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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重庆市武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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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017 年，是武隆撤区设区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区委、区政府带

领全区人民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全力以赴稳增长、积极稳妥促改革、

坚定不移调结构、真心实意惠民生、未雨绸缪防风险，经济增长质量

与均衡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谱写了一幅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

的精彩篇章。

一、综 合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04925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较

上年增长 7.7％。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26998 万元，较上年增

长 5.0％；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653085 万元，较上年增长 9.9％；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 724842 万元，较上年增长 6.5％。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4.1:40.7:45.2，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9.4％、52.7％、

37.9％，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7、4.1、2.9 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

全区人均生产总值 [1] 达到 46305元，较上年增长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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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安户籍统计：全区年末户籍总户数[2]为 141195 户，总人口

412680 人，男女性别比为 109.7:100。其中，城镇人口 116261 人，乡

村人口 296419 人。出生人口 4126 人，死亡人口 4872 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1.8‰，出生男女性别比为 109.8:100。全区迁入人口 1435 人，迁

出人口 2424 人，净迁出人口 989人，人口机械变化率 2.4‰。

全区常住人口[3]34.72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4.82 万人，城镇化率

42.68％。按常住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政策内人口计划生育率 97.3％，

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按户籍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政策内人

口计划生育率 97.4％，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初步测算，年末全区劳动力资源 27.08 万人，其中经济活动人员

23.45万人。全区从业人员 23.35 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 7.96 万人，

乡村从业人员 15.39 万人。一产业从业人员 11.69 人，二产业从业人员

4.80 万人，三产业从业人员 6.86 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4944 人，城

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4455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1.96%。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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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力转移 10.95 万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 8.71 万人。在农

村劳动力转移中，乡外区内 2.95 万人，区外市内 2.75 万人，市外 3.01

万人。

二、农 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43571万元，较上年增长 1.3%（按可

比价计算增长 4.5％）。农业商品产值 194215 万元，商品化率为 56.8％。

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28078万元，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增长 5.0％。

其中，农业 157202 万元，增长 5.7％；林业 11980万元，增长 22.0％；

牧业 48333 万元，增长 2.3％；渔业 9483 万元，增长 9.0％；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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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 1080 万元，增长 21.5%。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结构由 2016 年的

66.3:4.4:24.9:3.9:0.4 调整为 68.9:5.2:21.2:4.2:0.5。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9812公顷，较上年下降 0.3％。粮食综合亩产

245公斤，较上年增长 0.4％。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5874公顷，增长 2.95％。

烤烟播种面积 3322 公顷，较上年下降 4.8％。中草药材种植面积 3977

公顷，较上年增长 3.84％。蔬菜播种面积 25824公顷，较上年增长 2.0％。

表 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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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24 0.4
油料 吨 10927 5.0
苎麻 吨 540 -16.3
烤烟 吨 7424 -9.3
蔬菜 吨 590989 5.8
水果 吨 34070 10.7
生猪(出栏) 头 466078 -1.2
牛 (出栏) 头

羊 (出栏) 只 196785 12.9
家禽(出栏) 只 1208431 2.8

肉类总产量(猪牛羊禽) 吨

其中：猪肉 吨

禽蛋产量 吨

水产品 吨 3633 9.6

注：水果中含瓜果。

全区城乡集中式供水工程 4664 处，总供水量 1448.64 万立方米，

年末农村供水工程 2644 处，年末农村自来水供水人口 33.82 万人，其

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22 万人。机耕面积 104.33 万亩，机耕水平

89％；机播面积 1.13 万亩，机播水平 1％；机收面积 9.9 万亩，机收水

平 8.12％。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41％，较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31.20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2.0％。其中，汽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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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动力 13.15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1.4％。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63

户，总数达 1009 户；新发展家庭农场 8 户，总数达到 80 户。全区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1 户，其中市级龙头企业 14 户。家庭承包耕地流

转 31.07 万亩，其中：转包（出租）21.95万亩，耕地流转率 30.3％。

三、工业、建筑业

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287733万元，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增长

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4.4％，拉动经济增长 1.9 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0％，规模以下工业（含个体）增

加值增长 9.1％。

全区规模工业企业[4]完成工业总产值 473917亿元1，较上年增长

2.5％。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完成产值 169699万元，增长 0.4％；大中

型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142799 万元，较上年下降 6.7％。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总产值 89242 万元，较上年下降 22.3％；重工业产值 384676万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安排部署，对全区 2016 年及 2017 年基数进行了修订，故与上年差距较大，同期数以

当年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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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较上年增长 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37534 万元，较

上年下降 33.4％；利税总额 61618 万元，较上年下降 24.2％。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86.8%，较上年下降 16.9 个百分点；总

资产贡献率为 7.7％，较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72.7%，

较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 12.5％，较上年下降 2.8 个

百分点。

表 2：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情况表

指标名称 工业总产值（万元） 比上年增长（±％）

工业总产值总计(当年价格) 473917 2.5

#国有控股企业 142799 -6.7
#大中型工业企业 82283 -13.4
#私营企业 331118 7.1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84346 -26.5
重工业 389572 12.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 —
集体企业 — —
股份制企业 473917 2.5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 —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 —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行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完成总产值

54379 万元，较上年下降 7.2％；金属制品业 23970 万元，较上年下降

13.1%；专用设备制造业完成总产值 5532 万元，较上年下降 12.8％；

汽车制造业 41561 万元，较上年下降 0.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42799万元，较上年增长 7.0%，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11.5%、5.2%、1.2%、8.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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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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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煤 吨 0 -100
饲料 吨 24620 1.3
罐头 吨 5535 245.9
机制纸及纸板 吨 14897 -2.9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281581 71.5
水泥 吨 629943 49.7
钢绞线 吨 39509 -35.6
滚动轴承 万套 233.53 -73.2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643616 2.4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392022 -8.9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9016 18.7

全年完成建筑业产值 609726 万元，较上年增长 4.3％。实现建筑

业增加值 365352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9.3％，占全区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2.8％。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8.3％，拉动

经济增长 2.2 个百分点。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

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2473 万元，较上年下降 44.8%。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44320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0％。其中，

500万元以上地方项目完成投资 124521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4.7％。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经济投资 1073389 万元，较上年增长

2.6％；私营经济投资 369813万元，较上年增长 39.3％。从产业看：一

产业投资 873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65％；二产业完成投资 190385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0％；三产业完成投资 1165426 万元，较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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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9.8％。

表 4：2008-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年 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万元）

全社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

房地产开发投资
额（万元）

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速（％）

2008年 580028 37.7 49546 79.2
2009年 787964 35.8 82583 66.7
2010年 904687 14.8 133812 62.0
2011年 * 1058882 47.1 205027 61.0
2012年 * 1259071 18.9 219062 6.8

2013年 * 1416029 12.5 222847
1.7

2014年 * 1454595 2.7 282671 26.8
2015年 * 1508757 3.7 281927 -0.3
2016年 * 1725867 14.4 226085 -19.8
2017年 * 1443202 10.0 197989 -12.4

注：2010年以前的全社会投资为老口径，2011年及以后的全社会投资按新口径计算。2017年因统计基

数修正，不可与上年公布数据直接比较。上年数据以上年公布为准。

表 5：2017年按产业分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

指标名称 绝对量（万元） 比上年增长（%） 比重（%）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443202 10.0 100.0
第一产业 87391 13.6 6.1
第二产业 190385 10.0 13.2

#工业 190385 10.0 13.2
#采矿业 30410 -7.8 2.1

制造业 66449 53.9 4.6
电力、热力、燃气

及的生产和供应业
93526 -3.5 6.5

第三产业 1165426 9.9 80.8
#房地产业 197989 -12.4 13.7

全区资质内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面积 199.81 万平方米，较上年增

长 4.9％；竣工面积 37.67 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62.9％；新开工面积

35.67万平方米，较上年下降 18.2％。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33.73 万平

方米，较上年增长 22.8％；实现商品房销售额 178929万元，较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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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2.5％；销售住宅 3854 套，较上年增长 17.3％。

表 6：2017年商品房销售与建设情况表

指标名称 绝对值 比上年增长（%）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1998052 4.9
#住宅 1255510 0.0
办公用房 13114 4.9
商业营业用房 520862 12.4

新开工面积 356748 -18.2
#住宅 219537 -12.4
办公用房 607 -94.2
商业营业用房 62465 26.5

竣工面积 376748 62.9
#住宅 238239 27.0
办公用房

商业营业用房 86443 147.2
销售面积 337311 22.8
#住宅 276248 9.5
办公用房 2 -96.9
商业营业用房 41772 111.7

销售额 178929 32.5
#住宅 140716 18.9
办公用房 1 -93.3
商业营业用房 34925 118.3

五、城市建设

全区建成区道路面积 52.86万平方米，其中，车行道 35.76 万平方

米，人行道 17.10万平方米。全区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数 919 个，路内停

车位 523个。安装路灯道路长度 39.31 公里，道路照明灯盏数 3660 盏。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114.10万平方米，生活垃圾清运量 5.60 万吨，垃圾

处理率 100 %。全区环卫直管厕所 38 座。全年新增环卫车 2 辆，总数

达到 38 辆，其中生活垃圾运输专用车辆 25 辆。全区城区绿化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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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398.82 公顷，其中绿地面积 276.89 公顷；公园 3 个，面积 139.04 公

顷，其中建成区内公园面积 111.10公顷。

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区城，建成投用棉花坝至大木桥污水管网，完

成黄金水岸、职教中心等支路整治，打造白杨路、芙蓉中路 2 条交通

秩序示范道路。全年争取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1 个、市级美丽宜居村庄 3

个、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片 1 个、全市首个智慧村镇试点项目 1

个，申报绿色示范村庄 5 个，历史文化名村 3 个。仙女山镇被评为全

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六、商贸、对外开放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152596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

增长 7.5％，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5％；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增加值 77932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8.0％，占全区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4.9％。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772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9％。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517194万元，较上年增长

12.5％；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0526 万元，增长 7.9％。按消

费类型统计：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43834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0％；

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149387万元，较上年增长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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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外贸进出总额 4684.79万元，较上年下降 44.7％。其中，出口

总额 4636.84 万元，较上年下降 45.3％；进口总额 47.95 万元，同比增

长了 14.8 倍。进出口差额 4588.89 万元，比上年减少 8470 万元，比上

年减少 3880.47 万元。全年实际利用内资 407062 万元，较上年增长

32.7%；实际利用外资 738万美元，较上年增长了 16倍。

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47866 万元，按可比价

算，较上年增长 5.8％，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0％。内河港

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88.19万吨，较上年增长 70.7％。其中，出港 61.41

万吨，较上年增长 78.7％；进港 17.32万吨，较上年增长 54.6％。

全区境内现有铁路 76 公里，其中渝怀铁路武隆段 55 公里，南涪

铁路武隆段 21 公里。境内有高速公路 88.50 公里，其中渝湘高速公路

武隆段 67公里，南涪高速公路武隆段 21.50公里。公路通车里程 5072.35

公里，其中等级公路 3737.39 公里。

全区 26 个乡镇、186 个行政村已实现 100%通畅。1296 个村民小



12

组中，788 个已实现通畅，通畅里程 2429.5 公里；313 个已实现通达,

通达里程 1127.3 公里。在农村通客道路危险路段新实施钢护栏安装 60

公里，新开通农村客运线路 100 公里，现 186 个行政村中已通客 181

个，通客率达 97.3%。全区道路运输企业（客运）8 户，其中班线客运

4 户。全区客运车 618 辆，其中客运班车 367 辆、公交汽车 66 辆、出

租车 146辆、旅游客运车 39 辆。全区二级客运站 1 个，乡镇五级客运

站 1 个，建成农村客运招呼站 335 个。全区年末登记注册客运货运船

舶 16 艘，总载重量 6474 吨；客运船舶 6 艘，总载客量 218 客位；非

运输船舶 15艘，总载重量 1106 吨。

年末全区机动车保有量 83951 辆，较上年增长 10.4％。其中，汽

车保有量 39129 辆，较上年增长 17.9％；摩托车保有量 44800 辆，较

上年增长 4.6％。全年新注册机动车 9914 辆，其中汽车 6470 辆，摩托

车 6581 辆。全年机动车报废 523辆，其中汽车 484 辆，摩托车 39辆。

全年实现邮电业务收入 2646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1％。其中，

邮政业务收入 3590 万元，较上年增长 28.80％；电信业务收入 22834

万元，较上年增长 7.6％。年末全区拥有固定电话 4.62 万户，较上年下

降 7.4％；年末移动电话 36.17 万户，较上年增长 9.5％。

全年共接待游客 2802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4.4％。实现旅游总收

入 87271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4.4％。全年接待境外游客 1502 万人次，

较上年增长了 1.9倍。主要景点接待游客 725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48.1%；

实现门票收入 50501 万元，较上年增长 32.7%。

八、财政、金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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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辖区内财政收 282767 万元，较上年增长 5.1％。完成地

方财政收入 223005万元，较上年增长 5.3％。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1496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基金预算收入 68314万元，较上

年下降 12.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00 万元，较上年增长 66.4％。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79611万元，较上年增长 9.2％；非税

收入 70080 万元，较上年下降 6.4％。在主要税种中，增值税 29885 万

元，较上年增长 47.5％；企业所得税 806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6％；

个人所得税 3218 万元，较上年增长 60.6％。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 576476 万元，较上年下降 0.9％。其中，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10778万元，较上年增长 14.2％；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61837 万元，较上年下降 53.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861 万

元，较上年增长 83.9％。在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1517万元，较上年增长 6.0％；教育支出 81997万元，较上年增长 17.1％；

医疗卫生支出 45256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8779 万元，较上年增长 26.3％；农林水事务支出 99228 万元，较上年

增长 5.3％；交通运输支出 32479万元。较上年增长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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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73689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增长

7.8％，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6％。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存贷

款余额 4057745 万元，较上年增长 9.5％。其中，存款余额 2152303 万

元，较上年增长 8.9％；贷款余额 190544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2％。

表 5：2017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指 标 年末数（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2152303 8.9
#住户存款 1175286 10.0
非金融企业存款 620540 8.5

广义政府存款 356421 5.9
各项贷款余额 1905442 10.2

#住户贷款 531260 16.9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374182 7.7

全区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39368 万元，其中，财产保险收入 9238 万

元；人身意外险 1161万元；人寿保险 19363 万元。全年赔付各类保险

金 15855 万元。其中，财产保险赔付 4221 万元；人寿保险赔付 2333

万元。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区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0278 元，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

增长 11.2％。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495元，按可比价计算，

较上年增长 9.4％。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18165 元，增长 9.8％；人

均经营净收入 5686元，增长 9.9％；人均财产净收入 2339元，增长 10.6％；

人均转移净收入 6304 元，增长 7.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21671 元，增长 9.7％。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7497 元，增长 8.7％。

城镇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7]为 34.5％，人均住房面积 37.61平方米。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44 元，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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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4％。其中，人均经营净收入 4779 元，增长 10.6％；人均财产

净收入 282 元，增长 15.2％；人均转移净收入 2959 元，增长 10.4％。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0099 元，增长 6.8％。其中食品烟酒

消费支出 3727 元，增长 4.5％。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6.9％，

人均住房面积 45.17 平方米。

全区参加失业保险 20965 人，失业保险费收入 620.33 万元，领取

失业金 455 人，失业保险金支出 582.99 万元。全区参加工伤保险 39394

人，工伤保险费收入 1433.41 万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543 人，工伤保

险待遇支出 1729.29 万元。全区参加城乡合作医疗保险 344809 人，享

受待遇 783303 人次；大病保险覆盖 344809人，享受待遇 17375人次。

生育保险参保 25440 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55305人。

全年有 4716 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6417 人享受农村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5844 人。农村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人数 1323 人。全年资助 33086 名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全年登记结婚人数 2826 人，登记离婚人数 1291 对。

表 6：2015-2017年主要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指 标 名 称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失业保险 2.06 2.07 2.10

工伤保险 2.93 3.51 3.74

生育保险 2.39 2.42 2.54

城乡养老保险 15.48 15.77 15.53

城乡医疗保险 35.41 35.24 34.48

初步统计，2017 年全区非私营经济单位从业人员[8]平均人数 8257

人，较上年下降 5.39%；平均劳动报酬 50789 元，较上年增长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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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7822 人，较上年下降 4.21%；平均劳动报酬

50917 元，较上年增长 4.89%。

十、教育与科学技术

全区高考报名 2873 人，参考 2591 人。专科以上上线 2548 人，上

线率 98.3%。录取 2571 人，其中本科录取 1290 人，专科录取 1281 人。

全区共有基础教育校（园）数 121所。其中，幼儿园 52 所，义务

教育学校 64 所，高中 4 所。在义务教育学校中，小学 57 所，初中 7

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全区基础教育招生 14421人，在校生 56239

人，毕业生 15152人。其中：学前教育招生 4162 人，在校生 10587人，

毕业生 4539 人；小学招生 3715 人（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70 人），在校

生 26740 人（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467 人），毕业生 4602 人；初中招生

4503 人，在校生 12718人（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19 人），毕业生 3840 人；

高中招生 2030 人，在校生 5760 人，毕业 2086 人。全区小学校内外学

龄人口 24271 人，入学率 100%；初中校内外学龄人口 9960 人，入学

率 99.9%。全区基础教育学校教职工数 4131 人，其中幼儿园 511人，

小学 2120 人，初级中学 684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 55 人，完全中学 729

人，特殊教育学校 32 人。职业教育方面，全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9]1

所，招生 1252 人，在校生 3523 人，毕业生 1313 人。有教职工 295人，

其中专任教师 274 人。

全年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 4556 万元，占全区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0.3%。全年专利申请量 233 件，专利授权 145 件，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 4 件，有效发明专利 21 件，全区专利密度达到 0.6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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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全区科技型企业 39 户。

十一、文化体育、广电和卫生事业

全区拥有乡镇文体中心 27 个；博物馆（纪念馆）1 个，藏品 3285

件；区级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总藏量 160077 册、件，其中

图书 112812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0 个，其中市级名录 14 个，区

级名录 96 个。全区有体育馆 1 个，体育场 1 个，标准游泳池 1 个，标

准篮球场 310 个，网球场 23 个。全区教练员人数 29 人，三级运动员

人数 45 人，各类项目体育后备人才 506人。全年组织文艺活动、群众

体育活动 160 次，活动总人数 13.50 万人次。

全年公共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6205小时，其中自制节目播出时间 608

小时，占 9.8％。全区调频、电视转播发射台 3座，广播综合覆盖率 95.1％，

电视综合覆盖率 96.0％，无线广播综合覆盖率 95.0％。有线广播电视

户数 77526 户，其中数字电视户数 67066 户。数字微波传送线路长度

84.19公里，广播电视网络互联网用户数 7731 户。

全区各级卫生机构数 341个，床位 2248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1126

人，其中执业医师（含助理）535 人，注册护士 858人。全区有医院 9

所，乡镇卫生院 26所，村卫生室 195 所。全区孕产妇死亡率 0.25‰，

婴儿死亡率 4.58‰。

十二、移民与扶贫

全年争取争取三峡后续项目 19个，到位专项补助资金 22172万元，

“两省一市”[10]330万元资金援助到位。兑现移民后期扶持直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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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9亿元，项目直补资金 29.91 万元。

全年完成减贫人口 1013 户 2996 人，完成脱贫任务的 120%。至年

末全区贫困人口 1510 户 4617 人，贫困发生率 1.2%，脱贫人口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到 7663 元，增长 12.0%。

十三、资源、环境、安全、治安

全区蓄水工程 8845 座，其中：水库 32 座；塘坝、窖池 8813 座（处）。

全区水库总库容 95631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库容 90600 万立方

米；中型水库库容 3436 万立方米。全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23.79万亩；

节水灌溉面积 14.21 万亩，新增 0.08万亩。全区集中式供水量 1448 万

平方米，其中农村集中供水量 964 万平方米。

全区林业用地面积 332.94 万亩，森林面积 264.28 万亩，森林覆盖

率[11]62.6％。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10.20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面积 2.21万

亩。全区自然保护区 3 个，面积 23.97万亩。

全年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31天，区域环境噪声 53.8 分贝，交

通干线噪声 67.9分贝。全年平均气温 17.7℃，比历年平均 17.4℃高 0.3℃。

年总降水量 885.5mm，比历年平均 1024.9mm 少 139.4mm。年日照数

1081.2 小时，比历年平均少 34.5 小时。

全年用电户数 175558户，用电量 62950 万千瓦时，较上年增长

17.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66671吨标准煤，较上年增

长 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取水总量 138万立方米，较上年下降 2.0％。

全年登记群众信访总量 2481 件次、3661 人次。全年查处治安管理

案件 1169起，处罚 821 人。全年立刑事案件 1056 件，其中立年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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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 912 件。破获刑事案件 476 件，其中破年内刑事案件 258件。

化解矛盾纠纷 3209 件，办理公证 2247 件，开展法律援助 591 件。全

年各类安全事故 8 起、死亡 8 人。其中：建设施工事故 2 起、死亡 2

人；道路交通事故 5 起、死亡 5 人。

注释：

【1】人均生产总值：按 2017年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增速按 2015年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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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是指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或虽居住不满半年但离开

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以及户口待定人口。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统计制度新规定，201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

由以前“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的工业企业”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的工业企

业”。

【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统计制度规定，从 2011年起，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地方项目

投资口径由原“50万元以上”调整为“500万元以上”，相应地对同期数也作了同口径调整。

【6】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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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开始

调查统计，覆盖全市城镇居民。

【7】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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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

【10】两省一市：指对口支援城市，为云南省、江西省和云南省昆明市。

【11】森林覆盖率：在计算森林覆盖率时，包含了特殊灌木林的面积。

【12】资料来源：本公报中部分数据来自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隆调查队，其余数据来

自区信访办、区发改委、区教委、区科委、区经信委、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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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社会保险局、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区国土房管局、区环保局、区城

乡建委、区交委、区烟办、区水务局、区农委、区商务局、区市政园林局、区文化委、区旅游

局、区卫计委、区安监局、区林业局、区招商中心、区扶贫办、区电视台、区金融管理中心、

区海事处、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工商局、区气象局、邮政集团武隆分公司、人行武隆支行、

广电网络武隆分公司、区供电公司、电信武隆分公司、移动武隆分公司、联通武隆分公司。

【13】本公报中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武隆统计年鉴-2016》及部门或行

业公报为准。


	全区26个乡镇、186个行政村已实现100%通畅。1296个村民小组中，788个已实现通畅，通畅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