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碚统计月报

2024.7

编辑：重庆市北碚区统计局

地址：北碚区双元大道 196 号

     （北碚区行政中心一楼）

邮编：400700

电话：023-68863270

传真：023-68281233



2



3

目录

一、统计知识……………………………………………………1 

二、经济运行简况………………………………………………3

三、统计数据……………………………………………………4

（一）工业………………………………………………………4

（二）国内贸易及服务业………………………………………7

（三）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8

（四）财政和税收………………………………………………9

（五）金融…………………………………………………… 10

（六）开放型经济和旅游…………………………………… 11

（七）社会保障……………………………………………… 12

（八）就业、安全生产和环境……………………………… 13

（九）各镇街规上工业数据………………………………… 14

（十）各镇街主要经济指标数据…………………………… 15

（十一）全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16



4

统计知识



1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 关于粮食产量统计

1. 粮食产量统计概念

解读：我国 “ 粮食 ” 概念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

建国之初的统计的类别中，“ 粮谷豆类 ” 是一个类别，

包括粮谷、薯类、豆类。之后，“ 粮谷 ” 变成 “ 谷物 ”，

“ 粮谷豆类 ” 则变成 “ 粮食 ”。

粮食的现行统计概念是，粮食按生产季节分类可分

为夏收粮食、早稻和秋收粮食；按品种分类可分为谷物、

豆类和薯类；谷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

以及其它谷类（如大麦、燕麦、荞麦等）；豆类包括大

豆、绿豆、红小豆等； 薯类包括马铃薯、甘薯等。

粮食产量是指当年某一地区谷物、豆类和薯类生产

量的总称，通常也称为粮食总产量。谷物按脱粒后的原

粮计算，豆类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薯类（马铃薯和

甘薯）以鲜薯 5 ：1 折算粮食。标准计量单位通常为公斤、

吨，习惯上也用 “ 市斤 ”

2. 粮食产量统计作用

解读：粮食产量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关乎国计民

生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基础性指标。1983 年粮农组

织总干事萨乌马将粮食安全的概念表述为 “ 确保所有的

统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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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

品 ”。目前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粮食安全有三项具体目

标：其一，确保生产足够的食品；其二，最大限度地稳

定食品供应；其三，确保所有需要食品的人都能买得起。

可以看出，粮食的生产和供应是粮食安全最基本的方面。

粮食产量牵动着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粮食产量的

每一笔数据都是国家粮食生产情况的实际反映，其作用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 粮食产量统计方法

解读：粮食产量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

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粮食产量数据由国

家统计局定期向社会公布。

粮食产量统计内容包括播种面积和产量，通过农业

普查和常规粮食统计调查取得统计数据。

农业普查在中国已经进行了 3 次，分别是 1996 年、

2006 年和 2016 年。农业普查的结果为常规统计调查提

供依据和基础。

常规粮食统计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主要粮食品种有稻谷、

小麦、玉米和大豆等。

二是全面统计。对于农业经营单位（农场等）的全

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 通过各级统计机构全面

统计取得。

统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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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7 月经济运行简况

1．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5%。其中，

电子产业同比增长 7.7%；摩托车产业同比增长 2.7%；

能源工业同比增长 1.7%；汽车产业同比增长 0.4%；医

药产业同比下降 2.9%。

2．全区限额以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同比下降1.8%；

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同比下降 10.7%；限额以上

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4.4%；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

同比增长 5.3%。

3.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21.53 亿

元，同比增长 5.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01 亿元，

同比增长 11.1%。

4．7月末全区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189.17亿元，

同比增长 8.1%，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894.89 亿元，同比

增长 10.5%；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 930.49 亿元 , 同比

增长 11.6%。

经济运行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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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 1-7 月同比 ±%

工业总产值	 2.5	

		＃高技术制造业	 6.6	

		＃战略性新兴产业	 3.9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9.4	

		# 民营	 -0.4	

八大产业	

				电子产业	 7.7	

				汽车产业	 0.4	

				摩托车产业	 2.7	

				装备产业	 -10.2	

				医药产业	 -2.9	

				材料产业	 -16.1	

				消费品行业	 -3.2	

				能源工业	 1.7	

按三大门类分	

				采矿业	 -

				制造业	 2.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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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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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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汽车制造业	 0.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6	

				仪器仪表制造业	 -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2	

				医药制造业		 -4.3	

				金属制品业		 4.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3.4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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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1-7 月                 同比 ±%

营业收入 ( 亿元 )	 582.22		 5.5	

应收账款 ( 亿元 )	 271.03		 -5.5	

产成品存货 ( 亿元 )	 59.63		 17.5	

利润总额 ( 亿元 )	 34.56		 -19.2		

亏损面（%）	 31.3											上升 0.6 个百分点

亏损企业亏损额 ( 亿元 )	 21.58	 126.0	

产品销售率（%）	 97.5											上升 3.4 个百分点

研发费用占比（%）	 3.9											上升 0.3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                    1-7 月          同比 ±%

原煤（万吨）	 8.41		 -8.8	

天然气（亿立方米）	 3.09		 -11.3	

电力（亿千瓦时）	 20.81		 12.3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1-7 月同比 ±%

液晶显示屏	 25.4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3.0	

光学仪器	 10.7	

灯具及照明装置	 37.7	

工业机器人	 -40.9	

汽车整车	 17.2	

摩托车整车	 -7.8	

发动机	 -2.2	

水泥	 -5.8	

发电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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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服务业

国内贸易                                                     1-7 月    同比 ±%

限额以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亿元）	 122.71	 -1.8	

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亿元）	 39.48	 -10.7	

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亿元）	 1.55	 4.4	

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亿元）	 6.13	 5.3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经济效益 1-7 月       同比 ±%

营业收入（亿元）	 121.50	 69.4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12	 -4.8	

营业利润（亿元）	 23.03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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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 1-7 月同比 ±%

投资总额	 	 -24.7	

		＃建设与改造	 	 -26.2	

						# 基础设施建设	 	 -29.0	

				房地产开发投资	 	 -20.9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15.6	

		第二产业	 	 -28.3	

				＃工业投资	 	 -28.3	

		第三产业	 	 -22.4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7 月 同比 ±%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512.91	 -34.2	

		# 住宅	 382.97	 -32.0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5.86	 -82.7	

		# 住宅	 12.62	 -80.1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13.61	 -83.3	

		# 住宅	 13.61	 -65.9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24.96	 -45.1	

		# 住宅	 19.84	 -40.7	

销售额 ( 亿元 )	 28.40	 -42.4	

		# 住宅	 26.55	 -37.5	

注：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标准为计划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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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税收  

地方财政收支（数据来源：区财政局）                   1-7 月     同比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4.93	 8.1	

				＃税收收入	 9.49	 1.6	

								＃增值税	 2.25	 -27.6	

										企业所得税	 0.63	 -8.7	

										个人所得税	 0.35	 -9.0	

										城市维护建设税	 0.35	 -21.2	

										契税	 1.33	 -37.8	

										土地增值税	 2.79	 192.0	

										城镇土地使用税	 0.82	 -1.1	

						非税收入	 5.44	 21.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01	 11.1	

				＃一般公共服务	 3.05	 -2.8	

						教育	 7.15	 10.0	

						社会保障与就业	 6.94	 0.4	

						卫生健康	 4.84	 37.2	

						城乡社区	 2.87	 148.4	

						农林水事务	 1.88	 3.0	

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21.53 亿元，增长 5.2%，其中税收收入
15.65 亿元，下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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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数据来源：各在碚银行）       7 月末 同比 ±%

营业网点数（个）	 128		 0.0	

人民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1180.19		 8.0	

本外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1189.17		 8.1	

		＃住户存款	 894.89		 10.5	

人民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918.69		 12.0	

本外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930.49		 11.6	

		＃住户贷款	 398.78		 3.4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531.71		 18.7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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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旅游

外贸进出口（数据来源：区商务委）      1-7 月 同比 ±%

	进出口总额（亿元）	 117.2		 -2.0	

						# 出口		 53.6		 -3.4	

										进口	 63.6		 -0.8	

旅游（数据来源：区文化旅游委）      1-7 月 同比 ±%

	过夜游客（万人天）	 117.40		 6.2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	 127.9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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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情况（数据来源：区人力社保局、区民政局）  1-7 月 同比 ±%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2.49		 -14.1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4.45		 -0.2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1.98		 5.4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3.61		 -11.9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2		 2.7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6		 2.3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696.26		 3.3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7		 3.4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6		 2.3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501.58		 3.8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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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安全生产和环境

安全生产（数据来源：区应急管理局）         1-7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7		 0.0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7		 -12.5	

环境质量（数据来源：区生态环境局）      1-7 月 同比 ±%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天）	 188		 6.8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64		 —

就业情况（数据来源：区人力社保局）        1-7 月 同比 ±%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13857		 -4.8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6687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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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规上工业数据

镇  街
1-7 月    同比 ±%

总产值增速 利润增速
食品级农产品加

工产业产值增速

天生街道 - - -

朝阳街道 2.7	 64.8	 -

北温泉街道 5.5	 65.1	 -

东阳街道 -17.6	 42.6	 -

龙凤桥街道 0.6	 - -

蔡家岗街道 -3.1	 10.3	 7.5	

歇马街道 7.7	 7.7	 -

水土街道 -4.2	 0.6	 -

复兴街道 80.3	 - -

澄江镇 -1.0	 -9.4	 -

童家溪镇 5.7	 25.6	 -36.1	

天府镇 1.6	 132.5	 -

施家梁镇 -12.2	 -55.0	 -

静观镇 39.6	 4.8	 -

柳荫镇 47.8	 451.9	 -

三圣镇 -72.9	 - -

金刀峡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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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主要经济指标数据

镇  街

1-7 月 同比 ±%

规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速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天生街道 -0.4	 1.02	

朝阳街道 -5.8	 0.00	

北温泉街道 -3.9	 0.00	

东阳街道 -8.0	 0.00	

龙凤桥街道 1.7	 0.57	

蔡家岗街道 -8.0	 11.99	

歇马街道 8.0	 1.96	

水土街道 93.2	 5.75	

复兴街道 9.7	 0.94	

澄江镇 — 0.00	

童家溪镇 25.6	 2.74	

天府镇 -16.5	 0.00	

施家梁镇 74.8	 0.00	

静观镇 -36.6	 0.00	

柳荫镇 — 0.00	

三圣镇 — 0.00	

金刀峡镇 -2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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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全市 全国

1-7 月 同比 ±% 1-7 月 同比 ±%

规上工业增加值 — 8.3	 — 5.9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 1.1	 287611 3.6

		＃房地产开发投资 1534 -11.2	 60877 -10.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9011	 3.8	 273726	 3.5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836	 -13.8	 54149	 -18.6

进出口总额（亿元） 3989	 -2.5	 248335	 6.2

		＃出口 2784	 2.6	 142573	 6.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511	 12.6	 —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895	 7.7	 — —

本外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5.40	 1.9	 300.88	 6.2	

本外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5.86	 6.6	 255.43	 8.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 =100）

— 99.1	 — 98.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 =100）

— 100.1	 — 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