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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关于行政记录数据

1.

什么是行政记录数据？

解读：

行政记录数据是政府部门在行使其行政管理职

能过程中，通过审批、注册登记等记录的大量信息数据。 具

体包括：

（一）个人信息记录数据。包括户籍、卫生医疗保障、教

育、就业方面的登记等。 上述数据记录主要由公安、卫生、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在其行使管理职能过程

中产生并管理。

（二）单位信息记录数据。 包括对企业、事业和机关等

单位的注册登记记录。 主要由市场监督、税务、民政和编办

等管理部门产生并管理。

（三）自然和资源记录数据。 包括气象、地震、土地、矿

产资源、环境资源等信息。 主要由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气

象、地震、海洋等部门产生并管理。

（四）其他管理记录数据。 包括知识产权申报、进出口

报关登记、出入境登记记录、资质评定、传感器记录等，由

相关的知识产权、海关及资质评定等部门产生并管理。

2.

行政记录数据用于政府统计的前提条件？

解读：

行政记录数据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统计。 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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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言， 适合政府统计使用的行政记录数据必须满足两点要

求：一是计算机可处理。 二是登记对象必须清晰可识别，拥

有编码系统，比如身份证号、住址编码等。 在没有编码系统

的情况下，若登记对象的信息足够多，通过数据整合，仍可

准确识别到登记对象，但技术难度、工作负担和识别结果

的不确定性增大。

3.

行政记录数据应用于政府统计的难点？

解读：

目前，行政记录数据应用政府统计工作的主要

难点在于部门间行政记录共享的难度较大，不同来源的行

政记录有时存在统计标准和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有些部门

向统计部门提供的行政记录数据的频率不能满足统计要

求，或者存在不规范、不稳定、不完整、时效性差等现象。 因

此，要充分利用“五证合一”改革成果，健全部门联动的统

计单位名录库持续维护更新机制， 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

建立部门信息标准化机制，推进部门行政记录信息互联互

通，完善信息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机制，为行政记录在政

府统计工作的广泛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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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3.3%

，两年平

均增长

15.7%

。其中电子产业同比增长

44.9%

，汽车产业同

比增长

26.9%

，摩托车产业同比增长

21.9%

，装备产业业同

比增长

33.2%

。

2．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2%

，两年平均增长

15.9%

。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57.0%

；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

24.4%

。

3．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

25.82

亿元，同

比增长

21.4%

， 两年平均下降

3.5%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34

亿元，同比下降

24.7%

，两年平均下降

12.6%

。

4．7

月末全区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893.80

亿元，同

比增长

8.1%

，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10.34

亿元， 同比增长

10.1%

； 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

711.21

亿元

,

同比增长

12.0%

。

2021年 1-7月经济运行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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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业

活动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

1-7

月同比

±%

工业总产值

33.3

#

民营

18.1

支柱产业

电子产业

44.9

汽车产业

26.9

能源工业

23.7

按三大门类分

摩托车产业

21.9

装备产业

33.2

医药产业

11.5

材料产业

-13.3

消费品行业

0.3

采矿业

-100.0

制造业

33.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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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1-7

月同比

±%

按主要行业分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6.8

汽车制造业

26.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21.9

仪器仪表制造业

30.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6.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0.2

医药制造业

6.4

金属制品业

5.3

通用设备制造业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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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7

月同比

±%

液晶显示屏

31.9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32.9

光学仪器

48.6

灯具及照明装置

-67.4

工业机器人

14.6

化学试剂

62.2

水泥

14.8

摩托车整车

15.5

发动机

1.3

发电量

7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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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 同比

±%

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

1-7

月同比

±%

21.2

21.4

18.3

-21.0

24.4

-48.7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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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工业投资

第三产业

9.1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047.00 -22.0

#

住宅

774.00 -24.2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65.33 -13.1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95.59 -4.5

#

住宅

166.33 13.0

销售额

(

亿元

) 220.94 18.6

#

住宅

209.59 32.8

#

住宅

112.28 -22.4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89.94 -30.7

#

住宅

67.07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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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收支

1-7

月 同比

±%

财政和税收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水复） 完成

25.82

亿元， 增长

21.4%

， 其中税

收

22.65

亿元， 增长

19.3%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区金库）

17.82 13.0

＃

税收收入

14.94 8.9

＃

增值税

3.19 39.1

企业所得税

1.58 21.4

个人所得税

0.46 25.6

城市维护建设税

0.56 32.9

契税

5.74 20.1

＃

一般公共服务

3.18 1.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9.34 -24.7

非税收入

2.87 40.6

农林水事务

1.85 5.7

城乡社区

1.38 -65.6

卫生健康

3.29 -28.9

教育

6.19 -27.9

社会保障与就业

5.5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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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款

同比

±%7

月末

金 融

营业网点数（个）

125 0.0

人民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86.73 8.2

本外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893.80 8.1

＃

住户存款

610.34 10.1

人民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701.40 10.6

本外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711.21 12.0

＃

住户贷款

340.63 19.8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69.10 5.7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1.4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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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和旅游

外贸进出口及利用外资

1-3

月 同比

±%

旅游

1-7

月 同比

±%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 96.29 24.7

过夜游客（万人天）

90.00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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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 同比

±%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62 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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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就业

社会保障情况

1-7

月 同比

±%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3.17 -8.5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4.97 -2.6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6.57 4.0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7 -6.3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9 -4.7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693.57 -10.7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9 0.7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43 -0.2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万人）

41.19 -0.7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34.22 34.5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6.89 4.1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455.48 2.3

11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13 62.5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14 40.0

就业情况

1-7

月 同比

±%

环境质量

1-6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1-7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环境、 就业

Ⅱ

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天）

167 -2.9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96

—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13033 4.1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2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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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全市 全国

1-7

月

同比

±%

1-7

月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 —

＃

第一产业 — — — —

规上工业增加值 —

17.3

—

14.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

9.2 302533 10.3

＃

房地产开发投资 —

-0.7 84895 12.7

进出口总额（亿元）

4424 31.6 213417 24.5

＃

出口

2763 31.1 116626 24.5

人民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4.38 7.0 225.49 8.6

人民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4.46 14.3 186.5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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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1.8

—

105.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100.0

—

100.6

第三产业 — — — —

第二产业 — — — —

＃

工业 — — — —

建筑业 —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418 13.0 137716 2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544 4.4 137928 3.3

全国、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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