房和现房，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套数既包括现房，也包括

期房，而且期房占总销售的比重较高，所以商品住宅销售 

面积和套数会大于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和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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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

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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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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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

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供统计所需的行政记录资料和国

民经济核算所需的财务资料、财政资料及其他资料，并按

照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

其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取得的有关资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定期公布统计资料。 

国家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

得的统计资料，由本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布。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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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

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及

时公开，供社会公众查询。 

重庆市主要统计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一、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二、农业 

粮食产量 

蔬菜产量 

生猪出栏量 

三、工业(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产品销售率 

资产负债率（1-5月） 

总资产贡献率（1-5月） 

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六、财政（1-5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七、金融（5月末）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人民币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人民币贷款余额 

八、常住居民人均收支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亿元 12903.41 12.8 

亿元 684.53 8.9 

亿元 5090.49 13.2 

亿元 — — 

亿元 — — 

亿元 7128.39 12.9 

万吨 121.10 1.2 

万吨 1122.00 4.2 

万头 847.20 33.4 

% 19.0 — 

% — — 

% 56.8 -0.5点 

% 10.2 4.4点 

亿元 — 9.3 

亿元 6892.99 29.9 

 

亿元 998.23 16.5 

亿元 1721.20 6.8 

 

亿元 44735.12 7.1 

亿元 42969.12 6.7 

亿元 44520.40 12.2 

亿元 43633.09 13.5 

 

元 23267 12.1 

元 — — 

元 9093 13.8 

元 — — 

注：部分指标按季度核算，粮食产量按半年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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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收 入 2021年二季度城口县域经济运行情况简析 
 

 

 

 

 

 

 

 

 

 

 

 

 

 

 

 

 

 

 

 

 

 

 

 

 

 

 

 

 

注:按季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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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2亿元，同比

增长9.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增

长11.2%、25.20%和3.8%。经济增速高于年度目标计划

3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回升了0.5个和 

12.6个百分点，经济增速位列全市第22位，渝东北十一

区县第9位，经济增速延续稳定回升的良好态势。 

一、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小春粮食产量3.09万吨， 

同比9.0%；蔬菜产量2.1万吨，同比增长5.7%。生猪出

栏5.6万头，同比增长43.5%；家禽出栏129.16万只，同

比增长15.9%，肉类总产量0.70万吨，同比增长32.1%。

现价农业总产值8.25亿元，同比增长11.5% 

二、工业产能继续释放。 硅锰合金冶炼加工、商品

混凝土、中药材加工和销电量， 同比分别增长了

20.0%、39.5%、179.0%和13.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07亿元，同比增长32.7%，较2019年同期增长40.8%。

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增速较2020年和2019 

年同期分别回升了11.9个百分点和13.4个百分点。 

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5.24 

亿元，同比增长29.6%，较2019年同期增长38.8%。实现

注册地建筑业总产值1.58亿元，同比增长148.5%，较

2019年同期增长33.9%。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0%， 

增速位列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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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常住居民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农村常住居民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10890 

 
12.3 

 
元 

 
17674 

 
11.6 

元 11043 10.9 

元 2292 12.9 

元 1227 12.7 

元 3112 12.8 

元 8173 16.4 

 
元 

 
6779 

 
13.5 

元 3598 12.6 

元 1624 14.5 

元 202 14.8 

元 1355 14.4 

元 5859 20.0 

 



 

 

四、商贸经济逐步恢复。批发业和零售业分别实现 
金 融

 

销售额 6.82 亿元和 5.65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1% 和 

4.0%，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0.3%和6.8%；住宿业和

餐饮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8亿元和1.83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6.4%和22.9%，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0.3%和

增长18.4%。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33亿元，同比增

长10.9%，较2019年同期下降3.8%，降幅较2020同期收

窄个9.5百分点。 

五、收入持续稳定增长。1-6月，一般公共预算累

计完成584431万元，其中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

税收入分别完成2.38亿元和1.32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5.7%和7.1%，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6.9%和2.4%。支

出累计完成417497万元（含债务还本），完成年初预算

的57.4%，同比增长103.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890元，同比增长

12.3%。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7674元，同比增

长11.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779元，同比

增长13.5%。 

六、银行存贷款余额下降。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122.78亿元，同比下降6.0%。其中，住户存款余

额80.97 亿元， 同比增长8.1%；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15.65亿元，同比下降10.7%；广义政府存款余额26.15亿

元，同比下降31.5%。各项贷款余额95.85亿元，同比下

降3.6%。其中， 住户贷款余额62.85 亿元， 同比增长

31.7%，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33.01亿元，同

比下降36.2%。6月末银行存贷比为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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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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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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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1227825 

 
-6.0 

万元 809728 8.1 

万元 280678 -1.5 

万元 529050 14.0 

万元 156498 -10.7 

万元 135469 -14.1 

万元 21028 19.5 

万元 261510 -31.5 

万元 68708 -48.3 

万元 192803 -22.5 

 
万元 

 
958547 

 
-3.6 

万元 628481 31.7 

万元 239425 61.3 

万元 389057 18.4 

万元 330066 -36.2 

万元 23671 1.3 

万元 306367 -38.0 

 



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23824 

 
 

5.7 

税收收入 万元 13165 7.1 

#增值税 万元 6045 2.9 

企业所得税 万元 1584 16.2 

个人所得税 万元 628 -20.4 

城市维护建设税 万元 658 4.1 

非税收入 万元 10659 4.0 

 

政府性基金收入 
 

万元 
 

13727 
 

68.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140997 

 

-31.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12362 8.3 

公共安全支出 万元 5196 69.1 

教育支出 万元 22781 47.2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40 5.3 

社保就业支出 万元 21265 -10.1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11323 -44.9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2152 -52.2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2673 -90.0 

小  计  万元 77792 -26.3 

 
 

政府性基金支出 

 
 

万元 

 
 

6925 

 
 

-68.3 

 

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其他服务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273186 9.0 

 

万元 

 

50570 
 

11.2 

 

万元 

 

56488 

 

25.2 

 

万元 

 

28131 

 

9.9 

 

万元 28357 47.0 

 

万元 

 

166128 

 

3.8 

 

万元 6558 12.2 

 

万元 

 

21121 

 

0.9 

 

万元 

 

9982 

 

10.7 

 

万元 

 

26195 
 

-9.0 

 

万元 

 

14484 
 

14.3 

 

万元 

 

86358 
 

6.0 

 

万元 

 

1430 
 

0.5 

 

 

 

 

财 政 地区生产总值 
 

注：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均按县本级的收支。 注：生产总值按季度核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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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农业总产值 

 

 
 

粮食播种面积

粮食产量 

 
蔬菜种植面积

蔬菜产量 

 
畜  牧  

1.猪存栏

猪出栏 

2.牛存栏

牛出栏 

3.羊存栏

羊出栏 

4. 家禽存栏

家禽出栏 

5. 肉类总产量 

 

 

万元 

 

 
 

亩

吨 

 
亩

吨 

 

万头

万头

万头

万头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吨 

 

 

82532 11.5 

 

 
 

152149 4.9 

30946 9.0 

 

28588 2.9 

21231 5.7 

 

 
 

9.32 26.1 

 

5.64 43.5 

 

1.07 -4.1 

 

0.10 -4.0 

 

7.00 -1.4 

 
3.76 5.0 

 

190.84 -2.4 

 

129.16 15.9 

 

0.70 32.1 

 

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113252.7 

 

 

 
10.9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万元 
 

80486.9 
 

12.6 

 

乡村 
 

万元 
 

32765.8 
 

7.0 

 
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 
 

万元 
 

90851.6 
 

8.5 

 

餐饮收入 
 

万元 
 

22401.1 
 

21.9 

 
销售额和营业额 

   

 

批发业销售额 
 

万元 
 

68228.8 
 

3.1 

 

零售业销售额 
 

万元 
 

56539.8 
 

4.0 

 

住宿业营业额 
 

万元 
 

11806.5 
 

16.4 

 

餐饮业营业额 
 

万元 
 

18285.1 
 

22.9 

 

 

 

 

农 业 国 内 贸 易 
 

注：农业总产值速度为现价计算，粮食产量暂未反馈。 注：贸易相关数据为市统计局反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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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万元 

 
37195 

 
180.7 

私营有限责任 万元 28660 1904.2 

私营独资 万元 3200 -56.8 

其他有限责任 万元 533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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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办公楼 平方米 0 - 

其他 平方米 0 -100.0 

 

商品房施工面积 

 

平方米 

 

815618 

 

110.5 

住宅 平方米 465328 75.8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199330 94.8 

办公楼 平方米 9208 0.0 

其他 平方米 141752 1145.7 

 

商品房竣工面积 
 

平方米 
 

0 
 

-100.0 

住宅 平方米 0 -100.0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0 -100.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107370 
 

97.7 

住宅 平方米 100379 196.1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2426 -78.4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67281 
 

153.9 

住宅 万元 61016 300.9 

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 5095 -29.8 

 

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规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60740.60 

 

 
 

32.7 

 
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1.硅锰合金 

 
万吨 

 
1.65 

 
20.0 

 
2.电解金属锰 

 
万吨 

 
— 

 
— 

 
3.钡粉（国土出境数） 

 
万吨 

 
— 

 
— 

 
4.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4.68 

 
39.5 

 
5.水泥 

 
万吨 

 
8.09 

 
-10.3 

 
6.发电量 

 
亿度 

 
3.25 

 
-24.0 

 
7.销电量 

 
亿度 

 
2.91 

 
13.9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规上工业总产值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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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企业个数 

 

#亏损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亏损额 

 

 

 

 
% 

 

 

 

 
个

个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12.7 15.5点 

 

 

 

 
13 — 

 

10 — 

 

 

 

 
60310 32.6 

 

 

 

 
52857 41.2 

 

 

 

 
-2749 — 

 

 

 

 
3338 — 

 

指标名称 单位 
1-6月 
实 绩 

同比 
±％ 

 
投资总额 

 
万元 

 
152388 

 
29.6 

 

按投资项目分 
   

1.农业基础设施 万元 4963 84.7 

 

2.工业发展 
 

万元 
 

12861 
 

32.2 

 

3.能源建设 
 

万元 
 

2603 
 

174.3 

 

4.交通建设 
 

万元 
 

30561 
 

6.6 

 

5.市政建设 
 

万元 
 

26415 
 

0.2 

 

6.房地产业 
 

万元 
 

37195 
 

180.7 

 

7.社会事业 
 

万元 
 

7597 
 

20.1 

 

8.建筑业（私人建房） 
 

万元 
 

— 
 

— 

 

9.其它 
 

万元 
 

30193 
 

2.0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1.一产业 万元 4963 84.7 

 

2.二产业 
 

万元 
 

15464 
 

44.8 

 

3.三产业 
 

万元 
 

131961 
 

26.7 

 

 

 

 

规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固定资产投资 
 

注：以上数据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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