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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酉阳调查队

（2019 年 4 月 10 日）

2018 年，酉阳自治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脱贫攻坚为统揽，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综合

2018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85.4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7.50 万人，

乡村人口 57.94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 78.72 万人，其中土家族 68.97

万人，苗族 9.71 万人；全年出生登记人口 9295 人,人口出生率

10.89‰；全年死亡 4898 人，死亡率 5.74‰；人口自然增长率 5.15‰。

年末常住人口 54.71 万人，城镇化率 35.0%，比上年提高 1.38 个百分

点。

表 1 2018 年年末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县户籍人口 85.44 100.0

＃城镇人口 27.50 32.2

乡村人口 57.94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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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45.38 53.1

女性 40.06 46.9

＃0-17 岁 21.21 24.8

18-34 岁 21.69 25.4

35-59 岁 28.40 33.2

60 岁以上 14.14 16.6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7.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9.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第二产业

实现增加值55.57亿元，比上年增长0.9%，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31.3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7%，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24.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72.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三次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7.5%、6.2%、76.3%，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9、0.3、4.1 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 实现 28820 元，

比上年增加 3321 元，比上年增长 5.7%。

图 1 2011—2018 年地区生 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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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8.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其中：

农业总产值 27.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林业总产值 5.0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7.2%；牧业总产值 14.53 亿元，比上年下降 5.5%；渔业

总产值 0.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0.5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2%。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8.24 万公顷，比上年下降 0.1%；蔬菜播种面

积 1.93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2.1%。全年实现粮食产量 36.68 万吨，

比上年增长 0.5%，其中小春粮食 6.15 万吨，比上年增长 0.3%，大春

粮食 30.53 万吨，比上年增长 0.5%；蔬菜产量 41.07 万吨，比上年增

长 5.6%；水果产量 5.37 万吨，比上年增长 35.8%；肉类总产量 6.8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其中：猪肉产量 4.7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8%，

牛肉产量 0.86 万吨，比上年下降 1.0%，羊肉产量 0.63 万吨，与上年

持平。

年末生猪存栏44.36万头，比上年下降2.1%，全年生猪出栏62.48

万头，比上年增长 0.5%；年末牛存栏 13.05 万头，比上年下降 2.1%，

全年牛出栏 6.49 万头，比上年下降 1.8%；年末羊存栏 30.25 万只，

比上年下降 0.1%，全年羊出栏 41.46 万只，比上年增长 0.1%；年末

家禽存栏 259.03 万只，比上年增长 3.9%，全年家禽出栏 409.0 万只，

比上年增长 2.5%。

表 2 2018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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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产量 36.68 0.5

#小春 6.15 0.3

大春 30.53 0.5

＃稻谷 11.60 0.0

玉米 11.56 -7.6

薯类（折纯） 11.48 1.5

豆类 1.34 0.7

蔬菜产量 41.07 5.6

水果产量 5.37 35.8

肉类总产量 6.80 1.3

年末耕地保有量 4.77 万公顷,比上年下降 0.2%；年末常用耕地面

积 4.70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1.6%，其中田 1.78 万公顷；有效灌溉面

积 1.04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0.6%；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 43.48 万千

瓦，比上年增长 4.8%；农用化肥使用量（折纯）2.64 万吨，比上年

下降 0.4%；农药使用量 252 吨，比上年下降 0.8%。农村用电量 1.69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5.2%。

三、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全年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66.97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3 家，

其中大型企业 2 家、中型企业 3 家、小型企业 18 家。全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42.97 亿元，同比增长 13.4%。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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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42.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6%；主营业务收入 42.8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5.0%；实现利税总额-0.60 亿元，比上年下降 9.5%；利润总

额 2.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服装 221 万件，比上年下

降 67.0%；饲料 0.7 万吨，比上年增长 9.2%；水泥 72.20 万吨，同比

下降 12.2%；商品混凝土 7.92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6.2%；精制食

用植物油 0.25 万吨，同比增长 4.7%；有色金属锌 1.1 万吨，比上年

增长 43.0%。

按生产地统计全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81.1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5%。年末本地注册资质内建筑企业 21 家，全年实现总产值 30.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房地产企业单位 15 家，其中本地企业 13

家，外地企业2家，商品房施工面积86.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25.6%，

其中住宅面积 57.2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28.2%；商品房竣工面积

2.1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92.8%，其中住宅面积 1.3 万平方米，比

上年下降 93.9%；商品房销售面积 2.60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82.3%，

其中住宅面积 2.15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82.7%；商品房平均销售价

格 4640 元/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9.6%，其中住宅 4891 元/平方米，同

比增长 13.6%。

图 2 2011—2018 年建筑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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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

2018 年，5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282 个。固定资产投资 70.26 亿

元，同比增长 7.9%，按构成分：建筑安装工程完成投资 62.15 亿元；

设备购置完成投资 0.71 亿元；其他费用完成投资 7.40 亿元。按行业

分：工业投资完成 7.26 亿元；农业投资完成 3.42 亿元；房地产开发

投资完成 3.88 亿元；交通建设投资 14.70 亿元；水利建设投资 4.77

亿元；其它行业投资完成 36.23 亿元。

五、交通、邮电和旅游业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4836 公里,比上年增长 9.6%，其中等级公

路 4350 公里，比上年增长 14.1%；本年新建和改造乡村公路 1892 公

里，同比增长 9.8%；全县公路乡村通畅率 100%。年末登记管理营运

汽车保有量 5030 辆，比上年增长 0.3%，其中营运客车保有量 692 辆，

与上年持平；货运车辆保有量 3730 辆，比上年增长 0.8%；公交车保

有量 97 辆；出租汽车保有量 133 辆。

全年实现公路货运量 66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2.4%；公路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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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3.8%；实现铁路货物运输量 17.5 万吨，比

上年增长 7.4%；铁路旅客发送量实现 48.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3%。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4.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其中邮政

业务量 0.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1%，电信业务量 3.5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6.7%；全县年末拥有移动电话用户 52.41 万户，比上年增长

5.9%；固定电话年末用户 4.10 万户，比上年下降 7.0%；宽带上网用

户 12.95 万户，比上年增长 21.4%。

图 3 2011—2018 年固定电话和移动手机用户数

利用大报、大台、大网、大事件，积极打造旅游宣传的“立体网”,

“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您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叫响大江

南北。创意策划“第四届桃女郎选拔赛全国总决赛、2018 重庆酉阳桃

花源自行车挑战赛、酉阳桃花源·龚滩古镇影视音乐自驾狂欢季”等

活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开辟旅游扶贫“快速通道”，启动实施了

小坝旅游新城、菖蒲高山草原等 42 个旅游项目；打造了板溪山羊古

寨、楠木十里荷塘等 15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启动了板溪叠石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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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田梯田等 10 个田园综合体；开工了车田天龙山、龚滩红花村等 10

个旅游扶贫示范点项目；开发了酉州苗绣、艾蒿系列产品等 120 余种

旅游商品。全力挖掘“桃花源”文化，提升“桃花源”品质，打造“桃

花源”品牌，让“桃花源”旅游品牌“行千里、致广大”。有星级酒

店 3 家，星级酒店客房 275 间；全年共接待游客 1461.39 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 21.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6.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

图 4 2011—2018 年游客接待量及旅游收入

六、消费品市场、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2018 年，全县限额以上商贸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共 150 家。其中法人企业 92 家，产业活动单位 8 家，

个体经营户 50 家。批发贸易业 26 家，零售贸易业 80 家，住宿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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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餐饮业 28 家。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8.3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6.9%，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 5.3%；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5.

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 3.5%。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2.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从销售区域看：城镇

市场零售额 37.07 亿元，同比增长 7.1%；乡村市场零售额 5.42 亿元，

同比增长 0.5％；从行业看：批发业 1.95 亿元，增长 16.8%；零售业

36.15 亿元，增长 5.4%；住宿业 1.33 亿元，增长 13.6%；餐饮业 3.0

6 亿元，增长 6.2%。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01.5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9%，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89.24 亿元，同比增长 13.

8%，住宿和餐饮业营业收入 12.31 亿元，同比增长 14.4%。

全年招商引资项目 54 个，实际到位资金 30.6 亿元；全年实现进

出口贸易总额 3.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1%。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县共组织财政收入 21.17 亿元，比上年下降 0.8%，其中实现本

级财政收入 14.59 亿元，比上年下降 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29

亿元，比上年下降 4.3%。税收收入实现 8.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

其中增值税收入 3.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3%；企业所得税收入 0.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7%；个人所得税收入 0.64 亿元，比上年下降

12.0%；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 0.33 亿元，比上年下降 8.4%；烟叶税收

入 0.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7%。

全年实现财政支出 75.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65.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其中教育支出 14.74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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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支出 6.3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5%；公共安全支出 1.38 亿

元，比上年下降 30.0%；科学技术支出 0.68 亿元，同比增长 11.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70 亿元，同比下降 33.9%；交通运输支出 4.94

亿元，比上年增长45.2%；农林水事务支出14.49亿元，同比增长3.3%；

节能环保支出 2.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

图 5 2011—2018 年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长速度

全县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 248.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达 169.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各项贷款余额

达 156.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金融机构存贷比为 63.2%。

图 6 2011—2018 年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及存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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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保险法人机构 13 家，年末保险从业人员 2358 人,同比增长

5.0%。全年完成保费总收入 5.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其中寿险

保费收入 3.12 亿元，同比增长 85.5%，财险保费收入 1.93 亿元，同

比下降 30.7%。全年赔付各类保险金 1.62 亿元，同比增长 5.8%。保

险赔付结案率 95.1%，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八、教育和科技

2018 年，全县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共

146所。教职工总数 8093 人,其中专任教师 7752人,在职体育教师 492

人；全年招收新生 2.96 万人；在校学生 12.19 万人；毕业学生 2.95

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0%；小学毕业升学率 100.0%；高考专科

以上上线率 92.2%。全县幼儿园（含附属幼儿园）335 所，在园儿童

2.53 万人。

表 3 2018 年教育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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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

类别
教职工

人数

专任

教师

在校学

生人数

招生

人数

毕业

人数

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369 346 3607 1534 1114

普通高中 1430 1364 18354 6479 5935

普通初中 2194 2016 34143 11724 10628

小学校 4071 3999 65655 9856 11756

特殊教育 29 27 112 39 37

合 计 8093 7752 121871 29632 29470

科技创新环境不断改善，创新创业平台成功搭建。积极引导企业

创建“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全年专利申请 226 件，同比下降

4.6%；专利授权 160 件，同比增长 263.6%。

九、文化和卫生

2018 年，全县广播覆盖率 99.2%，电视覆盖率 99.98%。模拟电视

和数字电视用户 3.4 万户，模拟电视和数字电视入户率 16.0%。始终

把文化进农村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遴选出 19 支优秀的文艺演出队

伍，常态化在全县广大乡村开展演出，开展了送图书、送展览、送培

训、送电影系列活动。全年流动文化服务进村 768 场。其中，送演出

400 场、送图书阅览（含青少年校外活动）143 场、送展览 99 场、送

辅导培训 78 场、送法规政策科技宣传 48 场，送电影 3813 场。积极

参与策划了乡镇开展的文化活动，帮助乡镇文化提档升级，满足群众

文化需求，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推进文旅融合，把乡村文化振兴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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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相结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功申报国家非遗传

承人 2 名、市级非遗项目 3 项，非遗节目多次走出去参加专场演出；

实施重点文化旅游项目 14 个，完成投资 9000 余万元。完成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修缮工程、后溪镇白氏宗祠和

彭氏祠堂保护维修工程。重点围绕土家摆手舞、《啊啦调》、《薅草

号子》、《面具阳戏》等进行挖掘、提升、展演，取得了成效。非遗

专场得到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并在《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

《东方时空》、《共同关注》、《朝闻天下》多个栏目滚动播出。《酉

阳报》全年共出版报纸数量 389.87 万份，平均期发量 1.60 万份。

全县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331 家（含村卫生室）；拥有床位 2951

张；卫生机构从业人员 2282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008 人；医院、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 2008 人；注册护士 937 人；卫生防疫人员数 160

人；常住人口家医签约 23.92 万人，签约覆盖率 43.3%；在家贫困人

口家医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实施农村改厕 2.31 万口；五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 8.55‰；婴儿死亡率 5.40‰。

十、扶贫和就业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定不移把扶贫开发作为“第

一民生工程”，以实施脱贫攻坚决战年为抓手。紧扣“两不愁三保障”

目标，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全年累计完成贫困村脱

贫验收 14 个，贫困人口脱贫 4346 户 17678 人。目前，全县共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34122 户 146026 人；未脱贫贫困人口 4901 户 19092 人，

未脱贫贫困村 9 个。年末农村贫困人口 1.91 万人；扶贫移民人数 1.16

万人；新识别贫困户 707 户 2922 人；精选帮扶干部 6983 名，每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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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帮扶 5 户贫困户；组织开展扶贫扶志培训 168 期，共计 17419 人，

扶贫搬迁培训 84 期，共计 5268 人，贫困人口扶贫培训 84 期，共计

12151 人。组建志愿参与脱贫攻坚服务队 380 支，有序组织 106 家民

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帮扶贫困村 126 个，有效

带动 3.2 万农村群众就业创业、持续增收；建立就业扶贫车间 15 家，

带动就业 342 人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1.93 亿元；新建和改造乡村

扶贫公路 1211 公里；新增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困难 0.65 万人。

按常住人口统计，全县年末劳动力总数 41.71 万人，其中城镇

6.55万人，乡村35.16万人；年末社会从业人员39.26万人,增长0.4%；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30.08 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2.40 万人，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 6.78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47 万人，增长 0.9%。

从所有制看：国有经济单位 2.18 万人，比上年下降 1.8%；集体经济

单位 0.06 万人，其它经济单位 0.68 万人，比上年增长 6.3%；城镇私

营经济单位 0.31 万人，比上年增长 6.9%；城镇个体 1.24 万人，比上

年增长 1.6%。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1813 人，比上年下降 4.1%，城镇登

记失业率 2.53%，比上年下降 1.09 个百分点。

十一、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1.7%，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比

上年上涨 1.1%；衣着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0.3%；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比上年上涨 1.2%；医疗保健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3.9%；交通和通信

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0.8%；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1.1%；

居住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4.8%；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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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95 元，同比增长 10.7%。全年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601 元，比上年增加 2016 元，比上年增

长 8.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056 元，增长 8.4%，其中食品支

出 5994 元，增长 9.2%。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43.25 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3.4%。

图 7 2011—2018 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19 元，比上年增加 867 元，

增长 9.8%，其中工资性收入 3346 元，家庭经营净收入 3631 元，财产

性净收入 221 元，转移性净收入 2521 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8705 元，比上年增长 8.0%，其中食品消费支出 3377 元，比上年增

长 2.0%。农村居民人均住宅面积 51.29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8%。

图 8 2011—2018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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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69.86 万人；城镇职工参加医疗

保险 4.01 万人；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32.57 万人，比上年增

长 4.9%；城镇企业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3.75 万人，比上年增长

14.0%；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63 万人，比上年增长 11.9%；失业保险

参保人数 3.35 万人，比上年增长 6.7%。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基金征收 1.27 亿元，增长 27.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基金征收

2.59 亿元，增长 12.4%；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征收 0.3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0.8%；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 3.0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6.8%；发放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 1.6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1.2%。劳动力资源总数 58.38 万人，比上年增长 8.3%。

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01 万户 3.78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 0.38 万户 0.64 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64 万

户 3.15 万人；共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1.93 亿元，同比增长 17.1%，

其中城镇低保发放 0.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农村低保发放 1.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8%。全县累计兜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62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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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人口约占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11.07%，占整个农村低保人口

的 51.73%；实施五保等特困人员供养 4430 人 3574.57 万元；实施城

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20.34 万人次 4306.32 万元；实施低保等特殊困

难群体节日慰问帮贫 1640.72 万元；实施特殊困难人群临时生活困难

救助 6162 户次 1777.75 万元；实施孤儿基本生活补贴 168 人 242.09

万元；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2373 人 461.46

万元；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9531 人 802.63 万元；社会福利收养

单位 23 个，社会福利收养单位床位 1048 张。

缴存住房公积金单位 440 家，年末缴存住房公积金人数 2.14 万

人，比上年增长 2.9%；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额 22.7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9.5%，其中本年缴存 3.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累计提取住

房公积金 10.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0%，其中本年提取 2.8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2.9%；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10.0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2%，其中本年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0.58 亿元；年末住房公积金

余额 11.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年末公积金贷款余额 7.29 亿元。

十二、资源、环境和城市建设

全年日照 960 小时，年均气温 14.4 摄氏度，全年降水量 1530.2

毫米，比上年增加 207 毫米。年末水电装机总容量 38.54 万千瓦，比

上年增长 1.1%；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5.4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长

77.0%；年末农村安全饮用水人口 65.52 万人，同比增长 1.0%；县城

供水管道长 213 千米；县城全年供水总量 1064.3 万吨，其中生活用

水量 396.0 万吨，用水户数 2.48 万户。年末森林总面积 3183 平方公

里，本年植树造林 26533 公顷，年末退耕还林还草总面积 733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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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 61.50%。全县拥有赵世炎故居 、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

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飞来峰熏阁、刘仁故居等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10 处，摆手堂遗址、大酉洞石刻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93 处。

全年环境污染防治投资 2.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3%；工业废气

排放量 42.12 亿标准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2.7%；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 0.04 万吨，比上年下降 9.5%；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 0.06 万吨，比

上年下降 10.1%；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0.04 万吨，比上年下降 7.9%，

达标率 100.0%；工业废水排放量 16.62 万吨，比上年下降 10.7%，达

标率 100%；城镇生活废水排放量 1725.54 万吨，比上年增长 2.4%，

处理率 82.1%，比上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全县共有污水处理厂 39

座，垃圾处理场 1 个。

年末县城建成区土地面积 13.2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0.8 平方

公里，建成区绿化面积 7675 亩，比上年增长 1.7%，其中本年绿化 126

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2.5%；城市公园 10 座；城区照明线路 204

公里，路灯 3376 盏；工业园区建成区面积 8.6 平方公里，累计建成

标准厂房 20.99 万平方米；累计入园企业 126 户；拆除新增违法建筑

4.67 万平方米，整治存量违法建筑 3.17 万平方米。

注释：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酉阳统计年鉴》为准。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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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着时间而变

动的相对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它是宏观经济分析和

决策、价格总水平监测和调控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通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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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指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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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家庭在扣除个人所得税、记账补贴、家庭

副业生产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即城镇居民家庭当年收入中能用来满足支出需要的收

入。

7. 限额以上。限额以上批发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限额

以上零售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业是指年主营业务

收入在 200 万元以上的住宿业；限额以上餐饮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 万元以上的餐饮

业。

8、规模以上工业，从 1998 年开始划分规模以上工业，从 2011 年定期报表开始，提高

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起点，由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提高到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

元及以上。

9、固定资产投资，从 2011 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标准从计划总投资 50 万元

提高到 5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