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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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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4 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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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

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到“四个扎实”

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县经济平稳运行。

一、综合

2019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85.6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7.68 万人，

乡村人口 57.96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 79.05 万人，其中土家族 69.19

万人，苗族 9.75 万人；全年出生登记人口 9589 人,人口出生率

11.21‰；新生婴儿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11.5；全年死亡 5369 人，死亡率 6.28‰；人均预期寿命 75.4 岁；

人口自然增长率 4.93‰。年末常住人口 54.65 万人，城镇化率

36.51%，比上年提高 1.51 个百分点。

表 1 2019 年年末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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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县户籍人口 85.64 100.0

＃城镇人口 27.68 32.3

乡村人口 57.96 67.7

＃男性 45.47 53.1

女性 40.17 46.9

＃0-17 岁 20.83 24.3

18-34 岁 21.99 25.7

35-59 岁 28.81 33.6

60 岁以上 14.01 16.4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6.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0.1%。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4.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第二产业

实现增加值 35.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22.3%，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

16.9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9.4%，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18.19 亿元，比

上年下降13.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7.05亿元，比上年增长7.6%。

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 实现 34148 元，比上年增加 5328 元，比

上年增长 0.3%。

图 1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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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4%。其

中：农业总产值 29.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林业总产值 5.5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8%；牧业总产值 20.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1%；

渔业总产值 0.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

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4.03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1.0%；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8.24 万公顷，与上年持平；油料播种面积 5.79 万公顷，

比上年增长 2.6%；烟叶播种面积 0.5 万公顷，比上年下降 4.0%；蔬

菜播种面积 2.0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3.9%；年末实有茶园面积 5.88

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8.9%；年末园林果园面积 9.53 万公顷，比上年

增长 0.6%。全年实现粮食产量 36.77 万吨，比上年增长 0.2%，其中

小春粮食 6.17 万吨，比上年增长 0.2%，大春粮食 30.60 万吨，比上

年增长 0.3%；油料产量 3.3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烟叶产量 1.08

万吨，比上年下降 3.4%；蔬菜产量 43.39 万吨，比上年增长 6.0%；

茶叶产量 0.2 万吨，比上年增长 8.3%；水果产量 5.94 万吨，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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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6%；肉类总产量 6.47 万吨，比上年下降 4.8%；其中：猪肉

产量 4.33 万吨，比上年下降 7.9%，牛肉产量 0.88 万吨，比上年增长

2.7%，羊肉产量 0.63 万吨，比上年增长 0.1%。

年末生猪存栏42.11万头，比上年下降5.1%，全年生猪出栏57.17

万头，比上年下降 8.5%；年末牛存栏 13.45 万头，比上年增长 3.1%，

全年牛出栏 6.64 万头，比上年增长 2.3%；年末羊存栏 30.99 万只，

比上年增长 2.4%，全年羊出栏 41.67 万只，比上年增长 0.51%；年末

家禽存栏 261.10 万只，比上年增长 0.8%，全年家禽出栏 419.58 万只，

比上年增长 2.6%。

表 2 2019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产量 36.77 0.2

＃小春 6.17 0.2

大春 30.60 0.3

＃稻谷 11.65 0.4

玉米 11.43 -1.1

薯类 11.58 0.9

豆类 1.35 0.8

油料产量 3.30 1.6

烟叶产量 1.0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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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产量 0.20 8.3

水果产量（包括瓜果） 5.94 10.6

园林水果产量 4.58 11.3

蔬菜产量 43.39 5.6

肉类总产量 6.47 -4.8

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2.62 万吨，比上年下降 0.6%；农药使

用量 251 吨，比上年下降 0.4%。农村用电量 1.64 亿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 0.9%。

三、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全年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 28.15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 家，

其中大型企业 2 家、中型企业 2 家、小型企业 21 家。全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16.15 亿元，比上年下降 63.8%。规模以上工业销售

产值 16.66 亿元，比上年下降 62.5%；主营业务收入 17.36 亿元，比

上年下降 61.0%；企业亏损总额 0.29 亿元。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服装 402 万件，比上年增

长 12.9%；饲料 0.81 万吨，比上年增长 17.0%；水泥 82.90 万吨，同

比增长 14.9%；饮料 0.07 万吨，比上年下降 20.4%；商品混凝土 23.57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43.9%；精制食用植物油 0.18 万吨，同比下降

30.0%；有色金属锌 0.57 万吨，比上年下降 48.0%；化学药品原药 145

吨，比上年增长 281.6%；自来水生产量 1202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5.4%。

按生产地统计全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77.96 亿元，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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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末本地注册资质内建筑企业 23 家，全年实现总产值 26.88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1%。房地产企业 13 家，其中本地企业 11 家，

外地企业 2 家，商品房施工面积 94.1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8.3%，

其中住宅面积 61.65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7.7%；商品房销售面积

3.50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4.4%，其中住宅面积 2.05 万平方米，

比上年下降 4.7%；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5617 元/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1.1%，其中住宅 5761 元/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7.8%。

图 2 2011—2019 年建筑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5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265 个。固定资产投资 72.80 亿

元，同比增长 3.6%，按构成分：建筑安装工程完成投资 67.6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9%；设备购置完成投资 0.5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6.9%；

其他费用完成投资 4.53 亿元，比上年下降 38.8%。按行业分：工业投

资完成 7.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8%；农业投资完成 3.73 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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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8.9%；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3.10 亿元，比上年下降 20.2%；

交通建设投资 14.14 亿元，比上年下降 3.8%；水利建设投资 4.9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0%；其它行业投资完成 39.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

五、交通和邮电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5934 公里,比上年增长 22.7%，其中等级公

路 5271 公里，比上年增长 21.2%；本年新建和改造乡村公路 1098 公

里，同比下降 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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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运客车保有量 712 辆，比上年增长 2.9%；

货运车辆保有量 3730 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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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万吨，比上年增长 5.3%；公路客运量

1551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4.2%；实现铁路货物运输量 19.5 万吨，比

上年增长 11.4%；铁路旅客发送量实现 50.8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4.8%；道路水运旅客周转量 8.2 亿人公里，比上年下降 8.2%；道路水

运货运周转量 6.73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2.5%。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4.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其中邮政

业务量 0.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电信业务量 3.66 亿元，比上年

增长3.5%；全县年末拥有移动电话用户54.80万户，比上年增长4.6%；

固定电话年末用户 4.50 万户，比上年增长 9.9%；宽带上网用户 15.32

万户，比上年增长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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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19 年固定电话和移动手机用户数

六、旅游和文化

深化旅游行业领域“放管服”改革；坚持“扎根目标市场，培

育自驾自助游”的策略，不断拓展营销渠道；大力开展主题营销活

动，策划“桃花源里过‘赶年’酉州古城‘排家饭’——全球百组

‘金猪家庭’酉阳迎新年活动”“酉阳桃花源第二届赶古节”“酉

阳叠石花谷开园暨乡村艺术季开幕式”“等 10余个大型活动，部

分活动在 CCTV-1《新闻 30分》、CCTV-13《新闻直播间》、重庆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播报并受到广泛关注。围绕县城 1小时车程为半

径，重点实施打造了内口村、红花村、山羊村等 15个乡村旅游重

点示范点。“桃源人家”民宿品牌创建 138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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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星级酒店 2 家，星级酒店客房 186 间；全年共

接待游客 1760.1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0.4%，其中：过夜游客 172.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境外游客 16万人次，同比增长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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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0%。重点扶持、支持

和指导了以子月苗绣公司、演艺公司、非遗酒类企业等文化产业，

重点体现在项目支持、宣传营销和业务指导方面，免费宣传营销 4

次。

图 4 2011—2019 年游客接待量及旅游收入

2019 年，有卫星电视收转站 1 座，广播覆盖率 99.2%，电视覆盖

率 99.99%。模拟电视和数字电视用户 5.57 万户，模拟电视和数字电

视入户率 60.0%。始终把文化进农村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建成投用

270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积极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 1080场次。

数字有线电视信号已覆盖行政村 96个。应急广播平台新增接收终

端 600组工作，安装完成 200余组终端建设，直播卫星“户户通”工

程已完成 5600 套。全面完工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安防工程，

启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革命旧址群文物消防安全工程。成功申报

了酉酬禹王宫、南腰界红三军旧址为重庆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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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物保护单位含 9处文物点）；成功升级酉阳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为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将南腰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纳入

“湘鄂川黔”片区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现有风景名胜区 1个，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1个 31处，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83处。公共图书馆藏书 10.03万册，比上年增长 7.4%。

《酉阳报》全年共出版报纸数量 368.4 万份，比上年下降 5.9%，平均

期发量 1.52 万份，比上年下降 5.5%。

七、消费品市场、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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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家，产业活动单位 8 家，个体经营户 5

5 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法人企业 69 家，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

业法人企业 18 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个体 17 家，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个体 38 家。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17.2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8%，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 9.2%；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增加值 4.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 2.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6.2%。从销售区域看：城镇市场零售

额同比增长 5.2%；乡村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 8.3％；从行业看：批发

业增长 12.3%；零售业增长 4.7%；住宿业增长 13.8%；餐饮业增长 11.

5%。全年商品销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6.2%，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

总额同比增长 5.1%，住宿和餐饮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8%。

全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16 个，协议引资 4.98 亿元；全年实现进

出口贸易总额 3.34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4.7%。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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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共组织财政收入 23.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实现本

级财政收入 17.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9

亿元，比上年下降 8.8%。税收收入实现 7.5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2.5%，

其中增值税收入 2.86 亿元，比上年下降 8.2%；企业所得税收入 0.48

亿元，比上年下降 46.3%；个人所得税收入 0.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 0.30 亿元，比上年下降 8.6%；城镇土地

使用税 1.6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7%；烟叶税收入 0.32 亿元，比上

年下降 12.6%。

全年实现财政支出 91.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3%。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72.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其中教育支出 15.4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4.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3 亿元，比上年下降 7.9%；

卫生健康支出 7.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4%；公共安全支出 1.5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7%；住房保障支出 2.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8%；

科学技术支出0.72亿元，比上年增长5.8%；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0.82

亿元，比上年增长17.6%；交通运输支出5.69亿元，比上年增长15.3%；

农林水事务支出 18.06 亿元，同比增长 24.6%；节能环保支出 3.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3 亿元。基金预

算支出 19.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8%

图 5 2011—2019 年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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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 251.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达 191.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各项贷款余额

达 189.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6%，其中年末涉农贷款余额 132.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金融机构存贷比为 75.2%。

图 6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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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9 人,同比增长

2.0%。全年完成保费总收入 6.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2%,其中寿险

保费收入 3.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财险保费收入 2.6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8.4%。全年保险赔付金额 1.97 亿元，同比增长 51.6%。

保险赔付结案率 98.1%，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

九、教育、科技和卫生

2019 年，全县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共

147所。教职工总数 9364 人,其中专任教师 8979人,在职体育教师 554

人；全年招收新生 3.01 万人；在校学生 12.35 万人；毕业学生 3.09

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0%；小学毕业升学率 100.0%；初中升学

率（县内就读高中、中职）97.0%；高考专科以上上线率 96.8%。全县

幼儿园（含附属幼儿园）353 所，在园儿童 2.53 万人。

表 3 2019 年教育统计指标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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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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345 4129 1825 956

普通高中 1505 1441 19004 6206 6480

普通初中 3293 3070 35942 12176 11060

小学校 4168 4096 63541 9691 12277

特殊教育 29 27 878 161 82

合 计 9364 8979 123494 30059 3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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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件，同比下降

23.9%；专利授权 69 件，同比增长 56.9%。

全县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55 家，其中：医院、卫生院 53 家，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1家，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1家；拥有床位3245

张；卫生机构从业人员 3753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767 人；医院、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 2492 人；注册护士 1117 人；卫生防疫人员数 160

人；在家建卡贫困户签约率达 100%，扶贫医疗基金累计救助 59795

人次，3131.84 万元；完成农村公厕 33 座，农村改厕 2.39 万户；五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6.45‰；婴儿死亡率 4.96‰。

十、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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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全县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35532 户 153083 人，已累计实现 34651 户 1499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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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130 个贫困村销号，其中，2019 年实现 4007 户 16132 人脱贫，

剩余 9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未脱贫 881 户、3097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5%。生态和扶贫移民人数 5019 人，生态和扶贫移民实际投资 6023

万元。130 个县级部门对应帮扶 130 个贫困村，实行责任捆绑、蹲点

帮扶、一包到底。优化帮扶体系，每名帮扶干部结对帮扶 3—5 户贫

困户，整合涉农财政资金 1.2 亿元用于支持扶贫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的新型经营主体增至 685 个。整合涉农财政资

金 8500 余万元，支持贫困户精准发展贫困人口到户产业。完成就业

创业培训 1993 人次，累计通过公益性岗位解决贫困人口就业 14273

人，培育贫困村致富带头人 412 人，带动贫困户 16764 户。新增解决

贫困人口饮水困难 0.6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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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比

上年上涨 8.9%；衣着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3.5%；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比上年上涨 0.7%；医疗保健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1.3%；交通和通信

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1.0%；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0.7%；

居住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2.5%；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比上年下降

1.2%。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027 元，同比增长 10.6%；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702 元，比上年增加 2101 元，比上年增

长 7.9%。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332 元，比上年增长 6.8%，其中

食品支出 6238 元，增长 6.8%。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48.04 平

方米，比上年增长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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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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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9 元，比上年增加 1020

元，比上年增长 10.5%，其中工资性收入 3707 元，家庭经营净收入

4014 元，财产性净收入 239 元，转移性净收入 2779 元。农村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 9437 元，比上年增长 8.4%，其中食品消费支出 3653

元，比上年增长 8.2%；恩格尔系数 38.7%，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 7 辆，拥有摩托车 48 辆，洗衣机 79 台，

彩色电视机 116 台，电冰箱（柜）63 台。农村居民人均住宅面积 58.40

平方米。

图 8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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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5 万人；城镇职工参加医疗

保险 4.30 万人；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36.07 万人，比上年增

长 10.7%；城镇企业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4.17 万人，比上年增长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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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万人，比上年下降 7.1%。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基金征收 1.7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7.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基金

征收 2.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征收

0.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

3.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发放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 1.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工伤保险累计参保人数 3.37 万人，比上年

下降 7.1%；失业保险累计参保人数 3.52 万人，比上年增长 5.9%；劳

动力资源总数 54.6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全县专业技术人员 1.02

万人，比上年增长 2.1%。

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11 万户 3.90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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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 0.39 万户 0.64 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73 万

户 3.26 万人；共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2.06 亿元，同比增长 6.2%，

其中城镇低保发放 0.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农村低保发放 1.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6%。累计识别兜底建档立卡贫困户 16859 人，实

施五保等特困人员供养 4249 人 4100.42 万元。实施特殊困难人群临

时生活困难救助 5133 户次 1816.95 万元。实施孤儿基本生活补贴 136

人 218.5 万元。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2185

人 462.64 万元。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14462 人 1076.73 万元；实

施建档立卡困难群众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事后补助 3603 人

25.38 万元；社会福利收养单位 23 个，社会福利收养单位床位 904

张。

全年缴存住房公积金单位 468 家，比上年增加 28 家，年末缴存

住房公积金人数 2.26 万人，比上年增长 5.5%；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

额 26.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3%，其中本年缴存 4.1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2.2%；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 13.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

其中本年提取 2.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

款11.69亿元，比上年增长16.7%，其中本年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0.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7%；年末住房公积金余额 13.0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4%；年末公积金贷款余额 7.35 亿元。

十二、资源、环境和城市建设

全年日照 1016 小时，年均气温 14.2 摄氏度，全年降水量 1225.9

毫米，比上年减少 295.9 毫米。年末水电装机总容量 39.54 万千瓦，

比上年增长 2.6%；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3.74 平方公里，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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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末农村安全饮用水人口 70.11 万人，同比增长 7.0%，其中

当年新解决人口 4.59 万人；县城供水管道长 181 千米；县城全年供

水总量 929 万吨，其中生活用水量 433 万吨，用水户数 2.97 万户。

年末森林总面积 3546 平方公里，本年植树造林 9181 公顷，年末退耕

还林还草总面积 5333 公顷，森林覆盖率 63.0%。

全年环境污染防治投资 2.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工业废气

排放量 41.06 亿标准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5%；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0.04 万吨，比上年下降 9.9%；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 0.05 万吨，比上

年下降 17.8%；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0.04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

达标率 100.0%；工业废水排放量 13.79 万吨，比上年下降 17.0%，达

标率 100%；城镇生活废水排放量 1752.6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处

理率 88.5%，比上年提高 6.5 个百分点；全县共有污水处理厂 78 座，

垃圾处理场 1 个。

年末县城建成区土地面积 13.8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0.6 平方

公里，建成区绿化面积 7683 亩，比上年增长 0.1%，其中本年绿化 8

亩；城市公园 10 座；城区照明线路 229 公里，路灯 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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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户；拆除旧房 66.25 万平方米，拆除违章建筑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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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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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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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特殊教育在校生人数包含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乡镇学校特殊学生和送教上门的智

障残疾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