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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季度城口县域
经济运行情况

一季度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88亿元，
同比增长6.2%。分行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06
亿元，同比增长 2.3%；第二产业增加值 2.54
亿元，同比增长 16.7%；第三产业增加值 9.29
亿元，同比增长 4.8%。三次产业结构为
14.8:18.3:66.9。

一、农业生产。一季度，农业生产总产值
3.65 亿元，现价同比下降 8.3%，可比价同比增
长 2.9%。生猪出栏 4.34 万头，同比增长 14.2%，
比 2020 年一季度增长 74.9%；生猪存栏 9.37
万头，同比增长 5.7%，比 2020 年一季度增长
84.6%；能繁母猪存栏 1.30 万头，同比下降
4.7%；家禽出栏 63.96 万只，同比下降 10.2%；
家禽存栏 172.54 万只，同比下降 5.9%。蔬菜种
植面积和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0%和 13.2%。

二、工业经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50
亿元，同比增长 0.1%，比 2020 年一季度增长
63.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
分产品产量看，钡粉、中药材、腊肉产量和发
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30.3%、75.3%、26.5%、和
39.5%。水泥、混凝土和销电量同比分别下降
21.9%、60.9%和 22.1%。

三、建设投资。注册地建筑业总产值 1.88
亿元，同比增长 94.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27.8%。分投资项目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增长 23.1%，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309.1%，建筑
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17.1%；分产业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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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11.8%、23.2%、29.3%。
实现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1.26 亿元，同比

下降 8.3%。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2.66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62.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42 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79.3%。商品房销售额为 1.23
亿元，同比下降 71.5%；其中住宅销售额 0.78
亿元，同比下降 80.4%。

四、商贸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85
亿元，同比增长 2.9%。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分
别为 3.80 亿元、2.8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7%、
8.0%；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分别为 0.48 亿元、
0.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3%、2.3%。

五、居民收入。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6143 元，同比增长 9.7%。其中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84 元，同比增长 4.0%；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799 元，同比
增长 8.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03
元，同比增长 7.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3770 元，同比增长 9.7%。

六、金融信贷。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 128.86 亿元，同比下降 10.5%。其中，住
户存款余额 92.54 亿元，同比增长 9.5%；非金
融企业存款余额 15.15 亿元，同比增长 9.3%；
广义政府存款余额 21.16 亿元，同比下降
53.7%。各项贷款余额 123.04 亿元，同比增长
17.1%。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69.67 亿元，同比
增长 14.9%，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53.38 亿元，同比增长 20.1%。3 月末银行存贷
比为 95.5%。

七、财政收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031
万元，同比下降 14.6%。其中，区县级税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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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733 万元，同比下降 14.5%；非税收入 6298
万元，同比下降 14.7%。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652 万元，同比下降 27.1%。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89155 万元，同比增长 37.4%。政府性基金
支出 15393 万元，同比增长 10.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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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1-3月 同比±％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138836 6.2

第一产业 20577 2.3

第二产业 25353 16.7

工业 12284 2.8

建筑业 13069 36.3

第三产业 92906 4.8

批发和零售业 9196 3.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650 -5.5

住宿和餐饮业 4491 -0.2

金融业 15538 -1.4

房地产业 5880 3.8

其他服务业 54250 8.0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901 17.8

注：生产总值按季度核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1-3 月 在库四上企业个数 升规升限情况

总计（个） 89 5
#规上工业 17 5
规上服务业 6 0
限上商业 35 0
资质内建筑业 23 0
房地产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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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贡献与拉动

贡献率 拉动力

本季

（%）

同比增减

百分点

本季

（%）

同比增减

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 100 - 6.2 -

第一产业 6.4 -25.2 0.4 -2.3

第二产业 42.8 7.3 2.7 -0.4

工业 4.3 -21.6 0.3 -2.0

建筑业 38.5 28.9 2.4 1.6

第三产业 50.9 17.9 3.2 0.3

批发和零售业 3.4 -6.7 0.2 -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 -7.3 -0.1 -0.6

住宿和餐饮业 -0.1 -6.0 0.0 -0.5

金融业 -2.7 -4.8 -0.2 -0.3

房地产业 3.0 -3.3 0.2 -0.4

其他服务业 47.6 44.5 3.0 2.7

农林牧渔服务业 1.6 1.6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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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1-3 月 同比±％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36512 2.9

#农业 10007 11.5

林业 3260 8.4

牧业 21601 -0.9

渔业 338 -4.1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1306 17.8

产 量 1-3 月 同比±％

中药材（吨） 5812 19.3
蔬菜及食用菌（吨） 6675 13.2

#食用菌 489 18.7
畜 牧

1.猪存栏（万头） 9.37 5.7
猪出栏 4.34 14.2

2.牛存栏（万头） 1.00 -14.9
牛出栏 0.06 5.4

3.羊存栏（万只） 6.42 -9.9
羊出栏 2.87 -6.3

4.家禽存栏（万只） 172.54 -9.5
家禽出栏 63.96 -10.2

5.肉类总产量（万吨） 0.48 6.3
注：农业总产值速度为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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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 1-3 月
同比
±％

总产值（万元） 25022 0.1

采矿业 2176 64.1
制造业 12626 -12.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10220 9.6

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锰矿 （吨） 0 -100.0

铁合金（吨） 0 -100.0

钡粉（吨） 19245 30.3

水泥 （吨） 25886 -21.9

混凝土 （立方米） 26232 -60.9

中药材（吨） 2076 75.3

腊肉（吨） 63 26.5

石灰石（吨） 57000 39.7

沥青混凝土 （吨） 9963 -

供水 （万立方米） 100.11 10.0

燃气 （万立方米） 151 13.5

发电量 （万千瓦时） 8821 39.5

销电量 （万千瓦时） 11307 -22.1
注：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是不定基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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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1-3 月 同比±％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9 -29.5点

企业个数（个） 17 30.8

#亏损企业 13 -

营业收入（万元） 26284 6.8

营业成本（万元） 25045 15.7

利润总额（万元） -1888 -10.8

营业收入利润率（%） 7.2 0.3点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1992 -

注：以上数据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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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业 1-3 月
同比

±％

注册建筑地总产值（万元） 18759 94.7

按工程结构分

#建筑工程产值 17174 107.3

安装工程产值 1039 31.7

其他产值 546 -3.0

注册地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40 -84.0

#本年新开工面积 0.0 -

注册地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820 -31.7

注册地竣工房屋价值（万元） 81.2 -49.8

注：以上数据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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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27.8

＃基础设施建设 23.1

民间投资 309.1

建安投资 17.1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11.8

第二产业 23.2

＃工业 23.2

采矿业 31.5

制造业 -19.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6.1

第三产业 29.3

＃房地产开发 -8.3



11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3 月 同比±％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22143 -
#住宅 0 -
商业营业用房 22143 -
办公楼 0 -
其他 0 -

商品房施工面积（平方米） 918566 12.6
#住宅 522381 12.3
商业营业用房 201148 0.9
办公楼 9208 0.0
其他 185829 31.1

商品房竣工面积（平方米） 119949 -
#住宅 25616 -
商业营业用房 76437 -

商品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26594 -62.5
#住宅 14174 -79.3
商业营业用房 908 -32.3

商品房销售额（万元） 12321 -71.5
#住宅 7795 -80.4
商业营业用房 1173 -63.0

房地产开发投资（万元） 12628 -8.3
注：商品房竣工面积、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仅列明主要类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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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贸 易 1-3 月 同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68580.5 2.9

销售额和营业额（万元）

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38017.2 3.7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28303.0 8.0

住宿业营业额 4848.3 0.3

餐饮业营业额 9746.3 2.3

限额以上单位社会消费品零售 1-3 月 同比±％

零售总额（万元） 23541.2 14.3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1578.8 11.1

商品零售 21962.4 14.5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22435.7 15.2

乡村 1105.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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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上单位主要商品销售额 1-3 月 同比±％

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销售额（万元） 933.2 23.0

粮油、食品类 5243 28.7

饮料类 554.6 16.1

烟酒类 8231.8 -7.5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234.2 -7.5

化妆品类 183.7 22.5

日用品类 417.8 2.1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04.8 46.3

中西药品类 738.4 6.3

文化办公用品类 365.1 -15.8

家具类 113.6 -23.8

通讯器材类 1186.5 19.8

石油及制品类 4258.8 24.3

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623.4 20.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319.2 90.9

汽车类 9780.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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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1-3 月 同比±％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12031 -14.6

#区县级税收收入 5733 -14.5

#增值税 2903 -16.2

企业所得税 447 -27.2

个人所得税 501 8.9

城市维护建设税 314 -16.7

非税收入 6298 -14.7

政府性基金收入（万元） 6652 -27.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89155 37.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968 51.5

公共安全支出 2121 8.1

教育支出 14544 48.0

科学技术支出 25 108.3

社保就业支出 17802 81.8

卫生健康支出 5051 -26.6

节能环保支出 4966 156.9

城乡社区支出 4752 201.0

小 计 57229 53.6

政府性基金支出（万元） 15393 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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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收 1-3 月 同比±％

税收收入合计（万元） 11928 -14.18

按税种分（万元）

增值税 5761 -14.53
消费税 1031 -13.65
企业所得税 1117 -27.23
个人所得税 1252 8.87
资源税 214 -5.31
城市维护建设税 314 -16.71
房产税 13 18.18
印花税 139 44.79
土地使用税 1 -88.89
土地增值税 352 43.09
车船税 0 -100
耕地占用税 5 -97.11
契税 835 -17.73

按行业分（万元）

第一产业 163 9.4
第二产业 4590 -15.61
#工 业 1738 5.85
建筑业 2852 -24.89

第三产业 7175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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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1-3 月 同比±％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1288642 -10.6

#住户存款 925386 9.5
活期 310029 0.3
定期及其他 615357 14.8

#非金融企业存款 151548 9.3
活期 130716 8.1
定期及其他 20831 17.3

#广义政府存款 211585 -53.7
财政性存款 34710 -85.3
机关团体存款 176875 -20.0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1230412 17.1

#住户贷款 696650 14.9

短期 265244 14.2
中长期 431406 15.4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533762 20.1

短期 105096 321.5
中长期 34769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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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居民收支 1-3 月 同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6143 9.7

工资性收入 3923 9.8

经营净收入 966 7.5

财产净收入 336 12.1

转移净收入 918 10.8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4200 10.1

食品烟酒 1549 9.7

衣着 452 14.8

居住 930 8.7

生活用品及服务 205 11.4

交通通信 352 10.7

教育文化娱乐 292 11.1

医疗保健 291 6.6

其他用品和服务 128 12.4

注:按季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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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收支 1-3 月 同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684 4.0
工资性收入

6734 3.3
经营净收入

966 5.5
财产净收入

589 5.2
转移净收入

1395 5.8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食品烟酒 4799 8.2

衣着 1824 7.5

居住 648 10.8

生活用品及服务 975 8.6

交通通信 256 6.2

教育文化娱乐 413 8.2

医疗保健 328 7.1

其他用品和服务 178 8.2
注:按季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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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支 1-3 月 同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603 7.5
工资性收入

1906 6.6
经营净收入

967 8.8
财产净收入

154 8.6
转移净收入

576 8.3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食品烟酒 3770 9.7

衣着 1352 9.1

居住 312 12.1

生活用品及服务 898 8.1

交通通信 168 12.8

教育文化娱乐 308 10.3

医疗保健 266 12.6

其他用品和服务 373 9.8
注:按季度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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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重庆市 城口县 全市排位
渝东北

排位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5.2 6.2 8 1

第一产业 5 2.3 30 11

第二产业 6.8 16.7 1 1

第三产业 4.2 4.8 16 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5 1.9 35 1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9 27.8 2 1

工业投资增速 14.6 23.2 13 5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0.1 -8.3 30 9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5.9 -62.5 38 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4.2 2.9 30 1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 -14.6 35 11

税收收入 -0.8 -14.5 33 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7 37.4 2 2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5.8 4.0 35 11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 7.5 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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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地区生产总值

区 县
1季度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6398.00 5.2

万州区 250.27 5.2

黔江区 58.48 1.9

涪陵区 331.34 7.0

渝中区 369.38 4.0

大渡口区 73.10 7.2

江北区 371.83 5.9

沙坪坝区 257.45 4.2

九龙坡区 422.81 6.0

南岸区 206.33 4.1

北碚区 166.49 4.2

渝北区 535.57 4.2

巴南区 214.51 5.2

长寿区 208.70 6.1

江津区 275.94 6.1

合川区 214.08 1.8

永川区 258.91 6.5

南川区 88.52 5.2

綦江区 170.79 5.6

#綦江区（不含万盛） 116.5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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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54.28 6.0

大足区 178.77 6.7

璧山区 204.77 6.7

铜梁区 154.12 5.2

潼南区 114.90 6.2

荣昌区 180.54 6.5

开州区 130.48 5.2

梁平区 117.21 6.0

武隆区 53.07 1.9

城口县 13.88 6.2

丰都县 77.05 1.7

垫江县 112.67 4.8

忠 县 110.82 5.9

云阳县 111.37 5.9

奉节县 74.41 6.1

巫山县 44.35 5.4

巫溪县 25.54 4.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39.97 5.6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77.51 6.5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6.35 4.3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55.6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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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第一产业增加值

区 县
1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283.05 5.0

万州区 23.86 7.1

黔江区 3.94 7.1

涪陵区 18.25 4.4

渝中区 0.00 0.0

大渡口区 0.18 -8.0

江北区 0.11 -5.0

沙坪坝区 0.68 5.0

九龙坡区 1.02 -1.7

南岸区 0.86 -0.4

北碚区 3.37 1.5

渝北区 6.66 3.7

巴南区 7.71 6.6

长寿区 13.64 2.8

江津区 14.20 7.2

合川区 19.16 5.1

永川区 11.18 0.6

南川区 5.65 1.7

綦江区 15.10 4.5

#綦江区（不含万盛） 13.9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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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1.20 4.9

大足区 6.99 3.7

璧山区 5.41 3.9

铜梁区 8.97 3.2

潼南区 9.39 5.7

荣昌区 8.51 5.9

开州区 14.04 5.3

梁平区 5.91 8.0

武隆区 3.22 8.3

城口县 2.06 2.3

丰都县 6.16 8.7

垫江县 13.95 3.6

忠 县 13.68 5.7

云阳县 7.88 5.7

奉节县 6.79 7.8

巫山县 5.59 7.3

巫溪县 3.77 5.7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3.39 6.4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73 9.2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96 4.7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4.1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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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

区 县
1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2403.95 6.8

万州区 58.16 4.0

黔江区 21.54 7.4

涪陵区 179.80 7.9

渝中区 19.61 0.2

大渡口区 30.70 12.8

江北区 72.56 13.0

沙坪坝区 69.91 6.9

九龙坡区 140.72 7.0

南岸区 66.75 3.9

北碚区 75.13 5.3

渝北区 165.49 5.4

巴南区 89.51 6.9

长寿区 126.82 7.1

江津区 156.79 7.4

合川区 73.17 -3.9

永川区 134.29 8.2

南川区 36.50 7.0

綦江区 76.52 7.8

#綦江区（不含万盛） 49.2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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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27.23 8.9

大足区 88.77 8.1

璧山区 100.98 8.6

铜梁区 81.70 6.0

潼南区 51.30 7.7

荣昌区 99.31 8.0

开州区 46.42 6.2

梁平区 56.06 7.0

武隆区 22.88 7.8

城口县 2.54 16.7

丰都县 30.97 -1.3

垫江县 43.65 6.3

忠 县 43.55 6.4

云阳县 39.77 5.8

奉节县 23.99 3.6

巫山县 10.74 2.3

巫溪县 4.68 1.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8.78 6.5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9.45 8.6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6.38 3.7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8.0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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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第三产业增加值

区 县
1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3711.00 4.2

万州区 168.25 5.3

黔江区 33.00 -2.2

涪陵区 133.29 6.3

渝中区 349.77 4.2

大渡口区 42.22 3.3

江北区 299.16 4.3

沙坪坝区 186.86 3.2

九龙坡区 281.07 5.6

南岸区 138.72 4.2

北碚区 87.99 3.2

渝北区 363.42 3.6

巴南区 117.29 3.8

长寿区 68.24 5.5

江津区 104.95 4.3

合川区 121.75 4.7

永川区 113.44 5.2

南川区 46.37 4.5

綦江区 79.17 3.9

#綦江区（不含万盛） 53.3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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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25.85 3.4

大足区 83.01 5.6

璧山区 98.38 4.9

铜梁区 63.45 4.5

潼南区 54.21 5.0

荣昌区 72.72 4.7

开州区 70.02 4.4

梁平区 55.24 4.7

武隆区 26.97 -3.5

城口县 9.28 4.8

丰都县 39.92 2.7

垫江县 55.07 4.1

忠 县 53.59 5.5

云阳县 63.72 6.0

奉节县 43.63 7.2

巫山县 28.02 6.1

巫溪县 17.09 4.8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27.80 5.2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5.33 5.1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35.01 4.3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33.52 8.1



29

各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区 县
1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同比±%

全 市 8.5

万州区 7.8

黔江区 10.7

涪陵区 10.1

渝中区 6.4

大渡口区 24.6

江北区 17.2

沙坪坝区 8.5

九龙坡区 8.6

南岸区 4.6

北碚区 7.2

渝北区 6.7

巴南区 9.6

长寿区 8.6

江津区 10.0

合川区 -11.6

永川区 10.4

南川区 8.6

綦江区 9.9

#綦江区（不含万盛）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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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同比±%

万盛经开区 11.7

大足区 10.0

璧山区 10.4

铜梁区 7.5

潼南区 9.6

荣昌区 10.1

开州区 8.2

梁平区 8.0

武隆区 6.8

城口县 1.9

丰都县 -3.8

垫江县 8.7

忠 县 8.8

云阳县 8.0

奉节县 8.2

巫山县 7.4

巫溪县 5.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8.1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7.6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7.2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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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固定投资增速

区 县
1 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同比±%

全 市 10.9

万州区 14.5

黔江区 10.4

涪陵区 18.1

渝中区 14.6

大渡口区 13.4

江北区 16.7

沙坪坝区 17.4

九龙坡区 16.7

南岸区 9.6

北碚区 9.1

渝北区 4.8

巴南区 16.0

长寿区 14.2

江津区 9.4

合川区 7.9

永川区 16.9

南川区 13.1

綦江区（不含万盛）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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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 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同比±%

万盛经开区 11.8

大足区 15.3

璧山区 13.6

铜梁区 11.0

潼南区 14.2

荣昌区 18.2

开州区 23.8

梁平区 18.7

武隆区 36.0

城口县 27.8

丰都县 15.7

垫江县 17.2

忠 县 9.5

云阳县 22.1

奉节县 15.8

巫山县 11.1

巫溪县 23.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10.2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6.8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7.2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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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区 县
1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882.84 0.1

万州区 10.22 -24.4

黔江区 5.30 11.7

涪陵区 22.29 4.1

渝中区 12.78 -9.5

大渡口区 27.17 4.8

江北区 32.46 1.8

沙坪坝区 74.74 13.8

九龙坡区 46.39 5.4

南岸区 38.93 25.9

北碚区 65.91 7.0

渝北区 119.66 -20.5

巴南区 72.17 -16.8

长寿区 8.38 -11.6

江津区 42.38 -6.1

合川区 11.36 5.0

永川区 22.25 22.0

南川区 14.69 -1.0

綦江区（不含万盛） 13.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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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1.67 28.1

大足区 24.35 3.6

璧山区 36.67 29.0

铜梁区 19.44 5.3

潼南区 28.38 17.7

荣昌区 12.34 18.0

开州区 11.10 30.2

梁平区 10.52 5.4

武隆区 4.92 40.5

城口县 1.26 -8.3

丰都县 11.54 6.8

垫江县 10.15 20.1

忠 县 12.87 -14.0

云阳县 13.80 4.8

奉节县 14.00 14.1

巫山县 8.50 1.0

巫溪县 3.71 22.5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5.00 -24.4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5.74 7.4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21 117.3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4.5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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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区 县
1季度社零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3519.80 4.2

万州区 95.04 1.0

黔江区 37.57 1.6

涪陵区 133.22 4.6

渝中区 297.91 3.5

大渡口区 16.94 6.0

江北区 228.37 7.9

沙坪坝区 113.70 0.4

九龙坡区 207.95 4.8

南岸区 166.64 0.3

北碚区 55.35 4.5

渝北区 223.27 4.2

巴南区 134.09 0.4

长寿区 59.72 4.5

江津区 131.14 6.3

合川区 91.06 0.1

永川区 102.05 5.3

南川区 53.53 6.4

綦江区（不含万盛） 50.4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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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社零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27.83 4.5

大足区 87.90 6.1

璧山区 87.23 4.6

铜梁区 71.74 5.4

潼南区 72.99 5.0

荣昌区 72.12 4.5

开州区 88.85 5.7

梁平区 79.15 5.9

武隆区 24.26 1.7

城口县 6.86 2.9

丰都县 62.80 6.1

垫江县 71.25 5.6

忠 县 63.26 6.0

云阳县 102.25 5.9

奉节县 29.05 5.3

巫山县 25.54 4.5

巫溪县 10.47 5.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18.97 6.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50.56 6.3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3.36 -0.8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30.1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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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全体居民收入

区 县
1季度全体居民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10240 6.6

万州区 11150 8.8

黔江区 8559 12.7

涪陵区 11945 8.1

渝中区 15215 5.7

大渡口区 13417 4.6

江北区 15304 6.8

沙坪坝区 14182 5.5

九龙坡区 14464 5.7

南岸区 14125 5.5

北碚区 13141 5.6

渝北区 14085 8.8

巴南区 13528 6.0

长寿区 9955 6.2

江津区 10724 2.0

合川区 10218 2.2

永川区 11488 5.3

南川区 8884 4.3

綦江区 9032 6.6

#綦江区（不含万盛） 916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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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全体居民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8611 2.9

大足区 9746 6.7

璧山区 12222 9.8

铜梁区 10703 7.6

潼南区 9315 7.9

荣昌区 10408 6.5

开州区 8215 8.9

梁平区 9151 9.5

武隆区 8524 11.3

城口县 6143 9.7

丰都县 8397 8.7

垫江县 9564 9.1

忠 县 8855 9.9

云阳县 7690 12.1

奉节县 7546 10.8

巫山县 6924 8.7

巫溪县 5776 8.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8682 14.0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7758 9.8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6200 10.5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732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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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城镇常住收入

区 县
1季度城镇常住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13183 5.8

万州区 13298 7.0

黔江区 11018 5.5

涪陵区 13999 5.8

渝中区 15215 5.7

大渡口区 13534 4.5

江北区 15355 5.4

沙坪坝区 14352 5.0

九龙坡区 14818 5.7

南岸区 14279 5.1

北碚区 13932 4.1

渝北区 14805 5.6

巴南区 14642 5.1

长寿区 11383 4.3

江津区 12821 6.1

合川区 12031 5.1

永川区 13120 5.1

南川区 10829 4.2

綦江区 10595 4.0

#綦江区（不含万盛） 1103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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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1季度城镇常住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9400 4.2

大足区 11998 5.2

璧山区 13911 3.1

铜梁区 12985 4.3

潼南区 11815 4.5

荣昌区 12674 4.4

开州区 11056 6.6

梁平区 11979 6.5

武隆区 12122 6.0

城口县 9684 4.0

丰都县 11063 6.5

垫江县 12738 6.9

忠 县 12167 6.3

云阳县 10067 4.5

奉节县 10008 5.9

巫山县 10436 6.2

巫溪县 8582 4.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10931 2.5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1501 5.5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8956 2.3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1023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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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农村常住收入

区 县
1季度农村常住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全 市 5534 7.5

万州区 6221 8.8

黔江区 4827 7.6

涪陵区 6471 7.4

渝中区

大渡口区 8281 6.4

江北区 8190 7.4

沙坪坝区 8688 7.0

九龙坡区 8887 7.0

南岸区 9296 6.5

北碚区 7710 5.0

渝北区 7813 7.9

巴南区 7725 7.2

长寿区 6520 6.4

江津区 7424 7.8

合川区 6949 6.8

永川区 7467 6.7

南川区 5755 6.4

綦江区 5648 4.2

#綦江区（不含万盛） 5663 4.0



42

区 县
1季度农村常住收入

绝对量（亿元) 同比±%

万盛经开区 5564 5.9

大足区 6144 7.3

璧山区 7909 4.6

铜梁区 6840 6.4

潼南区 5642 6.6

荣昌区 6889 6.6

开州区 5186 8.9

梁平区 6197 8.6

武隆区 4854 7.8

城口县 3603 7.5

丰都县 5711 8.2

垫江县 6359 8.6

忠 县 5542 8.2

云阳县 4896 7.6

奉节县 4988 8.4

巫山县 4087 8.1

巫溪县 3833 7.7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5466 7.6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445 8.0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086 7.5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443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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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一、统计指标解释
问：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区别是什么？
答：从 2013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正式实施

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统一发布全体居民可
支配收入和按常住地区分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与过去口径存在差别。为了满足政策
制定的需要，在“十二五”期间仍推算发布农村
居民纯收入，但自 2016 年开始，不再推算发布
农村居民纯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
区别是：从纯收入中扣减了缴纳的社保费用等
转移性支出和生活贷款利息等财产性支出。

纯收入：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
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
和。计算方法：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
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调查补贴
-赠送农村内部亲友支出。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
产投入和当年生活消费支出，也可用于储蓄和
各种非义务性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按人口
平均的纯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
农户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
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
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
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
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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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二、统计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

关部门不得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
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和有关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组织实施
统计调查和资料开发。

第六条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
查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
内容重复、矛盾。

第七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机关（以下
简称制定机关）应当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
科学性进行论证，征求有关地方、部门、统计
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并由制定机关按照会
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
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应当进行试点。

第八条 制定机关申请审批统计调查项
目，应当以公文形式向审批机关提交统计调查
项目审批申请表、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和工作
经费来源说明。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审批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制定机关应当按照审批机关的要求予以补
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
关应当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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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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