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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职业道德规范

忠诚统计，乐于奉献；

事实求是，不出假数；

依法统计，严守秘密；

公正透明，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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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说 明

为了全面反映巫溪县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我们根据统计年报和搜集的有关部门统计资料，

加工整理编印了《巫溪统计年鉴－2015》。

本资料共由九部分内容组成：1、综合；2、国民经济核算；3、农业；4、工业；5、贸易；6、固定资产

投资、建筑及房地产业；7、劳动工资；8、人民生活；9、附录。

本资料收录了巫溪县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统计数据，并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和常用计

量单位换算表，具有综合性、权威性、实用性等特色。

本年鉴统计指标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计量单位。

本年鉴统计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统计年报，部分来自抽样调查。

本年鉴统计指标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计量单位；行业分类标准均采用国家

GB/T4754-2011 标准。

本年鉴部分数据的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未作机械调整。

本年鉴中符号的使用说明：“－”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或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数；“空格”表

示该项统计指标无该项数据；“＃”表示其中的主要项。

本年鉴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诸多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限于我们的水平，加之时间仓

促，各界人士在使用资料时如发现错误和不足，恳请提出批评指正。

《巫溪统计年鉴－2015》编辑部

二○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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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指 标 解 释

可比价格: 指计算各种总量指标所采用的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价格，可进行不同时期总量指标的对

比。按可比价格计算总量指标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用产品产量乘某一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另一种是用

价格指数进行缩减。

不变价格 :指以同类产品某年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价格，用于计算各年的产品价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的产品价值消除了价格变动因素，不同时期对比可以反映生产的发展速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产

品价格水平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先后五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工业产品不变价格和农业产品不变价格。从 1952

年到 1957 年使用 1952 年工（农）业产品不变价格，从 1957 年到 1970 年使用 1957 年不变价格，从 1971

年到 1980 年使用 1970 年不变价格，从 1981 年到 1990 年使用 1980 年不变价格，从 1991 年开始使用 1990

年不变价格。

国民生产总值（GNP） :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

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

以生产税及进口税（扣除生产和进口补贴）、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非常住单位; 同时，国外

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生产税及进口税（扣除生产和进口补贴）、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

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

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不同，国民生产总值是个收入概念，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个生产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GDP） :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

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

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 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

住单位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和; 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

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

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三次产业 : 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

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

业。它是世界上较为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划分不尽一致。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 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 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 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

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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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 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第二层次: 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房地产业，社

会服务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辅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 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

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业等。

第四层次: 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军队、警察等。

人口数: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总和。年度统计的年末人口数指每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的人口数。年度统计的全国人口总数内未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 其定义有三种口径:

第一种口径（按行政建制）

城镇人口是指市辖区内和县辖镇的全部人口; 乡村人口是指县辖乡人口。

第二种口径（按常住人口划分）

城镇人口是指设区的市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

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 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

第三种口径

城乡人口的划分是按照国家统计局 1999 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计算的。

1952-1980 年数据为第一种口径的数据，1982-1999 年的数据为第二种口径的数据。2000 年人口普查

数据的城乡人口的划分是第三种口径。

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

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

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

率

从业人员 :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包括全部职工、再就业的离退

休人员、私营业主、个体户主、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包

括民办教师、宗教职业者、现役军人等)。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

研究我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

职工工资总额 :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

算原则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规定

支付的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

入计征奖金税项目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资总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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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平均工资 : 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它表明

一定时期职工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是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计算公式为:

职工平均工资＝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报告期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

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

强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

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登记注册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

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其他等。按照管理渠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部分。

基本建设投资 : 基本建设指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扩大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新建、

扩建工程及有关工作。其综合范围为总投资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下同)的基本建设项目。具体包括: (1)

列入中央和各级地方本年基本建设计划的建设项目，以及虽未列入本年基本建设计划，但使用以前年度基

建计划内结转投资(包括利用基建库存设备材料)在本年继续施工的建设项目; (2)本年基本建设计划内投资

与更新改造计划内投资结合安排的新建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达到大中型项目标准的扩建项目，

以及为改变生产力布局而进行的全厂性迁建项目; (3)国有单位既未列入基建计划，也未列入更新改造计划

的总投资在 50 万元以上的新建、扩建、恢复项目和为改变生产力布局而进行的全厂性迁建项目，以及行政、

事业单位增建业务用房和行政单位增建生活福利设施的项目。

更新改造投资: 更新改造指企业、事业单位对原有设施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及相应配

套的工程和有关工作(不包括大修理和维护工程)。其综合范围为总投资 50 万元以上的更新改造项目。具体

包括: (1)列入中央和各级地方本年更新改造计划的投资单位（项目）和虽未列入本年更新改造计划，但使

用上年更新改造计划内结转的投资在本年继续施工的项目; (2)本年更新改造计划内投资与基本建设计划内

投资结合安排的对企、事业单位原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的项目和增建主要生产车间、分厂等其新增

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未达到大中型项目标准的项目，以及由于城市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需要而进行的迁

建工程; (3)国有企、事业单位既未列入基建计划也未列入更新改造计划，总投资在 50 万元以上的属于改建

或更新改造性质的项目，以及由于城市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需要而进行的迁建工程。

财政收入 : 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财政收入所

包括的内容几经变化，目前主要包括:

(1)各项税收: 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2)专项收入: 包括征收排污费收入、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

(3)其他收入: 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入、捐赠收入等。

(4)国有企业亏损补贴: 这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入。

城市居民家庭全部收入 : 指被调查城市居民家庭全部的实际收入，包括经常或固定得到的收入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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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收入。不包括周转性收入，如提取银行存款、向亲友借款、收回借出款以及其他各种暂收款。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 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

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

的那一部分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包括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经营收入，取自在外人口寄回带回和

国家财政救济、各种补贴等非经营性收入; 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自产自用的实物收入。但不包括向银

行、信用社和向亲友借款等属于借贷性的收入。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量，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业生

产总规模和总成果。农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农林牧渔业产品及其副产品的产量分别乘以各自单位

产品价格求得; 少数生产周期较长，当年没有产品或产品产量不易统计的，则采用间接方法匡算其产值; 然

后将四业产品产值相加即为农业总产值。1957 年以前的农业总产值中包括了厩肥和农民自给性手工业(如农

民自制衣服、鞋、袜，自己从事粮食初步加工等)。1958 年及以后的农业总产值，林业中增加了村及村以下

竹木采伐产值; 牧业中取消了厩肥产值; 副业中取消了农民自给性手工业产值，增加了村及村以下办的工

业产值; 渔业中增加了海洋捕捞水产品产值。1980 年及以后的农业总产值，在副业中增加了农民家庭兼营

工业商品部分的产值。从 1984 年起村及村以下工业产值划归工业。从 1993 年起取消副业，将野生动物的

捕猎划入牧业、野生植物采集和农民家庭兼营商品性工业划归农业。1996 年第一次农业普查以后，由于畜

牧业产品年报数据与普查数据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畜牧业年报数据与普查数据进

行衔接，相应的畜牧业产值进行调整

工业总产值 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已出售或可供出售工业产品总量，它反映

一定时间内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它包括: 在本企业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包装入库(规定不需

包装的产品除外)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末初差额价值。工业总产值采用“工

厂法”计算，即以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按企业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来计算，企业内部不允许重复

计算，不能

把企业内部各个车间(分厂)生产的成果相加。但在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重复计算。

轻重工业总产值的划分也是按“工厂法”计算的，即一个工业企业在正常情况下生产的主要产品的性

质属于轻工业，产的主要产品的性质属于重工业，则该企业的全部总产值作为重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 是指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实收资本 : 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按投资主体可分为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

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等

所有者权益: 指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

的余额，其中包括投资者对企业的最初投入，以及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对股份制企业

即为股东权益。

全员劳动生产率 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

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

的综合表现。目前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人

数来计算的。计算公式为:

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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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各年度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数字可以比较，1990 年以前各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均按指数换算成

1990 年不变价格。

公路里程: 指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达到《公路工程[WTBZ]技术标准 JTJ01-88》规定的等级公路，并

经公路主管部门正式验收交付使用的公路里程数。包括大中城市的郊区公路以 及通过小城镇街道部分的公

路里程和桥梁、渡口的长度，不包括大中城市的街道、厂矿、林区生产用道和农业生产用道的里程。两条

或多条公路共同经由同一路段，只计算一次，不得重复计算里程长度。它是反映公路建设发展规模的重要

指标，也是计算运输网密度等指标的基础资料。

货物(旅客)周转量: 指在一定时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运送的货物(旅客)数量与其相应运输距离的乘

积之总和。它是反映运输业生产总成果的重要指标，也是编制和检查运输生产计划，计算运输效率、劳动

生产率以及核算运输单位成本的主要基础资料。计算货物周转量通常按发出站与到达站之间的最短距离，

也就是计费距离计算。计算公式为:

货物(旅客)周转量＝∑货物(旅客)运输量×运输距离

邮电业务总量: 指以价值量形式表现的邮电通信企业为社会提供各类邮电通信服务的总数量。邮电

业务量按专业分类包括函件、包件、汇票、报刊发行、邮政快件、特快专递、邮政储蓄、集邮、公众电报、

用户电报、传真、长途电话、出租电路、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分组交换数据通信、出租代维等。计算方

法为各类产品乘以相应的平均单价(不变价)之和，再加上出租电路和设备、代用户维护电话交换机和线路等

的服务收入。它综合反映了一定时期邮电业务发展的总成果，是研究邮电业务量构成和发展趋势的重要指

标。计算公式为:

邮电业务总量＝∑（各类邮电业务量×不变单价）+ 出租代维及其他业务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国民经济各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它是反映各

行业通过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总量，是研究国内零售市场变动情况、反

映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 ⑴售给城乡居民作为生活用的商品和修建房屋用的建筑材料; ⑵售给社

会集团的各种办公用品和公用消费品; ⑶售给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食堂和旅

店(招待所)附设专门供本店旅客食用，不对外营业的食堂的各种食品、燃料; 企业、单位和国营农场直接售

给本单位职工和职工食堂的自己生产的产品; ⑷售给部队干部、战士生活用的粮食、副食品、衣着品、日

用品、燃料; ⑸售给来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消费品; ⑹居民自费购买的中、西药品、中药材

及医疗用品; ⑺报社、出版社直接售给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报纸、图书、杂志，集邮公司出售的新、旧纪念

邮票、特种邮票、首日封、集邮册、集邮工具等; ⑻旧货寄售商店自购、自销部分的商品; ⑼煤气公司、

液化石油气站售给居民和社会集团的煤气灶具和罐装液化石油气; ⑽农民售给非农业居民和社会集团的商

品。不包括售给国民经济各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经济的农场)生产经营用的各种原材料、燃料、设

备、工具等和售给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作为转卖用的商品，旧货寄售商店受托寄售卖出的商品，服务

业的营业收入，邮局出售邮票的收入，自来水、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单位的产品供应收入，也不包括农民

之间的商品销售。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销、存总额 指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企业（单位）以本企

业（单位）为总体的商品购进、销售、库存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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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计量单位换算表

1、 长度换算

公里 市里 俄里 英里 海里（国际） 日里

1 2 0.9374 0.6214 0.5396 0.2546

0.5 1 0.4687 0.3107 0.2698 0.1273

1.0668 2.1336 1 0.664 0.5756 0.2716

1.6093 3.2187 1.5086 1 0.8684 0.4098

1.8522 3.704 1.7353 1.1508 1 0.4716

3.9273 7.8545 3.6819 2.4403 2.1207 1

注：1公里=1000 米=3000 市尺 1 市里=1500 市尺＝500 米

1 俄里=3500 俄尺＝1066.8 米 1 英里=5280 英尺=1609.3 米

1 日里=12960 日尺=3927.3 米

2、长度换算

米 市尺 俄尺 英尺 码 日尺

1 3 3.2808 3.2808 1.0936 3.3003

0.3333 1 1.0936 1.0936 0.3646 1.1

0.3048 0.9144 1 1 0.3333 1.0058

0.9144 2.7432 3 3 1 3.0175

0.30303 0.9091 0.9939 0.9939 0.3313 1

注: 1 米=100 厘米 1阿尔申（俄）=2.333 俄尺=0.7112 米

1 英尺=12 英寸 1英寻=2 码=1.8288 米

1 杆(英)=16.5 英尺=5.0292 米

3、面积换算

公顷 市亩 俄顷 英亩 日亩

1 15 0.9153 2.47 100.83

0.0667 1 0.061 0.164 6.7204

1.0925 16.3881 1 2.6997 110.16

0.405 6.075 0.3704 1 40.8018

0.0099 0.1488 0.0091 0.02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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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平方公里=100 公顷=1500 市亩=247 英亩 1 公顷=10000 平方米

1市亩=6000 平方市尺=666.67 平方米 1 日亩=1080 平方日尺

1町(日本)=14.85 市尺=0.99174 公顷 1 平方英里=2.59 平方公里

1町步(朝鲜)=14.85 市亩=0.99 公顷 1 平方市里=375 市亩=25 公顷

1霍尔特(匈牙利)=8.55 市亩=0.57 公顷 1 市顷=100 市亩

4、重量换算

吨 市担 普特(俄制) 短吨(美制) 长吨(英制)

1 20 61.0482 1.1023 0.9842

0.05 1 3.0524 0.0551 0.0492

0.0164 0.3276 1 0.01806 0.01612

0.9072 18.1438 55.3823 1 0.8929

1.016 20.3209 62.0278 1.120 1

注：1吨=1000 公斤=2000 市斤=2204.62 磅 1 市担=100 市斤=50 公斤

1普特=40 俄磅=16.3805 公斤 1 短吨(美)=2000 磅=907.18 公斤

1长吨(英)=2240 磅=1016.07 公斤 1 石(日本)=150 公斤(稻谷)

1 芒德(印度)=37.345 公斤 1车厢(匈牙利)=10 吨

5、体积和容积单位换算

升 市升 俄升 美液量加仑 美干量加仑 英制加仑 日升

1 1 0.3049 0.2642 0.2270 0.2200 0.5544

3.2798 3.2798 1 0.7215 1.8182

3.7853 3.7853 1 0.8594 0.8327 2.764

4.4048 4.4048 1.1636 1 0.9689 2.4420

4.5460 4.5460 1.3860 1.2209 1.0321 1 2.5201

1.8039 1.8039 1.550 0.4816 0.4095 0.3968 1

注：1升=1000 平方厘米(C.C) 1 市升=27 立方市寸

1美制液量加仑=231 立方英寸 1美制干量加仑=268.8 立方英寸

1英制加仑=277.42 立方英寸 1薄式耳=8加仑=36.368 升

1 加仑=4 夸接脱=8 品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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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巫溪县统计局

2015年 3月 28日

2014年，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积极应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推进年”主题，大力实施“一城两带两区”战略，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

险各项工作，在新常态中奋发有为，在转型发展中提质增效， 全县呈现经济稳中有进，社会协调发展的良

好态势。

一、综合经济

初步核算，2014年，巫溪县生产总值达到 667201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9.3%。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136599万元，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 258638万元，增长 12.7%；第三产业增加值 271964
万元，增长 8.2%，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2.8：36.9：40.3调整为 20.5：38.8：40.7。三次产业对 GDP的贡献

率分别为 9.9%、52.1%、38.0%，依次拉动经济增长 0.9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和 3.6个百分点。按常住人

口计算，人均 GDP达到 16889元，比上年增长 10.9%。

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总量小，产业支撑弱，要素保障难;产业结构落

后，产业层次和整体水平不高，二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科技创新能力弱，群众生活水平低，贫困面大，城乡

统筹难度大。

二、农业农村经济

农业生产平稳增长,2014年全县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 136599万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 4.9%。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21634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5.0%。其中，种植业实现产值 101850万元，

增长 4.5 %；林业实现产值 23079万元，增长 7.0%；畜牧业实现产值 86676万元，增长 7.6%；渔业实现产

值 1682万元，增长 14.8%；农林牧渔服务业实现产值 3059万元，增长 12.8%。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940810 亩，同比增长 0.1%。全年粮食总产 22.05万吨，增长 5.3%。其中小麦

1999吨，下降 18.9%；玉米 84063吨，增长 11.5%；水稻产量 17593吨，增长 8.0%；大豆产量 6965吨，增

长 24.2%；马铃薯产量 63289吨，增长 2.8%。全年蔬菜产量 202623吨，增长 9.0%。全县烟叶种植面积 47859
亩，比上年减少 12.7%，烟叶产量 5751吨，比上年减少 16.4%。油料总产 11043吨，增长 6.4%。其中：油

菜籽种植面积为 68100亩，增长 17.3%,产量 8243吨，增长 11.4%；花生产量 409吨，下降 3.3%；芝麻产量

190吨，增长 20.3%；瓜果产量 2615吨,增长 14.7%；水果产量 10875吨,增长 17.6%.
畜牧业稳步发展。全年生猪出栏 58.42万头，增长 3.9%。牛出栏 0.59万头，增长 17.6%。羊出栏 15.58

万只，增长 16.6%。家禽出栏 357万只，增长 3.8%。肉类总产量 51560吨，增长 4.9%。其中：猪肉产量 43113
吨，增长 4.0%。禽蛋产量 3216吨，增长 4.0%。蚕茧产量 700吨，增长 7.7%。年末生猪存栏 47.03万头，

下降 4.1%。山羊存栏 125682只，增长 9.7%。年末家禽存栏 295.8万只，下降 0.6%。

年末有耕地面积 52684.4公顷，其中水田 3122.62公顷,旱地 49561.78公顷。年末有园地面积 1035.22
公顷，林地 303410.67公顷，草地 20249.78公顷。全年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5.98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达到 5.41千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35.1万千瓦，化肥使用折纯量 26839吨。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2014年，全县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以上）24 户，

本年新增 1户。2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210285万元，同比增长 20.0%,其中大中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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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现产值 139069万元，增长 17.8%，电力行业实现产值 63490万元，增长 48.2%，煤炭行业实现产值 58413
万元，增长 4.3%，水泥制造业实现产值 10826，下降 7.0%。全部工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11321 万元，增长

12.0%，高出 GDP增速 2.7个百分点，工业对全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2.3%，拉动 GDP增长 2.1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7%。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增有减（见表 1）。

表 1 2014 年全社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水泥 吨 450163 -11.0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124088 43.5

售电量 万千瓦小时 104088 70.7

自来水 万立方米 473 16.2

配（混）合饲料 吨 8796 162.4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 139.8 %，比上年增长 5.2个百分点。其中，总资产贡献率 4.5%,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资本保值增值率 103.0%,同比下降 2.7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68.5%,同比增长 0.7
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 1.7%,同比增长 0.2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 2.4%,同比下降 1.3个百分点；全

员劳动生产率 113801元/人,同比增长 20.3%，产品产销率 100.5%，同比下降 1.7个百分点。

2014年末,全县在地建筑业总产值达到 588989万元，增长 19.2%。其中,本县注册的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完成产值 212999万元,增长 19.0%；县外市内在本县施工的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166559万元, 增长 52.6%；外

省来渝在本县施工的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209431万元，增长 1.5%。年末本县注册的资质以上的建筑企业 16
家，竣工产值达到 181098万元，期末从业人员 14853人。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16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14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34.5亿元，增长 20.9%（见表 2）。其中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1202209万元，增长 35.2%；房地产开发投资 75018万元，下降 14.2%。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完成投资 143947万元,增长 31.3%；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250707万元，下降 31.9 %，其中工业生产性投

资完成 221480万元，增长 8.4 %；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950687万元，增长 70.7%。

表 2 2014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指标名称 2014 年（万元） 比上年增长(%) 比重%

投资总额(万元) 1345341 20.9 100.0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1202209 35.2 89.4

房地产开发投资 75018 -14.2 5.6

跨区项目投资 38887 -61.0 2.9

其他投资 29227 -18.5 2.2

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 38887 -61.0 2.9

地方 1306454 29.0 97.1

按构成分

建安工程 1039280 12.6 77.3

设备工器具购置 47354 42.4 3.5

其他费用 258707 65.5 19.2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143947 31.3 10.7

第二产业 250707 -31.9 18.6

#工业 221480 8.4 16.5

第三产业 950687 49.8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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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贸易、旅游

商贸旅游加快发展，新增商业设施 6 万平方米，成功引进亿联商贸城项目，君瑞广场、明珠广场等商

圈聚集效应凸显，全年实现批发零售商品销售额 453239万元，同比增长 15.1%；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54296
万元，同比增 14.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3776万元，比上年增长 13.3%（见表 3）。

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收入大幅增长，红池坝获首批市级旅游度假区命名，《重庆巫溪红池坝度假区

总体规划》通过市政府审查批准，景区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有序推进，冬季旅游项目开发取得新

进展，红池坝高山花海、大宁河生态文化长廊、兰英大峡谷等旅游品牌培育和营销推介力度不断加大。全

年共接待旅游人数 321.5万人次，增长 27.65%；实现旅游总收入 12.9亿元，增长 23.7%。

六、 交通运输、邮电

2014年末，全县公路里程年底到达数 3874公里，其中，省道 333公里，县道 294公里，乡道 551公
里，村道 2696公里。按等级分：等级公路 3557公里(二级公路 200公里，三级公路 150公里，四级公路 3208
公里)，等外级公路 317公里；公路密度以国土面积计 96.138公里/百平方公里，以人口总数计 71.747公里/
万人。全县年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93691台,其中,大型车辆 1506台,小型车辆 21769台, 普通两轮摩托车 67924
台,低速车 1388台，有水上机动船 27艘。

全年各类邮电通讯经营单位共实现邮电业务总量 3990万元，同比增长 8.3%。年末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4.79万户，同比下降 5.6%，移动电话用户年末数 29.40万户，同比增长 1.8%，互联网用户数 25.18万户，

比去年同期增长 8.4%，其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4.08万户，增长 19.7%。

七、财政、金融

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60436万元，同比增长 12.9%。其中，税收收入 26616万元，增长 14.6%；

非税收入 33820万元，增长 11.6%。全年完成政府基金预算收入 25063万元，下降 49.9%。

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40488万元，增长 8.6%。从支出结构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331 万元，占

11.0%；公共安全支出 10002万元，占 2.9%；教育支出 64485万元，占 18.9%；科学技术支出 1865万元,占
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962万元，占 10.3%；医疗卫生支出 31495万元，占 9.2%；节能环保支出 13300
万元，占 3.9%；城乡社区支出 23371万元，占 6.9%；农林水支出 74104万元，占 21.8%；交通运输支出 23215
万元，占 6.8%；住房保障支出 6473万元,占 1.9%；其他各项支出占 5.9%。

年末全县各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098692万元，比年初增加 120670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 664203万元，今年初增加 73580万元；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412495万元，比年初增加 57864万元。

八、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

2014年，扎实开展环保“五大行动”。建成 3个乡镇污水处理厂、6个垃圾中转站，完成 10个村农村

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实施水源地生态修复保护工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54天，大宁河水质保持Ⅱ类以

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成功创建市级生态乡镇 12个、市级生态村 80个、县级生态村

表 3 201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分类情况

指标名称 2014 年（万元）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3776 13.3

一、按单位所在地分组

1、城镇 189986 12.7

2、乡村 33790 16.7

二、按行业分组

1、批发业 29091 8.4

2、零售业 143217 12.5

3、住宿业 15587 17.4

4、餐饮业 35881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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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个，申报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3个。新造林 17万亩，义务植树 121万株，森林覆盖率达到 62.6%。总量

减排净削减氨氮 6.45吨、化学需氧量 4.25吨。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达到 88.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94.8%。

15户房地产资质等级企业全年共完成商品房屋施工面积 57.31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1.3%，竣工面

积 2.27万平方米，下降 80.5 %；商品房销售面积 7.37万平方米，下降 59.6%，销售额 29190万元，下降 62.0%。

突出城乡规划，统筹城乡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乡面貌、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

善。积极推进城区商住小区、5宗限价房、安置房、保障性住房和乡镇集镇、集中居民点建设，开工城镇房

屋 180万平方米、竣工 50万平方米，建成安置房 15万平方米，扩大城镇建成区 0.8平方公里，新增城镇人

口 3900人，征地 971亩，拆迁房屋 438户，投入征地拆迁资金 3.1亿元，拆除违法建筑 194户、4.3万平方

米，完善小区市政环卫基础设施，加强清扫保洁和园林绿化维护，推进网格管理、小区物业管理、楼院居

民自治和群众性创建活动，城乡市容环境、城镇管理水平和居民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年末县城建成区面积

达到 6.61平方公里，建成区供水管道密度 7.91公里/平方公里，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8.31平方米，建成区排

水管道密度 16.26公里/平方公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9.11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9.98%，建成区绿地

率 35.07%。

九、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总体态势平稳，全县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5起，其中：工矿商贸安全事故 12起，道路交通 3
起，共死亡 15人，亿元 GDP死亡人数为 0.22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0.13人。

十、科教、文化、卫生

2014-2015学年初，全县有完全中学 3所，职业高中 1所，普通初中 15所，小学 218所，幼儿园 40所
（不含附属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 1所。职业高中招生 1448人，有在校生 4006人、毕业生 1071人、教

职工 224人、专任教师 210人；幼儿园（含民办）在园人数 8685 人，有在校学生 10179 人，毕业生 5794
人，有幼儿园教职工 469人，专任教师 301人；小学招生 5827人，有在校生 32965 人、毕业生 5400人，

有小学教职工人数 2642人，其中:专任教师 2607人；初中招生 54523人，有在校生 15808人，毕业生 5720
人,有初级中学教职工人数 1093人，其中:专任教师 1041人；高中招生 3057人，有在校生 9413人，毕业生

3445人,有教职工 808人,其中专任教师 756人。学前三年入园率达 78.5 %，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巩固扩大，普

高上线率 97%，重本上线率 12.8%。

科技创新与应用取得新进展，全年科技成果登记 23件；专利授权 187件，其中发明 6件，实用新型 111
件，外观设计 70件；有效发明专利 21件，专利密度 0.54件/万人。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县图书馆、保利万和数字影院、大宁河刺绣非遗传习所建成投入使

用。建成乡镇健身广场 3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25个。成功举办重庆市第四届山地自行车邀请赛，送文化

下乡 150余场次，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传统手工制盐技艺获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年末公共图书

馆总藏量达到 55150册、件，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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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344个，其中：医院 9个，基层医疗单位 329个（卫生院 30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2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44个，村卫生室 253个），妇幼卫生保健院、精神卫生保健院、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医学在职培训机构各 1个。实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1398张，其中，医院病

床 786张，乡镇卫生院床位 577张，妇幼保健院 22张，皮肤防治院 13张。卫生机构人员总数 1734人，其

中卫生技术人员 1376人、管理人员 81人，执业（助理）医师 470人（其中：执业医师 318人）；注册护

士 347人，技师(士)55人，药师(士)56人。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按户籍人口统计（公安局人口年报），年末全县有 200109户，总人口为 548537人，比上年末增加 3585
人；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为 110.7；全年出生人口 7796人，其中男性 3994人、女性 3802人，出生

率为 14.4‰；死亡人口 3018人，其中男性 1918人、女性 1190人，死亡率为 5.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8.7‰
（见表 4）。年末有常住人口 39.23万人，城镇人口 12.28
万人，城镇化率 31.30%。全年登记结婚 4206对，同比减少 2对,登记离婚 691对，同比增长 21.7%.按常住

人口统计，全年符合政策生育率 85.9%。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4066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 2667人，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再就业 1037人。全县“零就业家庭”户已动态消除，城镇登记失业率 3.78％。农业劳动力培训

结业人数 17984人，全县外出务工 13.5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13.58亿。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全年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共 201865人，征收养老保险费共 16235.78万元。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9703人，征收保费 13856万元，享受养老待遇的企业离退休人员 17213
人（含征地农转非老龄人员和超龄人员），支付基本养老待遇 29487万元。

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181076人，征收保费 1689万元，享受养老待遇的城乡居保老年人员 69125
人，支付养老待遇 7616.53万元。

参加县级统筹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1061人，征收保费 690.78万元。享受养老待遇的自收自支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 574人，支付养老待遇 839.85万元。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共 510435人，征收医疗保险费共 27823.26万元。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5851人，征收保费 8823万元，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4308万元；

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484584人，基金收入 19000.26万元，其中个人缴费 2970.76万元，支付待

遇 9761.95万元。

全年工伤保险参保单位 619个，参保职工 23888人，征缴保费 1037.76万元，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1844.03

表 4 2014 年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名称 年末数（人） 比 重（%）

户籍总人口 548537 100.0

其中：非农业人口 141946 25.9

农业人口 406591 74.1

其中：男性 288183 52.5

女性 260354 47.5

其中：18 岁以下 112194 20.5

18-35 岁 139538 25.4

35-60 岁 201659 36.8

60 岁及以上 95146 17.3

http://www.5igongwen.com/5isearch-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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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全年生育保险参保单位 414 个，参保职工 12765 人，征收保费 316.53 万元，支付生育保险待遇 78.42
万元。

全年失业保险参保 12878人，征收失业保险费 581.54万，支付失业保险待遇 189.04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111元，增长 10.6%，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9.3%。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6392元，增长 12.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9.3%。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6平方米，农村

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 85.7台，电冰箱 50.3台，太阳能热水器 8.8台，固定电话机 39.5部，

移动电话机 114.3部，洗衣机 76.9台，摩托车 52.4台，计算机 2.04台。

2014年末，全县有建卡贫困户 24148户，83086人。

2014年末，全县共有 15个乡， 15个建制镇，2个街道办事处， 289个村，41个社区居委会。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正式数据以《巫溪统计年鉴——2014》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人均生产总值按年末常住人口年平均人口计算、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按公安户籍

人口统计年报相关指标计算。

4. 全部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额、住宿餐饮

业营业额 5 项指标，与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衔接，以第三次经济普查核定的 2013 年结果为基数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