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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关于人口普查（五）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普查内容和普查表？

解读：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

:

姓名、公民身份号

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

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和普查内容，具体分为四种普查表。

（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

普查短表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由全部住户

（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

填报。

（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普查长表包括所有短表项目和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

生育和住房等情况的项目， 在全部住户中抽取

10%

的户

（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填报。

（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

查表

港演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包括反映人口基本状

况的项目以及入境目的、居住时间、身份或国籍、就业情况

等项目，由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填报。

（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

死亡人口调查表包括死亡人口的基本信息， 由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期间有死亡人口的户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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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工作阶段？

解读：普查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

一是准备阶段（

2019

年

10

月—

2020

年

10

月）。 这一

阶段的主要工作是

:

组建各级普查机构，制定普查方案和

工作计划，进行普查试点，落实普查经费和物资，准备数据

采集处理环境，开展普查宣传，选聘培训普查指导员和普

查员，普查区域划分及绘图，进行户口整顿，开展摸底等。

二是普查登记阶段（

2020

年

11

月

-12

月）。这

-

阶段的

主要工作是

:

普查员入户登记，进行比对复查，开展事后质

量抽查等。

三是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

2020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

:

数据处理、汇总、评估，发布

主要数据公报，普查资料开发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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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简况

1．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6.07

亿元，同比增长

2.6%

。

其中第二产业

228.48

亿元，增长

4.3%

；第三产业

215.20

亿

元，增长

0.7%

。

2．

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4.2%

。批发业销

售额下降

11.4%

，零售业销售额增长

6.6%

，住宿业营业额

下降

28.4%

，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2.0%

。

3．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0%

。 其中工业投资

增长

96.2%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6.4%

。

4．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

27.07

亿元，

下降

15.8%

（区金库

19.97

亿元，下降

6.6%

），其中税收收

入

24.17

亿元 ， 下降

18.0%

（区金库

17.44

亿元 ， 下降

8.5%

）。

5．9

月末全区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856.38

亿元，比

年初增长

7.9%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564.86

亿元，比年初增

长

10.7%

， 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

648.29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6.9%

。

2020年 1-9月经济运行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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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注：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2.

支柱产业采用全市最新八大支柱产业分类标准， 其中仪器仪表属于电子产业。

规模以上工业

1-9

月同比

±%

工业总产值

4.5

支柱产业

电子制造业

15.4

#

仪器仪表行业

-0.4

汽车产业

-12.5

能源工业

-4.3

按三大门类分

摩托车产业

-4.5

装备产业

3.1

医药产业

-22.9

材料产业

-14.7

消费品行业

-13.2

采矿业

-42.2

制造业

5.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

4



工 业

按主要行业分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3

汽车制造业

-12.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4.5

仪器仪表制造业

-0.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0

医药制造业

-25.2

金属制品业

-7.9

通用设备制造业

2.6

规模以上工业

1-9

月同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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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1-9

月 同比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

1-9

月 同比

±%

营业收入

(

亿元

) 575.59 5.4

应收账款

(

亿元

) 221.38 0.6

产成品存货

(

亿元

) 98.17 11.4

产品销售率（

%

）

99.1 -0.2

利润总额

(

亿元

) 28.24 14.1

亏损面（

%

）

22.2 -4.9

亏损企业亏损额

(

亿元

) 25.69 114.5

原煤（万吨）

23.47 88.4

天然气（亿立方米）

2.70 -7.7

电力（亿千瓦时）

17.3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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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液晶显示屏（万片）

17581.10 36.5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万台）

58.78 7.4

光学仪器

(

万台

) 39.12 15.8

灯具及照明装置

(

万套

) 83.51 -45.1

工业机器人

(

套

) 1150 26.9

化学试剂（万吨）

2.64 4.2

摩托车整车

(

万辆

) 20.08 -28.3

发电量（亿千瓦时）

12.53 -12.3

水泥

(

万吨）

146.16 -13.6

发动机

(

万千瓦

) 753.26 30.8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9

月 同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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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1-3

季度 同比

±%

注： 建筑业按注册地口径进行统计， 即按照在碚注册企业范围统计。

月末资质内建筑企业个数（个）

76 -3.7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121.08 6.8

建筑工程产值

116.37 12.7

安装工程产值

3.33 -16.9

其他产值

1.38 -77.7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451.83 -21.6

#

本年新开工面积

188.19 -5.0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158.11 -29.0

建筑业

8



交通运输、 邮电

客货运输及邮电业务总量

1-3

季度 同比

±%

注： 客货运输数据未包含铁路部分； 邮电业务总量为邮政和电信业务量。

货运量（万吨）

1512 7.2

＃

公路（万吨）

1500 7.8

客运量（万人次）

256 -45.3

＃

公路（万人次）

256 -45.3

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

182866 7.3

＃

公路（万吨公里）

178784 7.5

客运周转量

(

万人公里

) 12122 -48.8

＃

公路

(

万人公里

) 12122 -48.8

邮电业务总量

(

亿元

) 17.5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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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

1-3

季度同比

±%

销售额和营业额

1-3

季度同比

±%

批发业销售额

-11.4

零售业销售额

6.6

住宿业营业额

-28.4

餐饮业营业额

2.0

国内贸易

零售总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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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374.96 2.2

#

住宅

1046.20 5.5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222.54 -19.1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246.45 28.4

#

住宅

181.08 1.3

销售额

(

亿元

) 228.86 9.5

#

住宅

196.12 -1.4

#

住宅

168.83 -7.9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147.09 25.6

#

住宅

100.81 27.5

固定资产投资

1-9

月同比

±%

注： 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标准为计划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9

月 同比

±%

13.0

34.1

-3.2

-6.4

3848.0

96.2

96.2

-2.4

投资总额

＃

建设与改造

#

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开发投资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

工业投资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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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税收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

区金库）

19.97 -6.6

＃

税收收入

17.44 -8.5

＃

增值税

3.01 -16.7

企业所得税

1.32 -24.0

个人所得税

0.46 3.8

城市维护建设税

0.55 -12.7

契税

6.90 -0.8

＃

一般公共服务

4.09 15.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11 -2.2

非税收入

2.52 9.1

农林水事务

2.66 -17.8

城乡社区

4.35 -23.5

卫生健康

5.92 11.1

教育

10.32 12.4

社会保障与就业

6.53 10.3

地方财政收支

1-9

月 同比

±%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水复）

27.07

亿元， 下降

15.8%

， 其中税收收入

24.17

亿元， 下降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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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网点数（个）

125 0.0 1.6

人民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43.57 6.9 12.9

本外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56.38 7.9 13.8

＃

住户存款

564.86 10.7 12.5

人民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647.96 7.0 7.3

本外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648.29 6.9 7.3

＃

住户贷款

296.20 14.4 17.9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50.66 1.2 -0.4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1.43 68.2 43.0

金融机构存贷款

同比

±%9

月末 比年初

±%

金 融

保险

1-3

季度 同比

±%

保险保费收入（亿元）

16.60 -2.9

保险赔付支出（亿元）

3.7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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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收入

(

亿元

) 124.78

—

过夜游客（万人天）

122.34 -52.3

旅游

1-9

月 同比

±%

注： 因文旅委统计口径调整， 旅游实际收入指标调整为旅游总收入， 故旅

游总收入无同比。

外贸进出口及利用外资

1-8

月 同比

±%

开放型经济和旅游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4.98 37.1

#

出口

8.55 64.7

进口

6.43 12.1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75 -54.2

14



社会保障情况

1-9

月 同比

±%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7.89 5.3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5.28 -3.0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5.92 6.6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9 -5.2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30 -5.8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2399.12 5.7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9 5.6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43 4.7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万人）

41.51 -2.3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7.06 12.1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6.48 7.6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821.29 9.7

社会救助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万人次）

0.28 -2.8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万元）

2159.1 10.6

就业情况

1-9

月 同比

±%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16889 -17.6

本年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4621 -

社会保障、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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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

1-3

季度 同比

±%

环境质量

1-9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1-9

月 同比

±%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1577 6.6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4263 5.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6938 7.7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14 -22.2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16 -11.1

Ⅱ

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天）

257 8.9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66

—

人民生活、 安全生产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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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主城九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地 区

1-3

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北碚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渝北区

巴南区

地 区

1-9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

%

）

9

区排位

北碚区

5.0 3

渝中区

2.2 8

大渡口区

4.9 4

江北区

2.2 8

沙坪坝区

9.0 2

九龙坡区

4.4 6

南岸区

4.7 5

渝北区

10.5 1

巴南区

4.2 7

数值

9

区排位

456.07 8

996.86 3

187.61 9

945.05 4

737.26 5

1104.48 2

575.97 7

1387.19 1

增幅

% 9

区排位

2.6 3

2.6 3

1.0 9

2.8 1

2.1 6

2.7 2

2.0 8

2.6 3

654.99 6 2.1 6

18



重庆市 “主城九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地 区

增幅（

%

）

北碚区

13.0

渝中区

3.4

大渡口区

4.2

江北区

1.4

沙坪坝区

8.5

九龙坡区

7.9

南岸区

1.1

渝北区

0.1

9

区排位

1

5

4

7

2

3

8

9

1-9

月固定资产投资

巴南区

3.1 6

地 区

1-3

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

%

）

9

区排位

北碚区

-4.2 6

渝中区

-1.5 3

大渡口区

-13.7 9

江北区

3.8 2

沙坪坝区

-10.1 8

九龙坡区

-3.9 5

南岸区

-1.7 4

渝北区

-4.5 7

巴南区

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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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1-9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数值

9

区排位

北碚区

19.97 8

渝中区

29.08 7

大渡口区

14.78 9

江北区

45.86 2

沙坪坝区

31.30 5

九龙坡区

30.94 6

南岸区

44.38 3

渝北区

48.57 1

增幅

%

-6.6

-10.4

-19.6

-15.8

-5.2

-16.0

2.0

-22.2

9

区排位

4

5

8

6

3

7

2

9

巴南区

40.36 4 2.6 1

地 区

1-3

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数值

9

区排位 增幅

% 9

区排位

北碚区

31577 9 6.6 3

渝中区

35481 1 6.1 6

大渡口区

32164 6 5.4 9

江北区

34203 2 6.4 5

沙坪坝区

32755 5 5.9 7

九龙坡区

34070 3 6.5 4

南岸区

33516 4 5.8 8

渝北区

31896 7 7.0 1

巴南区

31753 8 6.7 2

重庆市 “主城九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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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1-3

季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数值

9

区排位

北碚区

34263 6

渝中区

35481 1

大渡口区

32497 9

江北区

34786 5

沙坪坝区

33380 8

九龙坡区

35037 2

南岸区

34113 7

渝北区

34853 4

增幅

%

5.9

6.1

5.3

6.2

5.6

6.1

5.6

5.9

9

区排位

4

2

9

1

7

2

7

4

巴南区

34940 3 5.8 6

地 区

1-3

季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数值

9

区排位 增幅

% 9

区排位

北碚区

16938 6 7.7 4

渝中区 — — — —

大渡口区

17987 4 6.9 7

江北区

18139 3 6.4 8

沙坪坝区

17850 5 7.7 4

九龙坡区

18512 2 8.2 1

南岸区

19065 1 7.4 6

渝北区

16120 8 8.0 3

巴南区

16510 7 8.2 1

重庆市 “主城九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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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全市 全国

1-3

季度

同比

±%

1-3

季度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

17707 2.6 722786 0.7

＃

第一产业

1217 3.9 48123 2.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

2.5 436530 0.8

＃

房地产开发投资

3285 -1.1 103484 5.6

进出口总值（亿元）

4614 11.4 231151 0.7

＃

出口

2910 10.3 127103 1.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511 -6.8 141002 -6.4

人民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4.00 13.2 169.37 13.0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3539 6.5 23781 3.9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0834 5.4 32821 2.8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2265 7.9 12297 5.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99.0

—

98.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103.2

—

103.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8330 -2.2 273324 -7.2

第二产业

7009 3.9 274267 0.9

第三产业

9482 1.2 400397 0.4

规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4.4

—

1.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3277 -7.5 175185 -1.9

人民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4.15 7.7 211.08 10.7

全国、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22



苹果用户：在应用商店搜索“数据重庆”并安装数据重庆、数

据区县。

安卓用户：访问“百度手机助手”搜索“数据重庆”、“数据区

县”下载安装：

统计产品推荐

———

“数据重庆”系列移动客户端平台安装介绍

数据重庆 数据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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