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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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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一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积极应对风险挑

战，全区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圆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全面开

启武隆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21413万元，按可比

价算，较上年增长7.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15508万元，增长4.8%；

第二产业增加值 1124902万元，增长 6.0%；第三产业增加值 1181003

万元，增长 10.3%。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 12.0%、42.9%

和 45.1%，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 8.1%、33.0%、58.9%，分别拉

动GDP增长 0.6、2.6、4.6个百分点。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73470元，

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7.6%。

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1554504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

长 6.0%，占GDP比重为 59.3%。其中：第一产业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311082万元，较上年增长 4.8%；第二产业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65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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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上年增长 1.4%；第三产业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584405万元，

较上年增长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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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1—2021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亿元 %

13.9 13.5 12.7 12.0 11.6 12.6 11.8 12.0 12.4 13.7 12.0 

35.0 37.3 39.7 39.6 38.8 36.8 37.6 37.1 37.5 38.3 42.9 

51.1 49.3 47.6 48.5 49.6 50.5 50.6 50.8 50.1 48.0 45.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图 2:  2011-2021年全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按公安户籍统计：全区年末户籍总户数 139318户，较上年下降

0.3%；户籍总人口 406868人【2】，较上年下降 0.6%。按城乡属性分：

城镇人口 119351人，较上年下降 1.5%；乡村人口 287517人，较上年

下降 0.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9.3%，较上年减少 0.3个百分点。按性

别分：男性人口 212055人，女性人口 194813人，男女性别比为



- 3 -

109.9:100。按年龄段分：0-17岁 73553人，占总人口的 18.1%；18-34

岁87925人，占总人口的21.6%；35-59岁164279人，占总人口的40.4%；

60岁以上 81111人，占总人口的 19.9%。全年户籍出生人口 2545人，

死亡人口 337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2.0‰，出生男女性别比 110.0:100。

根据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全区常住人口 35.65万人，较上

年下降 0.2%，其中城镇人口 18万人，较上年增长 2.3%；占常住人口

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0.49%，较上年提高 1.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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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2021年全区户籍人口变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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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2021年全区常住人口变动图
万人 %

根据卫生健康户籍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政策内生育率98.7%，

较上年提高 2.0个百分点；按居住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政策内生

育率 98.2%，较上年提高 0.8个百分点。按卫生户籍人口统计，育龄妇

女 89742人，较上年下降 2.4%，其中已婚育龄妇女 62576人，较上年

下降 2.2%，占 69.7%；按居住人口统计，育龄妇女 68946人，较上年

下降20.9%，其中已婚育龄妇女52330人，较上年下降11.7%，占75.9%。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0.6%，其中食品烟酒下降1.5%，

衣着上涨 1.5%，居住上涨 2.3%，交通和通信上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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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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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食品烟酒 -1.5

# 粮食 3.6

鲜菜 3.0

衣着 1.5

居住 2.3

生活用品及服务 0.6

交通和通信 4.6

教育文化和娱乐 0.2

医疗保健 -1.3

二、农业农村

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531983万元（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

活动）【3】，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6.0%。其中：农业总产值 332348

万元，增长 5.2%；林业产值 28316万元，增长 15.3%；牧业产值 136508

万元，增长 4.9%；渔业产值 14525万元，增长 15.5%。农林牧渔业实

现增加值 327539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5.0%。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8528公顷，较上年增长 0.3%；粮食作物产量

191487吨，较上年增长 1.3%。种植烤烟户 879户，收购烤烟 7.28万担。

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 26956公顷，较上年增长 0.7%；产量 674161

吨，较上年增长3.3%。油料作物种植面积5649公顷，较上年增长0.7%；

油料作物产量 10775吨，较上年增长 1.9%。水果（含瓜果类）实现产

量 71978吨，较上年增长 2.8%。

全年全区生猪存栏 312855头，较上年增长 4.1%；出栏 476893头，

同比增长 11.1%。牛存栏 43803头，较上年增长 0.1%；出栏 23583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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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增长 2.6%。羊存栏 161942头，较上年增长 1.8%；出栏 193841

头，较上年下降 8.2%。家禽存栏 907680只，较上年下降 1.1%；出栏

1490906只，较上年增长 6.0%。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46125吨，较上

年增长 12.7%；禽蛋产量 4456吨，较上年增长 49.9%。

全区水产品养殖面积【4】566公顷，较上年增长 4.0%，其中：池塘

养殖面积 289公顷，较上年增长 3.2%；水库养殖面积 274公顷，较上

年增长 3.9%。水产品产量 5185吨，较上年增长 10.7%。

表 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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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87 1.3

稻谷 吨 43397 0.2

玉米 吨 73961 1.6

小麦 吨 51 2.6

豆类 吨 5624 3.0

折粮薯类 吨 68148 1.6

生猪(出栏) 头 476983 11.1

牛 (出栏) 头 53583 2.6

羊 (出栏) 只 193841 -8.2

家禽(出栏) 只 1490906 6.0

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吨 46125 12.7

其中：猪肉 吨 37756 16.1

禽蛋产量 吨 4456 49.9

水产品 吨 5185 10.7

全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36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2.9%。其中：柴

油发动机动力 12.07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4.3%；汽油发动机动力 15.75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2.6%。至年末，全区有拖拉机 23台、总动力 1118

千瓦；有微耕机 2.80万台、总动力 18.17万千瓦；有农产品初加工动

力机械 3.29万台、总动力 10.20万千瓦；有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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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套）；有饲料（草）加工机械设备 5260台（套）、总动力 6580

千瓦；有饲养机械 15台（套）、总动力 33千瓦；有水产养殖机械 556

台、总动力 2950千瓦。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46.0%，较上年提

高 1.0个百分点。

三、工 业、建筑业

全年工业实现增加值598752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7.4%。

占 GDP的比重为 22.8%，对 GDP的贡献率为 21.9%，拉动 GDP增长

1.7个百分点。分门类看：采矿业实现增加值 207199万元，较上年增

长 8.1%，占 GDP比重为 7.9%；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55579万元，较上

年增长 7.3%，占 GDP比重为 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实现增加值 235974万元，较上年增长 6.9%，占GDP比重为 9.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较上年增长 8.0%。从控股类型看：国

有控股企业较上年增长 7.9%；私营控股企业较上年增长 8.0%。从行业

门类看：采矿业产值较上年增长 0.3%；制造业产值较上年增长 14.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较上年增长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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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95061万元，较上年增长

11.5%【5】。其中：采矿业实现营业收入 40859万元，较上年增长 3.8%；

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220830万元，较上年增长 12.9%；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营业收入233372万元，较上年增长11.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2747万元，较上年增长 1.2%。

从控股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1017万元，较上年下降

1.8%；私营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731万元，较上年增长 19.8%。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 74.97元，每百元营业收

入的费用为 9.94元，总资产周转天数 65.9天，资产负债率为 65.9%
表 3：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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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25 43.6
罐头 吨 2091 -28.6

大米 吨 8135 15.6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165508 -26.2

水泥 吨 384367 9.8

塑料制品 吨 2516 -54.6

石灰石 吨 4335773 38.2

砖 万块 153.23 —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785509 33.5

改装汽车 辆 328 143.0

钢绞线 吨 24697 -45.8

发电量 万千瓦时 521975 -0.6

#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16190 -19.8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526150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4.4%，占GDP的比重为 20.1%，对GDP的贡献率为 11.1%，拉动GDP

增长 0.9个百分点。全区具有资质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40家，



- 8 -

实现产值198491万元【6】，较上年增长18.6%；签订的建筑合同额342230

万元，较上年增长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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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1—2021年全区建筑业增加值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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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7】较上年增长 3.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较上年增长 21.1%；第二产业投资较上年下降 5.6%；第三产业投资较

上年增长 5.6%。分类别看：500万元及以上地方项目投资较上年下降

7.6%；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投资较上年增长 32.6%。在 500万元及以上地

方项目中：基础设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较上年下降 13.9%，占全部

地方项目投资的比重为 56.8%；民间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较上年

下降 21.7%，占全部地方项目投资的比重为 18.0%。

表 4： 2021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行 业 比上年增长（±％）

合计 3.3

第一产业 21.1

第二产业 -5.6

采矿业 28.1

制造业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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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比上年增长（±％）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3.6

第三产业 5.6

批发和零售业 18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3

住宿和餐饮业 -65.4

房地产业 30.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3.5

教育 -72.9

卫生和社会工作 15.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8.9

全年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成投资 302957万元，较上年增长 32.6%。

施工面积 2104341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51.7%；新开工面积 809166平

方米，较上年增长171.5%；销售面积287326平方米，较上年下降2.8%；

完成销售额 232262万元，较上年增长 0.6%。

表 5：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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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57 32.6
# 住宅 206690 43.5

施工面积（平方米） 2104341 51.7

# 住宅 1377000 52.5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809166 171.5

# 住宅 571663 176.6

竣工面积（平方米） 30698 -37.9

# 住宅 18776 -59.9

销售面积（平方米） 287326 -2.8

# 住宅 238874 10.1

销售额（万元） 232262 0.6

# 住宅 185475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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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待售面积（平方米） 176106 —
# 住宅 7779 7.1

住宅销售套数（套） 2502 -9.6

五、城市更新

至年末，全区城市道路 45.89公里，较上年末增长 5.0%；总面积

74.97万平方米，增长 15.6%。城市供水管道长度 94公里，较上年末增

长 6.1%；排水管道长度 258.60公里，较上年末增长 5.0%。城市建成区

有路灯 4508盏，较上年末增长 1.9%。

至年末，全区绿地面积 719公顷，较上年末增长 6.2%；其中建成

区绿地面积 660.31公顷，较上年末增长 6.7%；建成区绿地率 37.73%，

较上年末提高 2.38个百分点。绿化覆盖面积 879.48公顷，较上年末增

长 5.0%；其中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725.90公顷，较上年末增长 6.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1.48%，较上年末提高 2.38个百分点。新增公园 1

个、总量达到 8个；公园绿地面积 241.73公顷，较上年末增长 14.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51公顷，较上年末增长 10.7%。

六、国内贸易、对外经济、招商引资和服务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368350万元，较上年增长

21.7%。按销售所在地分：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4894万元，

较上年增长 20.3%；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3456万元，较上

年增长 26.2%。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 1031736万元，较上年增长

19.3%；餐费收入 336614万元，较上年增长 29.6%。

全年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较上年增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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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类增长 39.8%，烟酒类增长 109.3%，化妆品类增长 22.5%，五金、

电料类增长 25.4%，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33.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增长 13.1%，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7.0%。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

零售业态中，无店铺零售较上年增长 36.4%；在有店铺零售企业中，食

杂店增长47.8%、折扣店增长6.7%、超市增长9.9%、百货店增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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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1—2021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亿元 %

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240509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16.1%，占 GDP比重为 9.2%，对 GDP的贡献率为 17.7%，拉动 GDP

增长 1.4个百分点。全年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92438万元，按可比

价算，较上年增长 13.0%，占 GDP比重为 3.5%，对 GDP的贡献率为

5.6%，拉动 GDP增长 0.4个百分点。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销售额【11】1672678万元，较上年增长

28.0%，其中：批发业实现销售额 845400万元，较上年增长 37.2%；零

售业实现销售额 827279万元，较上年增长 19.8%。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营业额 405659万元，较上年增长 25.5%，其中：住宿业实现营业额【12】

121399万元，较上年增长 21.6%；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284261万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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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 27.2%。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210.56万美元，较上年增长 11.8%，其中：

进口 212.98万美元，较上年增长 44.9倍；出口 1997.58万美元，较上

年增长 1.3%。全年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26个，新签约项目实际到位资

金 12404万元。

全年其他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35133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

长 11.1%，占GDP比重为 20.4%，对GDP的贡献为 28.7%，拉动GDP

增长 2.2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13】实现营业收入 235913万

元，较上年增长 15.4%。其中：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

营业收入 22190万元，较上年增长 3.0%；规模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入 98924万元，较上年增长 8.0%；规模以上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实现营业收入 28142万元，较上年增长 54.1%；规模以

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实现营业收入 76036万元，较上年增长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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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21万元，按可比价

算，较上年增长 7.8%，占GDP比重为2.4%，对GDP的贡献率为 2.4%，

拉动 GDP增长 0.2个百分点。全年道路货物运输量 522万吨、货物周

转量 54416万吨公里；道路客运量 347万人、客运周转量 18552万人

公里。全年水路货运量 270.40万吨、货物周转量 62124万吨公里；水

路客运量 2.96万人、旅客周转量 95.23万人公里。内河港口货物吞吐

量 350.36万吨，较上年增长 44.6%，其中：出港 350.11万吨，较上年

增长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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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全区公路里程 5380.43公里。按技术等级分：三级公路

156.35公里，四级公路 4601.51公里。年末全区有营运机动车 2731辆，

其中货车 2079辆 8842吨位；客车 428辆 10881客位（不含公共汽车）。

在货车中，有大型货车 547辆、中型货车 125辆、小型货车 1407辆。

在客车中，有大型客车 178辆、中型客车 86辆、小型客车 164辆。年

末实有船舶 49艘，较上年增加 2艘；船舶总动力 24276千瓦，较上年

增长 12.0%。

全年实现邮电业务总量 31736万元，较上年增长 13.7%，其中：电

信业实现业务总量 27064万元，较上年增长 7.8%；邮政业实现业务总

量 4672万元，较上年增长 16.4%。年末全区有固定电话 55194户，较

上年增长 0.4%，其中城市固定电话 20872户，较上年增长 2.3%。移动

电话404885户，较上年增长1.4%。通信基站4489个，较上年增长11.2%，

其中 4G基站 2805个，较上年增长 7.1%；5G基站 751个，较上年增

长 81.0%。年末互联网用户 474967户，较上年增长 4.2%，其中移动互

联网用户 344011户，较上年增长 4.7%。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年地方财政收入 309700万元，较上年增长 18.0%。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57761万元，较上年增长 18.1%；基金预算收入 150767

万元，较上年增长2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94632万元，

较上年增长 16.1%；非税收入 63129万元，较上年增长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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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1—2021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速

全年地方财政支出 566781万元，较上年下降 16.2%。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462684万元，较上年下降 12.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3275万元，较上年下降 28.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48799万元，占 10.5%；教育支出 86006万元，占 18.6%；卫生

健康支出 29991万元，占 6.5%；农林水支出 98473万元，占 21.3%。

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30292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下降

2.4%，占GDP比重为 5.0%，其中：货币金融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18964

万元，占 GDP比重为 4.6%。12月末，全区货币金融机构实现本外币

存贷款余额 5186437万元，较上年增长 2.0%。其中：存款余额 2360180

万元，较上年下降 2.0%；贷款余额 2826257万元，较上年增长 5.5%。

存款余额中：住户存款 1742467万元，较上年增长 8.1%；贷款余额中：

短期贷款 510832万元，较上年增长 16.2%；中长期贷款 2269786万元，

较上年增长 1.6%。

表 6：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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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180 -2.0
# 住户存款 1742534 8.1



- 15 -

指 标 年末数（万元） 增速（％）

非金融企业存款 353283 -25.3
广义政府存款 264194 -18.1

各项贷款余额 2826257 5.5

# 住户贷款 1034137 -7.5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792121 14.9

全年保险业实现增加值 10319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下降

1.5%，占GDP的比重为 0.4%。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54698万元，较上年

增长 1.3%，其中：产险收入 20099万元，较上年下降 2.5%；寿险收入

34599万元，较上年增长 3.6%。全年保险赔款和给付支出 20836万元，

较上年增长 14.6%，其中：财产险赔款和给付支出 13459万元，较上年

增长 32.2%；寿险赔款和给付支出 7378万元，较上年下降 7.8%。至年

末，全部保险机构有保险从业人员 1227人。

九、人民生活、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

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29483元，较上年增长 9.7%，按常住

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194元，较上年增长 9.1%；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75元，较上年增长 11.0%。城乡居民收

入比缩小至 2.57:1。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0723元，较上年增长

8.8%，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8229元，较上

年增长7.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14443元，较上年增长11.0%。

在全体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 7260元，较上年增长

6.3%，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527元，较上年增长 6.0%；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363元，较上年增长 6.9%。全体常住居民恩

格尔系数【15】35.0%，较上年下降 0.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常住居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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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系数为 33.8%，较上年下降 0.4个百分点；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

数为 37.1%，较上年下降 1.5个百分点。

表 7：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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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3 9.7 44194 9.1 17175 11.0

# 工资性收入 14549 9.6 25201 9.1 5637 11.7

经营净收入 7227 11.9 7623 10.8 6897 12.9

财产净收入 1593 7.4 3036 7.4 386 7.8

转移净收入 6114 8.0 8335 8.3 425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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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17—2021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

元 %

年末城镇新增就业 3527人，其中二产业新增 1072人、三产业新

增 2427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22%，较上年末下降 0.22个百分点。

年末失业保险参保 26452人，较上年增长 1.2%；失业保险保费收入

1286.58万元、失业保险保费支出 941.88万元。

全年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158798人，较上年下降 1.8%。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43966人，较上年下降 4.1%。工伤保险参保

55587人，较上年增长 15.5%。全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373913人，较

上年下降 0.8%，其中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330034人，较上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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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4%；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43879人，较上年增长 3.8%。

全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 1969户，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3021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 6598人、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1671人。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 1143人、集中供养人数 380人、

分散供养人数 680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 1491人、集中供养

人数 247人、分散供养人数 1244人。

至年末，全区有抚恤、补助优抚对象 2124人，其中定期抚恤 31

人、定期补助 1930人、伤残人员 163人。全年结婚登记 2139对，离

婚登记 750对。登记结婚 4278人，其中初婚 2871人、再婚 1407人。

表 8： 2019-2021年主要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指 标 名 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失业保险 2.46 2.61 2.65

工伤保险 3.90 4.81 5.5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6.09 16.17 15.88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33.91 32.72 33.00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区共有基础教育校（园）数 122所，其中：幼儿园 56所【16】、

小学 55所、初中 6所、高中 4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基础教育招生

11885人，其中学前教育 2865人、小学 2756人、初中 3961人、高中

2288人、特殊教育 15人。基础教育在校生 49525人，其中学前教育

9268人、小学 20247人、初中 13057人、高中 6845人、特殊教育 108

人。基础教育毕业生 13817人，其中学前教育 2916人、小学 43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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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4438人、高中 2126人、特殊教育 20人。基础教育教职工 1556

人，其中幼儿园 1039人、小学 1853人、初级中学 614人、完全中学

942人、特殊教育 36人。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1388人、在校生 3829

人、毕（结）业生 1166人；教职工 294人，其中专任教师 266人。全

区高考报名 3365人、参考 3231人，高考录取率 96.4%。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 92.1%，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99.99%，初中入学率 99.98%，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7.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6.8%。

全年专利申请量 8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7件、实用新型 61件、

外观设计 5件；获得授权专利 162件，其中发明授权专利 2件、实用

新型 138件、外观设计 22件。有注册商标 480件。

十一、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康和广电事业

全年组织各类文艺活动 23次。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181938册/件，

其中图书 132195册。全年制作广播电视节目 3682小时、播出 6600小

时，制作电视节目 1579小时、播出 6267小时。有线广播电视传输干

线网络总长 865公里、数字微波传送线路总长 76.7公里，有线广播电

视用户85037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75434户。有线电视入户率78.0%，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7.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8.8%。有规模以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23户，资产总计 127420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3886万元。全年文化及相关产业【17】实现增加值 66265万元，按现价

算，较上年增长 45.8%，占 GDP比重为 2.5%。

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 4074.59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0.1%，其中接

待国内游客 4067.92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0.0%。实现旅游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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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469万元，较上年增长 10.0%。有乡村旅游景点 20个；旅行社 2

个，旅行社从业人员135人。全年旅游及相关产业【18】实现增加值189174

万元，按现价算，较上年增长 16.1%，占 GDP比重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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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7—2021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次及增速

万人次 %

至年末，全区各级各类卫生机构 359个，其中：医院 11个，门诊

部、诊所、卫生室 128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2838张，其中：医

院 2285张，乡镇卫生院床位 346张。每千户籍人口实有床位 6.68张。

全区有卫生技术人员 2025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829人，注册护

士 792人、技师（士）140人。全区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 208.61万人

次【19】，每百门急诊入院5.31人，住院死亡率0.43%、急诊死亡率0.01%。

至年末，全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 6.85‰，低出生体重儿发生

率 2.62%。婚前医学检查率 18.26%、孕产妇产前检查率 99.27%、孕产

贫血患病率 1.22%。婴儿死亡率 3.57‰，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5.95‰。

十二、资源、生态环境、气候、能源消耗、应急管理和法治

至年末，全区活立木总蓄积量 1277.66万立方米；森林面积 189493

公顷，森林覆盖率 65.7%。年内造林和营林 9200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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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公顷。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45天，空气质量指数（AQI）为 94.5%；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53.2分

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63.8分贝，大溪河（平桥、鸭江）、芙蓉江

（江口、三河口）、乌江（锣鹰）、石梁河（长坝）等断面水质均维

持在Ⅱ类标准以上。

至年末，全区有城乡供水工程 2720处，设计年供水量 2578.79万

立方米，其中城乡集中供水工程 954处，设计年供水量 2437.10万立方

米。全年实际耕地灌溉面积 12190公顷，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563公顷，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达到 143373公顷。

全年平均气温 17.6°C，比历年平均气温 17.7°C低 0.1°C；年极端最

高气温 40.4°C，比历年最高 42.7°C低 2.3°C；年极端最低气温-1.9°

C，比历年最低-1.8°C低 0.1°C；年降水总量 1332mm，比历年平均

1023.7mm多 308.3mm；年总日照时数 924.6小时，比历年平均 1091

少 166.4小时。

全年全区天然气消费总量 2232.90万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气 315.35

万立方米；居民、集体、商业用气 1679.25万立方米。全年全社会用电

总量 87734万千瓦时，其中全行业用电总量 63016万千瓦时、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 24718万千瓦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8.83

万吨标准煤，规模以上电力生产企业发电量 521975万千瓦时。

全区新增律师事务所 1家，总数达到 6家；有专职律师 53人，聘

请担任法律顾问的单位 259家。全年民事诉讼代理 1005件、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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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件、行政诉讼代理 52件。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252个，人民调解员

1203人，调解各类纠纷 8971件；获得法律援助的受援人数 431人，其

中妇女 135人、未成年人 65人。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7起、死亡 29人，其中，发生市上

考核控制指标生产安全事故 9起、死亡 9人。在全部安全生产事故中，

建筑行业发生事故 4起、死亡 4人；道路交通发生安全事故 21起、死

亡 23人；其他事故 2起、死亡 2人。未发生重大特大事故。亿元地区

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0.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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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各行业增加值绝对值、可比价增速为以 2020 年地区生产总

值年报为基数的初步核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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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农林牧渔总产值：该指标为全市农业统一核算年报数，与快报数有出入。

【4】水产养殖面积：该指标本年数不含稻田养殖面积。因稻田养鱼的水面，由于以种稻为

主，不计算为水产养殖面积。

【5】财务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增速计算含新增和退出单位同期。

【6】建筑业产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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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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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基础设施投资：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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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公共设施，如电力、电信、自

来水、管道煤气、卫生设施、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2.公共工程，如大坝、灌溉及

排水用的渠道工程；3.交通运输设施，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水路。

【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调查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

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调查单位在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

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

【11】销售额：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

商品，含增值税）。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

价。

【12】营业额：指住宿和餐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

收入（含增值税），收入主要来源于提供客房、餐费服务、商品销售和其他服务，如商务服务。

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餐费收入、商品销售收入等各项收入。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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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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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恩格尔系数：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16】幼儿园：本年该指标不含附设幼儿班数。

【17】文化及相关产业：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

【18】旅游及相关产业：指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为游客直接提供行、住、吃、游、购、娱等旅

游服务，以及为旅游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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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森林资源：涉及林地、森林数据为错年公布，即数据为 2020 年年末数。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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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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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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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已婚妇女、卫生事业情况等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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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数据来源于区城市管理局；外贸进出口来源于

区商务委；招商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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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业务总量、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用户数

等数据来源于中国邮政武隆分公司、中国电信武隆分公司、中国移动武隆分公司、中国联通武

隆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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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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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来源于区市场监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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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造林

面积等来源于区林业局；空气质量、噪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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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律所工作、法律援助来源于区司法局，安全事故来源于区应急局；其余数据来自

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隆调查队。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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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