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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月县域经济主要指标情况

一、工业经济

1-7月全县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86亿元，同比下

降23.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3%。主要产

品 产 量 方 面 ， 中 药 材 、 钡 粉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4.6%、38.5%；水泥、混凝土、腊肉、发电量和销电量

分别同比下降41.4%、61.1%、39.9%、45.5%和29.9%。

二、商品贸易

1-7月，从限上商贸看，限上批发业和住宿业销售

额同比分别下降0.4%和4.3%，限上零售业和餐饮业销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8.0%和0.7%。从主要销售商品看，粮油

食品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汽车类和通讯器材类分别

增长9.7%、4.4%、3.1%和9.2%，烟酒类和家具类商品销

售分别下降2.3%和22.6%。

三、投资建设

1-7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5%。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17.6%和

下降28.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投资分别增长96.9%、25.5%和6.9%。

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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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为 9 . 5 2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20.8%。商品房销售额为5.80亿元，同比下降22.6%。

四、财政收支

1-7月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2%，其中

县本级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5.1%；政府基金预算收入同

比下降52.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30.1%，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教育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分

别增长30.1%、20.5%和17.7%。

五、金融信贷

7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39.11亿元，

同比增长15.0%。其中，住户存款余额93.48亿元，同比

增长15.5%；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23.31亿元，同比增长

53.8%；广义政府存款余额22.32亿元，同比下降10.4%。

各项贷款余额111.53亿元，同比增长18.5%，。其中，住

户贷款余额63.24亿元，同比增长4.6%；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余额48.29亿元，同比增长43.4%。7月末存贷

比为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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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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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603 

6703 

31045 

20855 

41782 

54831 

65732 

4099 

84 

327641 

19271 

229 

270 

19208 

23555 

-8.3 

-23.1 

58.8 

-30.9 

-22.9 

38.5 

-41.4 

-61.1 

14.6 

-39.9 

61.4 

469.0 

5.2 

5.1 

-45.5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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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7.6 

- 

-

96.9 

25.5 

25.5 

32.1 

-69.0 

45.0 

6.9 

-28.0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7月 同比±％

.5.注：商品房竣工面积、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仅列明主要类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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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71

86174

22143

0

47154

1051894

608555

201148

9208

232983

119949

25616

76437

95224

71810

7695

57997

46603

7005

32741 

-

-

-

-

-

29.0 

30.8 

0.9 

0.0 

64.4 

-

-

-

-20.8 

-36.4 

178.8 

-22.6 

-31.7 

26.6 

-28.0 



限上单位销售额和营业额（万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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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5.9

43215.5

962.3

4005.6

-0.4 

8.0 

-4.3 

0.7 



限上单位主要商品销售额

限上单位主要商品销售额（万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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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8

8602.6

1197.7

15834.8

2530.9

341.3

1102.6

740.8

1596

878.9

262.3

2607.7

10407.2

1742.3

727.7

14782.6

12.8 

9.7 

6.0 

-2.3 

-13.6 

0.8

1.2

13

2.9

-18.5

-22.6

9.2

22.5

1.6

4.4 

3.1



财   政

财   政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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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0

9977

3477

1498

694

611

16423

6765

203787

16328

5707

30504

110

29380

11555

6853

8660

109097

115996

-2.2 

-35.1 

-50.4 

-25.3 

-1.6 

-20.4 

41.2 

-52.7 

30.1 

17.7 

-0.6 

20.5 

129.2 

30.1 

-2.0 

189.2 

161.8 

28.3 

1494.5 



税   收

税   收 1-7月 同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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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4

6798

1688

3745

1734

383

611

360

238

226

676

1263

305

1483

158

7023

2246

4777

12363

-33.2 

-48.9 

-10.4 

-25.5 

-1.4 

-10.3 

-20.0 

-10.9 

9.2 

-9.6 

-27.7 

-24.0 

65.8 

-38.2 

-25.1 

-28.4 

-40.5 

-20.8 

-35.7 



金   融

金   融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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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104 

934757 

308644 

626113 

233061 

205402 

27660 

223176 

43925 

179251 

1115316 

632371 

200919 

431452 

482945 

129377 

352534 

15.0 

15.5 

9.4 

18.8 

53.8 

61.7 

12.8 

-10.4 

-35.0 

-1.2 

18.5 

4.6 

-7.8 

11.6 

43.4 

443.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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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6.0 

11.5

-6.2

-18.4

-6.9

3.8

10

6

4

10

9

3

1

-8.3

11.5

25.5

-28

-20.8

4.7

30.1

37

10

7

35

27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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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4.9

7.0

5.8

2.8

0.7

7.2

6.1

5.2

6.6

5.4

21.0

18.5

3.8

6.5

1.0

0.0

0.3

7.2

7.2

6.5

7.0

-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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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6.8

7.5

7.6

6.0

7.0

6.2

6.1

9.9

3.0

5.6

-8.3

3.1

7.0

6.6

6.6

7.8

5.5

-12.3

4

7.6

0.8

4.5

4.6

3.3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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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5.9

-3.5

13.8

26.5

12.4

8.5

4.8

2.6

7.0

7.0

14.1

11.5

7.4

10.5

-3.1

-2.5

3.3

5.0

6.7

7.2

5.0

9.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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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14.3

5.8

8.8

6.2

8.4

8.0

13.4

6.0

11.4

13.7

11.5

14.5

17.9

11.3

23.9

10.5

7

23.7

4.4

2.3

15.6

2.1

17.8

9.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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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5.8

-6.3

14.6

34.3

-3.3

54.2

9.6

7.7

10.3

-100

13.4

12

27.3

15.8

-4.4

-3.1

3.5

66.1

8.8

3.3

13.8

4.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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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23.3

12.5

7

8.8

10.3

16.9

26.1

9.2

30.4

40.4

25.5

-1.8

9.9

2.9

140.3

25.4

23.9

-7.8

13.6

10.3

-5.7

124.9

11.4

-8.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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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02

586.09

316.38

296.38

107.93

39.72

5.66

1976.98

1321.23

655.75

29.50

92.41

107.29

198.46

139.13

75.98

127.92

383.23

167.30

60.92

21.05

94.55

38.12

76.46

-6.2

-12.9

-24.0

3.8

9.5

24.6

-52.3

-6.6

-10.4

2.0

-17.7

13.9

12.1

6.3

-7.4

-13.3

-31.2

-8.5

-28.1

-1.9

2.5

-5.4

8.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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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8

42.07

72.30

84.37

42.70

50.06

32.21

270.49

26.61

28.96

23.98

3.27

34.79

26.67

32.28

32.50

33.99

19.53

7.9

72.55

10.4

13.4

15.34

16.84

5.67

10.89

8.7

0.9

2.0

11.9

1.8

11.5

-11.3

-1.7

-34.5

0.1

-14.7

-28.0

6.1

15.8

0.3

1.2

31.4

-1.8

14.1

-11.4

0

-7.4

-22.2

-21.7

28.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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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52

545.24

307.31

354.30

132.04

70.34

9.00

2427.76

1388.82

1038.94

26.82

110.47

76.12

207.38

150.36

109.34

165.83

364.99

177.51

58.45

40.81

113.42

83.23

161.90

-18.4

-30.2

-35.9

-23.1

-16.6

-4.0

-20.4

-21.4

-24.1

-17.6

-25.3

-9.3

-25.2

-20.8

-8.2

-11.7

-15.2

-31.2

-39.8

-16.7

-27.5

-45.5

-10.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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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3

56.43

91.23

154.66

50.66

97.79

55.44

506.56

57.86

82.33

37.73

9.52

39.44

69.06

28.56

82.38

58.56

24.01

17.11

156.2

26.51

16.04

34.13

45.38

5.98

28.16

-10.4

-11.0

-4.7

-24.1

-23.2

-4.6

-8.3

-7.3

-37.4

6.2

-15.2

-20.8

3.9

7.0

-32.7

9.4

9.5

-20.3

6.1

2.6

-2.9

1.8

-6.2

20.7

16.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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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3

74.2

19.9

3.3

609.5

26.6

9.6

47.2

22.5

37.4

31.9

12.2

40.8

19.3

41.5

29.3

31.1

21

26.1

11.9

11.4

25.4

-6.9

-7.4

3.8

-29

-7.9

-6.5

-19.1

3.1

-13.4

9.3

-15

-28

-14.6

-40.4

10.3

6.5

-12.8

-4.1

-9.5

0.6

-0.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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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21.7

10.2

13.1

132.2

35.1

16.8

14.3

2.6

12.9

11.6

12.9

10.7

7.3

4.4

3.6

51.6

16.1

7.4

6.5

7.5

5.5

8.7

-19

4.4

-14.7

-27.1

-2.1

-1.8

4.4

-4.2

4.7

-10.4

7.3

1.3

10.4

-20.8

-12.2

3.3

6.1

1.3

11.7

3.1

12.4

9.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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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2

90

34

14.4

1114.1

42.8

18.7

52.5

50.7

50.8

45.5

32.7

64.8

45.9

71.9

47.8

59.8

46.7

46.5

32.2

37.6

56.6

.24.

同比±%

3.8

4

-5.2

7.7

4.3

2.2

12.7

19.7

4.7

10.2

0.8

11.6

17.4

2.2

-2.6

32.2

-5.8

2.9

-6

-1.3

1.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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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46.2

36.2

43.1

428.3

78.2

44.7

39.4

20.4

36

35.1

40

41.5

34.3

29.6

29.2

191.6

32.7

26.9

29.7

29.1

35.2

38.1

1.9

4.7

0.7

2.4

0.3

6.6

4.7

2.6

30.1

1.8

-9

-18.9

4.9

-13.7

4.7

10.8

4.8

7.4

1.7

18.5

4

5.6

-3.7



统计知识

统计知识

一、统计指标解释

1、问：如何理解GDP、国民总收入（GNI）的区

别和联系？

答：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

（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总量指标。两

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用途都非常广泛。

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

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等于所

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国民总收入 (GNI)，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

分配的最终结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

和。

GDP 与 GNI 的区别在于，衡量经济总量的角度有

所不同。GDP 是一个反映生产成果的概念，它从生产

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只要是本国领土

内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无论是由内资企业还是外商

投资企业创造的，均应计入本国的 GDP。GNI 是一个

.26.



统计知识

反映收入总量的概念，它从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即在 GDP 的基础上，扣除

外国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加上本国从国外获得的

资本和劳务收入。

在 反 映 生 产 成 果 、 衡 量 经 济 增 长 时 更 多 使 用 

GDP，在分析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时更多使用 GNI。由

于GDP 衡量的是“做蛋糕”的问题，GNI 衡量的是

“分蛋糕”的问题，把蛋糕做大是分蛋糕的基础，因而

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对 GDP 更为关注。

二、统计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十六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组织实施统计调

查，应当就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主要指标涵

义和有关填报要求等，向统计调查对象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等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填报人员和单位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作为统计调查对象提供

统计资料，应当由本人签字。统计调查制度规定不需要

签字、加盖公章的除外。

统计调查对象使用网络提供统计资料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27.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

推广使用网络报送统计资料，应当采取有效的网络安全

保障措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

和乡、镇统计人员，应当对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的统计资

料进行审核。统计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明显错误的，应

当由统计调查对象依法予以补充或者改正。

第二十条　 国家统计局应当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

监控和评估制度，加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统

计数据的监控和评估。

统计知识

.28.



统计产品推荐

统计产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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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