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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关于货物进出口总额

1.

货物进出口总额内涵是什么？

解读：

货物进出口总额，又称进出口总额，是以货币表

示的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全部实际进出口商品的总金

额，即同一时期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之和。 货物进口

总额是一定时期内从境外进口商品的总金额；货物出口总

额是一定时期内向境外出口商品的总金额。

2.

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应用？

解读：

货物进出口总额反映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总

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是研究对外贸易往来和国际收支平衡

状态，开展经济分析和决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依

据，是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

资料。 货物进出口总额也是用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

重要指标，净出口值可以反映货物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

3.

货物进出口总额的统计方法？

解读：

我国的货物进出口统计由海关总署组织实施，

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统计资料由海关总署编制和公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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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货物进出口总额统计资料由地

方海关编制和公布。

货物进出口统计的范围是实际进出我国关境的货物，

统计的原始资料是经海关确认的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证。货

物进出口统计的统计项目包括品名及编码、价格、统计国

别（地区）、统计时间、贸易方式等。

我国的货物进出口统计采用国际通用的贸易统计标

准，主要指标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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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6.0%

，两年平

均增长

15.6%

。其中电子产业同比增长

35.2%

，汽车产业同

比增长

22.5%

，摩托车产业同比增长

14.4%

，装备产业业同

比增长

20.0%

。

2．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4%

，两年平均增长

13.9%

。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0.2%

；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

13.2%

。

3．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

34.95

亿元，

同比增长

7.4%

， 两年平均下降

1.5%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88

亿元，同比下降

21.2%

，两年平均下降

11.5%

。

4．10

月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915.88

亿

元，同比增长

8.5%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19.30

亿元，同比

增长

10.2%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715.62

亿元

,

同比

增长

9.6%

。

2021年 1-10月经济运行简况

经济运行简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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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月同比

±%

工业总产值

26.0

#

民营

13.7

支柱产业

电子产业

35.2

汽车产业

22.5

能源工业

17.7

按三大门类分

摩托车产业

14.4

装备产业

20.0

医药产业

11.3

材料产业

-14.0

消费品行业

-0.2

采矿业

-100.0

制造业

26.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0.9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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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1-10

月同比

±%

按主要行业分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6.5

汽车制造业

22.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15.2

仪器仪表制造业

24.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8.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3.6

医药制造业

7.4

金属制品业

0.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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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10

月同比

±%

液晶显示屏

28.7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28.2

光学仪器

14.2

灯具及照明装置

-74.2

工业机器人

17.8

化学试剂

57.5

摩托车整车

20.7

发电量

63.4

水泥

3.6

发动机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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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3.2

9.9

-11.9

13.2

-17.7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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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工业投资

第三产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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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月 同比

±%

固定资产投资

1-10

月同比

±%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060.27 -23.4

#

住宅

800.21 -24.1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78.22 -22.9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289.67 5.1

#

住宅

240.74 16.7

销售额

(

亿元

) 299.60 15.8

#

住宅

118.76 -33.0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91.20 -38.8

#

住宅

68.00 -32.8

#

住宅

282.61 26.1

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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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税收

地方财政收支

1-10

月 同比

±%

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水复） 完成

34.95

亿元， 增长

7.4%

， 其中税收

30.72

亿元， 增长

4.8%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区金库）

23.70 3.1

＃

税收收入

19.98 -0.8

＃

增值税

4.24 22.4

企业所得税

1.89 14.2

个人所得税

0.72 20.3

城市维护建设税

0.76 22.7

契税

7.12 -3.9

＃

一般公共服务

4.40 2.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40.88 -21.2

非税收入

3.72 30.9

农林水事务

2.67 -11.9

城乡社区

2.00 -55.5

卫生健康

4.77 -24.6

教育

8.69 -18.8

社会保障与就业

7.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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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款

同比

±%10

月末

营业网点数（个）

125 0.0

人民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908.61 9.0

本外币存款余额

(

亿元

) 915.88 8.5

＃

住户存款

619.30 10.2

人民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705.92 8.2

本外币贷款余额

(

亿元

) 715.62 9.6

＃

住户贷款

345.61 15.4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68.60 4.7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1.40 -8.5

金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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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和旅游

外贸进出口及利用外资

1-9

月 同比

±%

旅游

1-10

月 同比

±%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 173.32 13.0

过夜游客（万人天）

163.69 8.2

进出口总额（亿元）

284.00 128.8

#

出口

95.00 36.1

进口

189.00 247.6

实际利用外资

1-8

月 同比

±%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63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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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情况

1-10

月 同比

±%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3.69 -9.2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4.89 -2.4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6.77 1.7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7 -9.4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2355.62 -10.7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40 -7.7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0.27 -4.7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2030.17 0.6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34.60 24.8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34 -12.4

城市居民

医疗保险

1-7

月 同比

±%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26.57 4.0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万人）

41.19 -0.7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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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15 -11.8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16 -15.8

就业情况

1-10

月 同比

±%

环境质量

1-9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1-10

月 同比

±%

安全生产、 环境、 就业

Ⅱ

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天）

244 7.5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71

—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16476 -9.3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6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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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全市 全国

1-10

月

同比

±%

1-10

月

同比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 —

＃

第一产业 — — — —

规上工业增加值 —

13.0

—

10.9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

7.1 445823 6.1

＃

房地产开发投资 —

-2.1 124934 7.2

进出口总额（亿元）

6435 25.0 316727 22.2

＃

出口

4116 25.8 174892 22.5

人民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4.42 6.9 229.95 9.1

人民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4.55 13.4 190.2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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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2.7

—

107.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以上年同期

=100

）

—

100.1

—

100.7

第三产业 — — — —

第二产业 — — — —

＃

工业 — — — —

建筑业 —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906 10.4 181526 14.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3629 2.3 193961 2.4

全国、 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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