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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关于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就是全年的粮食生产总量，是反映我国农业

生产的重要指标。 从收获季节上看，包括夏粮、早稻和秋

粮；从主要品种上看，包括谷物、薯类、豆类，其中谷物包括

小麦、稻谷、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

1.

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是如何统计的？

解读：

我国的粮食作物生产者分为农业生产经营户和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两类。 农业生产经营户生产的粮食占全

国粮食作物产量的

95%

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包括农

场、企业、社会团体等，其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作物产量

的比重不到

5%

。对这两类粮食作物生产者，统计部门分别

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

2.

农业生产经营户的统计方法是什么？

解读：

农业生产经营户的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

量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及直属调查队通过开展以省为总体

的抽样调查推算取得。 具体做法是：国家统计局依据农业

普查成果直接抽选对省有代表性的村民小组样本，国家统

计局直属调查总队每年按季节组织实施对样本村民小组

内的地块或农户的调查，并按抽样时确定的权数推算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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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的农户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在收割季节，按调查农作

物播种面积自加权的抽样设计，抽选单位面积产量调查村

民小组样本， 并组织实施样本村民小组内的实割实测调

查，取得样本地块的单位面积产量，通过简单平均方法计

算出全省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再乘以播种面

积数据推算出全省农户粮食作物产量。

3.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统计方法是什么？

解读：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

量，通过全面定期统计报表制度，由省级统计局对农业生

产经营单位所属部门上报的数据进行汇总取得。

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对农户和单位的统计调查结

果进行汇总，得到本省全社会的粮食产量，将此结果及全

部基层数据报国家统计局主管业务司，经审核后，得到全

国的粮食产量统计结果，提供社会公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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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简况

1．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84.7%

，两年平

均增长

19.4%

。 其中，电子产业同比增长

99.6%

，汽车产业

同比增长

97.6%

，摩托车产业同比增长

96.4%

，装备产业业

同比增长

124.2%

。

2．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4.2%

，两年平均增长

3.0%

。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21.5%

，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

79.6%

。

3．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

6.27

亿元，同

比增长

43.5%

， 两年平均增长

1.6%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85

亿元，同比增长

18.1%

，两年平均增长

9.3%

。

4．2

月末全区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865.99

亿元，同

比增长

7.7%

。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04.71

亿元，同比增长

12.7%

。 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

684.33

亿元

,

同比增长

11.3%

。

2021年 1-2月经济运行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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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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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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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同比

±%

工业总产值

84.7

#

民营总产值

79.0

支柱产业

电子产业

99.6

#

仪器仪表行业

60.2

消费品行业

61.5

能源工业

33.6

汽车产业

97.6

摩托车产业

96.4

装备产业

124.2

医药产业

39.8

材料产业

14.0

按三大门类分

采矿业

-100.0

制造业

88.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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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1-2

月同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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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主要行业分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5.3

汽车制造业

97.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96.1

仪器仪表制造业

60.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26.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5.9

医药制造业

33.5

金属制品业

11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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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2

月同比

±%

液晶显示屏

77.3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74.6

光学仪器

140.7

灯具及照明装置

122.1

工业机器人

36.4

化学试剂

39.3

水泥

13.9

摩托车整车

92.6

发动机

62.4

发电量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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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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同比

±%

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

1-2

月同比

±%

84.2

77.3

88.1

-0.1

79.6

-100.0

221.5

投资总额

#

民间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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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

工业投资

第三产业

46.6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031.15 -10.6

#

住宅

807.97 -7.8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30.17 5592.4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7.97 194.4

#

住宅

14.11 144.5

销售额

(

亿元

) 20.21 178.2

#

住宅

17.30 144.4

#

住宅

27.13 271239.0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57.71 177.9

#

住宅

43.20 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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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收支

1-2

月 同比

±%

财政和税收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水复） 完成

6.27

亿元， 增长

43.5%

， 其中税收

5.68

亿元， 增长

43.2%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20 28.0

＃

税收收入

3.69 25.9

＃

增值税

1.15 51.9

企业所得税

0.28 -9.6

个人所得税

0.20 18.5

城市维护建设税

0.20 44.7

契税

1.31 28.9

＃

一般公共服务

1.35 16.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0.85 18.1

非税收入

0.51 44.7

农林水事务

0.82 88.1

城乡社区

0.51 -18.5

卫生健康

1.04 25.3

教育

1.46 -29.9

社会保障与就业

3.1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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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款

同比

±%2

月末

金 融

营业网点数（个）

126 0.8

人民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56.09 7.2

本外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65.99 7.7

＃

住户存款

604.71 12.7

人民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674.83 9.9

本外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684.33 11.3

＃

住户贷款

319.51 21.4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63.34 3.8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1.4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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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情况

1-2

月 同比

±%

社会保障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8.89 5.9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5.10 -2.7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6.21 6.3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8 -5.0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30 -4.0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567.26 -9.7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9 6.3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43 6.2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万人）

40.74 -0.4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8.27 23.5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6.72 7.5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508.0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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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总收入

(

亿元

) 27.44

—

过夜游客（万人天）

24.44

—

旅游

1-2

月 同比

±%

注： 因文旅委统计口径调整， 过夜游客及旅游总收入无同比。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2 -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2 -

就业情况

1-2

月 同比

±%

环境质量

1-2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1-2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环境、 就业、 旅游

Ⅱ

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天）

49 -12.5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76

—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1615 0.6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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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全市 全国

1-2

月

同比

±%

1-2

月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 —

＃

第一产业 — — — —

规上工业增加值 —

56.7

—

35.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

52.4

—

35.0

＃

房地产开发投资

442.91 54.8 13986 38.3

进出口总额（亿元）

1161.7 70.3 54418 32.2

＃

出口

722.6 87.8 30588 50.1

人民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4.31 11.9 217.29 10.4

人民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4.22 13.6 177.68 12.9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 — —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 — — —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100.0

—

101.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98.6

—

99.7

第三产业 — — — —

第二产业 — — — —

＃

工业 — — — —

建筑业 —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05.76 24.1 41805 18.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776.54 37.3 35733 10.5

全国、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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