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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常见统计问题解答
——关于政府统计中的大数据

1.什么是大数据？

解读：大数据（Big Data）被认为是新型战略性资源，能

够帮助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展现、精准预测和指挥

决策。当前，对大数据的概念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尽管在

某些细节上还存在一些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 12月 29日发布了《信息技术 大数据术语》的国家

标准（GB/T 35295-2017），并于 2018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

施。该标准指出，大数据是“具有体量大、来源多样、生成

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效处

理的包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这种针对信息技术领域对

大数据给出的定义，可以作为其他领域的重要参考。对政

府统计而言，大数据通常被认为是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

式、整合多种数据来源的数据，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架

构高速处理和挖掘、具有高度应用价值和决策支持功能的

数据、方法及其技术集成。

2.大数据主要有哪些特征？

解读：一般认为，大数据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

“V”。第一，数据体量巨大（Volume）。目前人类社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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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据集规模已经从GB到TB再到PB，甚至到了以EB和ZB来

进行计量的程度。第二，应用价值巨大（Value）。大数据

经过有针对性地搜集、清洗、分析后，对政府决策、企业经

营和大众消费等都具有应用价值和支撑作用。第三，数据

类型繁多（Variety）。大数据主要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

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如音频、视频、图片、网络日志、地

理位置信息等多种类型的数据。第四，（Velocity）。大数

据往往以数据流形式实施快速地产生。手机、物联网、平

板电脑、移动互联网以及各种传感器的广泛深入应用，为

提升大数据生产速度提供了便利条件。

3.政府统计应用大数据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解读：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

《非传统数据统计应用指导意见》（国统字〔2017﹞160号），

大数据是非传统数据的主体，在很多情形下可以代指非传

统数据。具体而言，大数据是指通过非传统政府统计调查

获取的数据（国外一些机构也称之为“二手数据”），包括政

府部门的行政记录数据、商业记录数据、互联网数据、电子

设备感应数据以及其他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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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5%。其中，电

子产业同比增长 4.2%；汽车产业同比增长 38.4%；装备产

业同比增长10.3%；摩托车产业同比下降13.7%。

2.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其中，工业投资

同比下降7.7%；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6.4%。

3.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水复）14.43亿元，同

比下降 14.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19亿元，同比增长

9.1%。

4.5月末全区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 967.04亿元，同比

增长 8.6%，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73.94亿元，同比增长

11.7%；银行本外币贷款余额742.65亿元,同比增长8.2%。

2022年1-5月经济运行简况

经济运行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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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 1-5月同比±%

工业总产值

#高技术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数字制造业

#民营

八大产业

电子产业

汽车产业

摩托车产业

装备产业

医药产业

材料产业

消费品行业

能源工业

按三大门类分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5
5.3
7.5
4.2
3.7

4.2
38.4
-13.7
10.3
15.3
-28.3
-18.1
2.9

-
4.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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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同比±%

按主要行业分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医药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2.0

38.4

-13.6

25.1

-34.9

5.5

1.3

18.7

19.2

8.3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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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1-5月同比±%

液晶显示屏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光学仪器

灯具及照明装置

工业机器人

化学试剂

摩托车整车

发动机

水泥

发电量

-22.5

13.6

-10.0

27.7

11.1

-29.4

-23.2

-37.6

-14.4

-33.8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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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利润（亿元）

42.66

14.84

10.2

46.9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限额以上批发业商品销售额（亿元）

限额以上零售业商品销售额（亿元）

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亿元）

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亿元）

20.86

60.68

18.00

0.78

3.52

18.7

10.1

19.2

-17.5

26.0

国内贸易及服务业

国内贸易 1-5月 同比±%

规模以上服务业 1-5月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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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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投资

第三产业

4.8
-20.7
37.5
100.0
-26.4

407.6
-7.7
-7.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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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同比±%

固定资产投资 1-5月同比±%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销售额(亿元)

#住宅

901.17
662.32
67.32
54.91
36.80
25.55
118.65
94.07
116.22
107.66

-9.2
-9.4
-39.3
-20.8
-47.7
-52.3
3.8
-5.4
-13.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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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区财政局） 1-5月 同比±%

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含水复） 14.43亿元，下降 14.5%，其中税收收入
12.59亿元，下降 18.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契税

非税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一般公共服务

教育

社会保障与就业

卫生健康

城乡社区

农林水事务

8.54
7.01
1.22
0.66
0.42
0.27
1.37
1.54
24.19
2.52
5.22
5.80
2.15
1.12
1.42

-21.6
-26.6
-43.1
-25.4
31.4
-30.1
-57.3
13.4
9.1
6.2
15.2
28.7
-17.4
8.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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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数据来源：各在碚银行） 5月末 同比±%

营业网点数（个）

人民币存款余额(亿元)

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住户存款

人民币贷款余额(亿元)

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住户贷款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贷款

127

958.55

967.04

673.94

728.90

742.65

372.66

369.00

1.50

1.6

8.6

8.6

11.7

7.7

8.2

14.1

0.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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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和旅游

外贸进出口（数据来源：区商务委） 1-2月 同比±%

旅游（数据来源：区文化旅游委） 1-5月 同比±%

过夜游客（万人天）

旅游总收入(亿元)

69.81

62.94

13.7

19.3

进出口总额（亿元）

#出口

进口

43.70

15.70

28.00

-31.6

-18.4

-37.3

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源：区商务委） 1-2月 同比±%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06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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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人数（万人）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万户）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万元）

18.82
14.47
27.96
40.30
17.70
32.37

0.32
0.26
1099.42

0.37
0.26
989.70

—

-3.7
6.1
-2.0
5.5
0.4

-15.0
-12.5
-11.8

-13.1
-10.3
-8.2

社会保障情况(数据来源：区人社局、区民政局) 1-5月 同比±%

社会保障、就业

注：因人社局统计口径变化，故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无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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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安全生产和环境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起）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人）

6

8

-40.0

-27.3

就业情况(数据来源：区人力社保局) 1-5月 同比±%

环境质量(数据来源：区生态环境局) 1-5月 同比±%

安全生产(数据来源：区应急管理局) 1-5月 同比±%

Ⅱ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天）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39

3.69

-0.7

—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人）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人）

10921

2795

6.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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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规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房地产开发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商品房销售面积

进出口总额（亿元）

#出口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本外币存款余额（万亿元）

本外币贷款余额（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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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100）

全市

1-5月

—

—

—

—

—

—

—

—

—

5698.18

2120.53

3438.3

2261.6

849.30

1760.64

4.70

4.86

—

—

—

—

同比
±%

—

—

—

—

—

—

6.3

7.4

-3.7

1.0

-16.7

12.9

19.5

-5.2

2.3

5.0

9.1

—

—

104.6

101.3

全国

1-5月

—

—

—

—

—

—

—

—

—

171689

50738

160374

89437

86739

99059

252.78

209.61

—

—

—

—

同比
±%

—

—

—

—

—

—

3.3

6.2

-4.0

-1.5

-23.6

8.3

11.4

-10.1

5.9

10.3

10.7

—

—

108.1

101.5

全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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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产 品 推 荐

统计新媒体平台：

重庆统计微讯、重庆统计微博、重庆统计抖音。

统计数据查询平台：

1.“数据重庆”统计信息平台

关注“重庆统计”微讯公众号，菜单栏点击“统计

服务”，选择“数据重庆”。

2.“重庆数据”数据库

地址：http://data.tjj.cq.gov.cn
3.北碚数据查询

通过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官网“数据发布”栏

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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