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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产品推荐 统计知识
一、统计指标解释

1、问：住户调查包括哪些内容？

答：住户调查是以住户及其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的

数据搜集方法，因调查对象群体庞大，一般采用抽样调查

方式组织实施。国家统计局开展的住户调查主要包括：城

乡居民的收支和生活状况、农民工监测调查、农民工市民

化监测调查、农村贫困监测调查、退耕还林（草）监测调

查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调查等。

2、问：在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中，在收入

中包含的“ 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 ” ，在支出中包含的

“自有住房折算租金 ”，具体是什么含义？
答：在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中，在收入中

对城镇住户“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进行统计，对农村住

户按零处理。作为收入的一部分，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指

的是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住房服务的折算价值扣除折旧后

得到的净租金。由于大多数农村地区不存在住房交易市

场，难以对其进行估值，一般认为农村居民房屋市场价值

等同于当年的建房价格，折算后的净租金为零。

在支出统计中，城乡住户均使用“ 自有住房折算租金”

概念统计，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包含该房屋的折旧。自有

住房折算租金属于实物消费，不包括在现金消费支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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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

统计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统计资料能够通过行政记录取得的，不得组

织实施调查。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能够满足统计需要

的，不得组织实施全面调查。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统计规律研究，健全新兴产业等统计，完善经济、社

会、科技、资源和环境统计，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

第四条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严格执行统计法和本

条例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

门及其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活动依法进行，不得侵犯统计

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

职权，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不得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

假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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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主要统计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7894.02 8.3
第一产业 亿元 1922.03 7.8
第二产业 亿元 11184.94 7.3
工业 亿元 7888.68 9.6
建筑业 亿元 3296.26 1.9

第三产业 亿元 14787.05 9.0
二、农业

粮食产量 万吨 1092.84 1.1
蔬菜产量 万吨 2184.30 4.4
生猪出栏量 万头 1806.90 26.0

三、工业(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 10.7 4.9点

产品销售率 % 98.9 1.3点

资产负债率 % 56.9 -0.8点
总资产贡献率 % 11.0 2.2点

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6.1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3967.67 18.5

六、财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2285.45 9.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4835.11 -1.2

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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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 45908.04 7.1
亿元 44270.21 7.3
亿元 46927.61 12.0

#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46043.2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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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元

元

元

43502
29850
18100
16096

8.7
13
10.6
13.8

注：部分指标按季度核算，粮食产量按半年核算

第15页



第14页

居 民 收 入 1-12月
实 绩

同比
±%

全体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0294 9.5

城镇常住居民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3198 8.7

工资性收入 元 18403 7.1

经营净收入 元 4207 10.8

财产净收入 元 3882 10.6

转移净收入 元 6706 10.8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22507 10.1

农村常住居民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2473 10.8

工资性收入 元 6516 9.6

经营净收入 元 4157 11.9

财产净收入 元 369 11.5

转移净收入 元 1431 13.0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10016 15.6

注:按季度核算。

2021年城口县县域经济运行主要情况

经初步核算，全县国内生产总值60.63亿元，按不 变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12.70亿元，同比增长5.8%；第二产业增加值12.21 亿元，

同比增长16.5%；第三产业35.73亿元，同比增长4.0%。

一、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全县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37.70万亩，同比增长1.5%；粮食产量9.05万吨，同比

增长3.5%。蔬菜播种面积8.63万亩，同比增长1.7%； 蔬

菜产量6.77万吨， 同比增长5.9%。全年 肉类总产量

1.66万吨，同比增长14.5%。年末生猪存栏8.91万头，同比

增长2.7%；生猪出栏13.23万头，同比增长22.9%；能 繁

母猪存栏 1.37万头 ，同 比增长 3.6% ；年末家禽存栏

171.60万只，同比下降11.1%；家禽出栏282.07万只，同比

增长3.6%。全年农业总产值现价同比增长3.5%，可比 价

同比增长7.1%，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二、工业生产持续下滑。分产品产量看，硅锰合金

、商品混凝土、水泥和钡粉产量，同比分别下降13.7%

、10.9%、30.2%和7.4%，发电量和销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16.2%和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2%，增速较

1-9月、1-10月和1-11月分别回落8.5、6.1和4个百分点。

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增速较2020年和2019年

同期分别回落了1.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

三、投资建设保持增长。实现固定资产投资37.67亿
元，同比增长6.8%，较2019年同期增长14.9%。分投资项目

看，工业发展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1.7% 和
71.5%，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5%。实现注册地建筑
业总产值5.86亿元，同比增长108.4%，较2019年同 期增
长178.1%。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8%。

第3页

指标名称 单位



四、商贸经济持续恢复。批发业和零售业分别实现 金 融

销售额18.56亿元和12.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和

5.2%，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回落2.8和1.1个百分点；住宿

业和餐饮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和3.74亿元， 同

比分别增长7.5%和19.0%，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回升

21.6和19.6个百分点。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01亿元，同比增长

9.2%，较2019年和2020同期分别增长9.0%和9.2%，两年

平均增长4.4%。

五、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

税收入分别完成4.61亿元和2.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7%和2.5%，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6.1%和4.0%。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完成36.60亿元，同比下降20.6%，较2019 年

同期下降18.0%。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294元，同比增长

9.5%，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198元，

同比增长8.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473元，同比增长10.8%。

六、金融存贷款余额增速回升。全县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126.50 亿元，同比增长0.8%，增速由负转正，

较前三季度回升7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回升0.8个百分

点。各项贷款余额为109.45 亿元，同比下降2.4%，降幅

较前三季度收窄6.7个百分点。12月末存贷比为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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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1264950 0.8

住户存款 万元 847696 8.1

活期 万元 312046 -0.3

定期及其他 万元 535650 13.6

非金融企业存款 万元 179664 4.3

活期 万元 154152 -1.0

定期及其他 万元 25512 54.1

广义政府存款 万元 237513 -20.2

财政性存款 万元 44589 -14.1

机关团体存款 万元 192924 -21.4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万元 1094503 -2.4

住户贷款 万元 665892 9.4

短期 万元 255991 10.7

中长期 万元 409901 -8.5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万元 428611 -16.4

短期 万元 64526 197.7

中长期 万元 33353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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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46138 4.7

税收收入 万元 27556 2.5

#增值税 万元 12631 -4.6

企业所得税 万元 3043 34.4

个人所得税 万元 1411 -12.3

城市维护建设税 万元 1346 -2.2

非税收入 万元 18582 8.0

政府性基金收入 万元 28480 7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366040 -20.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33222 -7.8

公共安全支出 万元 12642 31.4

教育支出 万元 60657 -1.3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586 4.1

社保就业支出 万元 40452 -4.5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22162 -54.1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25518 15.0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6643 -78.8

小 计 万元 201882 -19.8

政府性基金支出 万元 15825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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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月
实 绩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606334 6.6

第一产业 万元 126996 5.8

第二产业 万元 122050 16.5

工业 万元 57415 0.9

建筑业 万元 64635 35.8

第三产业 万元 357288 4.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万元 13846 2.8

批发和零售业 万元 39743 2.5

住宿和餐饮业 万元 20681 9.4

金融业 万元 59471 -5.0

房地产业 万元 26607 5.6

其他服务业 万元 193957 6.6

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2983 3.4



农 业 国 内 贸 易

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农业总产值 万元 206774 3.5

粮食种植面积 亩 376976 1.5

粮食产量 吨 90546 3.5

蔬菜种植面积 亩 86285 1.7

蔬菜产量 吨 67739 5.9

畜 牧

1.猪存栏 万头 8.91 2.7

猪出栏 万头 13.23 22.9

2.牛存栏 万头 1.20 1.0

牛出栏 万头 0.50 -8.6

3.羊存栏 万只 6.68 -7.4

羊出栏 万只 9.46 -2.3

4.家禽存栏 万只 171.60 -11.1

家禽出栏 万只 282.07 3.6

5. 肉类总产量
万吨 1.66 14.5

注：农业总产值速度为现价计算。 注：社零总额按销售单位所在地、按消费类型分类待市局反馈相关数据后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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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270146.9 9.2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万元 - -

乡村 万元

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 万元 - -

餐饮收入 万元

销售额和营业额

批发业销售额 万元 185609.4 7.6

零售业销售额 万元 128695.3 5.2

住宿业营业额 万元 23465.1 7.5

餐饮业营业额 万元 37413.2 19.0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规上工业总产值及产量

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万元 107406 71.5

私营有限责任 万元 83918 366.2

私营独资 万元 15130 -43.8

其他有限责任 万元 8358 -52.9

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125070 -80.4

住宅 平方米 79816 -79.0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0 -100.0

办公楼 平方米 0

其他 平方米 45254 -26.7

商品房施工面积 平方米 940688 -3.4
住宅 平方米 545144 -10.7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200365 -30.6

办公楼 平方米 9208 0.0

其他 平方米 185971 186.1

商品房竣工面积 平方米 44265 -71.9

住宅 平方米 22763 -84.5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21360 139.2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220687 35.4

住宅 平方米 210224 53.3

商业营业用房 平方米 5050 -61.5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135087 50.4

住宅 万元 125389 66.3

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 8314 -10.4

注：商品房竣工面积、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仅列明主要类别项。 注：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是不定基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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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规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130438 6.0

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1.硅锰合金 万吨 3.56 -13.7

2.锰矿 万吨 1.54 -41.8

3.钡粉（国土出境数） 万吨 6.40 -7.4

4.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26.27 -10.9

5.水泥 万吨 15.85 -30.2

6.发电量 亿度 10.77 16.2

7.销电量 亿度 5.85 4.0



规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单位
1-12月
实 绩

同比
±%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 -0.2 -3点

企业个数 个 12 -

#亏损企业 个 4 -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136978 23.4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112998 23.8

利润总额 万元 6314 197.6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018 -

注：以上数据为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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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1-12 月
实 绩

同比
±%

投资总额 万元 376668 6.8

按投资项目分

1.农业基础设施 万元 11993 -3.5

2.工业发展 万元 40703 11.6

3.能源建设 万元

4.交通建设 万元 60991 -3.6

5.市政建设 万元 135397 98.5

6.房地产业 万元 107406 71.5

7.社会事业 万元 20178 25.6

8.建筑业 万元

9.其它 万元 0 -100.0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1.一产业 万元 11993 -3.5

2.二产业 万元 40703 11.6

3.三产业 万元 323972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