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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关于统计上的城乡划分

1.

为什么要进行城乡划分？

解读：城乡二元结构，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显著特点之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

城乡差距。 为了对城乡发展予以准确反映和动态监测，提

高在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的一致性，国家统计局开展了统

一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分类代码编制工作（以下简称

城乡划分工作），每年一次为全国

60

余万个村（居）委会进

行统计上编码，并判定全部村（居）委会的城乡分类。

2.

城乡划分的主要方法？

解读：《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 〔

2008

〕

60

号）

明确“以我国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

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划分对象，以实际建设为划分

依据，将我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 其中，“城镇包括

城区和镇区。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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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

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

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而“乡村是指本

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因此，城乡划分工作以村（居）委会等村级单位为划分

对象，通过判断村（居）委会驻地、乡（镇、街道）政府驻地、

县（市、区、旗）政府驻地之间的实际建设连接情况，将我国

的地域化分为城镇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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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简况

1.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4.45

亿元，同比增长

18.5%

，

两年平均增长

6.3%

。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3.63

亿

元，增长

0.6%

，两年平均增长

0.4%

；第二产业增加值

72.66

亿元，增长

35.0%

，两年平均增长

12.1%

；第三产业增加值

78.16

亿元，增长

6.2%

，两年平均增长

1.9%

。

2．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53.2%

，两年平

均增长

15.0%

。 其中电子产业增长

64.3%

， 汽车产业增长

51.2%

，摩托车产业增长

56.4%

，装备产业业增长

65.9%

。

3．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6.7%

，两年平均增长

1.7%

。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215.8%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0.7%

。

4．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

7.92

亿元，同

比增长

24.6%

，税收收入

4.74

亿元，增长

17.1%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4.92

亿元，下降

16.6%

。

5．3

月末全区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883.52

亿元，同

比增长

8.2%

，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12.12

亿元 ， 增长

12.7%

；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

679.67

亿元

,

增长

10.1%

。

2021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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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

产业采用全市最新八大支柱产业分类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

1-3

月同比

±%

工业总产值

53.2

#

民营

40.6

八大产业

电子产业

64.3

汽车产业

51.2

能源工业

37.8

按三大门类分

摩托车产业

56.4

装备产业

65.9

医药产业

20.9

材料产业

1.8

消费品行业

17.9

采矿业

-100.0

制造业

54.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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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1-3

月同比

±%

按主要行业分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5.5

汽车制造业

51.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56.4

仪器仪表制造业

54.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1.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1.6

医药制造业

13.2

金属制品业

41.2

通用设备制造业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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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1-3

月 同比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

1-3

月 同比

±%

营业收入

(

亿元

) 220.85 61.1

应收账款

(

亿元

) 238.77 29.4

产成品存货

(

亿元

) 42.05 25.3

产品销售率（

%

）

99.0

9.0

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

(

亿元

) 27.09 414.3

亏损面（

%

）

27.9

-16.8

个百分点

亏损企业亏损额

(

亿元

) 6.16 19.8

原煤（万吨）

4.88 72.8

天然气（亿立方米）

1.74 115.3

电力（亿千瓦时）

5.66 11.1

6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3

月同比

±%

工 业

液晶显示屏

62.7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52.8

光学仪器

78.0

灯具及照明装置

63.7

工业机器人

25.7

化学试剂

59.8

摩托车整车

25.5

发电量

129.0

水泥

27.3

发动机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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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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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

月末资质内建筑企业个数（个）

78 4.0

建筑工程产值

41.16 25.6

安装工程产值

1.73 -9.6

其他产值

1.55 800.6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266.63 -6.6

#

本年新开工面积

50.64 -35.8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50.59 59.7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44.45 27.5

#

民营

34.11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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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邮电

客货运输及邮电业务总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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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37.6

公路（万吨）

543 38.1

客运量（万人次）

103 32.3

公路（万人次）

103 32.3

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

69161 45.4

公路（万吨公里）

65621 39.9

客运周转量

(

万人公里

) 4866 18.4

公路

(

万人公里

) 4866 18.4

邮电业务总量

(

亿元

) 8.44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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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5

消费品市场

1

季度同比

±%

国内贸易

销售额和营业额

1

季度同比

±%

批发业销售额

101.8

#

民营

73.6

零售业销售额

40.9

#

民营

15.4

住宿业营业额

51.7

#

民营

48.4

餐饮业营业额

44.4

#

民营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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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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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 同比

±%

26.7

0.3

46.8

-27.6

10.7

-100.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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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

工业投资

第三产业

-4.1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073.30 -9.7

#

住宅

825.24 -8.5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72.32 99.5

#

住宅

45.47 9.9

销售额

(

亿元

) 59.53 21.2

#

住宅

54.35 33.0

#

住宅

42.12 65.1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58.67 11.5

#

住宅

43.20 25.6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57.96 -3.7

#

民营

39.1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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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税收

地方财政收支

1-3

月 同比

±%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水复）

7.92

亿元， 增长

24.6%

， 其中税收收入

6.92

亿元， 增长

25.1%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

区金库）

5.63 17.3

＃

税收收入

4.74 17.1

＃

增值税

1.41 63.0

企业所得税

0.29 -9.5

个人所得税

0.24 26.4

城市维护建设税

0.25 53.7

契税

1.73 -2.8

＃

一般公共服务

1.69 11.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92 -16.6

非税收入

0.89 18.4

农林水事务

0.98 54.6

城乡社区

0.65 -79.4

卫生健康

2.13 33.8

教育

2.60 -48.8

社会保障与就业

3.57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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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款

同比

±%3

月末

金 融

保险

1

季度 同比

±%

保险保费收入（亿元）

8.10 -2.0

保险赔付支出（亿元）

1.64 31.3

营业网点数（个）

126 0.8

人民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77.86 8.4

本外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83.52 8.2

＃

住户存款

612.12 12.7

人民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670.19 8.7

本外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679.67 10.1

＃

住户贷款

322.92 21.5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55.45 1.6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1.3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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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进出口及利用外资

1-3

月 同比

±%

开放型经济和旅游

旅游

1-3

月 同比

±%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 32.13 147.7

过夜游客（万人天）

36.50 157.6

进出口总额（亿元）

97.62 214.3

#

出口

29.48 90.1

进口

68.14 338.2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16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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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情况

1-3

月 同比

±%

就业情况

1-3

月 同比

±%

社会保障、 就业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4231 40.2

本年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1544

—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8.82 5.6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5.08 -2.5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6.04 5.9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8 -5.5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9 -4.2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792.10 -10.0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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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 -0.3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30.13 28.6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6.56 7.0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696.16 4.5

社会救助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人）

2757 -2.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万元）

722.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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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

1

季度 同比

±%

人民生活、 安全生产和环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2447 11.2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384 10.7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7343 16.0

安全生产

1-3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4 100.0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4 100.0

环境质量

1-3

月 同比

±%

Ⅱ

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天）

80 -9.1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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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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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

% 9

区排位

北碚区

49.4 4

渝中区

22.1 9

大渡口区

50.0 3

江北区

50.3 2

沙坪坝区

36.0 7

九龙坡区

37.4 6

南岸区

40.1 5

渝北区

51.0 1

巴南区

36.0 7

数值

9

区排位

154.45 8

348.77 4

64.52 9

351.92 3

262.81 5

381.01 2

202.85 7

520.46 1

增幅

% 9

区排位

18.5 4

12.1 9

18.4 7

18.6 2

18.5 4

18.6 2

18.5 4

18.7 1

206.41 6 18.4 7

重庆市 “中心城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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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增幅

%

北碚区

26.7

渝中区

7.9

大渡口区

6.1

江北区

-38.1

沙坪坝区

28.9

九龙坡区

28.7

南岸区

12.3

渝北区

3.2

9

区排位

3

6

7

9

1

2

4

8

1-3

月固定资产投资

巴南区

8.4 5

地 区

1-3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数值

9

区排位 增幅

% 9

区排位

北碚区

5.63 8 17.3 8

渝中区

10.61 5 18.9 7

大渡口区

4.29 9 5.3 9

江北区

18.18 2 27.9 6

沙坪坝区

10.04 6 35.7 3

九龙坡区

9.87 7 30.9 5

南岸区

14.42 4 54.8 1

渝北区

18.65 1 34.4 4

巴南区

15.45 3 36.1 2

重庆市 “中心城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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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中心城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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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

9

区排位

12447 9

14394 1

12832 7

14325 2

13445 4

13684 3

13393 5

12950 6

增幅

% 9

区排位

11.2 7

12.5 1

10.3 9

11.5 6

11.2 7

12.1 3

12.4 2

12.0 4

巴南区

12768 8 11.8 5

地 区

1

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北碚区

4.74 8 17.1 9

渝中区

8.80 5 30.0 6

大渡口区

3.88 9 28.8 7

江北区

15.27 2 38.0 6

沙坪坝区

8.23 7 30.3 5

九龙坡区

8.27 6 22.2 8

南岸区

11.15 4 44.6 5

渝北区

17.01 1 53.1 1

巴南区

11.53 3 36.1 4

地 区

1-3

月税收收入

数值

9

区排位 增幅

% 9

区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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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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

9

区排位

7343 6

— —

7782 4

7626 5

8120 3

8306 2

8729 1

7241 7

增幅

% 9

区排位

16.0 7

— —

15.5 8

16.8 5

16.9 3

17.1 1

16.6 6

16.9 3

巴南区

7206 8 17.0 2

地 区

1

季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地 区

1

季度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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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4 8 10.7 8

渝中区

14394 2 12.5 1

大渡口区

12951 9 10.2 9

江北区

14568 1 11.4 5

沙坪坝区

13669 6 11.1 7

九龙坡区

14019 4 11.9 3

南岸区

13586 7 12.3 2

渝北区

14020 3 11.6 4

巴南区

13931 5 11.3 6

重庆市 “中心城区” 主要统计指标及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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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全市 全国

1-3

月

同比

±%

1-3

月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5995 18.4 249310 18.3

＃

第一产业

345 10.5 11332 8.1

规上工业增加值 —

35.4

—

24.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

13.8

—

25.6

＃

房地产开发投资

881.75 15.3 27576 25.6

进出口总额（亿元）

1802.41 60.4 84687 29.2

＃

出口

1123.17 75.7 46140 38.7

人民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4.25 7.4 220.92 9.9

人民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4.28 13.8 180.41 12.6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12462 11.7 13120 12.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5149 16.4 5398 16.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100.4

—

102.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99.0

—

100.0

第三产业

3498 15.5 145355 15.6

第二产业

2152 24.7 92623 24.4

＃

工业

1695 29.2 80971 24.4

建筑业

458 9.7 12017 22.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565.70 23.6 57115 24.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123.70 12.7 58703 6.2

全国、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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