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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重庆市武隆区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武隆调查队

2021 年 4 月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

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区经济运行逐季恢复、稳定向好，

为全面开启“十四五”新征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242104 万元，按可比

价算，较上年增长 4.0%。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07370万元，较

上年增长 4.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859670 万元，较上年增长 7.1%；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07506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5%。三次产业结构

比为 13.7:38.3:48.0；三次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分别为 13.7%、67.0%、

19.3%，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5、2.7、0.8 个百分点。

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1412635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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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6%，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63.0%。其中：第一产业实现民营经

济增加值 303058 万元，较上年增长 4.7%；第二产业实现民营经济增加

值 543100 万元，较上年增长 2.6%；第三产业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566477万元，较上年下降 0.7%。

按公安户籍统计：全区年末户籍总户数为 139763户，较上年末减

少 561 户；户籍总人口【2】409184 人，较上年末减少 1336 人。按性别

分：男性 213329 人，女性 195855 人，男女性别比为 108.9:100；按城

乡属性分：城镇人口 121219 人，乡村人口 287965 人，户籍城镇化率

29.6%。全年户籍出生人口 3223 人，死亡人口 3510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0.70‰，出生男女性别比 104.6:100。全区迁入人口 1729 人，迁出人

口 2755 人，净迁出人口 10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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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住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符合政策生育率 96.7%，较上年

下降 0.1 个百分点；按户籍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符合政策生育率

97.4%，较上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按户籍口径统计，育龄妇女 91906

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 63961人，占 69.6%；按常住口径统计，育龄妇

女 87119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 59258 人，占 68.0%。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3.6%，其中食品烟酒上涨

11.5%，居住上涨 0.6%，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0.2%，医疗保健上涨 0.8%。

表 1：2020 年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指标名称 比上年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6

食品烟酒 11.5

# 粮食 1.1

鲜菜 11.1

衣着 -3.1

居住 0.6

生活用品及服务 -2.6

交通和通信 -2.1

教育文化和娱乐 0.2

医疗保健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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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农村和脱贫攻坚

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516429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

长 5.1%。其中：农业总产值 306315万元，增长 7.6%；林业产值 22429

万元，增长 8.0%；牧业产值 162669万元，增长 0.1%；渔业产值 10265

万元，增长 3.7%。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317692万元（含农林牧渔专

业及辅助活动），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5.0%。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8378公顷，较上年下降 0.1%；粮食作物产量

189057 吨，较上年增长 0.2%。种植烤烟的农户 1040 户，较上年下降

15.4%；收购烤烟 6.10 万担，较上年下降 30.7%；烤烟收购均价 26.96

元/公斤，较上年下降1.5%。蔬菜播种面积26754公顷，较上年增长1.3%；

蔬菜产量 652701 吨，较上年增长 3.0%。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40911吨，

较上年下降 1.5%；禽蛋产量 2973 吨，较上年增长 5.6%。水产品生产

面积 4787 公顷，较上年下降 4.1%。其中：养殖水产品生产面积 787

公顷，较上年下降 20.8%；淡水捕捞面积 4000 公顷，与上年持平。水

产品产量 4683 吨，较上年增长 3.8%。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 4268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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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长 9.5%；捕捞水产品产量 415 吨，较上年下降 32.4%。

表 2：2020年全区主要农产品产量表

农产品名称 单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189057 0.2

稻谷 吨 43332 -0.1

玉米 吨 72804 -0.2

小麦 吨 50 -0.4

豆类 吨 5458 2.5

薯类 吨 67107 0.7

生猪(出栏) 头 429437 -1.7

牛 (出栏) 头 22980 -1.1

羊 (出栏) 只 211223 -1.5

家禽(出栏) 只 1406565 -0.5

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吨 40911 -1.5

其中：猪肉 吨 32510 -1.7

禽蛋产量 吨 2973 5.6

水产品 吨 4683 3.8

全年有机耕面积 71220 公顷，与上年持平。机播面积 3510 公顷，

与上年持平；机播水平 3.9%。机械植保面积 13300 公顷，与上年持平；

机收面积 5733 公顷，较上年下降 30.5%；机收水平 7.6%。农业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 45.0%，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

全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35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4.9%。其中：柴

油发动机动力 11.57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5.7%；汽油发动机动力 15.35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5.5%；电动机动力 8.08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2.5%。

至年末，全区有微耕机 2.63 万台（套）、总动力 19.93 万千瓦，较上

年分别增长 6.5%、88.6%；水稻插秧机 121 台、总动力 176 千瓦，较上

年分别增长 0.8%、12.8%；谷物联合收割机 73 台、总动力 707 千瓦，

较上年分别增长 1.4%、12.8%。有农产品初加工动力机械 3.29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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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动力 10.20 万千瓦，较上年分别增长 0.4%、8.5%；有农产品初加工

作业机械 3.58万台，较上年增长 0.1%。

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全区已实现脱贫攻坚目标，75 个

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5.54 万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群众“两

不愁三保障”得到全面解决，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

三、工 业、建筑业

全年工业实现增加值 396763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6.3%。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7%，对 GDP 的贡献率为 30.4%，拉动 GDP

增长 1.2 个百分点。分门类看：采矿业实现增加值 41834 万元，较上年

增长 22.9%；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57681 万元，较上年增长 3.7%；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增加值 197248 万元，较上年增长

5.5%。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含产业活动单位）485743万元，

较上年增长 5.6%。从控股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产值 225886 万元，

较上年增长 15.7%；私营控股企业实现产值 259857 万元，较上年下降

1.8%。从行业门类看：采矿业实现产值 38871 万元，较上年增长 21.5%；

制造业实现产值 241069 万元，较上年下降 0.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实现产值 20580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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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7073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7%，从控股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63456万元，较上

年增长 17.7%；私营控股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72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40.3%。从行业门类看：采矿业实现营业利润 9251 万元，较上年增长

32.1%；制造业实现营业利润 5860 万元，较上年增长 82.1%；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营业利润 55628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8%。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72.20 元，

较上年减少 3.29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16.2%，较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

点；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11.41 元，较上年增加 0.15 元。年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0.0%，较上年末下降 0.8 个百分点。

表 3： 2020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饲料 吨 41947 20.1

罐头 吨 2929 -36.5

大米 吨 7038 7.8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224234 -11.5

水泥 吨 349923 -11.2

塑料制品 吨 5546 89.9

石灰石 吨 313648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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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瓦 万片 4268 -20.3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588599 -1.6

集成电路 万块 469 11.2倍

钢绞线 吨 45561 -8.2

发电量 万千瓦时 525318 10.7

#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20196 98.6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462907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7.9%，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0.6%，对 GDP 的贡献率为 36.6%，

拉动 GDP 增长 1.5 个百分点。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企业实现产值【3】1673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0%；签订建筑合同

金额 2711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41.8%。自有施工机械设备 250 台，设

备净值 6250 万元，设备总功率 10078 千瓦。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40117万元，较上年增长 0.8%。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2800 万元，较上年下降 6.6%；第二产业完成

投资 201949万元，较上年增长 24.4%；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615368 万元，

较上年下降 4.9%。分类型看：500万元及以上地方项目完成投资 61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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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上年下降 2.2%；房地产业完成投资 228506 万元，较上年增长

9.8%。在 500 万元及以上地方项目中：基础设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

372900万元，较上年下降 7.2%。民间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29769

万元，较上年下降 12.7%。

表 4： 2020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行 业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合计 万元 840117 0.8

第一产业 万元 22800 -6.6

第二产业 万元 201949 24.4

采矿业 万元 84935 94.4

制造业 万元 26716 -25.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万元 90298 8.8

第三产业 万元 615368 -4.9

批发和零售业 万元 1600 28.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万元 161434 2.7

住宿和餐饮业 万元 11574 -37.7

房地产业 万元 234577 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万元 1010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万元 4120 8.2倍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万元 121168 -24.7

教育 万元 5894 -18.7

卫生和社会工作 万元 20359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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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万元 42507 -32.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万元 11125 31.1

全年资质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 228506 万元，较上年增长

9.8%。施工面积 138.72 万平方米，较上年下降 34.4%；新开工面积 29.80

万平方米，较上年下降 62.1%；竣工面积 4.95 万平方米，较上年下降

92.3%。实现销售面积 29.57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9.0%；实现销售额

23.08 万元，较上年增长 17.3%；待售面积 17.61 万平方米，较上年下

降 8.1%。销售住宅 2767 套，实现销售额 155393万元。

表 5： 2020 年全区商品房建设和销售

产 品 名 称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万元） 228506 9.8

# 住宅 144013 3.1

施工面积（平方米） 1387188 -34.4

# 住宅 903116 -29.1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297985 -62.1

# 住宅 206688 -64.2

竣工面积（平方米） 49473 -92.3

# 住宅 46829 -87.9

销售面积（平方米） 295711 9.0

# 住宅 217006 9.8

销售额（万元） 230793 17.3

# 住宅 155393 17.2

待售面积（平方米） 176068 -8.1

# 住宅 7260 -52.7

住宅销售套数（套） 2767 5.1

五、城市建设

初步调查，至年末，全区建成区面积 17.90 平方公里，较上年增长

0.6%。其中城区建成区面积 3.75 平方公里，较上年增长 0.3%。全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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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道路 43.69 公里，较上年末增长 9.3%；总面积 64.83 万平方米，较上

年末增长 10.2%。城市桥梁 15座，较上年末增加 3 座；城市桥梁长度

2933 米，较上年末增长 6.6%。城市隧道 1 座，总长 1410 米。城市停

车位总数 12958个，其中路内停车位 365 个。城市路灯 4426 盏，较上

年末增长 4.1%。全年新增公共厕所 19 座，总数达 192 座，较上年末增

长 11.0%。其中：街道、乡镇管理厕所 152 座，较上年末增长 11.0%。

至年末，绿地面积【7】677.35 公顷，其中建成区绿地面积 618.66 公

顷，建成区绿地率 35.35%。绿化覆盖面积 837.83 公顷，其中建成区绿

化覆盖面积 684.25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9.1%。有公园 7 个，公

园绿地面积 192.82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30公顷。

六、国内贸易、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服务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24355 万元，较上年下降 2.9%。

按经营地分：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89433 万元，占 88.0%；

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4922万元，占 12.0%。按消费类型分：

商品零售额 955702万元，占 85.0%；餐饮收入 168653 万元，占 15.0%。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较上年下降 34.2%，

饮料类零售额较上年增长 33.4%，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较上年增长

13.8%，家具类零售额较上年增长 25.8%，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较上年

增长 13.2%，汽车类零售额较上年下降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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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224175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

下降 1.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0.0%；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

值 93224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下降 13.8%，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4.2%。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1306635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其中：批发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616362 万元，较上年增长 20.6%；

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690273万元，较上年下降 9.9%。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营业额 323258万元，较上年下降 22.4%。其中：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99842

万元，较上年下降 32.4%；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223416 万元，较上年下

降 16.9%。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3586 万元，较上年增长 6.1%。其中：出口

总额 13553 元，较上年增长 6.5%。全年有利用外资项目 4 个，合同外

资金额 129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744 万美元。全年招商引资新

签约项目 51 个，新签约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255977 万元；续扩建项目

26 个，到位资金 3690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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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8】实现营业收入 180617 万元（不含三大运营

商），较上年下降 12.6%。其中：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

现营业收入 19405 万元，较上年下降 49.8%；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实

现营业收入 1400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24.6%；规模以上非营利性服务

业实现营业收入 21131 万元，较上年下降 62.0%。

七、交通运输和邮电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63058 万元，按可比价

算，较上年增长 2.3%，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2.8%，对 GDP 的贡献

率为 2.1%，拉动 GDP 增长 0.1 个百分点。全年道路、水路客运量 428.24

万人，旅客周转量 23209.34万吨公里；道路、水路货运量 457.72 万吨，

货运总周转量 50626.26 万吨公里。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42.23 万

吨，较上年下降 35.8%，其中：出港 240.52 万吨，较上年下降 35.8%；

进港 1.71 万吨，较上年下降 29.9%。

至年末，全区境内公路里程 5307.58 公里。按行政等级分：乡道

601.59 公里；村社道路 3917.41公里。按技术等级分：二级公路 354.82

公里；三级公路 108.05 公里；四级公路 4504.56 公里。按路面类型分

（不含高速公路）：沥青路 647.07 公里，水泥路 3777.95 公里。内河

航道里程 119.20 公里。

至年末，全年有营运机动车 2762 辆，其中货车 2149 辆 8599.50吨

位；客车 389 辆 9848 客位（不含公共汽车）。货车按类型分：大型货

车 542 辆 6440.20吨位，中型货车 126辆 361.70 吨位，小型货车 1481

辆 1797.60 吨位。客车按类型分：大型客车 144 辆 6091 客位，中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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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80 辆 1718 客位，小型客车 165 辆 2039 客位。有公共汽车 78 辆，

出租车 146 辆。年末实有船舶 47 艘，其中运输船舶 31 艘，非运输船

舶 16 艘。运输船舶中有客船 9 艘，货船 22 艘。船舶总动力 21680 千

瓦，其中运输船舶总动力 19590 千瓦，非运输船舶 2090 千瓦。

全年实现邮电业务总量 29117 万元，较上年增长 8.0%。其中：全

年电信业实现业务总量 25104 万元，较上年增长 6.1%；邮政业实现业

务总量 4013 万元，较上年增长 21.6%。年末全区有固定电话 5.50 万户，

移动电话 39.94 万户。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262451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8%。其中：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3361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5%；基金预算收

入 124341 万元，较上年增长 42.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500 万元，

较上年下降 25.1%。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81505万元，

较上年增长 9.1%；非税收入 52105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3%。税收收

入的主要税种中：增值税 29337万元，较上年增 5.4%；企业所得税 13059

万元，较上年增长 38.2%；契税 10487 万元，较上年增长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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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 676322万元，较上年增长 7.0%。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528322 万元，较上年增长 7.9%；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4800万元，较上年增长 4.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 42698 万元，较上年增长 6.4%；公共安全支出 18994 万元，较上

年增长 7.6%；教育支出 8538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9%；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 9195 万元，较上年增长 53.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925

万元，较上年增长 7.2%；卫生健康支出 52056 万元，较上年增长 17.2%；

农林水支出 107261万元，较上年增长 4.1%。

至年末，全区有金融机构 27 家，其中：银行 9 家，保险公司 13

家。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保险欺诈等金融风险总体可

控，银行机构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全市水平，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全年货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01104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

长 2.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5%，对 GDP 的贡献率为 2.3%，

拉动 GDP 增长 0.1 个百分点。至 12 月末，全区货币金融机构实现本外

币存贷款余额 5086915万元，较上年增长 8.4%。其中：存款余额 2408233



- 16 -

万元，较上年增长 7.0%；贷款余额 2678682 万元，较上年增长 9.8%。

存款余额中，住户存款 161247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8%；非金融企业

存款 473067 万元，较上年增长 2.1%。贷款余额中：短期贷款 439775

万元，较上年增长 33.5%；中长期贷款 2234466 万元，较上年增长 6.0%。

表 6： 2020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

指 标 年末数（万元） 增速（％）

各项存款余额 2408233 7.0

# 住户存款 1612474 12.8

非金融企业存款 473067 2.1

广义政府存款 322570 -9.9

各项贷款余额 2678682 9.8

# 住户贷款 1118567 10.4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560115 9.3

全年保险业实现增加值 10294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3.6%，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5%，对 GDP 的贡献率为 0.4%。全

年实现保费收入 54013万元，较上年增长 7.2%。其中：产险收入 20618

万元，较上年增长 4.5%；人身险收入 33395 万元，较上年增长 8.9%。

产险中：车险收入 14068 万元，较上年增长 2.3%；农业险收入 263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8%。人身险中：寿险收入 24187 万元，较上年下

降 4.3%；健康险收入 83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86.5%。全年保险赔款和

给付支出 18177 万元，较上年增长 36.0%。其中：产险赔款给付支出

1017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9%；人身险赔款给付支出 7998 万元，较

上年增长 64.2%。产险赔款支出中：车险赔款支出 7212 万元；意外险

赔付支出 513 万元。保险业从业人员 1855 人，较上年增长 13.3%。

九、人民生活、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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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6877 元，较上年增长 7.8%。按常住

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508 元，较上年增长 5.5%；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473 元，较上年增长 8.4%。全区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 19053 元，较上年增长 5.2%。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6271 元，较上年增长 3.4%；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 13014 元，较上年增长 5.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 8990 元，较上年增长 5.5%；衣着支出 2228

元，较上年增长 3.9%；医疗保健支出 2026 元，较上年增长 11.9%。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 5019 元，较上年增长

11.4%；居住支出 2599 元，较上年增长 9.2%；医疗保健支出 877 元，

较上年增长 9.5%。全体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10】为 35.8%，人均现住房

面积【11】54.61平方米。其中：城镇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34.2%，人均现

住房面积 43.95 平方米；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38.6%，人均现住房

面积 63.53平方米。

表 7： 2020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标名称
全区居民 城镇常住居民 农村常住居民

绝对量
（元）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量
（元）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量
（元）

比上年
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 26877 7.8 40508 5.5 15473 8.4

# 工资性收入 13275 8.0 23109 5.2 5048 8.8

经营净收入 6458 6.0 6877 4.6 6106 7.0

财产净收入 1483 8.7 2828 5.9 358 8.4

转移净收入 5661 9.3 7694 7.1 396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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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城镇新增就业 4902 人，较上年下降 7.5%，其中二产业新增就

业 661 人，较上年末增长 3.9%；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员 2801 人，较上年

末增长 13.1%。城镇登记失业率 2.4%，较上年末提高 0.7 个百分点。登

记失业人员本年就业 3003 人，较上年下降 23.9%。

年末失业保险参保 26140 人，较上年增长 6.4%；失业保险保费收

入 727.84 万元，较上年下降 24.5%。年末失业保险支出 570.50 万元，

较上年下降 25.8%；领取失业保险金 947 人，较上年增长 25.3%。全年

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161691 人，较上年增长 0.5%；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5900 万元，较上年下降 11.6%；基金支出 6217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5%。参加工伤保险 48148 人，较上年增长 23.3%；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844人，较上年增长 21.3%。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 327156 人，较上年下降 1.5%；其中城镇参保 42274 人，较上

年下降 0.7%；农村参保 284882 人，较上年下降 1.6%。全年城镇职工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42280 人，较上年增长 6.0%。全年参加生育保险

33302 人，较上年增长 6.9%。城乡居民享受基本医疗保险 10742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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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较上年下降 6.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总支出 17778 万元，较

上年增长 8.7%；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总支出 13417 万元，较上年增

长 9.3%。

全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 2083 户，较上年下降 6.4%；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3205 人，较上年下降 8.1%。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数 6846户，较上年增长 6.6%；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2258

人，较上年增长 6.5%。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620 元/月·人，较

上年增长 6.9%；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96 元/月·人，较上年增

长 12.7%。城市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503人，较上年下降 15.8%；分散供

养 704 人，较上年增长 0.7%；救助供养 1207 人，较上年下降 6.9%。

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230 人，较上年下降 23.3%；分散供养 1283 人，

较上年增长 9.9%；救助供养 1513 人，较上年增长 3.1%。至年末，全

区有抚恤、补助优抚对象 2173 人，其中定期抚恤 32人、定期补助 1972

人、伤残人员 169 人，优待优抚对象 28 户，接受安置退役士兵、复员

干部 127 人。至年末，全区结婚登记 2311 对，离婚登记 1231 对。登

记结婚 4622 人，其中初婚 3133 人，再婚 1489 人。

表 8： 2018-2020 年主要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指 标 名 称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失业保险 2.25 2.46 2.61

工伤保险 3.67 3.90 4.8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5.48 16.09 16.17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34.25 33.91 32.72



- 20 -

初步统计，2020年全区非私营经济单位【12】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12114

人，较上年下降 0.8%；平均人数 11859 人，较上年增长 0.5%；从业人

员工资总额 105303万元，较上年增长 2.6%；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88796

元，较上年增长 2.0%。

十、教育、人才和科学技术

全区共有基础教育校（园）数 148所，其中：幼儿园 79 所，小学

56 所，初中 6 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高中 4 所。全区基础教育招

生 14477人，其中：高中 2387 人，初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4459 人，

职业中学 1448 人，小学 2939 人。全区基础教育在校生 55852 人，其

中：高中 6764 人，初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13497 人，职业中学 3800

人，小学 21976人。基础教育毕业生 15429人，其中：高中 2008 人，

初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4442 人，职业中学 1071 人，小学 4848 人。

全区基础教育教职工 4664 人，其中：高中 499 人，初中（含九年一贯

制学校）1054 人，职业中学 287 人，小学 1985 人。全区有专任教师

4055 人，其中：高中 430 人，初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997 人，职

业中学 268 人，小学 1919 人。全区高考报名 3000 人，参考 2980 人，

高考录取率 92.7%，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3.12%，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

率 99.96%，初中入学率 99.78%，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6.39%，青壮

年文盲率（15-50 岁）0.44%，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达标率 98.52%。

至年末，全区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10150 人，较上年增长 7.9%。

其中：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才 6878 人，较上年增长 2.4%；企业有专

业技术人才 3272 人，较上年增长 22.0%。技术人才中，高级 9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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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长 13.0%；中级 3950 人，较上年增长 13.0%；初级 5270 人，

较上年增长 3.8%。

至年末，全区有 R&D 活动的单位 21 户，有高新技术企业 5 户。

全年专利申请受理量 169 件，其中：发明申请受理 12 件，实用新型受

理 128 件，外观设计受理 29 件。获得授权专利 91 件，其中：发明 5

件，实用新型 69 件，外观新型 17 件。有注册商标 3869 件。

十一、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和广电事业

全年组织文艺活动 20次，举办体育运动竞赛 800场次，举办群众

体育活动 6 次。博物馆（纪念馆）藏品 3818 件。有公共图书馆 5 个（含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图书馆总藏量 180383 册/件。非物质文化遗产

187个，其中市级目录 26个，区级目录 161个。有体育场 1606 个，有

篮球场 422 块、羽毛球场 179块、网球场 23块。至年末，有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20 户，实现营业收入 73037 万元。全年文化及相

关产业实现增加值 45449 万元，按现价算，较上年下降 2.9%，占 GDP

比重为 2.0%。

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 3701.03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5.0%，其中接

待国内游客 3697.82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4.7%。实现旅游总收入 1800251

万元，较上年增长 5.9%。有乡村旅游景点 20 个，较上年增长 33.3%。

年末有旅行社 3 个，从业人员 75人。仙女山游客接待中心入选文化和

旅游部首批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龙水峡地缝批准为国家

级 4A旅游景区，后坪乡文凤村、芙蓉街道堰塘村创建第二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全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 143390万元，按现价算，



- 22 -

较上年下降 3.8%，占 GDP 比重为 7.3%。

至年末，全区有卫生机构 332 个，床位 2739 张。卫生机构中，有

医院 1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个、乡镇卫生院 22 个、村卫生室 177

个。年末医疗卫生机构有卫生技术人员 2354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 931 人、注册护士 1036 人、技师（士）118 人。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 2739 张，其中医院 2186 张，乡镇卫生院 346 张，每千户籍人口实

有床位 7.71 张。医疗卫生机构全年总诊疗人次【13】201.03 万人次，医疗

卫生机构住院 6.02 万人，出院 6.04 万人，住院患者手术人次数 1.27万

人次，每百门急诊入院 5.27 人。住院死亡率 0.36%，急诊死亡率 0.01%，

病床周转 23.5 次/年，病床使用率 74.4%。至年末，全区围产儿出生缺

陷发生率 6.67‰，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 1.59%。孕产妇产前检查率

99.8%；孕产妇住院分娩 2075人，住院分娩率 100%。婴儿死亡率 4.34‰，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8.20‰，“八苗”【14】接种率 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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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全区有线广播电视传输干线网络总长度 620 公里，较上

年增长 6.5%，微波传送线路总长度 84.19公里。有线广播电视用户 83967

户，较上年增长 2.2%，其中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 10481 户，较上年

增长 5.4%。有线电视入户率 70.2%，较上年提高 6.7 个百分点，其中农

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61.5%，较上年提高 9.7 个百分点。电视综合覆

盖率98.7%，较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电视综合覆盖率98.3%，

与上年持平。全年制作广播节目 3648 小时，播出公共广播节目 6600

小时。制作电视节目 1499 小时，播出电视节目 6269 小时。

十二、资源、生态环境、气候、能源消耗、应急管理和法治

初步调查，至年末，全区有耕地 49239.27 公顷，林地 212155.58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9149.50 公顷【15】。全年封山育林面积 2400 公顷，

退耕还林面积 27353 公顷。年内造林和营林面积 11867 公顷，其中：

人工造林面积 2667 公顷。有自然保护区 3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15419

公顷。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55 天，优良率 97.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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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质达标率 100%，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52.6 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平

均值 65.0 分贝。大溪河（平桥、鸭江）、芙蓉江（三河口）、石梁河

（长坝）断面水质维持在Ⅱ类标准以上。

至年末，全区有蓄水工程 9313 座。其中：水库 35 座，塘坝 1673

座，窖池 7605 座。水库中：大型水库 2 座，中型水库 3 座，小型水库

30 座。水库总库容 95898 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库容 90600 万立

方米，中型水库库容 3646 万立方米，小型水库库容 1862 万立方米。

有水电站 151 座，其中大型水电站 2 座，小型水电站 149 座。有泵站

20 座，其中河湖提水泵站 15 座，水库提水泵站 5 座。农村集中饮水工

程 2718 座。水利工程总供水能力达 96335 万立方米，供水量 8785 万

立方米。城乡供水工程 3605 处，其中城乡集中供水工程 2720 处，农

村分散供水 885 处。全年实际灌溉面积 11710 公顷，节水工程灌溉面

积 10330公顷。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4510 公顷，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面积达到 141810 公顷。

全年平均气温 17.2℃，比历年平均气温 17.4℃低 0.2℃；年极端最

高气温 38.1℃，比历年最高 42.7℃偏低 4.6℃；年极端最低为 1.4℃，

比历年最低-2.1℃偏高 3.5℃。年总降水量 1447.3mm，比历年平均

1024.9mm 偏多 422.4mm。年总日照时数 757.2 小时，比历年平均 1115.7

小时偏少 358.5 小时。

全年天然气用气 2990.09 万立方米，较上年下降 10.2%。其中：居

民、集体、商业用气 1296.17 万立方米，较上年增长 17.2%。天然气供

气管道 620.52 公里，较上年增长 12.1%。天然气用户 68553 户，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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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10.9%。全年用电总量 64095 万千瓦时，较上年增长 0.8%；其

中居民、集体、商业用电 39452 万千瓦时，较上年增长 6.7%。全年规

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 67260 吨标准煤，较上年下降 23.0%；产值能

耗 0.16 吨标准煤/万元，较上年下降 23.9%。规模以上电力生产企业发

电量 525318万千瓦时，较上年增长 10.7%。

全年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27起，其中：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发生事

故 23起，建筑行业发生事故 3 起，机械、冶金等八大行业发生事故 1

起。安全事故死亡 28人，其中：建筑行业死亡 3 人，道路交通安全事

故死亡 24 人，机械、冶金等八大行业死亡 1 人。

全区有律师事务所 5 家，律师工作者 72 名，聘请担任法律顾问的

单位 213 家。民事诉讼代理 1054 件，刑事辩护 79 件。全年司法调解

各类纠纷 6952 件，开展法律援助案件 358件，挽回经济损失 974万元。

获得法律援助 358 人，其中妇女 116人，未成年人 34 人。全年法院新

收合同、准合同纠纷案件 2834 件，结案 2860 件；新收侵权责任纠纷

案件 134件，结案 138件；新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 52 件，结案

54 件。

注释：

【1】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公布的绝对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按照

国家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

两个步骤，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2】户籍人口：是指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已在其经常居住地的公

安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这类人口不管其是否外出，也不管外出时间长短，只要

在某地注册有常住户口，则为该地区的户籍人口。户籍人口数一般是通过公安部门的经常性统

计月报或年报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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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业产值：仅包括注册在武企业在区内、区外完成产值，不包含外地来武企业在武

完成产值。

【4】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含农户投资和跨区投资，仅含 500万元及以上地方项目投资和房

地产投资。

【5】基础设施投资：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

施的支出。本公报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邮

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投资。

【6】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

（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7】绿地面积：统计范围增加，且重新核实了新纳入统计的羊角街道、仙女山街道的绿地

面积数据。

【8】规模以上服务业：包括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

【9】可支配收入：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得到的可用于最终消

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即城镇居民家庭或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

全面反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变化的最主要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按住户常

住人口人均当年的可支配收入。

【10】恩格尔系数：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11】现住房面积：本指标为常住人口人均现住房面积，指调查户现住房的总面积，包括扩

建面积，计算方式可按使用面积1.333计算得出或来源于房屋产权证、租赁证登记面积。

【12】非私营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是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

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在岗职工的平均从业人员水平。

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及离退休、退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等按规定目

前暂未列入其统计范围。

【13】总诊疗人次：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包括门诊、急诊、出诊、预约诊疗、单项健

康检查、健康咨询指导（不含健康讲座）人次。

【14】“八苗”：指卡介疫苗、骨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疫苗、含麻疹成分疫苗、乙肝疫

苗、甲肝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

【15】耕地资源、林地资源和建设用地、建成区面积：数据为第三次国土调查初步数，待国家

自然资源部确定耕地统计标准后，以行业主管部门发布数据为准。

【16】行业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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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资质内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

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

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17】2020年全区常住人口相关数据，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后另行公布。

【18】数据来源（以文中数据为序）：

本公报中的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区公安局；政策内计划生育率、已婚妇女、卫生事业情况、

妇女儿童事业等数据来源于区卫生健康委；烤烟数据来源区烟叶生产指导中心；水产养殖、机

耕（机播、机收）、农业生产机械等数据来源于区农业农村委；脱贫攻坚来源于区扶贫办；建

成区面积、土地资源等数据来源于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城市建设数据来源于区城市管理局；外

贸进出口、利用外资来源于区商务委；招商引资项目、到位投资来源于区招商中心；公路里程、

客货运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营运机动车、运输船舶等数据来源于区交通局；财政收支来

源于区财政局；存贷款余额来源于人行武隆支行；金融机构及风险防控来源于区金融服务中心；

保费收入来源于武隆银保监管组；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保险数据来源于区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来源于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低保、救助、婚姻登记来源于区民政局；优

抚和抚恤来源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基础教育校数、学生数等来源于区教委；专业技术人才来

源于区人力社保局；科技和发明专利分别来源于区科技局、区市场监管局；文化活动、图书馆

藏书量、文化体育基础设施、旅游等数据来源于区文化旅游委；广播电视基础事业数据来源于

区广电网络公司；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来源于区融媒体中心；空气质量、水环境等数据来

源于区生态环境局；水利工程和灌溉面积来源于区水利局；气温、气候来源于区气象局；用气、

用电等能源消费来源于区经济信息委；安全事故来源于区应急局；律师、律所工作、法律援助

和案件受理、判决分别来源于区司法局和区法院，其余数据来自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隆调

查队。

【19】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武隆统计年鉴-2021》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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