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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鉴》自1 9 8 2 年创刊以来，至今已走过二十年的历程。二 十 年来，r ®

庆统计年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充实内容，完莕体系，改 

进手段，用鲜明的文字、翔实的数据、生动的图表，真实地记录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每一个里程，展示了 S 庆市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仅成为政府部门研究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可缺少的权威工具书，而且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经济界、企业界和学 

术界的 ® 视和欢迎，成为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开展研究，企业和外来投资者生产经营与 

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统计年鉴编辑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统计年鉴是统计工作者以其独特的视 

角，用统计数据来客观描述历史变化的编年史。二十年来，统计年鉴编辑工作収得 r 长 

足的进步，外观装帧从不到2 0 0 页的 3 2 开简装本发展到国际标准大1 6 开精装本：编糾 

手段从落后的手工编辑发展到先进的电子化编辑；载体形式从单一的纸质版发展到光盘 

版 、网络版等多种形式同步出版，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飞跃发展。

迈入二十一世纪，重庆发展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三千万巴渝儿女 

在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努力开创重庆经济违设和 

各项社会事业的辉煌业绩，为实现重庆新的振兴而奋力拼博。《重庆统计年鉴》编辑工 

作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服务于重庆市委市府制定的丙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渝战略、信 

息化战略、城钺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五大战略的实施进程•要树化改革和创新的 

思想观念，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决策需要的统计信息加X 新路 

子，力求准确、生动、全面、科学地反映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现象• 以满足政府、企业、 

科研机构及海内外社会公众对统计信息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 衷 心 祝 愿 《亜庆统计年鉴》不断开拓创新，办出地方特色，办出时代特征，办成 

全国统计年鉴中的一流精品，以其完整的体系、权威的数据' 科学的 T•段，真实、完粮 

地记录下 ®: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足迹。

二00 ‘年/ U丨 Vh/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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霤庆铳计年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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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6897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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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 /www. s vwpc. com • cn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以F 简称四川维尼纶厂）位 

于重庆市长寿县. [厂占地Ifu枳约2. 80k# . 是全国悱一以天然 

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化纤产品的特人型企

四川维尼纶厂于1973年经W 家计委批准建设, 1974年破 

土动工，1979年投料试生产, 1983年竣工投产, 截至2000年 

底，有化工厂、维纶厂、涤纶厂、热电厂4 个分丨 '和让安总公 

司等生产单位：有扬子江乙酰化I:有限公司等合资企收：HI ' 

在岗职工7 600余人，其中具有高、屮级孕业技水职务的人员 

1200余人。

全厂主要生产装s 分别从英、法、德、[〗、美、. m \ m  

套引进，主要产品有中醉、醋酸乙烯（VAC)、聚乙烯醉（PVA)、 

醋酸乙烯一乙烯共聚乳液（VAE)、丨'丨乳胶、甲醛、悱纶短纤维、 

维纶牵切沙、涤纶长丝等。合资;>作企业主要产品钉船酸、A： 

纺布等。

叫川维尼纶厂系IS09002质最认证企业。主要产品在W h 丨句内市场有良好的信誉和较大的ill'场占钉率》jt产品I丨1醉A  

全丨句产坫的15 %、聚乙烯醉占全IS产S 的2 0 %、维纶短纤维占全国产最的5 0 %、维纶牵切沙古全闲产5:的80% 。聚乙烯 

m 、维纶牵切纱是企业创汇的主要产品。

叫川维尼纶I —在天然气化1:技术方面位居全国领先地位,與有天然气 

制乙炔、乙炔生产醋酸乙烯、聚乙烯醉的技术输出和工程承包能力。重庆 

地K 丰窗的天然气资源，有利于四川维尼纶厂天然气化X 的资源优势、技 

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得到充分发挥。1998年11月，中英合资屮醇低压羰堪合 

成船酸项t丨迮成投产后，连续两年发挥出显著的经济效益。随肴醋酸酯项 

H的幵丨:迮设，以及醋酸扩产汁划的实施I将为天然气化丄产品的深度加 

工创造更好的条件。2000年11丨彳，@家计委批准建设的天然气乙炔工程项 

目，将使四川维尼纶厂化丄装背/t产能力翮番，标志肴四川维尼纶厂二次 

创业发展期的到来。

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在生产现场听取厂长刘家荣汜报工作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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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是由番港瑞安集 

闭、罗保集团与重庆市第二水泥厂合资相逑。是軍 

庆市两家年产100万吨水泥的骨干企业之-，现固 

定资产已达5.0亿元， -九九八年即已跻身于重庆 

rll工业五十强企业、质1：效益型企业和重庆市1；

点增长企业，效益在全闺水泥100强里居第32位。

公司地处fi庆合川市盐井镇,拥有得天独厚，

储量丰富的石灰石矿山资源，石灰石品质品位高、

质量稳定、有害成份少，是生产高标号水泥和特种 

水泥的重要原料。

公司拥有的两条4> 4 X U 5 m旋窑生产线采用 

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国皮拉德公司的

R O T A F L A M多通道燃烧器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的PL C集散控制系统等多项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技术和设施。新生产线达到了 

超产、低能耗、粉尘排放控制好的国内先进水平。公司于2000年顺利实现环境保护的“一控双达标”。

为了适应绿色高性能混凝七发展的需要，公司在重庆九龙坡兴建了二桥分厂，充分地利用重庆发电厂在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粉煤灰生产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年可消耗粉煤灰达十几万吨，开创了综合利用社会资源的国内创新纪录，企业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

公司所产“岩光”牌、“腾辉”牌普通硅酸盐425#、525#水泥获得了中国水泥产品质鼠'认证，普通硅酸盐425#水泥、 

粉煤灰硅酸盐425#水泥是重庆市名牌产品。

公司生产的粉煤灰硅酸盐425#水泥，突破了这一产品的早期强度不高的局限，经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检测，其各项 

性能已达到和优于道路水泥的性能指标，具有耐磨性能好、水化热低、干缩性小、抗渗性优良和抗各类化学腐蚀W :能好等 

优点，是高速公路建设、混凝土一级路面和隧道砼浇注，以及水下工程、大体积工程浇注最优良的材料。

•九九九年.公司已通过了 IS09002— GB/T19002质量体系证证，是重庆市水泥行业第-家质量“双认证”企业•

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2308单元

电 话：023-63801888

传 真：023-63808038

电子邮件：thcanentPpublic,cta. cq.cn

工厂地址：合川盐并镇蔡家湾

电 话 ：023-42461484 传真：023-4246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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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社是中共$:庆市委领导下的新M 机构。近年来，敢庆 

曰报社得到迅猛发展，主 办 了 庆 日 报 》、《重庆晚报》、《度庆以 

报》、《重庆经济报》、《消费导报》、《健康人报》、《体ff报》和 《新 

女报M 暂定）8张报纸和一个M 站—— 华龙M , 辖印务公司、广告 

公司、发行公司和影视公司。报什印务有限公司年印力已逾10亿 

对开张，是W 家定点出版报纸书刊的综合印刷基地。报社还代发外 

报 70多种，自办发行M 络不断址全，报纸辖射面、投递速度等指 

标均进入全a 同行的先进水平。

在办报实践中. 逭庆日报社始终把卨举邓小平现论伟大旗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r位。加强指导性，增强 

权威性，提卨nj•读性，把“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落到实处。 

紧紧围绕全市的工作大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 

的方针，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积极推动以“弘扬红岩精神, 

猶造当代取庆人”为主题的S 庆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为取庆市改屮 

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輿论环境。

近年来，报社党组一班人带领全体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报社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报纸质h〖不断捉A',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为报社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坫

础。1998年和2000年,重庆日报 

社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报社符理 

先进单位。

立足重庆直辖市，参与西部 

大开发，重庆曰报社将肩负歌大 

历史使命，努力搭起觅庆与全国、 

® 庆与世界的桥梁.坚决完成1 ‘内 

聚人心，外塑形象，拓展知识.陶 

治情操”的光荣任务。

重 庆 日 报 社

照排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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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电 视 台
重庆屯视台于〗958年筹违，1961年经市委宣传部批准幵办忒验性电视台 

并用无线试播电视节H ，1970年选址逑台并开始转播中央电视台节H, 1981 

年 10月正式开播自办节H, 1998年 10月1日，实现卫星传输。

改革开放以来，聖庆屯视台的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自.辖近叫 

年来，重庆电视台在自觉地探索IU视频道的文化教育品质和特征的M 时，针 

对信息产业口新月异的变孕:Hi媒体多元化竞肀格局，不断加人机制改中和创 

新力度。1997年，实施了 “以质镇为中心、以管理为依托”的包穴七大子系 

统的系列改革• 2000年’我台提出“创新名牌、创新机制、提髙效率、提高 

效益”的指导方针，在宣传部门进行了“责权利三配袞、质■投入双挂钩”、 

在管理部门实行了 “奖优罚劣，奖勤罚懒，提岛效率，提卨效益”的笫二次 

机制改¥:。两次机制改革实现了专业分工，锒合了生产资源.激发了创造活 

力，极大地f-富了荧屏，繁荣了创作。重庆电视台节目设a 立足于长江t-.游 

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根植f 巴渝本土文化，取w 于全闺及海外友好交 

往的国家和地区，《重庆新闻联郴》、《八频道新闻》、《中w 两部幵发》、《三峡 

大移民》、< 拍案说法》、《雾都夜话》、《龙门阵》、卫视周末版等视野广阔，信 

息丰富的节目犹如朵朵奇葩次第盛幵。重庆电视ft电视剧创作蒺柯时代楮神 

与本土文化并举的传统，有《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K 《新华方面军》、《突 

出重围》等一批荣获“ 6天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的电视剧 

佳作，以及《爬坡上坎》、《搁得平外传》、《空了吹》、《街坊邻居》、《奇人安士敏》等极富地域文化色彩和生活气总的方言 

电视剧，黽庆电视台制作的“双重喜庆—— ® 庆:h视、香港风凰n视99新春贺岁特别节目”、“欢乐之夜禰不停—— ® 庆各 

界迎新千年活动大型飪播竹目”、“追逐太m ”、**走进两部”、“迎接新世纪浪漫激情夜”等大喟节h 也在全闲屯视袢q 广大 

观众中 •有盛誉。

目前I e 庆电视台下设14个部门和~ 个实业总公司. 职工总数608人，装备有先进的现代化制作、播出设备喵功能卉 

备的大型演播厅。自办节HI两套，日均播出38小时，日均自制节目从丨20分钟增如到400多分钟。设备资产从4000多万元 

堉长到1.4亿元以上，广告收入从3600多万元增加到2亿元以上。P.垠频道节目已在全国26个省会城丨tf、193个地级l|J和 

数fl'个县级城市落地，收视人[J 2.3亿。本地il了场占有率从不到10%上升到40%以上。2000年. 向中M 黄河电视台、风凰 

卫视欧洲台、北美台送播竹目共1250分钟，向中央电视台发送新M 3 1 8条 ；电视台全年论文获台外各炎奖项18项. 77个 

节目获92个省级以上奖项，其中，荣获国家级政府奖的节目共13个。有1人荣获全国“西佳新闻丄作荇”称号，3人荣获 

全国“百佳电视工作者”称号，3人荣获全a  " w 佳老新闻I 怍者”称号。

据B 家统计局所属北京美兰德调齑公司2000年全ra b星台收视率调迕，重庆丨』视节目的观众人数在1999年的坫础上 

增加30%,增长幅度居参L3•调査的P.视频道之冠；明确衣示“喜欢”电庆电视台节目的观众比例高达35. 2% , 列参与调杳 

的 H视频道第一位。歌庆H 视的观众文化程度及人均收入水平亦普遍较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观众比例在参与调奔的E 

视频道中名列第一s

承庆电视台正致力引领资讯互动，承传巴渝文明，诚腿凭借i 庆ft辖的机遇和掙® 绚册的巴渝历史文化所陚f 的独特 

魅力，& 得祖国各地和海外广大观众的不尽关爱》

重庆电视台全景

我台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拍摄 

制作K同饮一江水” 2001年春节特别 

节目晚会现场

春节期间，市长包叙定来到重庆 

电视台视察工作，看望正在上班的工 

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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繾庆统钟年鉴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贲任公司于1995年山原长安机器厂和江险机器 

厂合并而成，公司现有总资产108. 6亿元，员工2.2万名，占地面枳1759 
万平方米。

长安公司作为中国特大型“军民结合”型企业，为国家常规氏器重点 

科研、试制、生产基地。1958年成功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46型军用越野吉 

普车。1982年开始“军转K ' 引进日木铃木微切汽车技术.幵发生产微 

型汽车及微车发动机，经过20年的发展，创立了一代名车“长安牌”微甩 
汽车，和一代名机“江陵牌” 微乍发动机3 汽车生产现已形成五大系列 

七十多个品种.微车发动机生产已形成三大系列十多个品种,企业集冲压、 

焊接、涂装、总装、检测机车一体化。公司也是国家科委863/CIMS主题办 
批准c m s 技术s 点示范应用企

长安公司以“点燃强国动力、承载窗民希望”为企业理念，在产品上 

始终坚持求新、求精的精神。进入2000年长安公司又提出了 “抓住机遇求 

发展、深化改革转机制、夯实基础强管理、‘五大工程’重落实、销车力争 
20万，收入突破70亿”的经营目标》截止2000年底，长安汽车已累计产 

销91. 9万辆，成为中国经齊规模最大的微型汽车生产企业。去年.长安公 

司及时推出100辆 “长安之星”全国巡展暨“与八十万用户心连心册务万 

里行”大行动，极大地拓展JT长安汽车市场，全年共实现丄业总产值95. 8 
亿元.销饵收入80亿元，同比增长43. 6%和23. 8%,生产汽车203127辆，同 

长安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尹家绪 比增长18. 8%,销售汽车197305辆.同比

增长17. 39b,市场占有率达28. 6% , 产销 

居微乍行业第位，汽乍行业第三位. 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长安品牌经评估，其价 
值已达32. 4亿元人民币。

长安公司的发展得到r党和is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江泽民、李鹏、杨尚昆、李岚 
淸、吳邦国、曾庆红、旲仪、邹家华、彭佩云、田纪云等先后视察长安公司，并对公司的 

发展寄予厚组，李鹏亲笔题网勉励公同“嗒持滚动发展，振兴长安汽车”。

公司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枯神文明、企业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曾荣获“全 
H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全国模范职I：之家”等20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2001年是长安公司迈向新世纪，迎接中国加入WT0新挑战，实现“十五”腾 11的第一 

年。公司将继续以改创新为动力，以“汀大丄程”为重点，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结构 

调粮为主线，以加强管理为手段，以提岛效益为根本，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开拓创新，

提升“六大能力”，实施“四 大 调 整 实 现 “九大突破”，明确营销是第.牵引力，质最 

是第影响力，成本是第•盘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推动力，形成公司新 

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经济运行质M:。公司2001年的经营方针是：改革创新快发展，

精益管理電效益: 多元经营抓调整,“五大工程”夯 实 力 ;打  

好 “十五”第一仗，收入力争达百亿：为长安公司“十五”经 |

济 的 个 酬 兴 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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譫庆统计年籩

中MSI陵集团是以资产联结为纽带. 集科、工、贸、服务于一体的军民结合型国家级大型企业集Ifl。银丨fl本部占地2平方多公甩.总 

资产逾40亿元。主导产品有军工产品、民品“嘉陵”系列摩托车、助动车及其发动机，兼有汽车、农用机械、光学产品、体疗及民用猎 

枪等产品. 康营外贸、房地产、酒店、商贸等领域.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30多家，协作企业300余家.形成/**以车为主、 

多元经荷”的发展格局，是中国兵器行业和摩托车行业最大的企业集团。

中M 筋陵集团1979年军转民开发生产了中国第一辆民用摩托车一 “痛羧”牌嚀托车，198丨年率先*i H本本田公》1开展技术合作,

引进本田的先进技术，1987年姐建中国嘉瘦集团.1991 

年成为国家首批试点企收集H1, 19_95年“中W 痛陵”股 

票上市。中国嘉睃集团妗过近20年的发展.収得JVli片 

的业绩，引导和促进了中W 窄托车行业的形成y发展• 

大力推动了重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㈣家和地方作出了 

S 要贡献。1995年，痛睃集[fl获得CS家颁发的-中W 摩 

托车之王”称号，还先后荣获“全W 优秀企业' “全 

萌i 效益型先进企业”、“全丨II用户满意企业"、“资倌等 

级AAA级”等荣誉。集团本部是GJB/Z9001盾量体系、 

IS09001质量体系、IS014001环境体系认证企业,"痛 

陵”牌摩托车、猎枪弹是中因名牌产陵”是埽托 

车行业第一个被评为中W 驰名商标的品牌.2000年经北 

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wl对屮W32家緻打价值品牌的if 

估，*■嘉陵”品牌价值达到28. 6亿元. 创历史新商.保 

持中国摩托车第一品牌.
集团现有8种排i: (35-150ml) 100多个车沏.祺 

计产销嘉陵牌摩托车1100多万辆，占全H3濘托车保有« 

的1/5以上，现己形成年产车200万辆和发动机200万 

台的能力。集团具有强大、完饵的开发、生产、背销体 

系，拥有国际先进水肀的摩托车发动机、化油器、磁％ 

机、车体及油箱冲压、机器人焊接、涂装、压铸、热处 

理、总装等到生产线和CM1/CAM/CAE设计制造中心、粮 

车及发动机质量性能检测中心，工艺技术先进，装谷I1 

段完备：集团在全W 各地it 4 了 30多个荇销服务中心. 

近4000个终端网点.形成]"规范、受控、庞大的背销服 

务体系，摩托车形成了二、四冲程. 笮、双缸，风、水 

冷，高、低梁，太子、踏板，公路、越Sf,环保等车S  

并举，高、中、低档次相结合的“痛陵”嚀托车潸系列• 

“靡陵”牌摩托车已出口 50多个W 家和地区.

1996年以后，嘉陵和令W 其它国有企业一样.面监 

着买方市场带来的许多挑战。以何世斌为贳的中W 痛陵 

集团新一任领导班子秉承“团结、创新、求实、求精”的 

嘉陵精神，在准确分祈市场和自身情况后，果断地提出 

用三年的时间实施令方位的战略结构谰粮.通过相心组 

织，严格落实，主动适应了电场，在行业市场低述的情况下，异军突起，进入新一轮良性发展的轨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十五”期间，嘉陵将坚持“产品系列化' 经营多元化、市场国际化.管押现代化' 企业集W1化"的发展方 

向.实现摩托车主业的升级换代，实现年产销摩托车100万辆以上，年销售收入50亿元以上，摩托车市场占宵率达到丨热以上：垴捋和 

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以实现集团产品结构、经营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优化。大力增强集团综合实力，积极实拖跨W 经灼战略.将痛陲诖成具 

糸竞争能力的大窀企业集团•

中 国 摩 托 车 之 王 一 中 国 嘉 陵 集 团

O
I
M
I
J
V
l
r

▲
▲



CHOlVoCIN35TATI5ICAL Y E A R B O O K  2001

重庆统计年鉴

重庆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 庆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成立于1995年3月，是住房公枳金的主管部门，代表市政府对全市房 

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按照“房委会决策、中心运作、银行专户、财政监督”的原则，负责全市房改 

资金的m 集、支付、核算、使用和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等管理1:作，对各县（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进行业务指导并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

“中心”成* 以来，积极推行住房公枳金制度，从1995年7月开始试点，1996年8 月全面推行， 

1996年. 茕庆市被列为IS务院房改办住房公枳金规范化M 点城市之一6 研制开发了 庆市公积金 

信总管理系统”,通过与四家公积金承办银行36网点联网运行，实现了公积金记帐、核算到职工个人。 

与此同时.“中心’’还加强了对公房出售、集资建房、住房补贴等资金的管理.住房资金管理实现了 

规范化、科学化、电算化。

截止2000年底，全市粜计!H 集住房资金159. 8亿元，支持和参与住房建设达3517. 18万平方米， 

新建住房58万套。通过盘活存S 资产，调粮了职J:消费结构，有效地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加 

快了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进程，促进了全市经济发展。 '

重庆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庆市住房制度改¥:领导小绀卜为我市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竿: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2000年，被评为全国房改先进宇-位。

房 资 金 管 理
aging ( m m  of housin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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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庆统计年鎏

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视察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中心工作场最

地址：渝中区人和街74号6楼 

电话：63651163 

传真：63651189 

邮编：400015

‘中心”对工、建、农、交银行公积金业务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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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鉴

新招生考试办公楼

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实现我市 

八大任务”的奋斗目标。我们相信，这一目标一定会顺利实现，我市招生自 

考工作一定会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茧庆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5i会）是 
重庆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高等教肓自学考试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是市政府设置的部门管理机构之一,是重庆市教委管理的负责大学中专 

招生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副局级行政机关。内设综合处、烀通高 

等学校招生处、成人高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处、自学考忒计划和命题处、 

自学考试考务考緖管理处、财务处六个处.计算中心、招生自考信息中 

心两个直属处级事业单位。

直庆市直辖后我市的招生自考工作发展迅速.为把我市的招生自考 

工作全面推向21 W 纪，市招委、市考委、市教委在重庆直辖之初便提 

出了 “127计划”，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到2000年使我市的 

招生自考工作要赶上全国先进省市水平，并在某些方面处F领先地位, 

在理论与实践上形成鲜明的1；庆特色。三年来，“〖27计划”基本付诸实 

现。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稳步扩大.网上录取工作获得全面成功.商职招 

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普通中专招生在新形势下知难而进. 积极开 

拓进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较好地完成了招生计划：成人高校招生规 

模发展迅速，规范化管理成效ii著：自学考试开考专业、开考课程、开 

考种类及报考人数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从专业管 

理向课程管理过渡的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少儿N〗T、成人NIT、 

剑桥少儿英语等各类社 

会化考试起步良好，受 

到社会各方面的好评.

面向新世纪，重庆 

市招办提出了 “解放思 

十五’’期间招生自考工作

在改革中奋进的重庆市招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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耋庆统计年鉴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是由重庆市委主管、市政 

府主办的大m m 合性出版社. K:前身是 

1950年组建的西南人民出版杜, 1980年恢 

复现名，现有在职职X319人,其中党员168 

人，高鈒职称彳7 人，编！ 123人。下设政 

经、教育、科技、文艺、文史、少儿、澤著、 

旅游、美术、朽艺、重点、电子茳像等煸辑 

室，主办有《应用数学和力学》（片名科学 

家钱伟长任主编)、«假日时尚》、《农家科 

技》杂志和《旅游新报》等三刊-报。W 外 

还有文化艺术经赀部、倍息技术a  m 公司、 

第三产业等部门。

复社以来，平均年出B 1200余种,再 

版率达50%左右。20年来没有出过- .本坏 

书，多次受到中rt部和新闻出版咒领异的 

岛度评价。该杜率先于1988年在全国出版界设立了“百万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基金'  到2000年底，已投资丨50多万元， 

出版了近100部科技专著有的书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1999年10月，钱伟长到该社视察, 称这些专著都是“含金软”很高 

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图书,2000年，重庆出版社又出资设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I*:义研究学术基金”，资助出版H 内外有 

关冯克思主义Si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著作》截止去年底，芾庆出版社荣获了 W 家所有图书大奖和丨100多种省、部级以上的 

各种奖励。如1995年江泽民总tJ记将该社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15系》一 15 (苏联卷）赠送给叶利钦总统，该杜党政 

军紧紧_ 绕各个时期的中心I:作出版了大批弘扬1:旋律的图丨5。里庆出版社先G la60多个H 家和地区辻4 了版权贸鉍关系。 

曾荣获“四川省先进出版集体\  “课前到书先进集体'  “童庆市先进集体”、“重庆市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知 

识分子I:作先进单位”和“市阔林式单位'  最近又荣获了 “歌庆市苜届职丄职此逍徳十佳单位”和“軟庆市粘神义明优秀 

团体”等光朵称号，并先幻三次被W 家新闻川版署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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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重庆市管理局

2000年，民航中:庆市管理局共安全保障各 

类飞行6.2万架次,其中起降飞行3.6万余架次,飞 

越 lS.fr2.5万余架次,分别比去年同期增1C2.6% 、

1.2%, 4.5%,无飞行事故、空防事故、航空地面 

故、氓特大交通中:故、呎特大火灾囌故ftl长行 

If故怔候发生。矜 I』I J1:保障fi■九 治 安 、夂通 一 1  _v , ： •

秩)t m  K、,急 救 拨 _中  ioo%.通丨r,、'.(象、 ” . I
航行情报等服务准确、及时、尤差错。旅客例丨： , .  w- * ‘ - 一 . - 1 丨-

k\ 278 /j k次 （发 f J- !,.i： 121 )j次)。货邮仞I- 7.5

公司有25家，臟 的 翻 外 獅 达 50个， ...欄丨丨丨•‘

民航i 庆 前 •删 雛 2000年以开展“管 * ^ ；i 4 t a i ^ t f i ^ ^

理年”活动为契机，苦练内功，大力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范围，强化企业管理。通过了中国船级社认证公司丨S09000 

质t 体系认证。<民航取庆市管理局规范化管理手册》顺利通过了民航西南管理局的第-次符合性认吐。其航空符制服务、 

旅客地IW运输服务、货物地面运输服务、航班保障服务受到27个国家认叫，被闲际认吋论坛多边承认协议（LAF/MLA)鬼 

闭承认。

民航t 庆市1?理局在市内机票销忾中心安装了离港系统，开展了44异地值机”，使无交运行李旅客尖票后即"J■办乘机 

手续，为旅客提供了史快捷的服务。机场增设了 “国际行李中转联运”、“破旧行李以旧换新”、“送航申保险1：门"、“过站 

旅客粘贴知U只”、“购柴VIP贵宾卡”、“好,购 条 龙 ”等新的服务项目。并为旅客提供免费行李推午:。承芯每个航班到达以 

后，笫 •件行李交付时间不超过]5分钟.

民航®庆市锌玴fci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二000年.完成了飞行区扩5£ 、联检厅、候机楼隔K  

出港厅、到港厅、行李提取厅、行李分检厅、安检通道的改造1：作。其中，飞行K 扩建丄程包括新增 '条长2800米、宽44 

米的甲•行滑行道，停机坪新增13万f-方米、9个停机位。该丄程竣X 后，飞行区安全保障能力大大提萵，在®庆市人民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K , 民航逭庆市宵理局还顺利启动了第二航站楼工程。

. 0 0 0年，民航f:庆市管理局以其优异的工作实绩获得“ |R庆市最佳企业形象”、“歌庆市文明申-位五卜佳”、“氓庆市 

计最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二公安派出所、机场交蒈队、候机楼总服务台被评为"全国育年文明号*% 12个基层岗组、13台 

航班车被授予“ fi庆市文明示范岗（车）”。

办理无人陪送儿童的空运业务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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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畨

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
电庆市经济信息中心足屯庆li丨政府重府发[1984]133号文件批准成立 

的H 甩庆地区经济信息芥洵4 分析颅测、重庆市闺民经济和产业信息系 

统建设、计算机应用与开发、信息管理与培训的工作机构。是重庆市发展 

if划委W 会I t I N k 单位，是W 家经济信息系统的钉机绀成部分，足IE庆 

lUfim产、丨k领诗小组成IA及办公宰成员申位，也是重庆市信息协会所在地。

重庆fff经济信息中心与各区县(自治县、市)信息中心-起组成7 重庆市 

经济倍息系统。中心现有职丨:80余人，涵盖经济、信息忾洵及计畀机等方 

面的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拥有固定资产4000多万元, 是 -支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团结战斗的知识、

技术密集型队伍。

作为利用三期曰元贷款建设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的F 项目单位, ®  

厌市经济偵息屮心经过儿年的努力，全丨(丨丨逑成rifi庆经济估总w , 依 

托先进的网络平台，开发了宏观经济数据厍、招商项h 数掂库、企仆 

产品数据库、法律法规等多种数裾厍，以及宏模预筲、数掂挖掘等软 

件，提升了经济预测、监测分析水平，突出了计k 经济的特色.为政 

府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重庆经济倍息M 平台上，还幵发iT设 

7 《中国重庆招商网》、《中国西部幵发网》、《重庆市建设项目招投标 

叫》等多个政府M 站和《隆鑫集丨fl》等多个企业网站，以及《偯息协 

会》、《软件协会》等协会网站，M 站内袢不断宁•富，深受社会片界的 

关注。中心通过多年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耕枳尜了七对的系统染成、

中心主任易小光与英国专家洽谈合作项目 _  H  r! 1:11 w  (Rfl (M n ；i/j ft ̂
统，广泛应用

于政府机关和企事业中.位。4 此问时，还举办了多期公务员计菸机 

培训班，计算机职称考试培训班、信息技术与信息经济培训班, 为 

本地k 的倍息化培训/ 数r 名人M 。除此之外，定期召开的经济分 

析联席会.政府政策信息发布会，促进了政府与企业的沟通，荇力 

地推动了全iUW民经济和丨I:会信息化进程。 .

回顾® 庆市经济信息屮心卜七年走过的历程，硕果累累，成绱 

展屮未来，在闽家ini速N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重 

庆山经济倍息中心iE面临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同时 

也将们负宥史加神圣IW4U •:的历史使命。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全体 

M 丨:将振夼粘神，扎实进収，求实创新，为全面推动我市闺民经济 

和社会信息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重庆市经济倍息中心办公室 电话：67865731、67850698 (传真）

下设机构：经济咨询研究中心 电话：67712235、67850047、67850700

重经网网络管理中心 电话：67865730、67865729, 67855869 

重庆经济信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电话：67865732、67862819

重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67855872、67851902

I
I jtjwi •  mmttm

JE9L 麻----=-•
• — |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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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电力建设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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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鉴

重庆电力建设-公司创建于1978年,是重庆电力公司卜W  

独立核算的施1:企业。公司现有职工593人,其中E程技术和各 

类管理人员近200人,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74人,初级职 

称86人。拥有大小乍辆30余台,各种大型施I：机具设茶57台* 

固定资产2740万元. 公司下属6个分公司, 各分公司都是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公司自1993年取得建筑安装二级施1：企业资质1?级后, "J 

承析30层以下，30米跨度以下的迮筑物. 以及岛度100米以卜' 

构筑物的施工> nj•承祀220KV及以T 送 电 线 路 和 匁 级 变  

电站建筑安装（包括混凝h制品、钢结构制作及紀负逍路）1. 

程的施上, •承扔单.位工程造价600万元以卜让筑（包栝午:、船、 

飞机）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可承扪单机容黾20万允千K 以卜机组火电厂粮体建筑安装程的施1::⑷ 

承担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及辅助生产设施的建筑、安装和基础工程（包括大坝、电站 

厂房、引水和泄水建筑物、过坝设施、战础处理、$ 截流丄程、砂石料生产、水 轮 ，

发屯机组、输变电的达筑和金W 结 

构设备安装, 压力钢锛、闸门制造 

安装•，堤防加高加固、泵站、涵洞、

隧道、施工公路、桥梁、河道疏浚 

工程）的施工。

据不完全统计，我公司先后架 

设高压线路585. 6 公里，组立铁塔 

595基，立水泥杆1836根，并对58 

个变电进厅了电气安装，共计安装 

主变52台。新建和扩建变电站士建 

工程80所，其中220KV变电站11 

所。新建和维修民用住宅25幢，0 前，大溪沟30层的集资住宅楼已交付使用。2000 

年8 月23日，由我公司承建的、建筑® 枳达3万多平方米的29层智能化建筑一承 

庆电力大®正式交付使用，它是0 前$庆市自动化程度敁高的智能化边筑.被■£庆 

质麗监督总站最终验收为优良工程。到口前为止.公司累计完成房屋逑筑rfri枳33. 8 

万平方米，工程优良率达95. 75%,并获国家二级档案达标企业。近三年，公司年产 

值连线突破亿元大关。

从1994年起，公司实行微机管理。现在，全公司共有微机70台，均已联网。各 

业务部门实行专业化软件操作《 1998年，公司及分公司的办公场所奉:新装饰一新，

配备了现代化的办公设签。

堪持质虽第-，强化质輩:管理，提高企业粮体桌质，用高标准规范自身，向社 

会奉献高品质的工程和产品，是我公司贯奉行的质黾方针。为使工程质和企业 

的管理水平跨入国内同行业先进行列， 与K 际接轨，我公司决芘从2000年起推 

行国际1：通用的IS09002质ft体系标准规范公司的管理，保证工程质敏。0 前该项 

工作已完成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人员培训、企业贯标、内部审核笤阶段的工作，

预计2000年 10月我公司将通过IS09002质最体系认证。

在成绩面前，大家不骄不躁，继续保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电让人粘祌= 全 

体员1:正以令新的ffl念.饱满的热情，现代化的宵押高标准的要求，弓社会各界同 

仁一道• 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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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庆烟草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足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现 

代企业制度运怍的商品流通企 

U 耍负责全rtf的卷烟经荇, 

于200丨年1月1 n 起正式运行。 

预计公硐年销抖卷烟76万箝，实 

现销售收入40亿元，利润1亿元。

公司严格进循“统一领导, 

萌良管理，祭卖专营’’的国家烟 

草专卖制度，突出“一耍规范，二 

要改革, 三要创新”的行业丄作 

取点，现已对全市42个分、K 县 

(市）烟草公司卷烟经营进行统 

-管？I ,并逐少实行“集团化经 

fV,集约化符坪”体制，实现规 

模效益。

^ iF̂ BGiSfir

C 中 国 烟 萆
C H I N  ~A —  T O B A C C O

■•资 .r̂ - ^r. -X

./. , .j

面貌一新的营销网点

■

公司大胆突破传统科销理念，广泛 

采用先进、科学并413际接轨的齊销模 

式，现已初步建化起以芩料经烟户为对 

象，以全面访销配送为；段，以计箅机 

网络系统技术为支拧，以满足市场耑求 

为目的，覆盖全市40个区县（市）公司 

各街道、各乡村的卷烟营销网络，为及 

时向消费荇提供优质的产品、实现企业 

与市场的共融提供T 保障• 同时公司还 

枳极探W 发展多元产业，现己涉足倍息 

科技、广告策划、运输紀送等领域，并 

初见成效。

公司办公大楼

公司总经理： 

公 司 地 址 ： 

电 话 ： 

传 真 ： 

邮 编 ：

高兴华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1号

(023) 62967061 

(023) 62967062 

400060

全面访销，全面配送

腾飞的重庆烟草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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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开 

M-的县级供电企业，1998年 1月 18 U  

由原开11•电力总公司粮体改制而成  ̂

主要从事发供电生产、输变电工程设 

计施丄、锅炉安装维修、电控设备制 

造、电力物资销售^公司总股本为6888 

万元，下辖屯厂、中集电厂、供电公司、 

修试）’、治理厂、天水电站、红花电站、 

芭蕉滩电站。关联企业釘吹庆天峰电 

气苻限公司、开县送变电工程有限责 

任公岣、幵县电力锅炉安装有限公司、 

佛山新龙诖陶（$:庆）有限责任公司。 

供电M 络阐盖全县99%的区域，自成供 

电体系。

董事长席天德同志改制三年来，公W 在艰事长、总经 

押席天徳的带领尸，抓住改¥:与发展两

大主题，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带动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现己发展成为以发供>U为 主 鬼 屯  

设备制造、屯力物资销估、电力工程安装、工业与民用建筑及迮材生产于- 体的综合增企业。公岣连续三年被评为 

开县“工交企业生产经营考评一等奖”；1998年被If为万州区“管理一档企业”、“十强I：业企业"、“优秀企业”、“先 

进党组织”、“文明单位”t 1999年被授予重庆市“九五”立功奖状、“农行特别信用企业”、“设备管理一级企业 

2000年被评为璽庆市“三五普法先进集体”、全W  “设备管理优秀企业”。中集电厂被评为重庆市“文明黾位"。2000 

年，共实观产值10880万元，销售收入17550万元，税金丨580 7J元，利润1500万元：总资产达3. 29亿元，资产负 

债率48%。 ■

_ 教7予重皮德表电力II铪有陳备蜗

秀 企 A优

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 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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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譽 發 書

增 值 税一般纳税人

68974555, 6的74577， 68974599 

68974166, 68974031, 68974173 

yaraco.com 

401254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总机：86 23 68974407,

传真：86 23 68974766,

国际互联网：http：//www.

地址：中国重庆长寿县 

公司现任董事长：刘家荣先生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厂长）

现任副董事长：麦克唐纳先生 

(英国BP阿莫科化工乙酰部总裁）

现任总经理：陈小波先生

直线电话：023-6的74490 传真：023-68974766

现任副总经理：韩力先生

直线电话：023-628034卯

传真：023-62914872

公司市场部：重庆扬子江假日饭店21楼 400060 

电话：86 23 62803469, 62803370, 62803372 

传真：86 23 62803373，6291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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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重庆荣事达洗仅扒街限公司是中w 莕名的 

综合家屯制造商—— 荣琪达集闭在安微符外唯 

一的全资子公司，是有20余年生产历史的、西 

南地K 最大的洗衣机制造企业，“重庆工业五 

十强”企业之一，拥杏中W 驰名商标“荣亊达”

和重庆著名商标“三峡"两大品牌。现有员I:

1000余人,拥有各种现代化的生产设茁和专用 

精密模具，具有年产洗衣机50万台的生产能 

力。

公司以“相互?1C迅、互惠互助、共同发® ;

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

的“和商”理念为核心，以实现“办 •流企业、

创一流品牌、树 -流形象”为目标，以“一切 

服从和服务于市场”为 宗 全 面 贯 彻 “零缺

陷”管理思想，+ 断改笮创新。公 司 货视质黾为企业的生命，对内按照国际宄进的质W 管理方法进行产品质以符理和 

控制，并通过了 IS09002质W;保证体系的认iiE.使产品质量得到可靠的保kli;对外全而推f/视用户为樹农的“红地毯”服 

务 . 提高服务逋解除用户的G 颐之忧。1996年6/1 ,公司的售后服务中心荣获中III质W 宵押.协会用户委坫会帘定的 

101家“全国优质维修服各网点”称兮；企业及产品被_$庆市技术监替局评为“99逭庆市用户满总企业”**99氓庆市用户 

满意产品”：被黾庆市消费者协会if为“99消费& 满意商品”，北碚区“S:合同守信用”企业. 2001年 1月，公司生产的 

“荣事达”牌和“三峡”牌系列洗衣机荣获M 家首批“产品免检”资格。

临新丨U：纪我㈤两部大开发和加入WT0的机遇和桃战，重庆荣事达的全体员工正以“11信、N A 、 强”的粘神，W  

结一心，不断地锐总改革，开拓进取，使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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鼸庆统计年璺

改革发展中的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烟萆工业公司办公大楼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公司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成的闲有多元投资匕体的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于1998年 11月8 曰正式挂牌运行。

公司现有职工4200余人，ft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7'业技术人员505人。拥 

有资产27亿元，其中，固定资产9. 2 亿元，所有荐权益8. 3亿元。年综合生产能 

力50万筘，是全国烟草行业36家®点企业和11家现代企业制度式点单位之.K  

重庆工业50强前茅。2000年实现税利11. 7亿元，其中利润2.8亿元。单箱税利由 

1998年的2026元提高到2536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丨S记吴应禄1994年 

波共w •团中央表彰为全m 十大杰出育年 

企业家， 1995年被全围总工会表彰为全 

11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

1998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货献的专 

家享受政府津贴。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贵任公司的成功 

组迮和规范运行,标忐卷亟庆烟草工业 

山分散走向集中，由各自为政走向一体 

经营，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优化甩组和保

值增值，实现了企北的集闭化管押和集 英国专家来公司进行技术交流

统一规范的公司产品促销活动

约化经i¥,被誉为重庆工业的“航空母舰'

血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入世挑战，重庆烟草工业公司曰益加快了技术创新的 

iP伐。实施改造项提岛装茶水平的同时，大力实施名牌发展战略。一是优化 

产品结构，成功开发天子、涔庆坨风呈样、金牌宏声、豪华宏声和金牌重庆等髙 

忾荇烟，改造了特制宏声、特醉山城等重点品牌，丰富产品朽次，突出品牌特色，

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二是改奔内在品质，着眼高起点、高标准、高技术 

等“三ft” B 标，围绕低焦油、低测流、低危害等三低主线，大胆采用科研成果，

把所存品牌的焦油含最部降到了 15毫克，拢前达到了全国烟草行业技术的要求。 

i坫椎动综合利用，在确保产品质的前提下，枳极采用新技术、新 L艺和新W  

料,大力降低垛辅材料消耗,提卨劳动生产率，

创造了挖潜增效的独特经验，宏声、山城已成 

为个国名优卷烟，龙风呈样作为全国名优卷'烟 

的推桴品牌。选入了全国烟草行业* 点企业，

系重庆市第一纳税大户。

庆烟草I 业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卷烟主业 

IS屮求进，多元产业超常发展的“双轮驱动”

战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改制组让r 宏 

声实业（集团）公司和华福公司，并以全资、

控股、参股等方式发展多元产业，初步形成了 

高新技术、房地产、饮品加工、宾馆旅游、卷 

烟配ilW料等fi大产业门类。2000年，多元产业资产总额达6亿元，年创.税利2000万元，力争2005年实现税利1亿元以 

t .进入:®庆J：业企业50强》

公司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卷烟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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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江 卷 烟 厂

厂长、党委书记李恩华铴谈“十五”黔烟发展

蓝图

黔江卷烟厂{| F 1975年，从建厂初期10余人的手丄作坊逐步发 

展壮大为拥釘职C 1400余人，厂区占地面枳13万平方米，资产总额 

近 10亿元.年产卷烟能力30万筘. W 家指令性生产U•划22. 2力钔的 

现代化卷烟加丨:企业。2000年实现I:业总产值5.13亿元,销售收入 

5‘47亿元;实现税利2. 36亿元,同比增长1亿元，其中利润1800万 

元。上交税利A 全K W 政收入的近80%,系黔江K W 政的i 杆企业。 

产品概况

该厂主要生产“朝天门”' “黔龙”、“小南海w三大系列产品, 其 

中 “朝天门”和 “幹龙”品牌系重庆市著名商标、名牌产品，主要销 

往重庆市内市场，部分销 

往四川、浙江、北京、辽宁、

深圳、西藏、湖北、湖南等 

地，同时出ufi•利、以色列 

等国，产品逐渐进入M 际 

市场。

技术装备

Hb U .该厂拥有邯年代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装备，主要设备达到国际-流水 

平。有5000kg/h的制丝生产线, PASSIM (帕西姆)、GDX2、长城、MK95、B1等 

先进卷接包装设备200余台（套、组)。

管理状况

该厂直坚持■•打基础、创名牌、抢市场、增实力”的经营方针, 弘扬“以 

质为木、以德为邻”的企业楮神，在深化改笮屮强化管理，逭抓产品开发和市 

场营销。在硬件方面采用i|'兑机管埋手段，实现了企#.管理微机化，/I:符现之 

道方厢，引入IS09001国际系列质鼋标准，推行以“严”字为特色的“立体” 

管理模式。

企业殊荣

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黔江卷烟厂一芮坚持守法经营， 严格执行企 

计划，视商誉为企业生命. 一直是“产品质《信得过单位”和 “公众信誉良好 

企业"，一直保持“全W 校范职工之家”、“if庆市50佳文明申位”美誉，啓获 

“全因遒佳经济效益企业”等荣誉称号，N 1997年以来位居“氓庆市I」业企业 

50强”前列。

发展目标

黔江卷烟厂投资3亿元进行的三期技术改造现己基本竣工，“ |•五"期木年 

税利将达6亿元。该厂在发展主业的同时，大力拓城第三产业，壮大企业实力， 

拟组述氓庆黔龙集团公荀，、丨k务横跨旅游、印务、饮料、储运等， 总资产2亿 

多元，年产值丨亿元以上，计划3年内运营上t|/。

新世纪、新希望、新发嵌• 届时，一个允满希望、充满生机、先满活力的 

现代化卷烟工业将雄踞A 巴渝人地，

弓!进的具有国际卷烟工业先进水平的 

GDX-2高速包装机组，是目前黔江卷 

烟厂生产高档香烟的主要机组

厂址：重庆市黔江区长征南路6号

电话：023-79222936 023-79222454 

传真：023-79224268

帕西姆fPASSIM) 7000型高速卷接机组 

的引进标志着黔烟厂进入了国内卷烟 

工业现代化、自动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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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烟草公司

巫山县位于® 庆rWi东端，地处长江氺峡与 

植塘峡之间，fj古 “上扼巴蜀、下控荆襄”，素有 

“渝东门户”之美誉。境内群山环抱,奇峰玉立、苍 

峡遍布、山宵水秀，自然风光旖旎幽深。早在两千 

多年前，宋玉的《高塘赋》、《神女陚》所塑的那位 

“a 为朝云、锌为行雨、钊朝鞟鞟、阳台之上”的 

电山神女便作为歧-、矜、美的象征走进人们心屮和 

艺术殿堂。特別足人文既观与自然风景互为点缀、

相映生辉的“三台、八景、卜二峰”和被李鹏誉为 

"屮华奇观”的小三峡等奇观绝景，惹尤数中外游 

人流连忘返，赞叹+l_L。 •九九六年接待游客138 

万人次.一跃成为全凼笫•旅游大县。巫山县烟草 

公切就座落在这片神奇的七地上。

氺山县烟填公"」fl 1984年组建以来，特别坫 

1996年以来在现任局长、经理、党组丨5记、法人代表黄元奎同忐及党组•班人的领导下，依 托 政 策 ，ft!抓Wffl、>'( 

练内功，本着“求实、创新、争名、夺利”的企业精神，在两烟生产、经营策略上以质丨:和倍忤为宗f t , 从 •个丨•几人 

的小公"1+断发展壮大，到如今，有正式职丄128人，（临时、季节丄近500人），下辖8个烟兑钐卖管理所（约赀站），13 

个职能科室, 1个车队（大小车辆二十-台），1个烟叶经营部, 1个金叶公司、40个卷烟批发网点、50个烟叶收_ 站（点), 

企业训仃固定资产4000万元，所有者权益达6500万元，两烟年经营总额1.3-1. 5亿元，年利润稳定在500万元，1996年 

以来连续五年为因家和地方年创税利2500— 3000万元，人平年创税20万元以上。截出1999年连续5年荣获蛀级以上 

“四好班子”、“文明单位”、“最佳文明单位”、“优秀企业”、“税利大户”** 一档企业”、“省鈒商贸50强”、“万州商贸50强 

第 •名”、“烟叶生产、收购宄进卑位”、“科技兴烟”等一百二十多块奖牌。公司生产、经俾年年上档升级. 成为’地乃 

兮取庆烟草行业颗耀明星。公wj从组述时的一穷二白，租房办公，到现在拥有固定资产4000万元，所ff芥权益6500 

力'元以匕特别是在移民搬迁中嵋起的现代化新办公大楼，不何外观豪华. 是新县城标忐ft辻筑，而且内部装饰、办公 

设 施 •流，中央空调开巫山之先河• 除办公大楼外，公司还建起了岛水准的职r 住怙楼群. 甸个职1:拥 符 •货宽敞、a  

的住房，职丄年平均收入达2-3万元，提起巫山县烟草公司，从及而符，有 '数据令外界人h羡轶之致. 巫山公tfj儿 

乎人丁- -部手机。t!l从实质看，巫山公尚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数据，128个职丄中有70名共产党员，一个党W 就坫一面 

旗帜，正是这一大批先锋战丨:，才是巫山公司发展壮大的真正动力。随苔移民搬迁，氺山公d 将以崭新的面貌，史加出 

色的形象，屹立在渝东，挺、>:在西部大开发热潮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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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益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 

国烟叶生产购销公司、重庆市烟叶生产 

购销公司、重庆市烟草公司黔江分公司、

彭水县烟草公司、歌庆烟草工业有PW责 

任公司和黔江卷烟厂共同出资，依照《公 

司法》构建的独立法人，隶K  F 重庆市烟 

草专卖局，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和运作，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11负责制^ 公 

司现有固定资产1.46亿元，占地面积300 

余亩，逑筑丨射枳丨.5万平方米。在册职丄 

152人，中专以上文化程度76人，拥有中 

级以上技术人才33人，其中高级职称2 

人。

公司现有年加工原烟60万枳的能力，

拥有当今国内外最先进的麦克它维奇打 

叶设备、普洛克特复烤设备和菲思本预 

压打包设备。工艺流程主要由预处理线、

打叶线、复烤线、碎叶处理线、预压打包线等五大部分组成. 另设选叶丄序• 打叶兌烤线屯控系统采用分段集中控制和 

车间监控管理集中控制相结合的方法绀成M M I S系统.该生产线f  1999年10月开始投产，经过两年来的生产运作，设备 

运行正常，产品质鼠稳定，各种I：艺质缺指标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得到宵岛、南京、蚌垾、深圳等全囷霞点骨丨加X  

企业的充分肯定《

公司地处以彭水为中心，半径）50公IE的|R庆市优质产烟1C,令丨丨丨常年种烟规摸为60〜70万m , 烟叶if划收购130万 

扔以上. 该地区年降雨爾丨200mm，日均溢度I6.5X：, 年F)照 I2 W M 3 0 0小时，尤霜期280天， 丨•.墣以黄壤为主，"丨耕ti 

深厚，冇机质卜3%, P H值6~7PPM,具彳『生产优质烤烟得天独厚的丨'〗然条件。近儿年来，陆莕烟叶生产牿体水平的+断 

提高，公司己与全国几十家烟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始终坚持“客户至上”的服务宗0 , 坚持“以质求生存、以 

市场求发展”的经营方计，诚挚希望与全国烟草同仁携手合作，共创美好 

明天。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倪益瑾(左二）

在重庆市副市长吴家农(左一)、重庆烟 

草专卖局局长张官金(右一）的陪同下深 

入重庆金益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査看一期 

打叶复烤工程建设情况

董事长：张官金（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总经理.•冯 文 超 （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

地 址 ：重庆市彭水县城 

邮 编 ：409600 

电话（传真)：023-78845866

重庆市市长包叙定(左三)在重庆金益烟萆有限责任公司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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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奋进中的东升铝业

在长江和乌江两大水系交汇的“榨菜之乡”涪陵， •个土机勃勃的 

企业耸立于长江之滨,创逑P1995年的屯庆市东升铝业股份A 附公ffj玷 

三峡库区淹没企业原涪陵钢铁f 搬迁结合技改的移民枰代企业。公W 位 

于距涪陵城区11公里的清溪钺，涪 （陵）_  <都）高等级公路横钳厂区， 

便利的交通运输、旺盛的人气托起东升钔业希喂的明犬。位 F 三峡库存 

区中心腹地的东升铝业那耸立在长江边h •排排雄伟的厂房犹如•逍伤 

NN的风景，展示着它不平凡的气势。

东升铝业是由原W 家有色金域总公司对U 支援：峡库K 的『[妞 

企业贵州铝厂与重庆市涪陵区有色金属丨:业公司、广西德H 铝业打版贞 

任公司、重庆市东印茶场、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71, 460, 000元。己形成2. 2亿元资产 

规榄. 年产电解铝锭2. 5万吨生产能力，并应客户需求生产铝母线、铝合金棒等产品。

公司自〗9 % 年分期分段投产以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利税逐年寧岛，2000年实现利税1718万元，其屮利润丨058 

万元，公if]在M 内间行业和重庆市的工业企业中享冇较高的知名度. 是重庆市50强 1:业企业之 先后安置移W 4 0 0多 

人，取得f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 锭铝" 被李鹕委员长誉为三峽庠区的‘‘九朵金花”，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 

叫忐视察时亲笔题写“东升铝业，三峡奇葩”。

“十五" 期间，公司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借两部大开发的东风，抓住机遇，加快企业改芊和 

发展it伐，到2005年左右建设成为年产50000吨电解铝，30000吨碳素，10000吨钔增W, 6000吨铸件生产规模.实现 

产值过8 亿元，销售收入10亿元，利税1.5亿元，其中利润1亿元的大型企业。

公司将加快股份公司上市步伐.力争在2002年成为上市公司，所募集的资金川沪让设采用先进的大甩颅焙W 丨:艺的 

新增屮产25000电解铝工程项目，汁划到2005年前竣工投产，同时述设为先进预焙梢生产1：艺所需原材料配佳I M , 年 

产碳^30000吨项口，计划同步在2005年前达产。着手规划铝咽材、铝铸件等技术含ffl:较高的铝深加工产品开发，在2005 

年前建设年产铝型材10000吨, 合金铝锭10000吨, 招铸件6000吨的深加I:项目, 形成电解铝系列产品。

“长风破浪会奋时， 云帆济沧海”，合荇新忡纪W 家实施两邡 

大开发的号角，迎接中W 加入WT0的挑战。在历史的机遇III丨明东歼人 

将以“突出以效益为中心，坚持发展才足硬道理；坚持两丁•抓、两f- 

都要硬：以科技求进步，向管现要效益：以人才为根本. 用品质,  

形象。”为指导方针，以“团结、务实、创新、发展B 的企业栩神，严 

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耍求，让立并不断完善产权济晰、权贵明 

确、政企公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把东升铝业尽快迮成运作 

规范、实力强大的上市公wJ。

电解铝车间

公司下属太安公司铝型材生产车间 公司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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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鉴

重庆涪柴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 ；庆涪柴丄业行限贲任公同是黽庆市涪賧区f:点企业、琅庆市13家行业“小 人”

企业，以生产摩托I 气缸体、发动机为主，以数敏多、品种令、质鼠好、销®:大、幵 

发能/J强而贏得“缸体大壬”的挂冠•

沐浴着改革幵放大潮的洗礼• 公司风_ 掩程. 顽强拼搏. 坚持“闭结勤夼，务实 

创新，水争一流”的企业精冲和“不安现状永争第一”的幵拓息识，矢志不渝地迫求 

高水平、高起点、规模经济、.墘闭化生产的战略U 标；把二峡移民迁建工程作为企业 

走向未来的切入口*抓产品质最促品牌的竞争，抓新品开发促市场的纥争，抓堪础管 

理促成本的竞争：“以移民搬迁推动发展进歩* 以掩井联合促进移K 搬迁'  投入1.1 

亿元巨资进行了两期技术改造* 从口本、美W 、德闽和台湾、吞港弓I进了具有®际水 

准的三座标测驗仪，•光谱分析仪和粗糙度仪和關度仪等检测以及立式加工中心等生产 

设备，建成了4条气缸体生产线、1条加丨:中心和1条净托车发动机装备线及现代化的 

壳瓚铸造、版力铸造生产接地* 本公州瞄准币场，幵发出霱求面广.通用性强的衔色 

和双金属气缸体5CH250M1.6个系列35个品种的发动机，•制造的摩托车已走出阈门•形 

成年产25万台发动机、_ 托乍5万辆、400.万只气缸体、1000吨压铸件的生产能力•

各项经济指杯每牢以15%的速度递增，综合经济效益fe；全国内燃机行处第2 3位.在全 

国建有2 0多家配g 企业和8 0多个销俜网点，产品铕ft覆盖面达2 8个省、市、自治区* 产销宰达9 8 % .本公司以资产为纽带• 走低成木扩张之路，旅并了 

4 户国有企事收啤位， 绀建了 6 家合资联背企业*盘活国有资产存傲2500万元•

企业占地面枳23万平方米. 资产总额2，2亿元，拥有高中初级苏类专业技术人员300多人，占员1:总额15%以 h * 抖打现代的生产和柃测设备1500 

多台（盤)•形成摩托乍发动机和气缸体以及轻化、建材、压力容器、锻铸、_ 輝、食品机械、包装盒等为t:导产品的生产规横化、产品多几化、经ff规 

范化，管殚网络化，大规模、小批_ 、多品种、多填地、区域化、专业化的产品格局：办公实现了现代化，培柴办公网络在管理h得到充分发挥• 企业 

获得了国家经贸委批准的产品自主经营进出口权，为 进 步 拓 展 边 境 贸 2000年 公 司 通 过 认 证 ，主导产品50'250M【.气缸体荣获•『(庆市名 

牌产品称兮，“涪柴”牌商标被评为“重庆市著名商标”，“涪柴”字号被评为“重庆市企业法人知名字号产i^CJSO-丨型发动机竹荣获机械电子!业部， 

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JH50发动机、5 0系列气缸体. JH70气缸体、FC90气缸休曾荣获四川酋工业品W 鉴会金奖，PC100气帔体、CY80气缸体荣获四川铕 

工业品博鉴会银奖- 企业曾今被if为中国翥羧摩托车集团公司质量保证体系A级申位，中闻建设丨:业集W1公司配件供应A级笮位• 公 竹 被 if为四川 

省先进企业、四川锊先进基层党组织, 重庆布和涪陵【X: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党和闲家各级领导人杨汝岱、郭树言、贺W 强、包叙定到该公劝视察. 给 

予了高度评价。

公司前身的涪择柴油机厂曾是一个资产不足5 0力的小型企业，经过儿卜年的励精图治，特别是在1998年颗利地实施改制和“移民大搬迁. 打过K：江 

去”的历史性跳跃、鈐越后. 各项经济指标均得到迅猛发展* 九九年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悄况F ，公司实现1:收J&产值（不变价）丨.55亿元t 产品销 

售收入9265万元：利税8 13万元s 比同期增长20%. 28.8 5 %和2. 8 倍；产销率达9 9 % .各型气缸体销糌将突破2 0 0万只大关. « 以来涪柴牌气fe体在销 

爾品种和 ® 最上均居全国网行业榜首，并连续四年保持了行业tt头兵的地位.维护了 “缸体大王”的美誉•

2000年面临摩配行业的严峻形势，公司主动出击， 瞄准摩紀啦场，把握哬场脉搏， 审时度势，抓产品、市场结构调粮• 大力开发新品. 拓展市场空 

积极扩大外贸出口，挖潜增效使可比产品成本下降140万元，废品损失减少123万元，克服了产品降价损失587万元、原材料价格卜.涨55万元的不 

利因素. 完成工业总产值（不变价）1.75亿元，产品销售收入9568万元，同比増长12.96%, 27%：实现利税383方元. 销俾各戢气缸体273万只、各啪 

汽油机6万台、嚀托车4000多辆•

公司始$ 以 “三个有利于”为指导思想. 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遒路。抓住西部大幵发机遇，坚定不移地走商起点、专#.化、大批吸、小规模、多品 

神的行业小金人的通路，肜成以铸坯、加X 及组装摩托车、发动机和通用汽油机零部件为体的专业化生产企业， 同时，实施“科技兴企”战略. 提幵 

品牌，瞄准入社* 积极參与国际市场，实现国际经济大循环。发挥专业优势幵发家用屯器伍缩机气缸体等，由以前生产单一用途气t o 体逐步向生产多tf

业、多用途的气缸体迈进. 力争在**十五”期间把我们气缸体的H 大竞1* 

优势再壜加个优势“门类齐全”• 到2005年发展奋斗的H 标是：丄业总 

产值达4亿元，镝®收入3.2亿元，实现利税2200万元，其中利润1500万 

元，主导产品气缸体产賺达750万只，各窀发动机总饊达22万台，摩托哿 

3. 2万辆。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西路 

法人代表：华援和 

邮 编：408000 

电话(传真)：728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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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统计年整

突出科技抓开发、立足管理抓基础，促进企业稳步发展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近年来,华伟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I -五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转机建制抓落实、学耶 

降耗练内功、科技兴企求发展，以质促销保效益”的指 

导思想，外抓市场，内抓管理.深化内部改革，狠抓新 

品开发，坚持走“科技兴企”道路，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使 

公司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能立潮头，-枝独秀，成为搏击 

巾.场的强在，促进了企业的稳步发展。2000年，公司$
现丨:、丨k总产值18861万元，实现销售收入14508万元，创 

利税1380万元，|nj比増长10% 。企业连续八年跨入氓庆 

丄、Ik企收五i•强，迮续八年评为萆庆市质蹑效益企业，

成为呎庆ft辖P 第 •批市级文明单位。

以改笮为动力，狠抓观念转变和制度创新，不断增 

强企、丨k活力；坚持以人为本，狠抓科技兴企，确保企 总参通信部陈局长来公司视察

仲发联；5劲 ： 以学邯降耗为主线，强化内部管理，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公司在 

深化改屮，狠抓科技兴企，强化内部管理中虽然做了 •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悒 

lJ 丨•.级管理部门的® 求及兄弟单位相比，还冇苎差距《在工作中，我们切实体会到，

发展I 迠feti道® ，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竖持科技兴企战略，向新品要市场，不断加强 

内部管向管理耍效益，才能确保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在新的W 纪，华伟公司将认真贯彻中央经济丄作会议精神，继续深化改串:，加大 

科研，技改投入，加强芾点项0 幵发，致力于市场份额+ 断拓腚，完善内部管理运行 

机制， 抓实丨'学邯钢，褚益求楮创名牌，走质景效益型发展道路，服务国防，冋报 

社会. 为发展国防I:业和地方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中 国 重 庆 北 碚  

电话：(023) 68243719 

传真：(023 ) 68243987 

电挂: 0014 

邮编：4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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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鎏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W 人民保险公司成i 于1949年，五十多年来以其萆 

越的品牌和强大的实力，皁誉海内外.成为目前国内最大 

的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目前，中国人保電庆市分公司业务范围覆盖非寿险市 

场的所有领域，开办有近100个险种，近20多昏来处理 

各类损案71万件，支付各类保险赔款24. 3亿元，为恢复 

企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人保网点遍布® 庆市各区县（市>.M 时开通95518 

全国统一服务专线电话.提供承保、理赔、咨询、报案、救 

助，防灾等一条龙服务• 面对入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 

S 人民保险公司正以积极的姿态，努力为发展壮大民族保 

险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程会场

n  ^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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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庆统计年螯

重庆高速公路建设 

“九五” 成就、“十五”展望

邑议曲肉出鄉人聰通湔黔（中.丨人芏岚州） a 速公

路、城市外环段上界高速公路23公II、北上四川

1 9 %年到2000年5年间，甩庆抓住旧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机遇，迈进交通让设发展蝻快时期，A 速公路1T设劣现 

总投资207.丨亿元人民币，通车路程由“八五”期的丨丨4公里增加到233公甩„

1995年，重庆幵工建设长85公里渝长高速公路（成都至上海的国道主十线一部分)：1 9 % % ' ,为紀合N 家ff//移

民工程，开工建设通往三峡库区的全长33公里的长涪岛速公路：1997中， 

抓住虽庆直辖契机，开工建设西南出海火通道渝黔（f(庆至祖州）高速公 

路 -期工程87公里高速公路、城市外环段上羿高速公路23公里、北上四川 

的58公里渝合髙速公路、

东西走向的6 8 公里公 

(平）万 （州）高速公 

路

到2000年，渝长高 

速公路和长涪高速公路相 

继建成通车，南 F北上大 

通逍也己轮_ 仞现，六车道的外环高速公路正悄然呈现在主城K 边 

沿…… “九五”交通述设提前实现市政府“五年变样”目标。

这期间，而对每年30至40亿元的卨速公路建设资金諶求，觅庆 

市交通委W 会组迮了 S 庆高速公路发展总公司（即现在的庆髙速 

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思想，大职招商引资，采取向国外金融组 

织和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出U:高速公路股权、合资经营等多种方式 

筹集建设资金147. 86亿元，缓解r 黾庆交通大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 

矛盾，保证了高速公路的噸利逑设。“九五”期间，重庆高速公路向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修路达41. 76亿元，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

“十五”期间，重庆将全面推进出U 大通道、国道主千线、重®

联络、省区市际断头路逑设，il成主城区绕城高速公路，初步建成 

以国道主T•线为骨架、省道一级和二级公路为主体的放射状快速公 

路网。2005年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3. 2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 

达到689公里，高等级公路占全市公路总甩程的19%。在 “十五”

开端的笫•年—— 2001年实现渝黔路一期工程童家院子至雷神店 

87公里的初通. 力争贯通笫一条绕城高速公路，实现长（寿）梁 （平）114公里高速公路、渝邻(水)高速公路54公111、 

渝黔路二期工程雷神店至崇溪河48公i|高速公路幵工逑设，加快万梁、渝合高速公路达设，力争实现呎庆—— 遂1'高

速公路幵工建设，推进连结都市圈外围组闭的第二条绕城高速公路195公甩公路 

的逑设，以及綦江—— 万盛—— 南川—— 武降丨•线公路的建设、完成闲逍319线 

涪陵—— 秀山段、渝巴路万州—— 巫山段、城丨3—— 开县公路改扩迮丄程，实现 

“8小时f:庆”的 “十五”交通规划R 标。

2020年，重庆市境内i 道总里程将达到1403公里，骨架公路网I.程6307公 

1, _T(庆将结束“蜀道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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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鉴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中丨甸仪器仪表行业最大的合资企业—— 重庆横河川 

仪有限公司（简称CYS) 由日木横河电机株式会社与重 

庆川仪总厂有限公司于1995年9月投资兴建 - 公司  

成立以来，发展迅猛，产品销黾以每年翮衔速度增长。

2000年公司人均销售额100万元，销售收入超过1. 5亿 

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CYS的i 导产品—— EJA智能式变送器采用日本横 

河屯机幵发的世界i：最先进的单晶硅谐振式传感器技 

术，足变送器领域最具活力的名牌产品，通过了中国电 

力部和化丨:部的认ffi, 2000年年销最已达30000余台，

2001年初义推出了新近幵发的处于世界领先水f•的旅备 

网络功能和信息处理功能的高智能甩产品—— AX无纸 

记录仪，使公司朝着产品多样化发展。该产品的推出，

不仅使CYS成为中闺最大的变送器企业，也将使CYS成 

为中W 最大的W 录仪生产企並。

CYS在上海设有分公司，北京设耔事务所，通过电脑联网系统协调沟通® 庆、上海、北京、日木之间的生产经营运作。

CYS于 1996年 12月通过IS09002质驗体系认证，2000年 12丨j通过IS014001环境管理认证。

CYS拥存一流的产品，先进的生产设茶，优秀的公司员L , 健全的质保体系，严格的企业管理，并确保CYS产品品®  

闻日本制品.同-•品质。

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CYS将以“质量第一，开拓精神，社会贡献”的企业甩念，向养史岛的的标迈进！

重庆总公司：重庆市北碚区三花石

Tel:(023) 68220100 68222629 68223505 Fax：(023)

上海分公司

上海浦东下南路唐家弄88号

Tel:(021) 58530801 58534172 58534678 Fax： (021)

北京事务所

北京东四十条94号万信商务大厦205室

Tel:(010) 64009396 84045122 Fax： (010) 64009395

68222501

5853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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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庆统计年整

i 合 川 市 城 乡 建 设 i• •

合川市久长路步行街J：程是合川市委、市政府2000 

年为民办20件实事项目之一,是合川市的标志性民心 

工程。久长路步行街全长578米，总|fil'枳 1. 56万f-// 

米，总投资1000万元，该丄程共挖运I•.石//4. 6 万立 

方米，砂卵石热M l 千余立方米，铺 设 花 56万 

平方米, 铺设雨污管道、自来水管道、电信管网等8种 

共计2600多米, 安装路灯40组、广告灯箱24个,设置 

不绣钢垃圾桶27个, 確成花岗石花台28组,花岗石路 

牌2绀。新建成的久长路步行街，丛•础设施完茶、迮筑 

格调高雅，文化氛闱浓郁，具侖较好的城市攒观效果。

合阳骷陵江大桥是经重庆丨丨/批准、合川市投资9950 

万元于1998年 1]月开工迮设的城tt/氓点祺础设施J二 

程，是合川市钓鱼城保护忡幵发达设及东渡片K 幵发U! 

设的关键项14 »它对丁•改涔我市城山交通、幵发钓龟城 

旅游资源及东部矿产资源、推进东渡片K 经济发展、实施城市化战略邡具有菹耍总义。

合WI寤陵江大桥结构设U•为连续三跨不等跨钢混凝上中承式拱桥，跨衿组合为58+130+200+130+58米，}{桥长646. 8米. 

桥而宽22.5米。桥型结构U 前为全国第一，技术耍求髙，施—L难度大。依照调粮后的设计工期，2001年 10 fj合阳鋁陵江 

大阱将让成通个:。

陆打合川i!J各项建设优® 措施的落劣， •掩屯庆北部地区中心城市,将 在 •:江奶I:的巴渝大地放紂出灿n U 的光彩。

合阳嘉陵江大桥

合川市久长路步行街购物广场



重庆市人民政府救灾办公室
重庆市为全国G 然灾害严取的地N；之一，自然灾害具有种类齐、数敏多、分布广、损失 ®、危害大的特点，是制约约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耍因桌、常年主要遭受干旱、洪涝、冰雹、滑坡、崩塌、地葰、森钵火灾、后病虫害、泥石流、水 

上流失、寒潮低温等『丨然灾害 ̂ 般年份，大多数区县（自治县、市）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年均1300万人受灾。占

总人口的40%。自然灾害造成的年均S 接经济损失50亿元以上。1998 

年遭受特大洪灾1835万人, 其中,成灾1290万人, 死亡439人, 房厘 

倒通47, 8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达72. 45亿元：1999年受灾987万人, 

其中.成灾698万人，死亡58人，育按经济损失达39. .1:}亿元。随#  

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子不断提卨. 社会财诂枳枳增加. I'l 

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呈增长势头。

2000年，我市遭受了雪灾冻害、森林火灾、干旱、风獯、暴雨洪 

灾、滑坡、崩坳等多种d 然灾害，多灾并发，中:复受灾，致使经济不ii 

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命财产朵受I ■,人损% .个 

市39个区县（自治县、市）、734个乡（钺>、1340. 66万人受灾, 其中■ 

成灾844.21万人》房屋倒塌22.72万间, 房屋损坏54.31万间s 死t: 

172人，伤病1.13万人: 农作物受灾909.4S千公顷, 成灾556.62千公顷，绝收82.62千公顷: 冲毁农ID5.27千公顷, 粮 

含减产74.03万吨：夂通、itirt>电力、农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大ft损毁，丄商企业、学校、医院等受灾严啦. （1接 

经济损失59. 98亿元，

市委、市政府岛度承:视救灾丄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和发动全市人民战胜自然灾害，令曲完成了灾后氓逑任务。 

一是抓好灾情分析预测，制定防灾救灾措施。根据稅市自然灾害发生规律，针对旱惝、水惝和池质灾害发生规律.提出防 

灾减灾的对策和措施^ 市政府立足抓V 争动，切实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落实了各项救灾措施• 二是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 视，粘心组织救灾[作。市娄朽id贺国强、市长包叙定和分管领导亲临承:灾区，视察灾怡，慰问灾民，检杳丄作。各 

级民政》救灾、防汛、财政、 fc堆房厘、气象、林业' 农业等部门组成工作缉蘼入重灾g , 查看灾且抢险救灾,安置灾 

民。三是层起落实费任，达立救灾J:作责任制。对各类气象和地质灾 

害，加强预测预报，落实防灾措施. 对危與较大的地质灾害陷患点，

建立观测哨、点，落实监测经费和人员.及时制定了® 特大自然灾害 

救灾预案.建立各级、各部门救灾工作貞任制，把灾后重建任务落到 

实处.四是绀织灾区生产_]救，悄助灾民f:建家园。以恢复和发展灾 

区丄农业生产为甩点，突出抓好灾民生活安排和住房承建I：作。全节 

汁划恢复氓建灾民住房20. 96万间，桴节前墙本完成，灾民全部搬入 

新捃。五是加强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严格审批程序,加强审计监督，

杜绝挪用和滥发救灾款物的现象。全市疰立ft!令救灾资金和物质的接 

收、管理、屯批和发放制度，增强救灾透明度，做到公开救灾款（物）

数0 ，公幵分配使ff]怙况，公开卓受条件和怀准，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市丨「1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灾后恢复和®建取得了玷苫成續. 2000年 12 

月30日，市娄书£ 贺_ 强在市政府救灾办《关于贯彻落实市领导批示精神做好灾区生产生活安排1:作的情况JT:报》上批示： 

“今年救灾资金争取和安排足好的，救灾作抓得是得力的”。

1997年，市政府设立庆市人民政府救灾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厅管理。为处级机构，人员编制5 名，丨(；屮lE副职 

数2 名，2000年 10月，市政府办公厅F 发 《关子印发亟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参唞审）职能配W 、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走的通知》（渝办发[2001]129号）文，市政府救灾办升格为副局级单位. 饨主耍职责足：！；丨沏党和W 絮执 

灾救灾的方针、政策，协调全市抗灾救灾工作，报告灾情，加强救灾信息处理，会同市级有关部丨’〗统筹安抒抗灾救灾的资 

金、物资：开展调沒研究，及时向市政府提出搞好抗灾救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市政府救灾办允分发挥职能作川.使找山 

救灾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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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庆统tf年螯

重庆第二公共交通公司

重庆第二公交公司领导班子 

从左至右：副经理王嘉明、总工程师庞远智、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宗鸣，经理高伯亮，党委 

书记、則经理王光来，則经理唐炽，工会主席邓家 

兴。

2000年 10月西部13城市的200余名公交驾售 

代表汇集西安，参加由西安公交总公司承办的西部 

城市公交优秀服务展示活动。公司乘务员甜美的微 

笑、得体的服装、规范的服务、良好的素质、精湛 

的技巧贏得了西安市民、各新闻单位以及西安同行 

的一致好评„图为公司领导在代表们赴西安前与她 

们合影留念

重庆第二公交公司经理高伯亮 

2000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青年厂长（经理> 

2001年被评为重庆市职工信赖的好厂长（经理丨

单位名称：重庆市第二公共交通公司

法 人 ：高伯亮（总经理>

地 址 ：沙坪坝小龙坎正街366号

联 系 人 ：夏永毅（主任）

电 话 ：65347345 65311837

承庆市第二公共交通公司是国有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小龙坎正街3册 U-,法人代衣岛ffi亮，公uJJt 

厲® 庆市交通委员会。公司现有员工4937人，在职员1:4304人.公司设置机关科室10个， K W 1 7 个坫& 中-位， 10个押

运队，1个小公共汽车公司. 1个保修厂，5个二级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拥有营运车辆718台 （其中小公共汽车115辆)。开 

设营运路线52条，总长U 7 3公里，年营运里程3900万 

公里. H 客运鬚:45万人次。公司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70 

亿元，净值丨.21亿元•

公司常年不懈坚持抓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把活跃职工文体生活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每年都要开展篮球、乒乓球、拔河、时装比赛等各类文艺 

活动，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图为职工们自己的 

时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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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E 庆九发包装印刷钉限公司是电庆九洲印务公Wj和香港永发印务有龈公司共同创建的合资企业。该公"1在W 内拥何7条 

凹印生产线，̂ 实力雄厚* 公岣总资产已近•亿元人民币，400多名职丄„ 拥有从瑞士博斯特（B0BST)兹司引进的六色

轮转凹印机及连线平丨E平模切、11动货准系统生产 

线；全自动平压烫金及ffi凹凸机；有四色、双色、单 

色胶印机《海德堡凸印机、烫金机、自动祺切机、数 

控裁纸机、磨光机，屯脑辅助设计系统及制版设备， 

生产能力达到40万大箱翮盏仅装烟盘•

重庆九发多年来致力于香烟商标设计与制作.枳 

W, 了丰富的经验。借助于专卟用于包装装璜设ij•的 f 

果电脑9500/200、C3 450阁文工作站，我公甸设汁 

的技术水平和硬件设施在包装印刷行业中外f领先地 

位，为各烟厂设计了许多辨烟商标.如云南烟草研究 

院的“红云天”、“苹果”、河南郑州卷烟厂的“黄金 

叶”、资定卷烟厂的“云雾山"、成都卷烟厂的_ H 牛”、 

绵阳卷烟厂的“雪竹”等翻盖ft烟盒。

重庆九发投资600多万美元，引进了 [It界•流的 

瑞士博斯特（B0BST)全新六色轮转[ul印机及连线f-

压平模W 、自动食准系统生产线，W 冇如卜特点：

功能：放卷印刷校切压凸压折痕消废计数堆叠连续究成 

纸张范围：厚纸 ZOOg/tf-SOOg/m2 iW纸60g/W 200g/tf 

最大产品速度：300次/分钟（翻盖个盘3600个/ 分钟或条盒600 

个/分钟）

自动套色系统：6 纽颜色印刷笮允横向、纵向自动套准 

自动油墨系统：确保色象稳定，上光和堪色更爲光泽 

连线模切系统: 印刷模切自动套准，压凸、压痕、模切同时完成 

自动清废系统：饭 料（I动淸除并通过风机筲道排出室外废料收集处 

成品收集系统：自动按操作名-设定的参数il•数和堆#成品

取庆九发座落在重庆市杨家坪风溟秀哳的•!；:庆动物M  

旁，距重庆火车站3公甩，与重庆最大的长江货运识装筘码 

头扣距4公里，水陆空交通方便快拢，拥奋世界-流的印刷 

设茶和本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能生产出一流的A  

质虽产品，是您厂一流烟机生产的最佳配合，处各烟厂印 

制香烟商标的最佳选择。我们将以最优的质W 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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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重 庆 瓶 盖 总 厂

中国重庆瓶齑总r ■是 •家国打大型企业,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f K 环境优美. 

设施齐全, 曾先后荣获* 庆市 I ： m 局授予的 

“重合同守信誉”企业、中国农业银丨/■和火冇分 

行授f 的“银行信得过企业、社会信徇过产品” 

光荣称号.是甩认rtJ人K 政府命名的“ W 林式” 

X 厂和市级精神文明单位。

我厂是中ra金《包装、k 药包裝丨】• #.印涂 

铁.制盖生产的专业厂家, 是重庆市工业协作 

配食重点企业和《屮a 质w:力里行》成w 定点 

甲-位，是全国优秀包装企业和优秀会员申 

我厂技术力w 雄厚，设备先进，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意人利9.冠瓶盖生产线和瑞士医药丨」服液铝遍生产线，拥灯 

W 产流水平的印涂铁生产线•:条。年产啤酒、饮料瓶盖10亿只，医川LI服液铝盖3亿只；年销俾收入达5000万元，利税 

700///U.其生产的主导产品“桂冠”牌皂冠瓶盖、“药友”牌医用U 服液铝盖，曾先后荣获第：届 包 装 展 、屮M 包装 

成果展银奖：获首届中国国际名优医药保健品展示会双项金奖等，是氓庆市等26个城市技术监督局的推浮产品。在全国向 

行业中有较大的影响》

如今. 制盏人正以崭新的姿态，毙t 的歩伐，在深化企业改革h 卜功夫，屻漪使企业“生产规模宏大，产品技术栉次 

高’经赀渠道宽, 工厂效益好”的n 标迈进, 使我厂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高层次、专业化、现代化的瓶盖生产厂家。

综合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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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八一六厂）系隶属于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的国有特大型企业，1966年.为了中国的M 防 

科技事业扎根重庆市涪陵区A 涛镇，1984年停军转民。经过 

转民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现拥有固定资产20亿元，在职职 

工5000名，年产值8亿元，总厂下设20多个生产经营性分 

厂（公司）、3个控股子公司及一个乙级设计院，形成集生产、 

科研、教育、贸易为一体、科工贸相融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 

的综合企业，1997年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状”, 

1998年底通过IS09002质量保证体系认证，1998-2000年， 

连续三年跻身“重庆工业五十强'

工厂产品跨及化工、电力、电冶、机械、塑料、橡胶、

---- ---- ---- --- 建材等七大类二十余种。主要项目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

52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厂，装机容童30000千瓦的自崙热电 

厂；年产3000万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年产3600吨电解金属锰生产线i 年产100万套摩托车消声器生产线：年产30000 

吨氮、磷、钾三元素高效复混肥的生产线；年产20000吨水玻璃/5000吨白炭黑生产线；填补国家空白的年产200吨聚 

丙烯酸酯特种橡胶生产线，具有二十一世纪先进技术的中空纤维超滤净水器生产线等。“建峰”牌系列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 

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通过IS09002质量体系认证，并获得国家“免检产品”、“東庆市名牌产品”等诸多荣誉称号。

企业内部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讯便捷。乌江黄金水道、319国道，拟建中的渝怀铁路横贯厂区，水陆交通发达；装机 

容紙5000门程控电话通过120路数字光纤和120路数字微波两个问路进入电信公网，确保通信快捷方便；在北京、上海、 

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办事机构或经营窗口，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建有网址，信息反馈快捷；更有凭借地处[峡库R 的发 

展优势，国家将为我厂受淹项目注入近3亿元的移民迁建补偿资金，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机遇t

不恋昔日辉煌，但求明朝腾飞。建峰化工总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等不靠，自我加压，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快科 

技进步，奉行“创一流品牌服务社会，诚信经营共谋发展”的宗旨，弘扬“团结自强、求实从严、拼搏奉献、勇争第一”的 

企业精神，坚持以化为主，多种经营、内引外联、全面发展”的战略，决心乘西部大开发之机，将建峰化工总厂建设成 

为重庆市化肥工业基地，逐步发展成跨省（区）、跨国经营的现代企业集团，为三峡库区建设，为重庆直辖市的腾飞，为粮 

个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厂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 

通讯：重庆市4513信箱 

邮编：400002

电话：(023) 72591816/72222362 

传真：(023) 72591490/72591982 

Http： //WWW.CNJF.COM 

//WWW.CNJF.COM.CN 

E-mai l：jf@mail.cnjf. com

http://WWW.CNJF.COM
http://WWW.CNJ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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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庆統计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江津增压器厂

刘建华

ii:i林增压器厂康属于屮国船舶重丄集团公司, 适目前国内规換人、1.艺裝备 

先进的专业废气涡轮增压器生产厂，国有大型二档工业企、Ik。

a  J占地面积19. 7万平方米，1：业生产建筑面积10. 5力f 方术，现fi职 1. 

15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85人, 占全f .职 1:总数的32%。1.1 —拥打内定资产 

原值1.4亿元，共有各种设备1000余台（套）拥 存 •批高效率、商稍度设茶、1% 

中微电户设茶价值占生产设备价值的45%。具缶黑色铸造、相密锊造、热处押、机 

械加丄、检测、理化忒验、装配忒车等科研和生产手段。

1978年，I：厂引进瑞士勃朗勃威力公司(BBC公司)的丨UflH:坪 •流水f-的 

VTK0、1、.1系列和VTC、RK系列涡_ 增K 器1 产制造枝木， -九儿六年W 次引迸 

ABB公u]先进的VTR4E、4D系列增Ik器制造技术《 ill J. U  '全ifli推彳rj丨进技术IH产 

化 1:作, VTR0, 1系列增压器国产化率已达100%, VTK4系列W 产化申.达90%以丨..。 

目前’ 1.1 '能批量供货8个系列32种甩号的增报器, "J+匹配20 21000 f 瓦各型柴 

油机，产品获得中国船级社产品型式认可证书，并接受CCS、DNV、ABS, LR、GL、 

rina, nk, bv等国际冓名船级社的质量检测。u  " k产的增止器己广泛应出y m  

业、能源开采、矿产开发、电力、造船、铁路产业。 I.) 一产品曾获W 家银质奖和 

'‘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VTR714D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VTR564D被if为 家  

重点新产品”，VTC254获蜇庆市**名牌产品”称号并获重庆市“金桥工程” 一等奖，其产品价格大大低于函呩市场14类产品 

价格水平  ̂ I：厂在上海、大连、广州、厦门/ 宁波、武汉、育岛、天津等八个城市设立了维修服务站，并在江苏昆山投资 

兴建增压器维修分厂，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1991年工厂晋升为国家级企亚，1994年工厂通 

过中国船级社质R 认证公司关十GB/T19001 -1S09001 

国际质K 体系标准认证，丨998年通过換证复屮和军标 

质保体系第二方审核。1996年工厂被歡庆市政府认定 

为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VTR系列涡轮增器为高新 

技术产三十多年来，工厂在现场管理、设条管理 

等方面多次荣获IS家级、贫部级荣誉，多次受到t级 

部门的表彰•截止丨999年底,工厂已连续23年盈利,

连续8年保持“重庆工业企业50强”荣誉称号。1999 

年9 月，波中央文明委评为“全闽精神文明逑设工作 

先进单位”。2000年被Vf为E 庆市最佳文明单位。

在新世纪的发展中，江津增压器厂愿做柴油机的 

忠实伙伴，钥着“哪里有柴油机• 哪里就有江津增压 

器厂的增压器”的宏伟目标奋进。

_ 圃
邮

址：重庆江津200信箱 

编：402263 

法人代表：刘建华

电 话:（023) 47221135 47221467 

传 真:（023) 47221009 47221107 

网 ±止：http://www.jtp.com.cn

E-mail： jtmail@cta.cq.cn

http://www.jtp.com.cn
mailto:jtmail@cta.cq.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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衋庆统计年鉴

重庆泰山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n ^ ' i  — r y a j  琅庆泰山电线电缆釘限费任公司是由*e庆鼎泰能源（集闭）有限公司

. ' ^  -/ 与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绀迮的股份制企业，为承:庆市

m i

詞 舰 S 庆」t：M 職 金 臟 ，職 21G關 狐 細 陳 场 ，交 

通运输卜分便捷。公司占地12万平方米，现奋员工750人. 其中丨:程技术人员180人，拥行固定资产2. 85亿元。公<(|找0  

先进、完猗的电线屯缆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其中关键生产、检测设备系国外引进，达K 际先进水平。公司年生产能力达 

10亿元8

公司以人为本，疰立了一袞务实、桔 1 \高效的管理体系，拥灯一支商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具存较强的产品幵发、设 

计、生产能力；公司推行IS09002质S:认证体系，保证了公司在管理、生产等方面进-步程序化、科学化，使产品制造个 

过程处于严格受控状态，为产品质最的稳定、提高奐定了坚实的莶础。 ___

公司主导产品：35KV及以下交联电缆、10KV及以卜‘架空绝缘电缆、窄力缆、W.

控缆、棵电线、纸包及玻包电磁线、附燃电缆、射火电缆、特种电缆及各种电气装备 

用电线屯缆等六大系列. 400多个细号，近万种规格，nj■按国家、国际标准或根据顾 

客要求生产。35KV及以卜交联电缆，10KV及以F3S空绝缘电缆分别荣获承:庆市科学技 

术成果奖。公司产品畅销全围，为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采用.产品质ftiif椹，运行良好》

如山两省电网侯村—— 侯马500KV输电线路工程，歌庆火足和南岸新II! 220KV变电站 

工程,四川省西昌电力工业局限性10KV输电线路工程，贵州金沙电厂、凯里电厂、安 

顺电厂、习水电厂、盘县电厂、重庆白鹤电厂等建设工程,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扩建工 

程，琅庆ABB、诺基亚等技改丄程，全国电厂让设、城乡电网改造等•大批®点工程 

的电线电缆配套服务，深受广大顾客信赖和赞轷。

*6:庆泰山电线电缆打限ifHE公司立足叫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致力F提供安 

全、高效输配电线电缆产品，服务}•国民经济边设和人民生活。公司将进•步ft!全现 

代企业经苕管理机制，枳极曲'肉国际、国内市场，以< ■流的管理和服务，先进的生产 

设备和L艺技术. 竭诚为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超值服务。電庆泰山电线电缆仃！!R责任 

公司氓1彳:氏、总经.砰携全体员工诚邀各界人士光临指导，洽谈合作，共谋发展.同创 

新世纪更加灿烂的明天。

地址：重庆渝北区松树桥重庆泰山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23) 67607302 67607301 67914837 

传 真 ：（023 > 67914837 67602244 

邮编：401147



C H O N G Q I N G S T A T I S I C A L  Y B A ^ B D O X  2001

鼸庆统计年鎏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庆钢铁（集团）有限贞fr:公"]玷 -个饤u'i年w 史的 

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是 糊 a•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和 

第二批企业集团试点单位, 国家级技术中心® 钢在走向市 

场的过程中，用“钢铁品质、表里如一”，‘‘‘ ：* r 尤阪、平 

登不止’’喂造自己的形象。

2000年重钢实施了对黽特的兼并，具存年产焦11UJ吨、 

铁 148. 36万吨、钢201. 45万吨、钢材229. 58万吨的生产能 

力。产品质量认真执行PB/T1900-IS09000系列标准,可生产 

中厚板、陳钢板、型钢、线材、管材、生铁、站铁、焦炭、焦 

化副产品共1 0 0多个牌号上万品种规格的产品-«中1 6 M n R、 

20g钢板获国优金奖和劳动部用户免检产品、拆iH名牌产品称 

号、冶金产品实物质燉“金杯奖”，普通和卨强度船板分别获 

得中国、英国、法国、德丨14、n 本、韩闱、m n . 挪威、急 

大利9个国家的知名船级仕认’uE。

2000年重钢新开发了 09MnCuPTi射厚钢板、A,6M钢板、 

15MnVNq钢板、Q345A_Cu钢板、14号工字钢、34号球扁钢、 

OSCuPVXt耐厚角钢等新产品。

传真：023-68843918 68849988 2000年8月建成投产的重钢年产35万吨高速线材生产线

网址：China-meta1.com 

电子邮件：psccgyl3cta.cq.cn

2000年 11月29曰重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唐民伟在中央电视台接受中央电视台《国企改革 

特别节目》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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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统计年鎏

重 庆 红 蝶 公 司

重庆红蝶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3 * 庆铜梁红蝶 

；: 锶业有限公司合称）是青岛红星化工集闭有限公司到西部原W 料

青岛红星发展股份公司总经理迟德忠

矿为主要原料，生产销俾碳酸锶及硫磺、海波等副产品，质段能满足用户的不 

同要求。主要产品7 0 %出口韩国、日本及东南亚H 家和地区，30 %国内销售。 

公司销售占国内市场销售总额的5 6 %以上，占国际市场3 0 %以上。

H2S回收系统一角

资源地投资兴办的碳酸锶生产企业。

公司总投资丨.6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28亿元，形成了年产

9 万吨生产能力，

是亚洲最大、世界

第二的碳酸锶生产

企业。公司占地

330由％现有在册职

工872人。

公司以天胄石

公司从珪立以来始终以六个一流为目标，即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质最、一 

流的环保、一流的信誉、一流的市场、一流的效益。取得了两个文明建设双 

丰收，实现了企业内部各项工作上台阶，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2000年公司生产碳酸锶62000吨，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利润4500万元， 

税金2740万元。

2001年计划生产碳酸锶82000吨，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润5000万 

元，税金3400万元。

公Tf]创办后，先后受到黾庆市和大足、铜梁两县政府的灰彰。氓丨人铜梁 

红蝶锶业有限公司1998年和1999年连续两年进入“重庆市X 业企业五十强’ 

电庆大足红螝锶业有限公司，被* 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2000年进入歌庆市66户歌点增长企业.望闯入K 庆市工业企业 

五十强，200丨年3月20日被中共S:庆市委、直庆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文 

明单位"。

目前公司是重庆市走东西部结合，优势互补之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最为 

成功的典范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矿山、运输等相关企业的 

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花园式工厂一角



中国汽车工业西南销售公司
中ra汽车工业西南销饵公司足$:庆市大型女业 

汽车经销商. 拥有五大系列、十大品牌汽车的特许 

销俜权，具有品牌专卖的强人优势，销代体系和服务 

网络遍及全市，率先与银行联t•开展了贷款购乍的 

服务项目，并建立了特约维修站，设立r现场挂牌等 

多方位的服务，为用户实现了芥洵、贷款、购乍、保 

险、入緒、装饰、维修、保拃， -茱龙岛质磺的服务。

C H O N G Q I N G S T A T I S I C A L  Y E A ^ B D O C  2001

霾庆统计年螯

金杯海狮重庆总代理

中汽西南 购车指南

上海大众汽车系列专卖 68619085

上海通用别克系列专卖 68668000

庆铃五十铃系列专卖 68617689

金杯海狮系列专卖 68606084

神龙富康系列专卖 68617709

金龙客车专卖 68617709

沃尔沃汽车专卖 68600547

跃进系列汽车专卖 68732030

奇瑞汽车专卖 68600547

上海大众汽车中汽特约维修站 68620119

涪陵公分公司： 72278525 

万 州 分 公 司 ： 58148501

地址：中国重庆石桥铺渝州路号

电话： (023) 68610614 

传真：（023) 68614054 

邮编：400039

高新区二郎路口汽车大厦

庆铃五十铃系列专卖

上海通用别克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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璗庆统计年鉴

新世纪的大竹林
大竹林镇位予北部新区沔南部. 距® 庆市政府n 公i . ,全饿轜M  2 3平方公P . .辖 8 个彳r政« ,  9丨个 

紂民小组. 2个街道居.委会, 总人口 19053人,其中农业人口 11671人, 非农业人口6.284人, 外来人_口2 _  

人，人 口 出 生 率 人 口  0 然增K：率3.3%-,平均海拔度2 5 0农. 是北部新^ 餌睃江下游的.fat 

全镇人民乘改筝开放的东风，认准“发展才足硬道押”，凭借近郊的有利环境，使人竹钺棕合实力 
增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31800万元. 其中第- 产业4428//元，比 1<»9年增加5 . 1 % ,第」产业27300万 

元, 増加5 4 . 8 % ,第三产业丨丨6 «万元, 增加2 7 % . 财政收入61 9万元I 比上年壜加114%.，财政支出6丨9 万 

元, 比上年JffJll 1 1 4 % ,收支持平*

大竹林锒结合锇借近郊优势.充分挖掘本地资源 .从iW采取农业结构调》坫 亂 ：足政府屮好. 

以興论引导、,示范引琴、经济引导等形式，使大竹林锇的农业» 展知名度得以扩大I 墦过奶牛、« 菜、花 
/f、五米网点带动了三大镇地的形成和生态绿化的不啲扩张：是科技先行,政府为加快结构调《步伐.tel 

强对前最项目的优 a 品种的引进、w 验、示范：同时加强对拧年农民的技术培训1：作. 为农w 产业结构 
调輳的各个环节•服务. 从而充分发抨政府的作用：三是增加投入. w 绕结构谰粮. 在我镇经济投入戴点和投入渠道卜.进行**调 灰 现 为 投 入 上 的  

» 长: 四是开辟市场，针对千家万户的生产4 千变万化的市场这一客观现实，有nj能出现《« * " 、•伤农”的情《, 我镇致力于• 公琦+ 农户•的农业 
产* 化柃舞和引进大户两大模式的架构和实践，效果十分明秘= 今年. 农民人均收突破3 0 5 0 ^ . 比上年增加！4 9元，从® 巩®小康钺的成

乡锒企业快速. 稳步发展. 今年乡钺企4 k « H •完成固定资产2283万元. 实现乡钺企业产值2.73亿元，经哲收入3.05亿元，利糾4741万几，悦金丨268 

万允，分别比上年增长丨9 % 、5 4 %、76%. 76.7%、1 5 0 % .超额完成K 卜_达的S •项指标任务， 枇私营企业发展前软§好、渝江压铸A'限公句姆头强劲， 

产值突破2.6亿允，嘹配加-L:生产专业化钺W 步形成， 2 0 0 0 年被布政府受市乡锁企业“名星乡锁

“S 年大计• 教育为本'  A：竹林镇党委, 政府岛度重视教宵工作，以“要强镇富民，教疼先《» " 为宗8 , 进一步如大投入, 巩W 完*  • 两《、ft 

实”成 •是多方筹嫵资金200万元撕雄广* .丨: 使20余户教师舆适新保： 二是耗《抑余万；£ * 修中学综合播缓解了中学生的入学 
垲投入丨3.3万元炫建了中卞的fS塯、堡坎：改造了沙墦小学瀕危爛所> 四是投入f t学® 项钫金5 万元. 作为年度教卞巧核芡励》通过令钺师 

生共网努力.大竹林钺教肓成名列全

钺党委. 政府加大人力l_j资金的投入，枳极做好新场镇述设的前.期.「作！在仝镇各W 、杜屮邡、社K 枳极《合_卜'  岣利完成令钺8个M 的农Mffi.低 
a 的改造〖:作，从此餘束了挂莕电灯照蜡烛的w 史. 沏底改变了我锁用电难现状.

改苹幵放给大竹'钵人民注入了“活力两部大开发又给大竹林人民增添了*•动力”，经济持续《|谈发展•综合实力 
增强. 全钺人民开拓a 取，很苦奋屮，负if探索. 产业结构H 趋合理，在新肽纪甩，大竹林镇的经济会® 强，人K 的龙

活会更奕好.

国家三能建设工业基地

—— 德感
绝感镝委. 钺政府紧紧闱绕“改箏幵放求发喊. 增收致窗奔小康”的_丨:作:t 张，以建设繁荣、麻裕. 文明的德感新城为眄标.推动了经济和各项 

社会寧《的» » « « ! •  2000年,全钺实现丨博内生产总值8. 4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5.8亿元，W 政收入747万元，农K 人均纯收入2617尤.计划生挎牛 
达9 5 . 0 8 % ,综合经济实力继找保持江沭市第..名，乡 镇 企 业 跻 庆 ilf乡钺企业“明《钺”行列，东方ft l + . ^ W K被命《为€庆乡钺企吡七•范W K .

锁套、W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吸引了中外客商前去投资发展. 全镇形成了以建筑行业为龙头，述W 、机械、食品、运输、化 J.笥10个门 
类并举，共 338家 企 业 的 发 展 局 2 000年窀《总产值6. U 亿元. 销售收入5. 12亿元. ，h交税金2720万元，创利润1〗丨8 万it. W 决就业丨砧丨6人， 

发放.1资9160万元. 该镇又在公路沿线规划建设-个4, 5 平方公里的东方平工业圃区, 园区以机械制造此为龙头. 轴以高新技术、ft品、雄W 、化丄 
等行业小[«• * 庆聚英实业公司和江MUfi'卜逑公司均被评为重庆市乡镇企业5 0 ® .

深化农W 体制改苹. 促进农W 经济发《• 实施**科技兴锒”战略. 积极推广农M 实用新技术和科技新成》. 发展城郊甩农业.全曲推进农收产《! 

化结构谰粮. 在抓好粮油及内部品种品® 结构凋粮的同时，着® 抓了瘋菜、t t * . 养殖业，使德感钺农W 经济的迅速发展.

加强城钺和* 础设施建设，优化经济杜会发展的硬环境. 投资了700万元实施了德感正銜，背街改造工构. 投资960万元建成了3 5千伏的眯感变i|! 

店. 投资 150万元新建民用天然气K H 站，投资1000万元改造了东方红贸易丨丨f场和德感综合I)!'场. 投资3 0 0多万元逑立了有线电视宽带M . 投资T  

3000万元逑成了德感电信大楼、计通 J*万H 程控电话，筹资424.8 万九新修或粮修公路3 8条9 4.4公里. 全钺实现]■水、电，At « 路、'UiK, fl'线电 

视 “六通极人地改滂了德感锁的投资坏境. 槊资1.4亿元实施旧城改造，新修商住楼29. 4 万平方米，« 庆市一流的草坝农K 新W 落成•

加强物® 文明建设的同时. 狠抓f w 神殳明雄设. 圆满完成了“两袪» 实- 任务，汁划生育丄作连《 _丨•二年获江汴市等芡，
展®新世纪，江津北城K 一德蝽1留临诸多发展机.遇和严竣挑战.镇党委. 镇政府决心以“只争朝夕"的梢冲，抢抓机遇.迎抟桃故• 把德感 

违成江渖的X 业中心. S 庆市* 要的机械丄* 和食品I：业基地，把《感逑设成川黔渝毗邻地K S ® 的物资浓败地，重庆近郊4 态K 住丨《:.

20W*度*■!»«纛囊

明 星 乡 镇
■«[寒人Ran

麄S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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衋庆统计年鑒

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

■R庆第九述筑丨.程公M 系闲存让 

筑一级施r 企业,兼何丨.程总承包和 

工业设拣安装，市政、迫桥、消防、机 

械化施工、钢结构制作与安装、房厘 

开发、让筑装饰、材料W：验检测、商 

品混凝丨:生产等多种资质。公司下辖 

15个 hii施工项W 部和10个专收分公 

司，共有职工2800人,其中高级职称 

的符理及技术人员46名，中、初级职

150000平方的重庆都市广场

称人员832人。公司资产总额:i M 乙元，各种大中纲施I：机械设格 

500多台，年施工生产能力在10亿元以上,企业基础管理巳实现 

微机信息化。

公司坚持“优质快速、信守合同”的纶营宗旨和‘‘实施科学 

管理，追求更好质提供满意服务，树化良好形象”的质域// 

针，获得IS09002质景体系国际认证和内认证。30多年来承担 

了大批M 家和省耵重点工程、开发迷设项目及国外1:程，200多个 

工程分别荣获国家、省、市优质丄程芡。丄程合格率和合同脯约 

率年年达100%, I:程质* 优良率年均达以上，公司连续六年 

荣获市“质最效益型企业”称号，多次被评为取“ f 合同守信用 

企业”“优秀建筑企业”、“市级文明企业" 和“全国500家最大经 

营规模建筑企业“重庆市用户满意企业”" ®:庆市用户满总服务 

企业”及 “全S 第二届先进建筑施工企业重大理科楼被评为 

2000年fi庆市唯 - 的 “全国用户满意建筑上程”。在广大用户中，

九达”品牌己成为公认的知名品牌。 重庆电信渝北长途交换中心

公司地址：重庆杨家坪西郊路69号 

电 话 ：（023) 68422612 

传 真 ：684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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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辉煌再创局新

、—— 石桥镇
丨 石桥镇，距市中心约两公里，隶属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L ' 作社，总人口 14887人。

全镇人民乘改革的东风，认准“发展才是硬道理2000年 

被市委、市政府授予“2000年度明星乡镇”称号，2000年，全 

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3. 3亿元，总收入27. 6亿元，跻身“全闲 

百强镇”行列，

农业生产在开发过渡时期保持了稳步发展。2000年全镇完 

成农副水产品产出30万公斤，蔬菜1493万公斤，猪出栏8549 

头，实现农业收入4800万元，锁内有13个科学养殖专业户，种 

殖、经营效益明显。

乡镇企业快速、稳步发展。2000年，全镇乡镇企业达1150 

个，从业人员25389人，总产值22.8亿元，增加值4.6亿元. 总收入26.4亿元，净利润1.2亿元，入库税金7007万元.

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镇里长达62公里的水泥乡村公路与城市主次干道相交错，W 村社社通等级公路.尤其是石桥 

铺立交桥的雄成，石桥禎东两南北主动脉更加流畅，进一步带动了成渝两地经济的发展。

“今日石桥钺，明日石桥城”已成现实。全钺人民肩负着配合市委、市政府加强建设承庆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郎科 

技新城的使命，iH抢抓机遇. 顽强拼搏，向着市区-流名镇的目标昂首前进。

团结进取的领导班子成员



明说者编

一 、 《重庆统计年鉴一2001》是由重庆市统计局编纂、中国统计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一部 

全面记录重庆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年刊。本书收录了 “九五”时期重庆市 

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和统计数据，以及4 0个 区 县 （自治县、市）2000年主要统汁资料，全 

面展示了重庆市“九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二、全书内容由“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特刊、五篇二十二章、西部特刊和 

附录组成，即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特刊；I . 综合篇，包 括 1 . 综合 2 . 国民 

经济核算3 . 人口与就业4 . 固定资产投资5 . 能源、原材料消费6 . 人民生活和物价7 . 城市建 

设和环境保护8 . 各类市场情况；II.产业篇，包括 9 . 农业和农村经济1 0 .工 业 1 1 .建筑业

12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1 3 .国内贸易14 .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1 5 .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1 6 .教育、科技和文化业17 .体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III.区县篇，为丨8 . 区 县 （自治 

县、市）统计资料；IV.企业篇，为 19.各类企业资料；V . 专题篇，包 括 20.企业集团、景 

气调查2 1 .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移民2 2 .高新技术产业；西部特刊中介绍了西部十二省区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情况；附录，收录了全国、及省区市的主要统计资料，以及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篇 末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三、本年鉴目录中各表式标题未注明年份者，均 含 1990年，1995—2000年共七年统计资

料。

四、本年鉴的统计资料来源：大部分来自统计年报，部分来自抽样调查。西部特刊资料来 

自西部各省（市 、自治区）统计局。

五 、资料中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计量单位。

六 、本年鉴中符号的使用说明：

“…”表示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数；

“空格”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

“一”表示无该项统计指标数据；

表示其中的主要项。

七 、本年鉴在编辑翻译过程中得到市内外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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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ACE

I ■ Chongq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is a large annual statistics publication compiled by Chongqing Sta

tistical Bureau and issued by China Statistics Press publicly. Chongq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eovere not only 

the series of analytic reports and comprehensive data of Chongqing' 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major statistics on 40 districts (counties) in 2000，reflecting various aspects of Chongqing’ s social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over “Ninth - Five” period.

0 . The yearbook contains the series of analytic reports on Chongqing’ 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Ninth - Five” period, 5 rhaptere of 22 parts, special issue of western region, and the appendix： 1 . GKNF1R- 

A L  S U R V E Y  C H A P T E R ,  including (1) General Survey, (2)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3)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4)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5)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R a w  Materials, (6) Living Stan

dards and Prices, (7)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8) Statistics on Marketings; 2. INDUSTi 

C H A P T E R , including (9)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10) Industry, (11) Construction, (12) Transporta

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3) Domestic Trade, (14)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nd 

Tourism, (15) Finance, Banking and Insurance, ( 16)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7) 

Sports, Public Health, Social Welfare and Othere. 3. DISTRICT A N D  C O U N T Y  C H A P T E R ,  that is (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4. E N T E R P R I S E  C H A P T E R ,  that is (19) Enterprises. 5. S PECIAL TOPIC C H A P T E R ,  containing 

(20) Enterprises Groups and Business Survey, (21) Resettlement of Chongqing Reservoir Area of Three Gorges 

Project; and S P E C I A L  ISSUE O F  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introduc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12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y in western region, and the A P P E N D I X  appends main data of the state, prov

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in social and economic in

dicators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r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each part.

IE . Tables in contents without year range cover statistical data of 1990 and from 1995 to 2000.

IV . The major data sourc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obtained from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s，and some from sam

ple surveys. Statistics in S P ECIAL ISSUE O F  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are from statistics bureau of each province (m u 

nicipality, autonomous region) in western region.

V  . The units of measurement used in this yearbook ar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measurement units.

VI . Notations used in this yearbook ：

indicates that the figure is not large enough to be measured with the smallest unit in the table; 

“ (blank)" or “ - ” indicate that the date not available; “ # ”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 items of the total.

VI . Thanks for enthusiastic assistances of many unit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Due to our limited level and hasty time, faults and shortage are unavoidable. W e  ask for criticism and comments 

from personalities of various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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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1 主要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411)

TOTAL RhTAII. SALJ*：S OF CONSUMKK GOODS IN MAJOR YKAKS

1 3 - 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丨9 9 9 ~ 2 0 0 0年） ................................................................... （4 H )

TOTAL 11ETAIL, SALKS OF CONSUMKK GOODS (1999 - 2000)

1 3 - 3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销 、存总额(2000年）............................................................(412)

TOl'Al, VALUE OF PUKCHASKS, SALKS AND INVENTORY OK COMMODITIES OF WHOLESALE AND 

KF：rAIK TRADK (2000)

1 3 - 4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商品购、销、存数量(2000年 )(一）.................................................... (413)

VOLUME OF PllKCHAS^.SALJ-^ AND INVENTORY OF COMMODITIKS OF WHOLESALE AND 

KKTAIL TIUDK ABOVE DESIGNATKI) SIZK (2000) ( 1 )

1 3 - 5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商品购、销、存数量 (2000年）（二）....................................................  (413)

VOLUMK OF P U R C H A S E , A N D  INVENTORY OF COMMODITIES OF WHOLESALE AND 

IlKTAIL TRADK ABOVK DhSIGMATKl) SIZF, (2000) ( II )

1 3 - 6 限额以上批发贸易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2000年）.................................................... （414)

FINANCIAL 1NUICATOHS AND KCONOMIC EKFICIENCY OF W H O IJ^AU： TRADE ABOVE 

DES1GNATKD SIZK (2000)

1 3 - 7 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2000年）.................................................... （420)

FINANCIAL INDICATOKS AND KCONOMIC KFF1CIKNCY OF RCTAIL TRADK ABOVE DESIGNATED 

SIZE (2000)

1 3 - 8 限额以上餐饮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2000年 ） (426)

FINANCIAL INDICATOKS AND KCONOMIC FyFICIKNCY OK CATERING THAUK ABOVE

l)^IG[NArrF：[) SIZK (2000)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 (428)

K X P U N A T O R Y  NOTES ON MAIN STAIlSnCAl, INDICATORS

十四、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 AND TOURISM

1 4 - 丨海关进出口总值（1987— 200 0年......................................................................）  (433)

TOrAL IMPORTS AND E X P O R T  (CUSTOMS STA11STICS) (1987 - 2000)

1 4 - 2 利用外资情况（1985— 2000年） ...........................................................................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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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KORKICN CAPITA!. (1985-2000)

1 4 - 3  国际旅游人数和外汇收人（1985— 200 0年） ...............................................................(434)

NUMHKK OF 1NT_ATI0]\AI. TOIIIIISI^ AND FOIIK1 ⑶ KXCHANGE WARNINGS (1985 — 2000)

1 4 - 4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1985— 200 0年） ...............................................................（434)

COIVI'IIALTKI) PKOJECI^S AND \AW\i COOPKIIATION WITH FOREIGN COUNTHJKS AND 

TKimn’OKIKS (1985 - 2000)

1 4 - 5 海关进出口商品分类总值（丨9 9 9 ~ 2 0 0 0年） ...............................................................（435)

I'OTAL IMPORT AND KXPORI^S HY COMMODrFY CA!l：GOKY (CUSTOMS bTATlSTICS) (1999 - 2000)

1 4 - 6 海关进出口商品总值（1 9 9 9 ~ 2 0 0 0年） .................................................................... (436)

TOTAL IMPOKlb AND KXPOKTS (CUSTOMS STATISTICS) (1999 - 2000)

1 4 - 7 按国别 (地区）分的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1 9 9 9 ~ 2 0 0 0年） ................................................(437)

IMPOim AND WKXPORl^ MY KtCION (1999 - 2000)

1 4 - 8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数t t和金额（1 9 9 9 ~ 2 0 0 0年〉 ..........................................................（441)

MAIN KXPOUiy.l) COMMODITIKS IN VOI.UMF, AND VALUE (1999 - 2000)

1 4 - 9 外商投资项目（企业 )数和投资额 (2000年）............................................................... (443)

COiNTKACr NUMIIKK AND VALUK OF KOIU：K；N - HJNDKD KNTKRPKJSKS (2000)

1 4 - 1 0  利用外资情况（1999~2000 年） ............................................................................(444)

irniJ/AI'IO^ OK KOIIKIGN CAPITAL (1999 - 2000)

1 4 - 1 1 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1 9 9 9 ~ 2 0 0 0年）.....................................................（444)

COIVrKACTKI) PKOJKCI^ AND I.ABOR COOPER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TKKRITOIII^ (1999 - 2000)

1 4 - 1 2 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1 9 9 9 ^ 2 0 0 0年） ....................................................................（445)

NLIMHKK 0卜 rOUHJSTS AND KAKJNINGS KKOM TOUKISM (1999-2000)

1 4 - 丨3 旅行社单位数和从业人员（丨9 9 9 ~ 2 0 0 0年） ............................................................... (446)

NUMUKR OK TRAVLF丄 AGKNCIF；S AND STAKF AND WORKERS (1999-2000)

1 4 - 1 4 主要国际旅行社接待国际旅游人数(2000年） ............................................................ (446)

I丨YmtlNATIONAI. T O U關 S  K K CKIVKD B Y MAJOKJNTEItNATIONAI. T R A V E L  AGENCIES (2000)

1 4 - 1 5  凤景名胜 E ( 2 0 0 0  年） ......................................................................................（447)

SCKNIC SPai^i (2000)

14- 1 6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 .............................................................................. （448)

MAIN CllITUIlAI. KKIJCS (2000)

14- 1 7 重庆市星级宾馆和饭店（三星以上）一览(2000年）....................................................... (449)

LIST O K  Hai'KIiS (3 - ̂  and above) (2000)

1 4 - 1 8 重庆与国外友好城市交流（丨9 9 9 ~ 2 0 0 0年） ............................................................... (451)

COMMUNICAHONS B^FWKKN FOREIGN CITIKS AND CHONGQING (1999 - 2000)

1 4 - 1 9 重庆与国外结成友好城市一览（1982— 200 0年 ）  （451)

LIST OF I N T K _ T 1 0 N A L  KKIKNDLY CITIKS WITH CHONGQING (1982 - 2000)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 （452)

EXPLANATORY NOTKS ON MAIN STATISTIC A I, INDICATORS

十五、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FINANCE, BANKING AND INSURANCE

1 5 - 1 ...全市地方财政收人（1995 - 2 0 0 0年） .......................................................................（457)

TOTAL LOCAL KIINANCIAL. KKVKNUK (1995 - 2000)

1 5 - 2 市级地方财政收人（1995 - 2 0 0 0年） .......................................................................(458)

LOCAL FINANCIAL IIEVENUK AT MUNICIPAL LEVEL (1995 - 2000)

1 5 - 3  全市地方财政支出（丨995 - 2 0 0 0年） .......................................................................（459)

TOTAL FINANCIAL EXPENDriURES (1995 - 2000)

1 5 - 4 市级地方财政支出（1995 - 2 0 0 0年） .......................................................................（460)

IXKAL FINANCIAL EXPENDITUKES AT MUNICIPAL LKVEL (1995 - 2000)

1 5 - 5 全市地方财政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995 - 2 0 0 0年〉 ................................................（461)

• 13 •



T O T A L  FINANCIAL R K V K N U K  AS PKUCt^l A G K  O K  G R O S S  D OMESTIC P R O D U C T  (1995 - 2000)

1 5 - 6 全市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995 - 2000年） ......................................................... （461)

TOTAL K1NANCK KXPKNI)n'UIU：S YOK ACRICUI.UrRJ-； (1995 - 2000)

1 5 - 7 全市地方财政用于怃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1995 - 2000年） .............................................（462)

T O T A L  F1NACIAL KXPKNDIUiKK>S F O R  PENSIOMS A N D  SOCIAL W E L F A R E  (1995 - 2000)

1 5 - 8 全市地方财政用于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支出（丨995 - 2 000年） ....................................... （462)

T O T A L  FINANCIAL K X P K N D f r i J K ^  F O R  CUI.TURE, E D U C A T I O N，PUBLIC H E A L T H  A N D  SCIENCE (1995 - 2000)

1 5 - 9 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各项税收完成情况（1995 - 2 000年） ..................................................（463)

V A R I O U S  T/VXKS COMPllTKI) BY C H O N G Q I N G  N A T I O N A L  T A X  B U R E A U  (1995 - 2000)

15 _ 1 0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各项税收完成情况( 1 9 9 7 - 2 0 0 0年） ..................................................（464)

V A R I O U S  T A X E S  CO M P I i；I>：l) H Y  C H O N G Q I N G  U O C A l  T A X  B U R E A U  (1997 - 2000)

1 5 - 1 1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按企业类型分税收收人(2000年） .................................................... （465)

T A X K S  B Y  C H O N G Q I N G  IXXJAI T A X  B U K K A U  BY IlKGb'lUATION (2000)

1 5 - 1 2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1999 - 20 0 0年） ................................................................... (466)

DEPOSIT AND I.OAN HANIANCF^ OF FINANCIAL INSinimONS (1999-2000)

1 5 - 1 3 银行 (不含人行)存贷款余额（1999 - 2 0 00年） ............................................................(466)

DEPOSIT A N D  1,0AM H A N I A N C F S  O K  bTATt： H A N K S  ( K X C L U O E  PEOPI上’S B A N K  O F  CHINA)

(1999-2000)

1 5 - 1 4 金融机构现金和支出（1999 - 2 00 0年） ................................................................... （467)

CASH INCOMK AND KXPKNDri'UKK^ OF FINANCIAL IN^nTUTIONS (1999 - 2000)

1 5 - 1 5 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变动情况（19%.8.23— 2000.12.31)   (468)

CHANGKS OF NOM1NAI. IIATKS ON DKFOSITS OF FINANCIAL INSTnVHONS (Aug,

23,1996- Dec, 31, 2000)

1 5 - 1 6 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变动情况（丨996.8.23— 2000.丨2.31)   (468)

C H A N G E  O K  N O M I N A L  l^ll：KF^T ilATES O N  IX)AINS O K  F1NANCIA1, INS1TTUT10NS (Aug, 23,1996- 

l)ec, 31, 2000)

1 5 - 1 7  保险业务情况（1996 - 2000 年） ...........................................................................（469)

STATbTICS O N  I N S UIUNCK BUSINESS (1996 - 2000)

1 5 - 1 8 保险业务发展情况(2000年） ............................................................................. (470)

DKVELOPMKNT OF 丨INSURANCE BUSINESS (2000)

1 5 - 1 9 有价证券分类发行情况（1995 - 2000年） .................................................................（470)

ISSURANCK OF SKCURJTES (1995 - 2000)

1 5 - 2 0 上市股份公司情况(2000年底）...........................................................................（471)

LISTED C O M P A N I ^  O K  C H O N G Q I N G  (at tht* end of 2000)

1 5 - 2 1 各类金融机构和人员（1 9 9 9 ~ 2 0 0 0年） ................................................................... (472)

VARIOUS FINANCIAL 1 _ T U T 1 0 N S  (1999 - 2000)

1 5 - 2 2 外资金融企业在渝机构一览(2000年 ）  (472)

IJST O F  FORI-：lGN-Kl!NI)KI) FINANCIA1, KNTERPR1SES IN C H O N G Q I N G  (2000)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 (473)

RXPIANA1X)RY m \ T S  O 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十六、教育、科技和文化业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 6 - 1 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 数  （481)

N U M B E R  O K  S C H O O L S  O F  V AKIOUS TYPKS IM M A J O R  Y E A R S

1 6 - 2 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  .............  (481)

N U M B E R  O F  S T U D E N T  KNROIiJWEiYr IN V A R I O U S  S C H O O L S  】N  M A J O R  Y E A R S

1 6 - 3 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 ......................................................................（482)

NUMBER OF KUU,- T1MK TKACHERS IN VARIOUS SCHOOLS IN MAJOR YEARS

1 6 - 4 主要年份文化事业机构数 ................................................................................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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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H K K  OK CILTliKAf, INSITl'l：HONS IN MAJOI{ YKAKS

6 - 5 教 ff事业姓本情况 ........................................................................................ (483)

BASIC STATISTICS ON KDICATION

6 - 6 汽讪岛校钻本情况 (2000年）.............................................................................. (485)

HASIC STATISTICS ON INSTmTIONS OK HIGHKK KDUCVI'ION (2000)

6 - 7  研究牛数（1997— 2000 年） ................................................................................ (486)

NLMUKIi OK P()SIX；KAIX1ATKS (1W  - 2(XX))

6 - 8 陴通卨等学校分科学生数（丰 、专科 M 2 0 0 0年）............................................................ (486)

STM)KYI' KNKOLI.MKNT \\ I N S T m T K燃 OK HIGHKK KDUCAriON MY KIK1J) OK STUDY (2000)

6 - 9 普通屮等专业学校分类情况(2000年）.................................................................... (487)

SPKCIAMZK!) SKCONDAKY S C H O O L  HY PYPK (2000)

6 -  1 0 成人教育基本情况 (20CX)年） .............................................................................. (487)

\i\S\C STATISriCS UN ADULT KDUCAIION (2000)

6 -  I I 成人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基本情况(2000年） ............................................................ (488)

MASIC STATISTICS ON AIHil.T - PKIMAKY, ADLIT - SKCUNDAKY AND AHUIT TFXHN1CAI,

TUAINNINC； S C H O O L S  (2000)

6 - 1 2 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及小学学龄儿童人学率（1997 - 2000年） ..........................（488)

PKUCKYrA(；K OK UtAlH ATKS OK JUNIOR SKCUNDAKY SCH(X)IJS AND PIUMAItY S C H O O L  

K\TK1IIN(； H K；HK]{ LKVKL SHCOOl^, PKKCKN-I'AGK OK SCHOOIS- AGKI) CHILDRKN KNROIJJ-：!)

(]W7-2(XX))

6 - 1 3 幼儿园基本情况 ...........................................................................................(489)

HASIC STATISTICS ON K1NDK11CAKVKNS

6 -  1 4 各级学校女学生和女教师数（丨997— 2000).................................................................  (489)

Nl!MUK]{ OK KKMAI.K STUDKN'I^ A,Ml) TKACHKIIS liY SCHOOL l.KVKI, (1997 - 2000)

6 - 1 5 科协系统学术交流情况(2000年〉 ......................................................................... (490)

ACADKMR： KX(：IIAN(；K.S OK 5CIKNt；K AND TKCHNOI.OGY ASSOCIATIONS (2000)

6 - 1 6 科协系统科普活动、科技培训及咨询情况(2000年）....................................................... (491)

W K O M a n N G  SCIKNTIFIC ACTIVITIES, TRAINING PKOGIUMS AND CONSULTING OK 

TKCHNOLOCY ASSOCIATIONS (2000)

6 -  1 7 普通高等学校科技活动人员（2 0 0 0年） ....................................................................(492)

PKKSONNKl. IN SCIKYHKIC AND TKCHNULOCICAL ACTIVrri^ OF IN^rmJHONS OF H1GHKR 

KDUCAFIUN (2000)

6 - 1 8 普通高等学校科技项目情况(2000年） ....................................................................(492)

SCIKN'HKIC AND TKCHNOLOCICAL PKOJKCI^ OF R E G U U 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KDUCATION (2000)

6 - 丨9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情况(2000年） ................................................................. （493)

SCIKNI'IKIC AND TKCHNOI.UGICAI, INSTnimONS OF I.ARGE &  MKD1UM - SIZKI) INDUSTRIAL 

h:!NTK丨{PKISKS (2000)

6 - 2 0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与经费筹集情况(2000年） ................................................(495)

PKltSUNNKL IN SCIKNTIKIC AiND TKCHNOLOCICAL AGnVTTIKS AND FUNDS OK LARGK &

MKDiuM-si/KD industkiAi, kntkkp⑴sks C2000)

6 - 2 1 大中 ®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项目与经费支出情况(2000年） ................................................（497)

PKOJKCI'S AND KXPKNI)ITl；KKS OK SC1KNCK AND TKCHNOLOGY OF LARGE &  MEDIUM - SIZKI)

INDUSTIUAI, KNTKKPKISKS (2000)

6 - 2 2 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情况(2000年） ...............................................................（499)

NKVt PKODlCr DKVKLUPMKNT OK UK(;K Ik MKDIUM - SI/KL) 1NDUSTRJAL KNTEI麵 SKS (2000)

6 - 2 3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I K主要经济指标（1995 - 2 0 0 0年） ............................................... (501)

MAIN KCONOMIC INDICATU11S UK CHONGQING HIGH - TKCH DKVKI.OPMFKF ZONE (1995 - 2000)

6 _ 2 4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丨993 - 2 0 0 0年） .....................................................(502)

MAIN K C ONOMR； INUICATOKS OK CHONGgiNG KCONOMIC AND TECHNOLOGY DEVFXOPMKNT 

ZONK (1993 - 2000)

6 - 2 5 三种专利受理量及批准蜇（1999~~2000年）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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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K K K  TYPK.S OK PVl'KN'T VPIM.ICATIONS KXAMINKI) A ND GRAVl'KI) (1999-2000)

1 6 - 2 6 各类技术合同签定及执行情况(2000年）........................................................ (503)

SIGNKI) A N D  CMIKIKI) (_)IT I K C H M C M ,  CONIKACIb HY I YPK (2000)

1 6 - 2 7 文化事业机构和人员数........................................................................ (503)

C( l；ri KAI, INS'ITITIKON'S AND IJKK.SONi\KI,

1 6 - 2 8 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站)情况(2000年）.........................................................（5(W)

MASS AKT CKNTKII.S A N D  Cl ITl KM. CKYI'KItS (2000)

1 6 - 2 9 交化部门艺术剧团情况(2000年 ） ................................................................... （5W)

AKT TKOI 啦  OK Cl l,Tl IUI. DKPAItTMKN*!^ (2000)

1 6 - 3 0 公共图书馆情况 (2000年） ................................................................................(505)

Pl'Hl.K； I.inKAKIKS ( i m )

1 6 - 3 1 文物机构业务活动及经费情况(2000年） .................................................................(505)

KACII.ITIKS.SKKVICF-S \M) KXPKM)!'!! HKS O K  Clii.IVKAI, KKKIC ACKMC1KS (2000)

1 6 - 3 2广播电台情况 .................................................................................（506)

STATISTICS U\ MKOADCASriNt； STATIONS

1 6 - 3 3 电视 台 情 况 ............................................................................................... （507)

SI'A l'ISTICS 0\ TV STATIONS

1 6 - 3 4新闻出版事业机构和人员数....................................................................（508)

Ml MHKIt UK I.NSTN'l TlUNS AND PKI^ONS KMGACKI) IN N K W S  A N D  PL IU.1SH1NG 

I \I)KKTAK]\(；S

1 6 - 3 5 图书、杂志和报纸出版情况 ................................................................................ (5m)

Nl M H K K  OK HOOKS, MAC.VJNKS A M) NKVtSPAPKK PI HLISHK1) IN CHONGQING

1 6 - 3 6 图书分类出版数irt(2000年 ）  (509)

HOOKS Plltl.ISHKI) BY C.Vl'KGOin (2000)

主要统 H ■指标解释 ............................................................................................... (510)

KXPI.ANATOHY NUTK8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IW

十七、体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

SPORTS, PUBLIC HEALTH, SOCIAL WELFARE AND OTHERS

1 7 -丨主要年份卫生事业情.............................................................................. 况  (515)

STATISTICS OM HKAI.TH C AHK IN MAJOK YEARS

1 7 - 2 享受补助、救济人员情况（1985— 200 0年）.................................................................(515)

PKItSUNS HKCKIVIN(； SUMSIIMKS O K  11KUKF KliNl) (1985 -2000)

1 7 - 3 等级运动员和等级裁判员人数................................................................. （516)

MIM11KK OK A T H I H  A N D  KKFKKKK^ IN GR A DK

17 - 4 群众体育活动情况............................................................................ (516)

ACHVIK^ OK MASS SPO/CI ；̂

1 7 - 5  医院诊疗情况(2000年）.................................................................................. （517)

NliMMKH OF HOSPITAL PVriKYl>i (2000)

1 7 - 6 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数(2000年）........................................................................ (518)

MI M11KH 0卜.HKAITH l W I T L T O Y S ,  HKDS A N D  PKKSONNKL KNGAGKI) (2000)

1 7 - 7  卫生机构各类人员数（1999— 2000年） ................................................................... (519)

PKIISUNNKI, KNC；-\GKI) IN Pl'IIMC HKAL'I H I M ^ m v r i O M S  BY T Y P K  O F  OCCliPA'nOM (1999 - 2000)

1 7 - 8 杜会福利事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作人员数（1999~2000年）......................................... （520)

M M H K K  OK SOCIAL VtKll'AKK INS'lTllTIONS, KNTEKPHJSKS AN D  PKltSONNKL KN GA G KD  

(1999-2000)

1 7 - 9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基本情况(2000年）................................................................... (520)

BASIC STATbTICS O N  SOCIAL WKI.KAIIK INSmimO.NS (2000)

1 7 - 1 0 享受补助、救济人员情况...................................................................................（521)

PKKSONS IlKCKIVINC SLHS1HIKS O K  RKI.1KK KINDS 

1 7 - 1 1 优抚及社会救济对象情况（1996 - 2 0 0 0年） ..............................................................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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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5I1)K.YI>5 11KCKIV1NG SPKCIAL CMiYS OK SOCIAL KKLIKK FUNDS (1996 - 2000)
17 - 1 2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基本情况（1 9 9 9 ~ 2 0 0 0年） ..................................... （522)

UHliAN WKI.FAKK FACILHIKS A N D  KLUiAI. SOCIAL SKCtlKri'Y N F T W O R X  (1999 - 2000)

1 7 - 1 3 律师、公证、调解工作基本情况 ............................................................................(523)

I.AWYKIIS, NarAKIZATlON AND MEDIATION

1 7 - 1 4 调 解 纠 纷 ...................................................................................................(523)

NUM11KK O F  l)lSPiriT：S MKDIATKI)

17- 1 5 国内外公证文书 ...........................................................................................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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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十五”伟业加快重庆新的振兴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贺国强 

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 包叙定

刚刚过去的“九五”，是我国改革和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也是黾庆经历歌大 

转变、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时期。1997年3 月 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决定,重庆成为我_ 第卩q个 辖  

市,从此进人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直辖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K 的大力支持下,3000 )! 

重庆儿女牢记江总书记关于“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殷切希望,遵照江总书记要集中梢力办 

好按期完成三峡库区移民任务、振兴老工业基地、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四件大事”，实现 

重庆新的振兴的重要指示,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负重自强,克难奋进，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r 很人成就， 

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在二十世纪末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历史新篇竞

— 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九五”末的2000年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90亿元，比“八五”末增K  

56.3%,年均增长9.4%,高于全国水平1个百分点；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409亿元，是“八五.”的2.94倍. 

年均增长19.8%;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突破100亿元，比“八五”末增长1.27倍，年均增长17.8% ;社会消费品芩俜 

总额644亿元，比“八五”末增长73.丨％ ,年均增长11,6%„

——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九五"期间，我市集中力盘建设了一批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项E],朝 

天门广场、鹅公岩长江大桥、两江滨江路、渝涪高速公路、万州机场、城市轻轨、渝怀铁路等重大工程顺利建成或汗丨： 

建设,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防灾抗灾能力增强，城乡而貌显著改观，为今后的 

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三次产业比例由25.9:42.3:31.8调整为17.8:41 .3:40.9;农 

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工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其产品产值占I:业总产丨fl比iR 111 "八 

五”末的5.6 % 提高到12.8%,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进展较快。

— 三峡库区移民和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一期移民任务圆满宂成， .. 

朗移民工作顺利推进，累计完成建房安置移民33.75万人，实际搬迁移民20.3万人。扶贫攻坚成效显著,20个?A W  

区县全部成建制越温达标,284万建卡贫困人口基本解决温饱五三六”扶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

—— 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了全市工业、 打及 

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整体扭亏为盈，如期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财税金融管现体制 

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市级机构等方面的重要改革顺利推进。

—— 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九五”期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26.5亿美元,外贸进出U 总额72.9 亿尖几，分 

别为“八五”的 1.2倍和1.5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28家在渝落户，我市与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祕介作 

关系，开通了重庆至名古屋、曼谷、慕尼黑、汉城等多条国际航线，有三个国家在渝设立了领事机构。同时，：■:峡祚K  

移民对口支援领域进一步拓展，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联合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普九”教育人口甩盖率达到85% ； A  

校资源进一步优化,招生规模比“八五”期间翻了一番。实施“科教兴渝”战略取得新进展，科技对经济增K 的贞献中 

有较大提高。文学艺术精品迭出，专业文化硕果累累，群众性文化不断繁荣，获国际和全国性奖100余项。K 疗丨J 

生改革逐步深人,农村和社区卫生服务进一•步改善。广播电视覆盖率扩大,节目质量不断提高。竞 技 体 项 II泔到 

长足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展开。汁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各项人口计划全面达标。精神文明建设和W 七法制 

建设取得新成就。

——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九五”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民人均纯收人分別达到6276 ；U,I892 

元,分别比"八五”末增长42.9%和53.9%。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搜盖而进_•少扩K ,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开始启动,住房制度改革稳步向前推进,城乡w  w  

生产生活环境有所改观,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重庆各族人民正以崭新的姿态,阔步前进在建没有中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的伟大征程。

“十五”计划是进人新世纪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个五年汁划，也是敢庆1*1:辖 

市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一个五年汁划。顺利实施"十五”计划,加快新世纪之初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实现庆新



的振兴’ v- u 把®： i k述设成为长1. [•.m 的经济中心，h 有道要的决定性意义，当前’甫庆正面临着加快发展的许名 

屯A;机遇,，W 部大汗发战略的仝1/11实施,1-)ffi庆歩\ 加快发展的“快车道”提供T 历史性契机；三_ K 移WilIt的 

深人推进,将史'好地促进承丨的达设和发展;/]；辖市体制效味的进- 步发挥,将推动重庆不断加快发展少伐;我 

|K|/j||人W T O 耵，将为甩庆进.!t扩.UI•放创造史好的条件;科技革命丨I新片异，将为重庆经济发展汴入新的活J j ; 

[kj内外宏观疗济形势继续e 向奸转,将为黾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近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近年来，市庆幣体疗济形 

势叫敁£5丨_好转，经济'丨：活中出现r  新的亮点和P!极W 素，各项T:作进展良好,广大下部群众精神振夼, « 抓文 

f-,逐!Wf;成「“心齐/U_:、丨411:、列足”的七料)而和“思改革、求幻;U 采稳定、图振兴”的良好势头, W 此，我ll'r/ii 

令 有 餅 .山_打丨,V心，抓f丨:机遇,发抨优势,加快发揋，.联势Ifn.l.,努 h 克服重庆经济社会牛活中的各种循圃<11：, 

在推进四部人汗发中实现:>ii庆新的振穴，n i 丨-/ m 铸造新的辉灼,

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汀'fr,从小队的文M 出% ：'十fi.”朗问我rf济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玷：糾 、m 邓小f i'l1 

论和党的坫本路线为指导,认《 Vlii/Ji I:汗K M 志“ 个代衣”的觅要忍想,以实施西部大幵发战略统揽经济和丨丨公U  

展的仝M ,以办奸“叫ft k 屯" 'h }■•：« f f:齐,V I加快发展为4{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 !动 J]. 

以提A 人tCt:活水平为报本出发点.解放忍想,抓住机遇，埋头苦十，加速推进市场化、信息化、[业化.城 镇 化 )] 

解决M滞扣社会1:活中的突出{ 們,促 进 经 济 持 续 、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努力把ffl庆 迮 设 成 江  

上游的经济中心 t m 间 , * 庆社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命 --I-目标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 f ,实施 

沔部大汗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办好“[叫件大事”取得重大成果，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人民 1 :活 叫 W. 

改辩，为实现 2 0 1()年前 W 内生产总 tfi比 2(XX)年翻一侨打下坚实基础丨

为确保实现:fi庆“ I. irflr'I.mft们将从令W 和战略上牢牢把握以丨、'八个方面的重点:

(—>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统揽全局，确保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w  r 加快巾: 

庆的建设和发展,足 次 -rv a：的丨乃'史叽遇，必须抓丨丨:这--机遇,枳极有所作为，全面推动各项工作， 必须按照I- /i.Mi 

h:中全会关于西部大丨m 丨-h.”明问】w w 丨丨••实现重点突破的要求，充分发挥重庆的独特优势j资持以新忍路批 

进尺汗发、争取在堪础设施迚设、牛_态环境迚设、发展科技教育、铃济结构调整、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忭进 

既认真落实阐家有关实施沔部k h 发的政浪措施，哮持以办实事来带动和实施西部大开发( 按照国家确定的“发 

挥中心城屯作用，以线串点，以A‘,vfth?ll,打屯点地推进幵发”的原则，着力构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峡 

咋IX:卞态经济R  ； M 时,加快构让合押的经济结构袪础.祀进的科学技术基础和灵活的经济营运机制基础,尽快把中: 

庆逑设成为长R.上游的经济中心，为提丨衍文现屮央提出的四部大开发奋、’卜目标打好基础r

(二）着力办好江总书记交待的“四件大事",确保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江总丨5记交待的"四件大事”，聿艾中:庆改 

笮、发展、砭记的令丨.，)，抓fi_: r“叫件大嚷”，就抓住厂全市整个工作的纲;办好r“四件大事”，就解决厂仝市经济计会 

发展屮的x；拙问题，■■ I-丨n w M , 要作办好“四件大事”方面取得新的* 大进展，以推动重庆经济社会的仝咱丨发狀， 

必须深\ !)!沏汗发性^ K ；/f h按照中处x；厂‘网个调整和% 善”的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有关移民迁达和对u 支拨的 

优惠政策,扎扎文实做好丨:作，确保按期完成各项移民任务，努力实现咋k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功能的冉造,, 

必须坚决按照屮央的总体部苦和要求，进 •少打奸H 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攻坚战。巩固扭亏脱困成果，大力推进Wfi 

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在结构阅整、转机让制、技术创新和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性成效，努力振兴:《庆老 

工业袪地。唂持以增加农!^收\ 为t淡 ，m 极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和产、丨k化经 

背，促进乡镇企业1:水平’加快小城镇达设'讀 ,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发展c ^ 持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移民迁逑»J外 

境保护同步规划、N 步实施的//针，k /J实施以三峡库区为重点的“青山绿水”工程和以主城区为重点的“山水M 林 

城市”工程，全向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逑设，努力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质id,,高度重视并叻实加强人口和资源 

形 1丨,严格控制人u 数！it，+ 断提高人I-1素质,牢IA丨树立经济安仝意i只, 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川 

率,保持经济发展丨j人u 增长、资源开发、坏境保护的相互协调,促进"f持续发展,

(三）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确保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十五”期间，要突出抓好产业结构调 

整，重点是积极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木产业,结合老工业基地改造，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Ik的 

步伐,广泛运1則,钱 、技术，以丨,边化带动r.、lk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W 实提高农村沒 

济的整体蒺Mi和效益；尺力发胰商贸,旅游等第;：产业，全面提高金融、保险、电子商务、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水 

f v 产品结构调整的承点沾实施品牌战略,努力扩大市场占有率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抓大放小”-i 

伐,培存和绀迮.批尺甩企业ft.Hlfl广小卜:人”企业t 枳极调整所有制结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逐屮榀几 

丨丨•:公灯制经济汴令市经济屮的比进•少调整K 域经济结构,鼓励和引导各区县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特色打济, 

W 实增强L<iU{济的幣(本实0

(四）加快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确保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和科技进；i： M 讹进#济发



展和结构调整的两大动乃。“ I-/r期叫，要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各项改革，加快体制创新;t伐，进 - H i I W  h  

发展的体制f k障 。 !T(点坫加快M  Cl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大中嘲企业全Ifti 4jt V；现代企业制度，Ji\ f) fll发狀 

以资本.技术、人个、丨〖息等为重点的要If市场,探索和完苒农村十.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边、y.fii!个收\ 分况的激W  

和约农机制，完稗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枳极适丨、V:加人W T O 以后的新形势，大胆实行“土出大”战W U W  -f|. -ia 

的“屯庆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二峡H 际旅游节”（简称“一会--节”）和“T[庆高新技术成來交y f ,加人招商]丨资h I丨i , 

吸引史'名的跨N]公n]和外W 政府机构人驻重庆,进一步扩大令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丨1..放, k  h  ‘A m  il fjk ■  

济’努力使重庆成为整个西部地区进出丨—1总ht k 、利用外资多、经济外向度高的J丨:放m 城丨丨1 1必湖紧紧抓fl. "i ill] III： 

界新科技单命的机遇,坚定+ 移地实施“科教兴渝”战略, 切实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l治济紧密钴fr, Ijnttf'l 

技成架叫现实牛.产力的转化。坚持面向丨|i场；求.加快发嵌高新技术产业,选择fUf比较优势的純r 、十物r.fV、 

坏 保 、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 ,实行 n  :i:丌发和联合汗发黏 ,i介 .加 k  ■! I进卨新技术的力度 , %  jj % 观 产 、丨丨'化,讹 jJi 

令市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屐。

(五)坚持不懈地整治和优化发展环境,确保投资环境的根本性改善。发嵌环境的优劣.r成 决 记 个 地 k w  

济增K 的快慢和发展质id的髙低。“十五”期间，我们要ri觉而m 則示围内新形势、新变化，叱Wi:改 射 ||优化'々肷 

坏境上下大决心、动真功- k ,使重庆的发展扑境不断得到改# .以吸弓IH'多的投资n 来渝11 fii 设I (\-帅 外 迚  

设方面，集屮力M ,抓住关键，全Ifti加快以交通,通信为贡点的铀础设施建设, , 到2005 H 小 迚 丨 本 iiiJi 

卄 r网络。与此同时,搞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绿化、美化水平u 在软外境述设力.丨fii,将继续深\汗诚以 

“ffi部大开发，重庆大发展，我们怎么办”为P题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大讨论,真疋形成" k 人.时时, 'IV ,处处邵 

坫投资环境”的良好氛围;进 -步抓好“十 个 •批”综合整治发展环境丄作措施的落实和深化，fUW推进我山政衧朴 

境、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断改善,树立起f{辖rf『崭新的风貌和形象。

(六)大力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确保形成重教兴教、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加快我11经济丨丨:会发诚，必埘把坫 

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W 实抓紧抓好。人才培养,教育是® 础。“ l-h:”期「"丨，必须进屮深 

化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加快发展基础教育，尤其要A 度取视我市4;部?A W 山 

|<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着力提高全民素质;加速普及和推进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发展A 苫教f t , 提品教ff观 

代化、信息化水平。搞好人才资源开发，人力培养各类实用型人才。同时，加快人事制度改‘Y(,发展扣究卉K 小山. 

场,积极营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业的社会执丨W ’让、>:起领W*- K  i.fl 

技创新人才、企业家人才等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为加快发展提供人才和tV力欠持,，

(七)认真落实“富民为本”的方针,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找丨n 个部r.作的丨u4v 

m丨发点，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f:要保证。“十五”期间，必须认真按照中央艾j-个i〖u让设小a m 会的 

耍求,进一步落实“加快发展，富民为本”的T.作方针,力争“十五”期间全市人民从整体h达到小丨4i水f. ’外加迚A  'ii 

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努力拓展农hi增收渠道，不断增加农民收人；全面推进税费改苹W；点，叻实减轻农丨川； 

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新一轮的扶贫汗发;按照“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要求，W 实安柑好丨V K 件 

民的生产生活；进一步实施洱就业丁.程,落实好条保障线,妥善解决好城镇贫困人丨丨的生活叫题；努乃改祚城4 扑 

境面貌,解决好住房、上学，医疗等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完淳社会保障制度，'/川 :会保障免仏H)1、.丨|效 

管理和优质服务。

(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叫迚设“网 f.抓，i«i r 邡 

要硬”，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有中丨¥1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十五”期间，要哗持不懈地进行党的咕 

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教育,继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弘扬红岩精神，努 城 、’/:诂心丨I ^  !■：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奋发㈦上的社会风|印；发展 

和繁荣各种具有特色和活力的、先进的文化事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高度重：视汴认啟处丨W •改‘丫_:. 

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积极主动地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叻实保持社会稳定。认fll丨{彻洛实依达 

治国方略,大力推进依法治市。 同“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坚决 i|.争 ，严厉打击危害经济建设和丨1:会捻记的 \ 种 严 |R 

犯罪，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人民安店乐业 '

天时地利人心齐，巴山渝水春潮涌。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新的怔程.新的itr'h, fi：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紧依靠重庆各族人K ,吧定+ 柊地W 彻济 

实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方针政策，全面贯沏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只争朝夕的怙神，抓彳丨机遇 

干，负重自强,拼搏进取，“十五”期间的各项目标任务一定能够圆满完成，重庆大有希切K i ' O J .



“九五”时期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回顾

—— [九]L]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市紧 

紧围绕江总书记交办的“四件大事 '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措施，以重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为契机,积极稳妥 

地推进各项改革，进 - 步加大了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步伐，全市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各项 

社会事业获得全面发展。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实力逐步提高

2 0 0 0年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为 1 5 9 0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 9 9 5年 增 长 5 6 . 3 % ,平均每年增长 9 . 3 % , 增幅 

比“八五”期间平均增长速度低 3 . 9 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长速度高出 1 . 2个百分点。“九五”期间重庆市累 

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7 0 2 8亿元，与“八五”时期比 ,增 加 3 9 6 0亿元。分产业看 ,“九五”期间重庆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年 

均 增 长 2 . 5 % , 第 二 、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 0 . 5 %和 1 2 . 2 C K , 三次产业不同的增长速度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 

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 i t中的比例关系，由 1 9 9 5年 的 2 5 . 9 : 4 2 . 3 : 3 1 . 8调 整 为 2 0 0 0年 的 17.8:41.4:40.8, 

2 0 0 0年重庆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 1 5 7元 ，比 1 9 9 5年 增 加 1785元。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九五”期间全市非公有经济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由 

1 9 9 5年 的 2 2 2亿元增加到 2 0 0 0年 的 5 6 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 平 均 增 长 22. 1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 

1 9 9 5年的 2 2 . 0 % 上 升到 2 0 0 0年的 3 5 . 4 %  ,提高了 1 3 . 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 2 . 6 8个百分点；相应地,公有制经济 

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4 . 4 % ，所占比重由 1 9 9 5年 的 7 8 . 0 %下降为 2 0 0 0年 6 4 . 6%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 看 ，非公有制经济已超过公有制经济 ,成为促进我市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蜇。“九五”时期重庆经济增长 9 . 3 % ， 

其中公有制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 3 . 4 %  ,非公有制经济为 6 6 . 6 %  ,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3 . 1 和 6 . 2 个再分 

点 。

二、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增强

“九五”期 间 ，为了适应农副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 ,全市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两大目标,加大了结构调 

整的力度，农业经济总体平稳运行。据统汁 , 2000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2 3 6亿 元 ,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 比 1995 

年增长 9 . 6 % , 其 中 ，农业增长 6 . 5 % , 林业下降了 2 5 . 5 % ,畜牧业增长 1 4 . 6 % ,渔业增长 7 1 . 4% 。农业生产结构有所 

改善 ,农林牧渔业不变价总产值比重由 1 9 9 5年 的 5 8 . 0 : 3 . 8 : 3 5 . 9 : 2 . 3调 整 为 2 0 0 0年 的 5 6 . 4 : 2 . 6 : 3 7 . 5 : 3 . 5,农业产 

值比重下降 2 . 4 个百分点，畜牧水产业产值比重上升 2 . 9 个百分点。

主要农产品产挝不断增加。全市粮食产过于 1 9 9 0年 突 破 1 千万吨 ,并且连续丨丨年稳定在 I 千万吨左右的水平 

上 。2 0 0 0年我市肉类总产世为 1 4 3 . 9万吨，比 1 9 9 5年 增 长 16.丨％ ,其中猪肉总产 t t为 1 2 2 . 5万吨 ,增 长 10.4% 。水 

产 品 、油 料 、水果产 t t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油料产世 2 0 0 0年 比 1995年增长 2 3 . 6 % ,水果产童增长 37.8% ，水产品 

产埴增 长 6 5 . 0% 。

三、工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国企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九五”期间 ，工业生产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到 2 0 0 0年末全市工业增加值达 5 2 7 . 4 8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 1 9 9 5年 增 长 5 9 . 9 % ,平均每年增长 9 . 8 % 。由于市场约束不断加强，加之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较大变化， 

“九五”期间全市工业生产增幅比“八五”期间回落 3 . 4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效果。一批技术含钍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 

力挝。到 2 0 0 0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 1 % 亿元，比上年增长 5 0 . 7 % ,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 2 . 8 % ,  

比“八五”期末上升了  7 . 2 个百分点。 " 九五”时期全市工业增长最快的行业分别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 K  

1.7倍 ，年均增长 21.9 % ; 医药制造业增长 9 3 . 1 % ，年 均增长 1 4 . 1 % ;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8 2 . 9 % , 年 均 增 长 1 2 . 8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7 9 . 0 % , 年 均 增 长 1 2 . 4 % 。新产品开发的力度逐步加快，2 0 0 0年全市完成新产品产衍 

204."73亿元，比 1 9 9 8年 增 长 1 . 3倍 ，占现价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 9 9 8年 的 11. 5 % 上 升 到 2 1 . 3 % 。支柱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 , 2 0 0 0年全市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实现现价产值 5 5 9 . 9 2亿元 ,按可比价汁算，比丨9 9 5 年增 K  

8 5 . 7 %  ,年 均 增 长 1 3 . 2 % ，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由丨9 9 5年 的 5 6 . 0 % 上升到 2 0 0 0年 的 5 8 . 2 % ,



“九五”时期我市积极稳妥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战 

止 2 0 0 0年底全市 3 0 1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 1 1 1户完成了改制工作，改制面达到 3 6 . 9% ，国有小型企业改制面达 

到 7 丨. 0 % 。“九五”时期全市共有丨8 4 户企业实施兼并 ,涉及职工 2 8 万多人，资产总 额 3 0 多亿，如“太极集团”对“甫 

庆中药”，康达尔对“涪陵建陶”，"中国泛华”对“重庆东源”等。通过改制重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规模不断扩 

大 ，涌现了 一大批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重庆工业经济的中流砥柱。2 0 0 0年 ，5 0 强企业实现工业增加悄 116.56 

亿元，占全市的 4 丨.2 %  ;实现利税 6 0 .丨7 亿元，占全市的 7 0 .3 % 。

工业经济效益出现重要转机。2 0 0 0年全市工业企业盈弓相抵后实现利润 1 5 . 6 4亿 元 ，H 冇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5 . 4 1亿 元 ，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 7 . 2 6亿 元 ，从而结束了重庆工业长达 4 年 、国 有 企 业 长 达 6 年亏损的被动 W  

面 ,市 委 、市政府提出的“全市工业企业净亏损，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净亏损分别下降 5 0 % , 国有控股大中喂企业幣体 

“扭亏为盈”的三年脱困目标如期实现。

运 输 总 及 周 转 总 i i继续保持一定增长。2 0 0 0年全市完成客运埴 5 . 7 7亿 人 ，比 1 9 9 5年增长 4 4 . 4 %  ,年均增 K  

7 . 6 % 。完成客运周转钮 2 7 0 . 4 4亿人公里，比 1 9 9 5年增长 36 . 1 % ，年均增长 6 . 4 % 。其中铁路年均增长 0. 3 % ，公路 

年 均 增 长 1 4 . 1 % ,地方民航年均增长 6 . 8 % , 而水运则呈下降趋势。2 0 0 0年全市完成货运挝 2 . 7 9亿 吨 ，比 1 9 9 5年增 

K  2 2 .3 %  ,年均增长 4 . 1 %  ;完 成 货 运 周 转 3 5 4 . 3 6亿吨公里，比 1 9 9 5年 增 长 5 .5 %  ,年 均 增 长 1. 1 %  „ 其中铁路年 

均 增 长 2 . 0 % ，公路年均增长 6 . 2 % ，地方民航年均增长 1 9 . 9 % ，水运仍呈下降趋势。

四、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增强

“九五”期 间 ，我市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以重庆直辖和西部大开发为契机 ,进一步加大了交通、通 讯 、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九五 ”期 间 ，全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 4 0 8 . 5亿元 ，是“八五”时期投资总盘的 2 . 9倍 ，年 均 增 长 1 9 . 3 %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8 7 0 . 1 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 

长 1 . 7倍 ，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八五”末 期 的 25.6 % 上 升 到 4 0 .丨％。

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九五”时期非国有单位投资以年均 21.8 % 的速度髙速增长，髙于同期国有投资增幅 4.9 

个 S 分点。五年中非国有经济累计完成投资 1215.42亿元 ,是 “八五”时期非国有单位投资总 1 4的 4 . 0 倍 ；占全社会 

投资的比重由“八五”时期的 37.2 % 上升到 5 0 . 5 % 。三次产业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九五”期间全市第 - m i l -  

完成投资 25.M 亿 元 ，比“八五”时期增长 3.3 倍 ，年平均增长 40.7 % ; 第二产业累计完成投资 652.6 1 亿 元 ，年均增 R  

5 . 7 % ; 第三产业累计完成投资 17 30.26亿元，年均增长 2 8 . 5 % 。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由“八五”时 期 的 1 : 4 9 : 5 0调整为 

"九五”时 期 的 1:27:72。

“九五”时期我市住宅建设投资年均增长 1 6 . 5 % ，五年累计完成住宅建设投资 6 6 0 . 9 4亿 元 ，比“八五”时 期 增 K  

了 2 . 0倍 ，累计竣工住宅面积 1 7 5 4 7万平方米，比“八五”时期增长 7 0 . 0 % 。2 0 0 0年末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 

达丨0 . 7 7平方米，比“八五”末 期 增 加 3 . 7 7平方米。朝天门广场、鹅公岩长江大桥、两江滨江路、渝涪高速公路、万州 

机场 、城市轻轨、渝怀铁路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或开工建设。

五、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九五”时 期 ,我市抓住重庆直辖以及国家扩大内需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建设投人，全市累汁完成城 

市建设投资达 4 8 1 . 5 6亿元 ,是“八五”时期的 2 . 5 4倍 。2 0 0 0年末 ,我市城市道路总长度达 3 2 9 9公 里 ，面 积 3 2 0 5 .34 ；/ 

平方米，分 别 比 1 9 9 5年 增 加 1705公 里 和 1 2 3 3万平方米。桥 梁 4 9 3座 ，比 1 9 9 5年增加了  2 4 8座 ，城市道路交通的改 

善 ，极大地缓解了交通堵塞的情况。2 0 0 0年全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达 7 . 9 0亿人次，比 1 9 9 5年增加 2 . 3 亿人次；公交 

营运车辆 4 6 5 6辆 ,增 加 2 5 8 6辆 ;营 运出 租 车 15580辆 ，增 加 9 2 5 8辆 。“九五”时期我市自来水建设累计投资 1 3 . 8 6亿 

元，相继建成黄桷渡水厂、和尚山水厂和梁沱水厂。2 0 0 0年全市供水综合能力达 4 2 7万 吨 ，比 1 9 9 5年增加了 2 . 6倍 . 

供水管道长度达 6 3 6 7公 里 ,增 加 3 . 0 7倍 。居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 1 5 9升 ,用水普及率达 9 7 .丨％ ,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全市污水处理能力达 4 7 .11 万立方米 /日，污水处理童达 1 9 7 2 2万立方米 ,排 水管网长度达 2 8 0 5 . 9 4公 里 ，垃 圾 、 

粪便无害处理能力分别达到 3 2 8 5吨 /日和 2 2 1吨/日，比 1 9 9 5年 增 加 1 0 7 6吨 /日和 6 4 吨/曰。截 止 2 0 0 0年底，我 1丨1'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为 1 7 . 0 8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2.8 1 平方米，比 1 9 9 5年 增 加 0 . 8 1平方米。此 外 ，我市共 投 人 4 . 8 

亿元用于灯饰工程建设 ,先后完成灯饰工程 7 期 ，建成灯饰项目 1 6 0 0个,把山城的夜景装扮得更加璀燦夺

“九五”时期全市邮电通信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6丨. 9 8亿 元 ，年 均 增 长 3 8 . 6% , 大大超过同期其它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 , 2(XX) - m i l l 邮 i M k 純 H  » .  1 9丨乙儿，比 1 9 9 5年增 K: 2 . 1 8倍 . 全市电话交换机荇丨丨t达 650 111 1. 

比 1 9 9 5年净增 546.4 年 均 增 1C 4 4 . 4 %  ,丨A1定 电 话 用 户 达 2 6 8 . 4万户，年 均 增 於 4 7 . 3 %  ,其 屮 城 I丨)电 沾 L i达 

186.9万户，农忖电沾 XI . 5 乃'丨\ 令丨丨j电沽作岐申 .由 1 9 9 5年 的 1.3<7r h 升 到 8 . 6 8 % ，其中主 城 K 电活作及书达到 

年全山•柊动通汛文换荇 M:ii 1 X 0 . 7 5力7 1 ,拥 f t移动通汛川 P  1 5 7 . 3 5万户，比 1 9 9 6年 增 加 厂 156 )} I'1 

到 2(XX)年底，I N T K 1 W I ' : T M上⑴ P l L A  10 /j I'1 , ifil I W 9  年才 2.5 " I '

六、消费品市场稳步增长

‘‘九7i： ”明问 .仝丨fj ?ii费品%  ft;总额 %  i l l：现 2 746.9 f乙元，岳“ L 上:”时朗的 3 .9 倍 ,“八五”时 期 的 1 .2 涪 .年 f 均 

增 长 1 1 . 6 % , 令市人均实现社会消赀品； W 总额山“儿 ii”初 期 的 1473.W 兀 提 高 到 2 0 9 5元 ,增 加 6 2 1 . 3 5几，增幅 

为 4 2 . 2 % , ,商品 1丨】场达设坫 ft'取得厂氓人进诚，戕 lh 2 0 0 0年底，全市商品交易市场达 2332 t ’比 1 9 9 5年 名 W  1' 

“九 /i.”时明仝丨丨丨商品丨场窣丨 |_成 2 额 达 關 . 4 3丨乙7ii,比“八 f f’时 期 客 9 3 1 . 3亿元 ’增 长 8 7 . 3 % , 年 均 增 K  

17.9 %  ,作令 |.k| M  K  5(X)家 商 山 场 中 ，屯庆ft 11 家 ’其中朝大 I、]市 场 列 2 0 位 ,2 0 0 0年成交额达 72.1 f乙；U ’ 'J-J 

叫南地 k n 位. ■■ k n y 、&流 通 、人a 场”战略切见成效 . 批大型商贸集 m 茁壮成长。重庆商社集 w 、贼 n 货 k  

楼股份 H 附公丨.]独 >/：忾 T):的分 (,'i ih 18 I^f1l9 1". 2 0 0 0年销 n 额 达 3 6 .6 亿几和 2 4 .5 亿兀，成为西南地 K  M  K 的批 

发 、零忾企业，

“九 /l ”时期随 n  I丨I场格丨,.；的变化，市场物价 1丨1 “ m i .  ”时期的卨通胀 ,转为“九五”时期的持续低走’咖 消 费 价  

格总水 ' 7累 it' L涨 4 . 9 % , 年均卜.涨 1.0 9 , 比“八 fl.”时期丨、■降 I' 1 5 . 9个丫〖分点 t

七、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儿五”期间，企市海关累汁实现进出 II总值达 7 2 . 9 3亿美元，比“八九”时期增长 4 9 . 6 % ,其中出 n 总 值 33.7 3 亿 

美元 ,增 长 2 1 . 对外贸易结构 f 断改善 .机电产品出口大幅增长：2 0 0 0年全市机电产品出口 5. 1 9亿美元，比 I. 

年增长 2 .5 7 倍 ，A 全巾出 I I总额的比取达到 5 2 . 2 % 。利用外资规模逐步扩大。“九五”期间全市累计实际利川外资 

2 6 .4 9 亿美元，其中外商飪接投资丨 5 .丨7 亿茇 /U ,分别比 " 八五”时期增长 2 3 .2 % 和 2 6 .4 %  f 随 着 对 外 开 放 的 进 ->P 

深人，来揄进行商贸活动和旅游的海外客人 4;断增加 t “九五”期间全市共接待海外游客 1 0 3 . 5 9万人次 .尜 il实现 

外汇收人 4 . 9 9亿关元，分別比“ \  /i/’时期增 K  6 1 . 9 % 和 1 . 2倍 ,

八、居民收入继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城乡店民收 \ 、消 费 稳 定 增 2 0 0 0年令 Iti城镇店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为 6 2 7 6元 ，比 1 9 9 5年 增 加 1 8 6 3儿’ 

增 K  4 2 . 2 %  ,平均每年增 K  7 . 3 %  .扣除价格 W 素，实际增长 6 . 3 % , 人均消费支出由 1 9 9 5年 的 3932 iilJ\  Vj 2(XX) 

年 的 5 4 7 5元,扣除价格因素 ,每年实际增 K  6.8<7r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 1892元 ，比 1 9 9 5年增长 6 1 . 9 %  ,平均洱屮 

增 K  1 0 . 1 % 农付店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396 ；L , It 1 9 9 5年增 K  3 2.6% 。

“儿 K "期间 ,我市农村扶贫攻吧成效 K 苒 到 2(XX)年底 ,我市 411期实现“五三六”扶贫攻坚 H 标 ，全 市 2 0 个 

W K i l - ( 丨 治 il.)先 d 现整体越温达标，令市农村贫困人口由 1 9 9 7年的 2 2 0万人下降到 2 0 0 0年 的 140 J] K  J A  

困地区基础条件 Oi存较人改汽

九、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九五”时 期 ,我市以电子信怠、'丨物K 药 、外境保护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加快。2000年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总产值 4 6 0 . 8亿兀，比 1 9 9 9年增 K  3 0 %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11 3. 8亿元，占全市 G D P 的 7 . 2 %  ； fi, 

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 1 9 4 . 6亿元，比 1 9 9 9年增 K  4 9 . 6 % ,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12.7% 。作为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基地的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冈初 H 规模 , 2 0 0 0年实现技工贸收人 1 6 0亿元，比 1 9 9 5年增长 6 . 6 2倍 ；实现利 

税 1 8 . 6 7亿元，比 1 9 9 5半增 K 5 . 4 6 佔 "九 f 期M  ,全市获市及市级以卜.科学技术进步奖 1074项 ，比“八五”时期增 

长 2 倍 ;2 0 0 0年获得 M 家 G 利 授 权 1158 ft.lt 1 9 % 年的 2 1 6件增长 4 . 4 倍、 我市成功举办了两期“中国 f t庆高新技 

术成果及产品展示交易会”，共达成成交合丨"]和协议项 H  5 0 0余项，成 义 金 额 I W . 2 6 亿元。技术市场呈现出肖人的 

发展势头 , 1 9 9 6年仝巾技术合 M 伎记成交额仅 3 . 4亿圮 ,流出本市比例为 7 2 %  ; 2 0 0 0年全市技术合同登记成 i 轴 '!.) 

29.7丨乙几,流出比例为 5 3 . 2 %  ,比 1 9 % 屮分别增加丨’ 7 . 7倍和减少 1 8 . 8个订分点，初步扭转—f 我丨丨】多屮来科乜成 V  

墙内幵花墙外香的局面,，

“儿J L”期 M  ,通过结沟调整 .令 ifi切中、小学教 ff布局更加合理，办学规模提高 <■ 2 0 0 0年，仝 iIj J'； f i小 .7: 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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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989
所，比1995年减少4907所,在校学生276.13万人，比1995年增加12.28万人，小学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99.8% 。初 

中阶段学校达到1287所，比1995年减少71所，在校学生126.70万人，比1995年增加39.57万人,增长45.4% ,初中 

毛人学率达到94.9%,比1997年提髙了丨9.4个百分点;初中辍学率为2.5%,比1997年下降了 1.6个百分点。2000 

年,全市髙中阶段学校达到703所，其中中等职业学校422所，占高中阶段学校数的60%。在校学生43.10万人，其 

中中等职业在校学生22万人，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数的51% 。

目前，全市拥有普通髙校22所，2000年全市招生数达到5.26万人，比1995年增长1.1倍,在校学生数达到13.25 

万人，比丨995年增长了 80.5%。“九五”期间,普通高校共招收本专科学生47.78万人，比“八五”期间增长了52.9%, 

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1.26万人，年均毕业2.25万人，比“八五”时期年均毕业生人数增长了 37.9% ,为社会输送了 

一批批素质较高的人才。在校研究生2000年达到6233人，比1997年增长94.8%。2000年,全市各类高等教育在校 

学生人数到达21.61万人，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接近12% 。

“九五”期间,全市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力度，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方面 

参与的多元化办学体制。2000年，全市教育经费总支出为68.17亿元，比1997年增长54.8% ,其中地方预算内教育 

事业费支出28.05亿元，占总支出的41.1 % 。

十、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九五”时期，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九五”期间,我市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和第十届孔雀奖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第七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葡世纪之声交响乐周、第八届世界杯拳击比赛开幕式、“东方梦圆”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 

重庆铜梁龙灯艺术节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文艺活动,大大提髙了重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川剧《金子》获第六届 

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九届文华大奖和首届中国川剧艺术节金奖第一名等13项全国奖,实现了建国以来重庆获全国 

性重大奖项零的突破;歌剧《巫山神女》获第八届文华新剧目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杂技《舞流星》获法国巴黎 

第八届“未来”世界杂技比赛金奖。《红岩魂•白公馆•渔滓洞革命先烈史实展》、《红岩千秋》等大型文物展览,在全国 

全市产生了重大影响。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评审通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这是我市首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国第23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全市40个区(县)市已通电的行政村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解决了边远山区近百万人口收听收视广播电 

视难的问题,广播人口覆盖率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由1995年的85.0%和75.0%增加到89.9 % 和93.7% 。全市有 

400多种图书获得“国家图书奖”、“耳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全国和省部级以上奖励。新闻出版系统实现销 

1 收人23.15亿元，比1998年增长32.1%,出书品种1689种，比1998年增长15.9%,图书发行销售数量达到30233 

万册，比1998年增长6.9% 。

全市卫生机构数(不含个体办诊所）由1995的4801减少到2000年的4382个,医院床位数由1995年6.72万张减 

少到6.57万张,卫生技术人员由1995年8.60万人增加到2000年8.86万人。人均卫生资源和人民健康指标不断提 

高，平均每万人医生数、护师护士数分别由1995年的10.4人和6.2人增加到2000年的14.6人和6.7人。孕产妇死 

亡率由1995年的93.3/10万下降到86.1/10万,标志着人民的健康状况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全市体育人口已达到1200万人，占总人口的40.0%。有全国体育先进县10个,全国田径之乡3个，全国 

武术之乡2个,全国体育先进社区4个,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17个,全国群众工作先进单位85个。竞技 

体育实力不断增强。“九五”期间,重庆籍运动员获世界冠军丨2个,破(超)世界纪录6项次;获亚洲冠军10个、国际 

比赛冠军11个,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27个,破(超)全国纪录12项。有38人达到运动健将标准,有45人次输送 

到国家队训练,各区县(市）向市优秀运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282人，新创重庆纪录111项。

(重庆市统计局综合处刘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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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市 G D P持续稳定增长，综合财力不断增强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市委、市府带领全市人民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 

措施,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千方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圆满完成了“九五”各项计划任务。

一、我市GDP持续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加强。

(一)“九五”期间，我市GDP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

"九五”期间,全市GDP由1995年的1009.4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1589.34亿元,增加了 579_87亿元,按可比价 

计算,年平均增长9.3%,比同期全国水平高1.1个百分点。从改革开放以来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来看六五” 

时期,年均增长9.7%;“七五”时期,年均增长6.8%;“八五"时期,年均增长13.2%。虽然“八五"时期年均增长是各 

个时期增长速度之最,但是从平均偏差和峰谷离差的测算值看九五"的稳定性最好,变异系数最低。

平均偏差是指经济发展时期各年份增长速度与这一时期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平均误差。峰谷离差是反映经济发 

展稳定性的绝对误差,平均偏差和峰谷离差都是反映经济发展稳定性的指标。“六五”时期,平均偏差为2.5个百分 

点,峰谷离差9.7 个百分点;“七五”时期,平均偏差为1.6个百分点,峰谷离差4.6个百分点;“八五”时期,平均偏差 

为2.1个百分点,峰谷离差6.3个百分点。“九五’’时期，平均偏差1.4个百分点,峰谷离差4.5个百分点。说明“八 

五”时期是我市经济增长最高时期,但不是经济发展最稳定时期九五”时期是我市经济发展比较快又较稳定时期。 

正是由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使我市经济实力不断得到增强。

(二)“九五”时期我市人均GDP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髙。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贫富状况的标志性指标。“九五”期间，全市人均GDP由 1995年的3372 

元增加到2000年的5157元,增加了 1785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8.7% ,比同期全国水平高1.5个百分点。 

重庆人均GDP由 1995年为全国的69.5%,提高到2000年的72.9% ,提高了 3.4个百分点,说明重庆人民在逐步走 

向富裕。

居民消费是指常住居民在核算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水平反映了一年内居民人 

均消费的总支出，它的髙低直接显示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九五”期间,我市居民消费水平由1995年的1669元 

提髙到2000年的2466元,提高了 777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7.3% ,表明我市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髙，而 

不断提髙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出发点。

(三)“九五”时期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九五”时期,通过政策导向,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三次产业在保$稳定增长的同时逐步实现了产 

业结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八五”期末的25.9:42.3:31.8演变为“九五”期末的17.8:41.4:40.8,促进了经济的 

稳定增长。

"九五”期间我市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下降了 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比重由 

“八五”期末的31.8快速上升为40.8，上升了 9 个百分点。我市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较大,且第

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髙于GDP增长水平,说明我市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 

业的快速增长。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的发展,第一产业在整个GDP中的份额越来越小， 

其比重已降到5 %至丨％左右。从我市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也经历了从大到小的过程。 

“九五”期间,全市农业在稳定粮食生产的情况下，以市场为向导，以效益为中心,通过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 

畜牧业、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变,农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保持了 

平稳发展;在工业生产中,加大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髙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医药技术、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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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光机电一体化领域的髙新技术产业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00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 

达 12.7% ;在第三产业中，一 些新兴产业如房地产、旅游、信息服务、广告、社会服务等行业发展明显加快,就业人员 

快速增加,社会经济效益增长显著。

表一我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

年 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5 25.9 42.3 31.8

1996 24.2 41.8 34.0

1997 22.6 41.7 35.7

1998 20.9 41.0 38.1

1999 19.2 40.8 39.9

2000 17.8 41.4 40.8

(四)"九五"期间我市财政收人增长较快，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髙。

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障。“九 

五”期间，我市财政总收人由1995年的85.2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185.42亿元,净增100.13亿元,是1995年的2.17 

倍,年平均增长16.8%d人均财政收人由1995年的285元增加到2000年的602元,增加了 317元,是 1995年的2.11 

倍,年平均增长16.1% 。

财政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力集中程度,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职 

能的发挥。“九五”期间,我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8.45%上升到2000年的11.74% ,增长了 3.29个 

百分点。说明我市的宏观调控力度在进一步加强。

表二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 单位:亿元

年 份 财政收人 GDP 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

1996 104.24 1179.09 8.84

1997 119.34 1350.10 8.84

1998 138.61 1429.26 9.70

1999 163.80 1479.71 11.07

2000 185.42 1589.34 11.74

二、问题及建议

“九五”期间我市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城乡居民收人差距较大,已成为影响我市经济全面发展的一大障碍。

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人没有随之同步增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越来越大。“九五”期间,城市居民 

可支配收人由1995年的4392元/人提髙到2000年的6276元/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1270元/人提高到2000年的 

1892元/人,二者的差距由1995年的3122元/人扩大到2000年的4384元/人。我市有80%的农业人口，农村居民的 

收入上不去,全市经济很难有一个质的突破。

城乡居民收人差距过大跟我市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过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前，我市经济定位于“重工 

业基地”;改革开放以后,我市经济仍以汽车、摩托车等重工业行业为主,轻工业尤其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占 

工业的比重很小，由 19%年的丨9.5 %下降到2000年的14.4% ，下降了 5.1个百分点。曾经辉煌过的轻工业“五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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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已有两朵枯萎,这种状况不利于重庆经济的发展,因为重工业对农村地区的直接带动不大,只有发展以农产品为 

原料的轻工业才能有效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形成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良性格局。因此,宏观调控应加大对产业 

结构调整的力度,在资金的投人上应该向轻工业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倾斜,使我市的农村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

(二)我市人均GDP偏低,与全国及其它三个直辖市相比差距明显。

2000年重庆市人均GDP为5157元,全国人均GDP为7078元,重庆人均GDP比全国人均GDP少 1921元,仅为全 

国的72.9%。重庆与其它三个直辖市相比差距明显,2000年北京、天津、上海的人均GDP分别为22000元、丨7993元、 

34547元,重庆人均GDP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的23.4%、28.7%、14.9% 。

重庆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是两次体制变化造成的。重庆综合体制改革以前的1982年,人均G D P S  

724元,全国人均GDP为526元,重庆比全国高37.6%,人口压力系数为0.724,比标准压力低27.6个百分点;综合体 

制改革以后，由于实行市带县的改革,永川8个县划人重庆使重庆人均GDP降低为489元,重庆比全国低7% ,合并 

前后相比,重庆人均GDP为全国人均GDP的水平下降了 44.6个百分点,人口压力系数改变为1.070,人口对经济的 

压力上升了 34.6个百分点。经过全体重庆人民十三年的奋斗,终于赶上了全国平均水平，1995年重庆市人均GDP 

为4897元,全国人均GDP为4854元,重庆为全国的100.9% ,人口压力系数为0.989,重庆与全国的水平基本持平。

1997年重庆成立直辖市,涪陵、黔江、万县所辖的22个区县划人重庆,其中有20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达366万 

人,使重庆的人均GDP又回到低水平线上。直辖以前的19%年,重庆市人均GDP为5648元,全国人均GDP为5576 

元,重庆为全国的101.3%,人口压力系数为0.985;直辖以后的1997年,重庆市人均GDP为3913元,仅为全国人均 

数的70.2% ,下降了 31.1个百分点，人口压力系数为丨.422,人口对经济的压力上升了 43.7个百分点。说明由于人 

口的增加,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人口的增加,加重了重庆经济的负担,这实际上是重庆对全国的贡献。

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重庆的投人和转移支付力度，以减轻重庆的负担。

(三)我市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偏低,财力集中程度不够。

2000年我市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7%,比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3.3个百分 

点。在四个直辖市的对比中.上海财政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遥遥领先于全国及其他地区的水平，达到了 

38.5%,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是北京,财政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3.2%(1999年）;排在第三位的 

天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9%;我市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于末位，比处于第三位的天 

津还低3.2个百分点。

造成财政收人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人分配政策更多地个人倾斜，加之我市国民经济正处于 

—个转型期，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部分企业效益不佳,工业企业亏损现象比较突出、亏损面较大;税收法制不 

健全,税收监管力度不够,倫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制约了财政收人的快速增长。

财政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财力集中程度不够,直接影响到我市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正确运用财政政策,运用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对于优化资源 

配置,调节收人分配,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

(霊庆市统计局核 算 处 吕 厚 宜 秦 瑶 涂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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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市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 

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党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政策保障。“九五”期间我市全面贯彻党 

的“十五大”精神，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外资、私营、个体等 

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确立。

一 、"九五"期间,我市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厣

(一)新的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国家鼓励、支持非公有经济 

发展政策的落实,我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和提髙。在总量迅 

速发展的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外商投资 

经济、股份制经济发展迅速,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所 

有制结构不合理现象对生产力的羁绊逐步消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九 

五"期间,我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三者间的比例关系由1995年的45.6:32.4:22.0 

演变为2000年的36.3:28.3:35.4,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变化趋 

势表明，新的所有制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新的所有制格局促进了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九五"期间，我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 9 9 5年的1009.47亿元 

增加到2000年的1589.34亿元,净增579.8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9.3%。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由1995年 

的222.0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562.15亿元,净增340.0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22.1% ;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由1995年的22.0%增加到2000年的35.4% ,提高了 13.4个百分点。

(三)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但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仍居主导地位。2000年,全市公有制经济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1027.19亿元,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78%下降为2000年的64.6% 。公有制经济比重虽然下降了 13.4个 

百分点,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2000年公有制经济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完成 

577.88亿元，比重由1995年的45.6 %下降为2000年的36.3%，下降9.3个百分点;集体经济完成449.32亿元，比重 

由1995年的32.4 %下降为2000年的28.3%,下降4.1个百分点。

(四)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比重明显上升。国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相关 

政策,促使个体私营经济实现了超高速发展,2000年,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97.23亿元，比 1995年 

增加了 305.4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23.0%,髙于整个经济增长率13.7个百分点。个体私营经济在 

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19.0%上升为2000年的31.3% ,提髙了 12.3个百分点,成为“九五”期间发展最快的 

一支生力军。

(五)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促进我市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力来看，“九五”时期,我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 ,其中,公有制经济贡献率为33.4% ,拉动经济增长3.1个百 

分点;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率为66.6%,拉动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比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 

髙33.2个百分点，其中个体私营经济的贡献率最髙为61.3%。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最大，为5.7个百分点，国有经 

济的拉动力较小,为1.3个百分点,说明国有经济对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减弱,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市经济增长中 

最有力的支撑力量。

(六)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经济(含港、澳、台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总体规模偏小。“九五”期间，外 

资经济年平均增长15.0%,比全市平均增幅髙5.7个百分点，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总体规模 

仍然偏小九五”末在整个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仅占4.1%。外资经济在整个“九五”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5.4%,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说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我市对外资的吸引力是经济发展的潜在需要。上述 

分析表明，“九五”期间,我市经济发展中所有制发生了明显变化,公有制经济虽然比重逐年下降,但其主体地位并未 

改变,国有经济仍具有较强优势，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市国民经济发展中一股重要的健康力量。

二、我市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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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市所有制结构随经济的发展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所有制结构 

目标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线长、布局广,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影响其主导作用的发挥。国有工业分布散乱,行 

业集中度低,大规模企业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这种状况造成国有资产整体质量不髙，国有经济缺乏整体竞争力 

和控制力,影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

(二)我市的个体私营经济生产规模偏小,上规模、上档次、科技含量髙的少。由于缺乏宏观调控方面的指导,个 

体私营业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统一的指导。

(三)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偏小。2000年我市利用外资实际金额为3.47亿元,而同期北京、天津、上海利用外资实 

际金额分别为30.11亿元、25.60亿元、53.90亿元,我们应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我市对外资的 

吸引力。

三、对策及建议

目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人的攻坚阶段,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所有制结构 

的调整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是一项十分繁重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精心组织实施， 

切实抓出实效。

(一)加快国有经济的改革力度,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将国有资产从一般性竞争行业 

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社会公益行业及垄断性行业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特殊领域,如军事工 

业、战略物资储备、信息传媒等,通过国有资本投人保持其绝对垄断地位,实现国家对这些行业的直接控制;在基础 

设施、基础产业领域,如能源、交通、通讯和重要原材料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通过国有资本投人保持控制地位，为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提供条件,同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一些以社会公益为目标的领域,如城市公共交 

通企业、建设廉价住宅企业等,通过国有资本投人,发挥调节作用，以保证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调整收入分配、保 

持社会公平;在一些适宜于自然垄断的行业领域,如城市的供热、供水、供气、供电、电讯、邮政企业等,通过国家投资 

或控股,发挥保护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实施国有经济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按照 

“抓大放小"的战略要求,组建大公司、大集团，采取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集中，由大公司、 

大集团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能够适应世界市场竞争环境的国有经济龙头企业。

(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要与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所有制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调 

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因此,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要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有利于加速经济运转， 

提髙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扭转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状况。

(三)努力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保证。在政策上为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一种宽松的发展环 

境。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我市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水平,进一步转变观念,积极扶持和引导,探索个体私营经济 

发展的新领域,大力扶持和发展私营企业,特别要注意引导和重点扶持发展产业型、外向型、科技含量髙、规模大的 

现代化私营企业或服务合作企业，鼓励个体私营企业走联合发展的道路。凡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商品,都应 

当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经营。对个体私营经济在产业导向、项目审批、土地使用、水电供应、产品营销、原料及产品的 

进出口管理、科技成果鉴定、商标注册、资质认定、教育科技培训、子女上学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不断完善政策, 

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努力提高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素质。鼓励企业下岗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创办私营 

企业,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同时对广大个体私营经济业主在提髙素质方面给予帮助。只有髙素质人才的加盟, 

才能真正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向高科技、新领域、新行业发展。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科学文化的再学习，以及政策、法 

制方面的教育,才能更好的使个体私营经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培养一批适应市场经济能力强,具有 

较髙素质的民营企业队伍。

(重庆市统计局核算处吕厚宜秦瑶欧阳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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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重庆市人口状况及特点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结果表明,2000年 11月 1 日重庆市总人口为3090.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4% ,位居全国第20位。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人,重庆市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 

遏制九五”期间,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人口进人了低生育水平的发展阶段,人口素质不断提髙，老年人口逐渐增 

多，人口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朝着健康协调方向发展已成为当前重庆市人口的基 

本特征。

一、人口埔长速度减缓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市人口出生率处于较高水平,50~70年代出生率一般在30%o左右，最髙年份达到 

了 47.80%。。从7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全市的出生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70年代全市人口年 

平均增长率为15.28%。,80年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74%«。进人90年代以来,全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到5.68%«,其中，"九五”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5.84%«,“八五”期间为5.48%,基本实现了人口向低出生、低死亡、低 

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九五”期间全市共出生了 173.43万人，比“八五”期间出生的188.88万人少出生了 15.45万人，下降幅度为 

8.18%,每年平均少出生3.09万人。“九五”期间,重庆市的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年平均出生率为11.41%,比"八 

五”期间年平均出生率12.76%*下降了 1.35个千分点,其中出生率最低为2000年,下降到9.84%,最髙的为1996年， 

为 13.25%c。

八十年代以来,重庆市的死亡率就降到79E»以下,进人低死亡水平阶段。“九五”期间，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全市人口死亡率较前期的死亡率呈缓慢上升势态。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00年,全市人口的死亡率为6.90%«,死 

亡人数为21.29万人。“九五”期间,全市共死亡105.95万人,年平均每年死亡21.19万人，比"八五”期间年平均死亡 

人数20.41万人多了 0.75万人。死亡率的缓慢上升主要受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虽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髙,人 

均寿命的延长,分年龄死亡率不断下降,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市死亡人数还将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远远髙于死亡率的上升幅度，全市的自然增长率由19%年的6.19%下降到2000年的 

2.94% ,五年间下降了 3.29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66个千分点。“九五”期间,全市的自然增长率为4.45%r,比"八 

五”时期5.87%c下降了 1.42个千分点。自然增长人数由“八五”年平均17.37万人下降到"九五”期间的13.75万人， 

平均每年下降3.8万人,5年共少增19万人。

由于全市人口的基数大,再加上人口迁移因数的影响,虽然近几年保持了低生育水平,但每年的净增人口仍在 

10万以上。“九五”期间全市共增加88.6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7.73万人，比“八五”期间年均净增16.17万人多增 

1.56万人。“九五”期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84%«,比"八五”期间年平均增长率的5.48知上升了 0.36个千分点。 

到2000年,全市总人口达到了 3090.45万人，比1999年净增18.11万人,增长率为5.89%«。"九五”时期,人口增加最 

多的为1997年,净增了 20.15万人,最低的为1999年,净增了 12.65万人。

人口的上升趋势减缓，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计划生育工作 

力度的加强以及人们优生优育的新生育观念的逐渐形成，全市的出生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自然增长率有了较大 

幅度的下降。"九五”期间全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虽有所减缓,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重庆 

市人口仍将呈继续增长趋势,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低生育水平下如何加强人口的计划管理,使其更好地为经 

济和社会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低生甯水平特征明显

受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和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等的影响，“九五”期间，全市妇女的生育水平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 

降。一般生育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由1997年的50.76%«下降到1999年的39.99%«,下降了 10.77个千分点。1999 

年全市处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的一般生育率为103.29%o,比1998年的118.68%«下降了 15.39个千分 

点。1999年育龄妇女的生育峰值年龄为24岁，较 1990有所提高，处于生育峰值年龄的生育率较1998年下降了 

24.89个千分点。据近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1997年重庆市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46、丨998年为1.43、丨999 

年为丨.24,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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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水平下降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妇女的生育孩次构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9年全市出生人口中一孩比 

重为73.72%,比1990年出生人口中一孩比重67.30% 上升了 6.42个百分点；二孩和多孩比重分别为22.96% 和 

3.32%,比1990年的24.83%和7.87%有明显下降,由其是多孩比重,1999年比1990年下降了 4.55个百分点。多孩 

比重的大幅下降,反映出全市妇女生育模式已由传统的早育、多育向少育、优育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全市人口 

的过快增长势头,并且为今后提高全市人民的文化素质打下了基础。

三、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九五”期间,虽然人口的负担系数的变化由于受人口年龄等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出现了不规则的变动,但从总体 

上看,老年人口增长趋势非常明显，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持续上升。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査资料,从 1990年到 

2000年十年间，全市社会总负担系数由37.79%上升到42.51% 上升了 4.72个百分点,老年负担系数由1990年的 

7.90%上升到2000年的11.26% ,上升了 3.36个百分点，少儿负担系数也由1990年的29.89%上升到2000年的 

31.25% ,上升了 1.36个百分点。在增长的负担系数中,老年负担系数占其增长率的71.19% ,而且在未来的社会生 

活中,老龄人口会继续上升,对老龄人口的负担将会更加突出。2000年,全市老龄人口比重达到7.90% ,全市人口 

已经进人老龄化人口行列。

人口老龄化浪潮已经来临,如何在保障老年人口各项权益的同时又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减小人口老 

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制定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是全市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

四、城市化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城镇功能日益增强,乡村人口大童进人城镇,全市的城 

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由1990年的17.38%上升到2000年的33.09%, 10年上升了 15.71个百分点。

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快于农村人口增长;二是原有城镇规模的增大;三 

是乡村逐渐转变为城镇。在“九五”期间全市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远远低于农村,城镇 

化进程速度加快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带动城镇建设,农民大量人城,特别是在直辖效应的带动下,工业园区和农业园 

区的迅速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与非农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 

了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年的3914元上升到2000年的5159元,增长了 31.81 % 。 

同样,经济的发展,也推进全市城镇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当然,区划的调整和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重庆市的 

城镇化进程。

五、人口文化素质明a 提高

“九五”时期,全市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人口的文化素质正逐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推进,人口文化素质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文盲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髙。全市人口中不 

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17.89%下降到2000年的8.90%,10年下降了 8.99个百分点。全市每十万人 

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人数为2802人,拥有中专和髙中文化水平人数为8597人,拥有初中文化水平人数为 

29414人,拥有小学文化水平人数为43387人。

全市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数2000年比1990年增长了 1.62倍，10年间，前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7.60%,全国为8.30%,比全国同期的增长速度低0.70个百分点;直辖以后的三年时间,年均增长速度髙达16.13%, 

比全国同期12.75% 的速度快了 3.38个百分点;具有中专和高中文化教育水平人数2000年比丨990年增加37.88个 

百分点,前七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86%,比全国2.5 % 低 0.64个百分点，直辖后的三年时间，年均增长速度为 

6.(52%,比全国5.27% 的速度快了 1.35个百分点;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平人数2000年比1990年增加28.69个百分 

点,前七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6%,比全国的5.67% 低了 4.31个百分点,直辖后年均增长速度为5.39% ,比全国 

4.8% 的速度快了 0.59个百分点。1990- 1997年,全市人口文化素质提髙速度比全国同期慢，而1997 - 2000年全市 

人口文化素质提高速度就开始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市的教育事业发展加快,人口的文化素 

质向髙层次推进的速度更快。

人口文化素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映,同时又是经济和社会的基础。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挑战,加快重庆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人才,在于提髙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因此我们应更加重视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 

展,努力提髙全市人民的文化水平,缩小同全国的差距。我们还应看到,重庆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人口的文化素 

质还不髙,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快速汇总资料,在所有的文盲人口中,80%以上的文盲人口集中在农村,提髙农村 

人口文化素质仍然任重而道远。

“九五"时期,全市人口特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将对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对重庆市人口的 

研究,就是为了掌握其发展变化规律,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更好地解决人口增长和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个永恒主题。

(重庆市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处米清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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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市职工人数和工资概况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我市的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经济结构逐渐调整，经济效 

益开始走出低谷。同期,我市的职工人数和职工工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职工人数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经济 

单位职工比重明显上升,工资的增长速度较快和不同所有制工资结构趋于合理的特点。

一 、"九五"期间职工人数逐年下降

19%年,全市职工人数为294.63万人,整个“九五”期间职工人数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降为254.(W万人,5年 

间下降了 13.78%,平均每年下降3.64%。“八五’’期间，我市职工人数呈现平稳发展态势，1991年为293.59万人， 

1995年上升到294.25万人，五年间平均每年增长0.06%,基本保持稳定。“九五”期间，我市职工的平均人数为 

276.56万人，同“八五”期间的293.69万人比较,下降了 5.81%。“九五”期间，全国职工人数比“八五”期间的下降了 

10%,大大快于我市职工人数的下降幅度。城镇经济单位职工人数的下降,充分反映了近几年来我市经济结构调整 

的成果,城镇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就业比重不断加大。可以肯定地讲九五”期间，我市职工人数 

已由“九五”前的增长转变为逐年下降,这种趋势在以后几年中还会继续,我市就业岗位的创造必须依靠私营和个 

体,而不是依靠城镇经济单位的就业岗位增加。

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比重明显上升

“八五"期间,我市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98%,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只占2 % 。“九五"期 

间,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占全市职工的比重上升到9.18%,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比重下降到90.82% 。“九 

五”末期的2000年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的比重为85.56%,比“八五”末期的1995年下降10.34个百分点，比“八五” 

初期的1991年下降14.02个百分点。影响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下降幅 

度较大。1995年,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占全市职工的比重为23.74% ,而2000年,其比重就下降到15.90% ,五年间 

下降了 7.84个百分点，占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比重下降因素的四分之三以上。虽然，我市的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 

工人数在“九五”期间以29.2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发展,但与“八五"年均76.95%的增长速度相比,其增长速度大大 

下降,另外又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人数的基数非常小，所以,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只占全市职 

工人数的14.44%,故我市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仍占职工的主导地位。

三、职工工资的堆长速度较快

19%年一2000年,我市职工平均工资平均每年增长8.64% ,即从1996年的5010元上升到2000年的6980元。 

“九五”期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八五”期间下降了 10.87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同期的经济增长速 

度和价格水平,结论就会恰恰相反。“八五”期间,我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15% ,扣出价格因素的职 

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6.21%,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3.06个百分点;“九五”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3 3 % , 扣出价格因素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2.94% ,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 

度3.61个百分点。以上数据显示八五”和“九五”期间,我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同期的经济 

增长速度,其中“九五”超过的百分点更大。从经侪增长的一般规律来看,工资的增长速度应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 

度。在这个意义上讲九五”期间我市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相对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快,国民经济的再分配结构还 

有待改善。将工资增长速度同经济增长速度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与全国同期比较八五”期间，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8.64%,“九五”期间(缺2000年数据），年均增长7.67% ,均低于我市同期职工平均工 

资增长水平。“九五”期间,影响我市职工工资增长较快的因素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调资、企业单位的减员增效 

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建立。

四、不同所有制职工工资结构趋于合理

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不同所有制结构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九五”期间,不同所有制 

结构职工平均工资以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最高,平均工资为6777元,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次之,达到6279元, 

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最低,只有4046元,分别比“八五”期间增长84.0 2 %、70.93%和48.03%。••九五”期间国 

有、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55% 、5.9丨％和3.0S% , 比“八五”期间下降 

10.85、9.73和23.36个百分点。在“八五”和“九五”这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经历了与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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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拉大到逐渐缩小的过程:1991年,国有职工平均工资为2356元,非公有制职工平均 

工资为2458元,两者的比为I: I .W,到 1993年其差距拉大到1:1.53,2000年国有职工平均工资为7431元,非公有制 

职工平均工资为7450元，差距基本消失。这充分说明，经过近几年的国企扭亏脱困攻坚，国企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工资水平迅速上升,职工工资明显增加。我市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状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它与全市职工平 

均工资的差距呈逐渐拉大的势头。“八五”期间,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73.78%,“九 

五”期间下降为68.58% ,200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M.96% 。近年来,我市集体经济单位的市场竞争力削弱,经济效益 

下降,其职工工资增长速度放慢也就成为必然。

附表：

“八五”和“九五"期间重庆市职工人数和工资状况

单位••万人、元

职工人数 国有 集体 其他 平均工资 国有 集体 其他

八五平均 293.63 214.72 73.04 5.87 3208 3422 2367 4578

九五平均 276.56 197.16 54.00 25.40 5900 6297 4046 6777

八五速度 0.06 -0.40 -2.27 76.95 19.51 19.40 15.64 26.41

九五速度 -3.64 -4.64 -12.04 29.25 8.64 8.55 5.91 3.05

(重庆市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处王卫)



“九五”时期我市再就业成果显著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计划经济时期"统包统配”造就的企业人员过多矛盾显露无遗， 

在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裁员”成为企业的明智选择。数十万职工重新回到社会,给我市社会生活 

和经济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 

注。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数次召开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再就业工程中的重大问 

题,拉开了再就业工程的帷幕。据统计,“九五”时期,我市再就业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2000年,再就业率 

已达65% , 比“九五”初期提髙20多个百分点。

一、再就业工程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九五”时期,我市离岗职工急剧增加，据统计，丨996、丨997、1998、丨999、2000年末，我市离岗职工分别达30.48万 

人、39.96万人、41.60万人、44.27万人和45.17万人。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本就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下岗职工 

文化水平偏低和技能单一，以及劳动力市场社会化程度不髙和陈旧的择业观念等,对再就业工程的实施构成巨大障 

碍,给我市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1998年,我市“再就业工程”全面启动。

据统计,1998年,我市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第一年就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就过半数，其后再就业率 

稳步上升。至2000年,我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已达65%,为我市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意义 

非常深远。

(一)给国企改革以强力支持

据统计九五”时期,我市国有企业职工持续减少，至2000年末，国有企业职工为107.50万人，比1996年末减 

少41.96万人。国企职工分流为国企改革和发展贏得了空间，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承担着教 

育、卫生事业等大量的社会义务，同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在市场经济竞争 

中明显处于劣势,国企中的大量富余人员的平稳分流,使国企重新焕发青春,成为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

“九五”时期,我市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42.8万人，从已实现再就业人员情况看，近90% 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在非 

公有经济中从业,其中，从事个体经营的有一半;在私营企业中从业接近30% ;在国有企业中实现再就业的不到一 

成。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去向与国家积极扶持和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扩大非公有经济的份额,调整经济结构不谋 

而合，为我市国企改革向深层次推进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国企扭亏脱困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统计,2000年,我 

市国有工业企业结束了连续6年亏损的局面,实现了“整体扭亏为盈”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既有国家政策的支 

持,也有广大国企员工的发愤图强,更离不开国企分流的下岗职工“舍小家、顾大家”，为国企成功突围所做出的牺 

牲。

(二）、改善了我市产业结构“九五”期间,我市城镇从业人员产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一 、二产业从业人员持续 

减少,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迅速，据统计,截止2000年末,在城镇经济单位中，一、二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3.69万 

人和128.39万人，占城镇经济单位从业人员的丨.4%和49.8%,比1995年末分别减少0.丨个百分点和4.8 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125.91万人，占城镇经济单位从业人员48.8%, 比1995年末增加4.9个百分点。从业人员 

在产业结构中的积极变化,与大量下岗职工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和服务领域再就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使我 

市从业人员产业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首先,提髙了第二产业经济增长质量。我市工业企业科技含量低,重复建设较为普遍,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十 

分明显,工业企业下岗职工也远远多于其他行业。"九五’’时期,在全部下岗职工中,来自工业企业的下岗职工占了 

65.1%，工业企业也就成为了再就业工程的最大受益者,人员负担的大大减轻,无疑为企业解除了后顾之忧,对提髙 

企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2000年全市工业整体扭亏为盈，就深刻地对此做出了说明。

其次，加快了第三产业发展步伐。据统计调查,在已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中,原为第二产业下岗职工,到第三 

产业实现再就业的比例接近80%。下岗前在第三产业,下岗再就业仍在第三产业的超过90% 。我市下岗职工在第 

三产业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吻合。现阶段,一产业劳动力过剩十分明显,二产业,特别是制 

造业多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可以肯定,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一、二产业新增劳动 

力将极为有限,我市下岗职工在第三产业实现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与社会经济发展节奏相一致。从业人员在二、 

三产业中的此消彼长,不仅标志着我市“重生产、轻流通”时代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第三产业发展正进人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三）、促进了社会稳定

“九五”初期,劳动力自谋职业取代了“统包统配”,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和健全的情况下，下岗职工对前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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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迷惘、彷徨之中。据统计，1998年初,半数以上的下岗职工等待国家安置，严重威胁着我市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的 

稳定发展,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异常严峻。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数次召开全国再就业工程会议,将再就业工程作 

为“一把手”工程。在市委、市府领导下,我市紧紧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积极拓展和开发就业岗位,实现了从 

引导下岗职工进人再就业中心,到引导下岗职工积极走出再就业中心的平稳过渡。三年来，我市累计有17.02万国 
企下岗职工接受了就业培训，走出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总量累计达35.92万人,其中实现再就业的占63.9% ,成 

为了我市的"民心工程”。

二、再就业工程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九五”时期,我市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4 % 的速度增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进程中，国有工业企业从亏损数十亿,至2000年的一举扭亏为盈,不仅标志着我市国企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也标志 

着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步人了新的发展时期，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我市再就业工程紧紧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以促进国企扭亏脱困为目标,在巩固再就业成果的同 

时，将再就业工程与国企改革紧密结合。据统计,在经济运行质量显著提髙和持续增长的带动下，至2000年末，我 

市城镇从业人员达381.2万人，比上年末增长2.8%。目前,我市全方位多层次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局面在全市 

已然形成,再就业工程也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
(一)"一三一”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2000年,市再就业中心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分别达27.4万人次和 

22.56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2.26倍和2.13倍。今后,市再就业中心提供的就业信息仍将大大增加,必将使下岗 

职工择业空间更加广泛。
(二)再就业重点企业吸纳下岗人员能力增强。2000年,在市再就业中心的大力协助下,再就业重点企业筹集项 

目投资达11亿元，已吸收接纳下岗失业人员2.1万余人。

(三)再就业小额贷款发放进展良好。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积极筹措再就业帮扶资金，向部分下岗职工 

偿试发放再就业扶持小额贷款,通过下岗职工所开办项目，已帮助和扶持部分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愿望,小额帮 

扶资金的成功发放，为再就业工程注人了新的活力。

(四)检査督促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增强劳动服务就业基地再就业能力。市再就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劳动 
保障、工商、税务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再就业各项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多方位的检査督促，为企业吸纳下岗 

职工和新安置各类人员后,落实减免所得税达3100万元,极大地推动和扶持了企业的发展。2000年，我市新建劳服 

企业再就业基地13个,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愿望增加了重要法码。

(五)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开展送温暖活动。“九五”时期,我市积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针对下岗职工 

特点做思想政治工作,开设“再就业专线”,开展“手拉手”等活动。各级财政和社会各届积极筹措资金,在全市范围 

内广泛开展送温暖活动，对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职工逐一发放慰问金，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下岗职 

工。
三、下岗职工再就业之路日益广阔

“九五”后期,特别是2000年，我市社会经济出现积极的变化，全市工业企业一举整体扭亏为盈，投资髙速增长， 

对外贸易大幅攀升等等,为我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这必将为再就业工程提供广阔空间。

(一)我市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工业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髙为再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 

间。据预计,2001年,我市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5%,投资仍将保持髙速增长，在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役中，我 

市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我们提供的就业岗位亦会日益增多,为再就业工程提供的经济支撑也会更为有力。

(二)择业观悄然变化。劳动就业政策由“统包统配”向“双向选择”的转移，已逐渐被广大下岗职工接受,据统 

计,2000年,我市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中,有60%以上正在积极寻找就业门路，比1998年增加近30个百分点； 

只有23%在等待国家安置，比丨998年减少30个百分点。下岗职工主动寻找工作的多了，等待安置的少了，反映出 

下岗职工已由向政府要工作,逐渐形成了在市场上找工作的观念,这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就业观，无疑有利于下 

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愿望。目前,在已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中,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员随时可以适应下岗再就业的要 

求。

(三)再就业领域日益拓展。我市再就业工程实施初期，下岗职工绝大多数在商贸、服务等领域再就业，在再就 
业工程向前推的过程中，下岗职工从事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务等已是大量存在,部分下岗职工还涉足到种植、养殖 

等。据统计,2000年末,我市城镇金融部门从业人员为6.69万人，比1995年末增长45.4%;房地产从业人员为2.67 
万人，比1995年末增长1.3倍。

“九五”时期,我市再就业工程的成功运行,为我市再就业工程向纵深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我们也应淸醒地 

看到再就业工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较长时期内我市将面临着:经济增长增加的就业岗位,难以满足劳动力增长 

的需求;随着国企改革力度日益加大,我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产生较大变化，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中的部分职 

工仍将面临下岗，在一定时期内下岗职工仍会增加,对再就业工程仍将产生重大压力;再就业工程的覆盖面还不完 

全,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中的下岗职工,在现阶段还未纳人再就业工程范围等问题。由此可见，我市再就业工 

程任重道远,要夺取再就业工程的全面胜利,还将付出艰苦努力。

(重庆市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处邹徳传童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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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投资建设成就辉煌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是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面对外部经济环境趋紧、消费需求不旺、出 

口疲软等种种不利局面,我市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国家“加大投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大决策,集中力童加快基 

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较快增长,从而对“九五”时期我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 、投资总量不断扩大,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九五”期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态势良好，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短短五年间，投资总量由“八五”末期的 

270.97亿元上升至“九五"末期的655.81亿元,增长了 1.4倍。整个“九五”时期,我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08.50 

亿元,是“八五”时期投资总量的2.9倍,年均增长19.3% 。

在此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先降后增,继而又回调,波动十分剧烈。“九五”初期，因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 

中央加强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强化资金源头控制,投资增速一 

度有所回调；1997年直辖以后，为适应直辖市的“龙头”、“窗口”作用和辐射功能,我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 

手实施对城市面貌的大规模改造,固定资产投资力度逐步加大。1998年,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国家在财政、信贷 

方面作出了政策调整,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投资启动经济的发展,受此带动,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上升，当年达 

到我市“九五”时期的投资髙峰,投资增幅髙达34.3%。"九五”后期,投资增速再一次回调,但仍保持了较髙的增幅。

“八五” “九五”时期

时期 总计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投资完成额(亿元） 820.49 2408.50 320.73 370.95 498.14 562.87 655.81

年均增长速度（％) 31.3 19.3 18.4 15.7 34.3 13.0 16.5

固定资产投资率（％) 26.7 , 34.3 27.2 27.5 34.9 38.0 41.2

投资贡献率（％) 29.1 40.1 29.3 29.4 160.7 128.3 84.3

"九五”是典型的“投资拉动”时期,在这期间,不断扩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重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九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髙达40.1 % ,比“八五”时期上升11.0个百分点；同时，固定资产 

投资率也由96年的27.2 %上升至41.2%,上升14个百分点,整个“九五”时期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4.3% ,比 

“八五”时期上升7.6个百分点。

二、投资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

(一)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日益上升,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演变。

为推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国有经济积极地、有益的补充,有关部门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非国有经 

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非国有单位投资环境逐步改莕,投资形势明显好转。五年中，非国有单位投资以年均 

21.8 %的速度髙速增长,髙于同期国有投资增幅4.9个百分点。“九五”期间,非国有经济累计完成投资1215.42亿 

元,是“八五”时期非国有单位投资总量的4.0倍。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八五”时期的37.2 %上升到50.5% ,上升 

13.3个百分点，非国有投资逐步占据了投资领域的半壁江山。其中,集体单位完成投资305.86亿元,个体单位完成 

投资438.35亿元,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完成投资471.20亿元。随着各种经济类型投资比重的变化,投资主体多元化 

格局得到进一步发展，国有、集体、个体和其他经济类型完成投资的比例由“八五”时期的63:15:14:8进一步演变为 

“九五”时期的50:13：18： 19,非国有经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

(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三次产业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

“九五”时期,为更有效地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我市在进行投资总量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了投资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从而使三次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

第一产业投资由“八五”时期的1.0%上升到1.1%,五年内累计完成投资25.64亿元，比“八五”时期增长3.3 

侑,年均投资增速髙达40.7%,分别比第二、三产业投资增速髙出35和 12.2个百分点,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得到 

了强化。第二产业投资比重逐年下降,由“八五”时期的48.7 %下降为27.1% ,下降21.6个百分点。"九五”初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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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业经济发展持续低迷，投资增速一度呈持续下滑态势九五”末期,随着工业经济效益的逐步好转,第二产业投 

资力度逐步加强,投资增速有所回升，2000年当年,第二产业累计完成投资142.38亿元，较上年增长17.0%„ “九 

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第二产业投资652.61亿元,是“八五”时期第二产业投资额的1.7倍其中,工业累计完成投资 

608.38亿元,是“八五”时期的1.7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逐年上升，由“八五”时期的50.3 %上升至71.8% ,上升 

21.5个百分点。随着各产业投资比重的逐步调整,我市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出现新的变化，由“八五”时期的1:49:50 

调整为“九五”时期的1:27:72, 二、三产业比例关系差异日趋扩大。

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步加大。

与“八五”时期相比九五”时期投资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化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加大了 

对交通运输邮电、市政设施及住宅建设的投资力度,从而极大的缓解了“瓶颈”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目前,我市 

交通状况已大大改善,邮电通讯也进人了全国的先进行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的综合功能明显增强，从而为改 

善我市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1、农业水利投资增长较快

“九五”时期,我市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投人逐年加大,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生产完成了由自 

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同时,我市加强了中小型水库的建设,新建了梁平竹锋水库、南川肖家沟水库、巴南下涧口 

水库、涪陵石板水库等17座水库，其中7座已建成投人使用。到2000年末,全市已有大中小型水库2730座,水库总 

容量369460万立方米,实现有效灌溉面积939万亩,这些大中型水库的建立,对抗拒自然灾害、保证农业丰收起了重 

要作用。此外,我市还投人了大量资金用于长江防护林和天然林保护,从而有效的促进了我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1996 - 2000年,全市农业水利投资累计达45.04亿元,年均增长54.5%,高于同期全社会投资增幅35.2个百分点。

2、电力建设成绩斐然

“九五”期间，我市能源工业累计完成投资213.89亿元，年均增长26.9%,其中，电力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69.29 

亿元,年均增长35.6%。五年来,我市投人91.88亿元用于城市电网和农村电网的改造，目前,黔江、永川、璧山、沙 

坪坝等15个区、县(市）的电网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其它区、县(市)也正在加紧建设,力争尽快建成投人使用。此 

夕卜,我市还先后建成自贡- 陈家桥、长寿-万州两条500千伏输电线路、渝达电铁供电配套工程、石板坡水电站、珞 

璜电厂二期送出工程、二滩水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并完成了重庆电厂烟气脱硫技术改造。五年间我市新增输电 

线路长度（11万伏以上）1482公里,新增变电设备能力（11万伏以上）1394万千伏安,新增发电机组容量144万千瓦。 

大规模的电力投资建设使我市发电及输变电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基本缓解了电力不足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的髙速发展和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

3、交通运输建设步人快车道

“九五”时期是建国以来重庆交通发展最快的时期,投资巨大,建设规模空前，交通运输建设捷报频传,好戏连 

台。1996 - 2000年间,我市累计投人280.91亿投资资金用于交通运输建设,年均投资增幅髙达33.8% ,其中仅高速 

公路建设就完成投资207.10亿元。在此期间,成渝、渝长、长涪髙速公路、万县、丰都、涪陵、江津长江大桥,合川涪 

江二桥、菜元坝重庆汽车站、陈家坪汽车西站、江北国际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九龙坡港区二期工程、万州港牌楼工 

程、万州港红溪沟二期工程等一大批交通重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人使用；渝黔、渝合、上界、梁万高速公路、渝怀铁 

路、达万铁路、城市轻轨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一个集水运、铁路、公路、航空，门类齐全、功能完善、辐射面广的立体 

运输网络已初步形成。至"九五”末期,全市公路通车里程已达29252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八五”末期的114公里 

增加到233公里,髙级路面比“八五”时期增加了三倍,高等级公路里程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与我市通航城市已达51 

个，比“八五”时期增加9个，其中国际航线由“八五”时期仅有的曼谷、吉隆坡不定班包机航线增加到现在的重庆至 

名古屋、曼谷、慕尼黑、汉城四条国际正班航线。此外九五”期间我市还新增码头吞吐量280万吨,从而使我市港 

口吞吐能力也较大幅度提高。

4、城市道路旧貌换新颜

为改善主城区道路交通状况缓解交通压力，九五期间我市投人了大量资金用于主城区道路交通改造,先后翻修 

和改造了牛角沱到菜园坝等主城区内多条主要干道;新建了红石路、沙中路等重要道路;大规模修补了坑凼及破损 

的路面;长江二桥、高家花园大桥、黄花园大桥、鹅公岩长江大桥先后建成投人使用;长江滨江路、嘉陵江滨江路渝中 

区段、南岸区滨江路、沙坪坝区滨江路已全线开通,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城区内部的交通压力，围绕主城区的内环滨江 

路与多座长江、嘉陵江大桥相交的新型交通格局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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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邮电通讯发展日新月异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邮电通讯业的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已逐步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进人"九五"时期,重庆邮电通讯业发展进一步加快，1996-2000年间，全市用于邮电通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 

161.98亿元,年均增速高达38.6%。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6.7%,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全市的邮电通讯业发生 

了质的飞跃。短短五年间,我市相继建成国家级光缆汉渝光缆线、杭福贵成光缆线、西渝光缆线、长途电话枢纽楼、 

卫星地球站等一批纵贯市内外的大型先进通讯骨干系统,以光缆为主、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覆盖全市、集数字 

化传输、程控交换为一体的通讯网络已基本形成,我市的邮电通讯事业已步人髙起点、高速度、超常规发展阶段。到 

2000年底止,全市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408.16万门，长途交换机8.45万路端,市话用户达到267.59万户，全市电话 

普及率达到8.68%,其中主城区电话普及率达到31.5%。移动通讯发展十分迅速，已逐步成为电信业的又一大支 

柱。到目前为止,全市移动通讯交换容量达180.75万门,移动电话用户已达157.35万户。

三、人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逐步改善。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和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我市住宅建设步伐迅速加快,片区改造力度进一步 

加大，以龙湖花园、加州花园、南方花园为代表的众多功能齐备、环境幽雅的住宅小区纷纷兴起并逐渐形成规模，居 

民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九五”期间,我市住宅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6.5%,五年累计完成住宅建设投资660.94 

亿元，比“八五”时期增长了 2.0倍，累计竣工住宅面积17547万平方米，比“八五’’时期增长了 70.0 % 。2000年末我 

市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达10.77平方米，比“八五”末期增加了 3.77平方米。

“九五”期间我市还投人了大量资金用于自来水供水,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用气的普及，自来水水质的改善和污 

水的处理,相继建成梁沱水厂、和尚山水厂、黄桷渡水厂及唐家桥污水处理厂,并完成了主城区天然气管网的改造和 

头塘储气站的建设。到2000年末,全市已有供水管道6367公里、自来水日供应能力为427万吨,城市自来水供水普 

及率达97.1%,污水日处理能力达47万吨。自来水质也显著提高,在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基本满足了城市 

生产、生活用水的需要。全市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用户达151.95万户，天燃气、液化石油气年供气分别高达7.63亿 

立方米和5.82万吨。全市用气普及率达79.0%,城市范围内已基本结束了烧煤的历史,既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又减 

轻了大气环境污染。

在注重居民居住、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我市在“九五”期间还重点强调了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加强了公共绿 

地、居住地和城市道路的绿化建设,并先后修建了人民广场、朝天门文化广场、解放碑购物中心广场、沙坪坝商业文 

化广场等五大广场,使城市形象大大改善,给市民提供了一个幽雅、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国民经济实力在建设投入中不断壮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通过投资建设共新增固定资 

产1731.48亿元,竣工房屋面积22792万平方米，其中竣工住宅面积17547万平方米。五年来建成投产基本建设项目 

4242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8个;建成更新改造项目3294个。这些项目的投产使我市各行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髙。 

“九五”期间新增的主要生产能力包括:原煤开采67万吨/年、水泥363万吨/年、啤酒32.61万吨/年、新建及改建公路 

7571公里、新建独立公路桥梁27座,长途电缆3430延长公里,市内电话自动交换机268.73万门,城市自来水供应能 

力109万吨/日等。随着生产能力的逐步提高,我市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从而为“十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重庆市统计局投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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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我市城市建设成就辉煌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我市抓住重庆直辖、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大城市建设投人，全市累 

计完成城市建设投资达481.56亿元,是"八五”时期的2.54倍。大量资金的投人，使得我市在城市交通、道路、桥 

梁、城市住宅、公用事业、园林绿化、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基础设 

施水平、居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髙，城市综合功能明显增强，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为把我市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 

大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日新月异,立体化交通网络建设拉开序幕

城市道路是城市交通的主要设施，是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命脉。“八五”末期,我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与全国城市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8.3平方米相比，仍处于低水平状态。“九五"时期，我市投人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城市道路、桥梁 

建设。新建了围绕主城区的内环滨江路—— 渝中区两江滨江路、沙坪坝区嘉陵江滨江路和南岸滨江路以及红石路、 

沙中路等重要城市道路;翻修了牛角沱至菜园坝等主城区内多条主要干道;大规模修补了坑凼及破损的路面；建成 

了跨越长江与嘉陵江的黄花园嘉陵江大桥、鹅公岩长江大桥、李家沱长江二桥、万州长江大桥和两座大型公路立交 

桥—— 袁家岗立交桥、杨公桥立交桥以及贯穿渝中区腹地的石板坡隧道和临江门地下人行通道;完成了渝中区至沙 

区石小路的拓宽改造以及与主骨架髙速公路的升级改建。此外，城市轻轨交通、牛角沱复线桥、江北区滨江路等项 

目在“九五”期间也陆续开工,尤其是城市轻轨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市更髙层次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建设已拉开了序 

幕。城市道路的髙投人,使我市城市交通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网状、环形状、层状和放射状城市道路系统已 

初步形成,道路通行能力日益增强。2000年末,我市城市道路总长度达3299公里，面积达3205.34万平方米,分别比 

1995年末增加了 1705公里和1233万平方米，桥梁493座，比1995年末增加了 248座，城市道路交通的改善，极大地 

缓解了交通堵塞情况、缩短了城区之间的距离、提高了车辆通行能力、改变了多年来人车混流状况,大大提升了我市 

大都市的整体形象，促进和带动了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城市电网改造加快,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基本得到满足

“九五”期间,我市在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稳步提髙的同时,实施了大规模的城市电网建设与改造,全市城市 

电网建设与改造累计完成投资达57.34亿元，占同期电力建设投资33.9%。实施了主城区220千伏输电网络建设， 

进行了各220千伏变电站和骨干电厂之间以220千伏的双环网连接,并相应配套了 110千伏输变电设备和中低压网 

络,建成了自贡- 陈家桥、长寿- 万州两条500千伏输电线路以及渝达电铁供电配套工程。总投资为64.3亿元的珞 

璜电厂二期送出工程、二滩水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等项目也陆续开工建设。“九五”期间，我市新增1丨万伏以上 

的输电线路长度达1428公里,新增11万伏以上的变电设备能力1394万伏安，大大缓解了输、配电的瓶颈制约矛 

盾。至2000年,全市发电总量达167.90亿千瓦小时，比丨995年末增长了 31.6%,—个省级式电网已初步形成，城市 

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不再难。

三、邮电通倌迅猛发展,城市对外联系明显增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邮电通信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人们工作、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八五”时期,我市邮电通信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对外联系的通讯干线较少、通讯长途干线路游不合理、 

绕道严重、繁华地带邮政生产能力不足等现象。"九五”时期，为适应经济发展对邮电通信的需要,我市加大了邮电 

通信设施建设力度，全市邮电通信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61.98亿元，年均增长38.6% ,大大超过同期其它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相继建成了国家级光缆汉渝光缆线、杭福贵成光缆线、西渝光缆线、长途电话枢纽楼、卫星地面站等一 

批纵贯市内外的大型先进通讯骨干系统和人和汽车邮件转运中心,邮政系统第二枢纽工程、库区网络、邮政绿卡及 

计算机网络工程也正实施建设。通过以上建设，我市邮政通信网络迅速扩大,一个以光缆为主、卫星和数字微波为 

辅，覆盖全市、集数字化转输、程控交换为一体的大容量高速度基础传输网络已经形成,邮政电信业务品种日益增



多,新开了数据通信网、智能网、互联网访问、来电显示、信息高速公路宽带通信网、礼仪信函等业务。2000年末，全 

市邮电业务收人达54.44亿元，比1995年增长了 2.45倍;全市电话交换机容量达408.16万门，长途交换机8.45万 

路端,市内固定电话用户达267.59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达8.68%,其中:主城区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31.5% ;移动 

通讯交换容量达180.75万门,拥有移动通信用户157.35万户；有 1.5万用户通过163、165、169访问互联网，实现了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交叉融合。“让重庆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重庆”的快速信息通道进一步打开。

四、城市公共交通、供水、供气有了新的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供水、供气是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童。“九 

五”时期,市政府把提高公交运力、增强城市供水、供气能力的工作落到实处,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人,使城市公 

共交通、供水、供气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一）、公共交通运力增加

“八五”时期,我市公共交通设施陈旧,严重地影响到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质量。“九五”时期,我市利用各种渠 

道筹集资金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1、大规模购置、更新设备;2、大力调整完善公交线网，发展新区 

线路,形成了通往新区的若干条公交线路;3、完成了主城区公交站台的更新改造。2000年末,全市公共交通面貌焕 

然一新,公交运力明显增加,公共交通档次明显提髙。全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达7.90亿人次，比1995年末增加2.3 

亿人次;营运线路网长度达2260公里;公交营运车辆达4656辆，比1995年末增加了 2586辆;营运出租车15580辆， 

比1995年末增加了 9258辆。

(二）、城市供水能力增强、水质提髙

“八五”时期,我市城市供水总量不足、大部分水厂夏季严重超负荷运行,供水状况不均匀、输配水能力差、管网 

不配套、供水管网亟待改造和维修。“九五”时期，我市加大了对供水建设的投人,全市自来水建设资金累计达13.86 

亿元，兴建的黄桷渡水厂、和尚山水厂和梁沱水厂,大大提髙了我市自来水供水能力和供水质量。2000年末，全市供 

水综合能力达427万吨，比1995年末增加了2.frfg;全市供水管道长度达6367公里，比1995年末增加了3.07倍,生活用 

水41885万吨，比1995年末增长102.5%;居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59升,用水普及率达97.1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城市燃气供应充足

“九五”期间，我市还加大了城市燃气设施建设力度，全市城市燃气建设投资累计4.8 亿元,完成了主城区天然 

气管网改造和头塘储气站的建设,大大地提高了我市的燃气利用率。至2000年末,我市燃气供应量大大超过其需求 

量。天然气、煤气供气总量达7.63亿立方米,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达5.82万吨，，全市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气用户 

达152.09万户，城市用气普及率达79.0 % 。

五、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取得较大进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人口高度集聚给城市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五”时 

期，我市仅有3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9.1万吨,约为全市生活污水需处理量的8.8% ;城市排水管网密 

度为5.88公里/平方公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到70%。大部分生活污水、垃圾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人江河,严 

重影响水环境质量,煤烟型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污染严重。“九五”期间,我市把环境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以 

人为本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了环境综合治理力度。首先,在行政管理上加大了对粉尘、二氧化硫和污水排放 

的治理力度。对造成严重污染的五小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对有污染但需保留的企业坚持环保措施和建设同步，谁污 

染、谁治理,先治理、后生产。其次,加快了污水、垃圾、粪便处理设施的建设。期间新建了污水处理厂2座、垃圾无害化 

处理场4座。再次,加强了对江河水体污染的治理。江北盘溪流域治理等工程相继建成。至2000年末,全市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能力达47.11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量达19722万立方米;排水管网长度达2805.94公里,垃圾、粪便无害化处 

理场处理能力分别达3285吨/日和221吨/日，分别比“九五’’初期增加1076吨/日和64吨/日；机械淸扫面积达378.48万 

平方米，比“九五’’初期增长7.8倍。

六、城市绿化水平提高,绿化建设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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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我市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提出了 

把我市建设成为“山水园林化城市”的宏伟目标,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公共地、居住地和沿江、沿路线的绿化建设。绿化 

建设中,注重将造型设计、雕塑、喷泉、灯饰等引人绿化建设工程，使城市绿化向美学及艺术环境布局发展。大坪至石 

桥铺“国宾大道"两侧的带状绿地、主城区内的两江滨江路带状绿地等绿色工程成功地实现了城市绿化与城市步行 

系统、车行系统的有机结合；1997年出台的住宅小区建设园林绿化条例，对加快我市绿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各居住小区内各具特色的雕塑、假山、庭院、喷泉、林荫道组成一个个园区，成为我市绿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2000^,我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17.08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2.81平方米，比1995年末增加了0.81平方米。此 

外,我市将灯饰工程引人绿化建设!共投人4.8亿元资金用于灯饰工程建设,先后完成灯饰工程7期，建成灯饰项目 

160CKK把山城重庆的夜景装扮得更加璀璨夺目，目前山城夜景”已成为我市旅游业的一张“王牌”,构成了三峡旅 

游的一大录观。

七、城镇住宅建设步伐加快,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住宅建设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髙度重视和关心。从90年代起,我市就开始有规模地进行城镇住 

宅建设,但因历史欠帐、人口增长过快、居民收人逐年提髙等原因，规模仍显偏小,旧城区住房陈旧、紧张状况仍然未 

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九五”时期，随着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开放住宅二级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的出台，我市住宅建设迅猛发展,大规模地进行了旧城区的危旧房改造和住宅小区建设。1996年至2000年,我市采取 

住宅建设同旧城改造相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同步、商品房建设与经济适用房建设同步的方式,按照“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对旧城区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效果最为明显的危旧房成片、成线改 

造,以临江门地区为代表的危旧房改造以较好的形象展现在市民面前,受到市民髙度评价。到2000年末,我市基本上 

完成了主城区内主干道两旁以及重点地区的危旧房改造任务，旧城区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在城乡结合部 

的新区,住宅小区建设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以南方花园、龙湖花园、竞地花园为代表的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生活 

方便、环境优雅的住宅小区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规模。

“九五”时期,全市累计完成城镇住宅建设投资367亿元,累计竣工住宅面积4339.46万平方米,分别是“八五"时期 

的3.2倍和2.5倍,对改变我市旧城镇面貌和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2000年末,我市居民人均居 

住水平显著提髙,人均居住面积达10.77平方米，比1995年末增加了3.77平方米。

八、大型商业设施迅速增加、广场建设从无到有

“八五”时期,我市大型商业设施屈指可数,重庆百货大楼在本市商界可谓老大,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商店可与之 

对抗。“九五”期间，为满足我市商贸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我市利用各种资金渠道进行了大型商业设施建设，各大 

商场林立于在主城区商业地带,其中有代表全国一流购物环境的“大都会广场”、有标榜为工薪簇服务的“新世纪百 

货”、有拍卖价每平方米30万的“地王广场”、有涉足世界各地的连锁超市“家乐福超市”、有重百集团跨区经营的沙坪 

坝重百、江北区重百和九龙坡重百等等。各大商业设施的闪亮登场,使得我市商业设施水平大幅度提髙，为我市居民 

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促进了我市的商贸繁荣和发展,衬托出我市作为西南商贸中心的地位。

广场建设和步行街建设是“九五”期间出现的新生事物。“八五’’时期,重庆还没有一条步行街,没有一个广场。 

“九五”时期,我市将修建步行街和广场纳人市级重点项目，高水平地进行了广场建设和步行街建设,成功地塑造了 

富有现代气息尤如一艘巨舰的“朝天门广场”;“沙坪坝步行街”细腻的铜人雕塑和雕花玉栏无不体现都市人的文化 

品位;“解放碑步行街”花坛排列有序,繁花似锦，把城市中心商业区装扮得格外亮丽;折围修建的“人民广场”把宏伟 

的人民大礼堂呈现在市民面前,受到市民热情称赞。目前,各大广场与髙楼林立的商业区、暂新的居民住宅区相互辉 

映，使得我市以全新面貌呈现。不仅如此，“人民广场”、“朝天门广场”还作为我市形象工程,成为外地游客参观游览 

的必到之处。

(重庆市统计局投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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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我市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1995年以来,特别是1997年重庆成立直辖市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农 

业和农村工作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来抓,使全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农产品有效供给 

充裕;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经起步,农业产业层次得到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民收人 

稳步提高、顺利实现全市扶贫攻坚目标。全市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充裕。

(一)农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九五”期间,我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农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据统计，2000年我市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236.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9.6%。其中,农业增长6.5% ,林业下降了 25.5% ，畜 

牧业增长14.6%,渔业增长71.4 % 。生猪出栏1725.0万头、牛出栏38.5万头、羊出栏167.9万只、禽出栏1_.丨万  

只，分别比1995年增长8.3%、43.5%、110.丨％、64.3%;生猪存栏1509.9万头、牛存栏164.1万头、羊存栏160.6万 

只、禽存栏5171.4万只,分别比1995年增长2.8%、23.7%、59.6%、49.9%;2000年我市肉类总产量143.9万吨，比 

1995年增长16.1%,其中猪肉总产量122.5万吨、牛肉总产量4.4万吨,羊肉总产量1.9万吨、禽肉总产童14.2万 

吨,分别比1995年增长10.4%、47.7%、108.9%、54.2%;油料总产量31.丨万吨、水果总产量81.7万吨,分别比1995 

年增长23.6%、37.8%;蚕茧总产量2.9万吨、牛奶总产量5.6 万吨、禽蛋总产量27.9万吨、水产品总产量20.03万 

吨,分别比1995年增长7.8%、43.0%、45.2%、65.0%;粮食总产量1131.2万吨,茶叶总产量1.5万吨,分别比1995 

年减少1.9%、16.8%。一些产品产量在“九五”时期创历史新高,它们分别是：1997年稻谷产童552.44万吨、玉米产 

量208.87万吨；1996年薯类产量258.86万吨;2000年油菜籽产量22.6万吨,牛奶产量5.6万吨、禽蛋产量27.9万 

吨、水产品产量20.03万吨、水果产量81.68万吨。

(二 )农民人均主要占有量普遍增加,市场货丰价廉。

“九五”时期,农民农副产品人均占有量大幅度提高，据统计,2000年除农民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95年下降 

3.2 %外,其余产品人均占有量都有较大增长。人均生猪出栏0.71头、牛出栏0.02头，羊出栏0.07只、禽出栏4.22 

只,分别比1995年增长9.2%、55.4 % 、1.3倍‘和66.8%;人均肉产量59.46公斤,其中猪肉50.59公斤，牛肉丨.82公 

斤、羊肉0.78公斤、禽肉5.86公斤,分别比1995年增长17.3%、12.1%、50.4%、1.1倍、56.7%;人均油料产董丨2.8公 

斤、水果产量33.8公斤、蚕茧产量1.2公斤,分别比1995年增长25.5%、40.2 % 、9.1%;牛奶产量2.3公斤、禽蛋产童

11.5公斤,水产品产量8.3公斤，分别比1995年增长43.7 % 、47.4% ,69.4% 。

二、农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农产品质量有一定提髙

(一)农林牧渔业结构变化明显。

“九五”期间,畜牧业和渔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农业发展速度,牧渔业特别是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据统计，1995年我市农林牧渔业产值(不变价）比重为58.0:3.8:35.9:2.3 , 2000年转变为56.4:2.6:37.5:3.5, 

农业产值比重下降了 1.6个百分点,畜牧水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 1.6个百分点。

从种植业来看九五”期间,我市粮食作物和其它农作物播种面积逐步下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呈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2000年农作物播种面积5386.2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4160.1万亩,经济作物面积481.0万亩,其它农作 

物面积745.1万亩。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其它农作物的种植结构由1995的81.5:9.0:9.5 调整为2000年的77.2:

9.0:13.8,粮食面积下降了 4.3个百分点，经济作物面积持平,其它农作物面积上升了 4.3 个百分点。在粮食生产 

中，“九五”期间调减小麦、稻谷、玉米、红苕面积249.2万亩,增加经济价值较高的豆类及其他杂粮面积49.2万亩。

从畜牧业结构看九五”期间,我市生猪生产保持稳定增长,草食性动物和禽兔快速增长，猪肉占肉类比重下 

降,草食性动物及禽兔肉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2000年全市肉类总产量143.9万吨，其中猪肉122.5万吨,牛肉4.4 

万吨,羊肉1.9万吨,禽肉14.2万吨,兔肉0.9万吨,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85.1%,比1995下降了 7.0个百分点， 

苹食性动物及禽肉的比重为14.9%,比1995提髙了 7.0个百分点。

(二)优质农产品生产开始起步,农产品质量有一定提高

从种植业来看,优质产品的播种面积快速增长。据统计,2000年全市优质小麦面积13万亩,赣晚灿、K 优926等 

中高档优质稻面积丨0丨万亩,高油玉米、农大108及渝单5号等高赖氨酸优质玉米面积136万亩,杂交优质油菜56 

万亩,优质蔬菜、优质水果分别比上年增长7 %和25%以上,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无化肥、农药等污染的绿色 

食品也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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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畜牧业来看，“九五”期间全面启动畜禽良种工程,畜禽品质结构得到一定改善。据统计,2000年全市“三元杂 

交”生猪的出栏量占生猪出栏量的3 3 % ,比 1995年提高2 5个百分点。同时，市里重点推广的西门塔尔与本地黄牛 

的杂交改良和波尔山羊、南江黄羊和本地良种山羊的选育及杂交推广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适销对路的乌骨鸡、三 

黄鸡、本地良种鸡等优质鸡的生产发展较快。

从渔业来看九五”期间全市加快了名特优产品的生产，水产品质量有了一定提高。江津的罗非鱼、合川的大 

口鲶鱼、璧山的湘鲫、渝北的金鱼、大足的虾、潼南的甲鱼等已初具规模,成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特色产品。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九五”期间,我市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来抓,使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态势，以龙头企业带动的农业基地化、规模化生产已初步显现。一是农业产业链式开发格局显现雏型。 

粮油、畜牧、果品、香料、榨菜等产业初步形成链式开发格局，不同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初现轮廓。二是一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脱颖而出。一批以农副产品加工、流通为主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外资 

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2000年,全市涌现出550个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其中，市属龙头企业 

4 0户，国家重点龙头企业6 户，三是农产品基地建设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按照布局区域化、品种优质化的要求， 

“九五”期间全市建立了一批集中成片的种植基地,梨子、长垫梁的柚子、长寿的蛋鸡,江津和巴南的花椒、万盛和武 

隆的称猴桃及中低山区的林竹药烟茶,近郊区的特种养殖、花卉都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四是联结农户与市场的 

新型经济组织“公司+农户’’应运而生,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2000年全市投资1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 

化项目已达580个,直接带动176万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

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ft设加快,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生态建设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趋好。

(一)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九五”期间，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重庆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到2000年底,全市共建成各类水利 

工程18.3 万处,其中有中型水库3 3座,小一型水库4 W 座,小二型水库2299座,总蓄水能力达3 9亿立方米,开工建 

设 17座中型水利工程并完成4 座；累计完成改造中低产田土 470万亩,建设多经商品基地670万亩;提灌机械拥有 

量 23.7万台,装机功率87.1万千瓦;建成村镇道路57219公里,其中，铺装道路47402公里髙次等组道路8266公里； 

全市9 9 %的乡通公路, 98%的村通了公路或机耕道。全市实现了县级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

2000年全市有效灌溉面积为62.5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3 9 . 4 %，比1995年提髙2.7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 

为 586.5万千瓦，比1995年增加200.5万千瓦,增长51.9% ;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为72.0万吨，比1995年增加9.9 

万吨,增长15.9 % ;农村用电量为278728万千瓦时，比1995年增加103881万千瓦时，增长59.5% 。

(二)生态建设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趋好。

“九五”期间,按照统筹规划，综合治理的原则,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建设综合治理、水土保 

持、高效生态农业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到2000年底累计营造林1600多万亩、封育621.4万亩。森林覆盖 

率由8 0年代初的1 1 %上升到2 4 % ,提高13个百分点。共治理小流域426条，开展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万平方公 

里,已基本控制水土流失面积5500平方公里，年减少水土流失量1200万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加快,共建农村沼气 

池 10万座,节柴灶15万户,改良草地4 5万亩,建设草地8 5万亩，累计建设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丨7 个,其中“九五” 

新建6个,一些有典型意义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瀕危野生动植物、自然遗迹得到初步保护。

(三)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良种良法得到广泛应用。

"九五”期间,我市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充分发挥我市的科技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良种良法得到 

广泛的推广和运用。据统计,2000年全市粮食良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达9 0 %以上，农业生产中地膜覆盖 

肥球育苗、抛秧等新技术普遍使用。据有关部门測算,2000年我市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 0 %  ,比 

1995年提髙5 个百分点。

四、农民收入镱步提离,农村扶贫攻坚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我市农民收人稳步提高。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1892元,比1995年增724元,增长61.9%, 

年均增长10.1% 。

“九五”期间，我市农村扶贫攻坚成效显著。2000年底,我市如期实现“五三六”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全市20个贫 

困区县(市、自治县)实现整体越温达标。全市农村贫困人口由1997年的220万人下降到2000年 140万人,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条件在广泛实施各种项目贷款的支持下,已较“五三六”计划实施前有较大改善,贫困地区广大农民收人逐 

年增长,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都有较大进步。

(靈庆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査队李建国）

30



“九五”时期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重庆农民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收人水平显著提 

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据市农调队对180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査,2000年,我市农民人均纯收人达1892.44 

元，比1995年的1168.78元增长61.9%,每年平均递增10.丨％。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395.53元，较 

1995年的人均1052元增长32.6% 。

一、食物消费由以谷物为主的"主食型”向营养丰* 的“副食型"转化。

重庆市农民人均食品消费现金支出达299.85元,比1995年的229.63元增长30.6%。从消费的食品种类来看， 

主食的消费量明显减少,副食消费量大大增加。全年人均主食类消费现金支出19.97元，比1995年的人均37.23元 

下降了 46.4%,而营养丰富的鲜菜、禽、蛋水产品等副食品的现金消费支出达135.26元,较 1995年的105.01元增长 

28.8%。而可吃可不吃的属于零食范畴的其它食品（如烟、酒、奶及干鲜瓜果等）的人均消费支出高达95.48元，比 

1995年的62.78元增长52.1%。广大农村居民基本结束了“粗茶淡饭"的淸苦日子，向讲究营养价值的“副食型"方 

向发展,食物消费开始追求髙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另外,食品质量的提髙还表现在居民食品消费行为的食补 

结合上。随着疗效食品、保健食品、药物食品和营养食品的迅速发展滋补热”、“保健品”也迅速走向广大农村,人 

参酒、西洋参、各类营养餐包、口服液等时常出现于农村居民的“现金收支记帐"中,农民也同城里人一样通过消费这 

些食物,不仅能充饥和满足食欲,还能预防和治疗疾病,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从而推动我市农民食品消费上台阶 

—— 保健、营养。

二、衣着消费水平明显提离,个性化特征更加突出

“九五”期间，随着居民收人的稳步提髙,生产的不断发展为广大农民衣着消费多样化、高档化和个性化提供了 

机会和可能。作为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衣着历来是广大农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只是在以往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 

民极低的收人水平限制下,衣着消费的欲望得不到较好的满足而已。随着“九五”期间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市场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千姿百态、五彩纷呈的衣着消费品。广大的农村居民在满足了第一需要（吃的 

消费)并使其提高后,他们更加注重衣着消费的档次和质量,围绕“漂亮时髦”动脑筋,他们在彻底打破“只有过年才 

穿新衣”的习俗基础上,基本上做到了“季季添衣,款款新潮”,那种统一的服装式样、恒久的穿着被多样化、个性化和 

装饰化所代替。资料表明,2000年重庆市农民的人均衣着消费支出61.96元，比1995年的55.42元增长11.7% ,成 

衣消费的比重由1995年的49.1%提髙到如今的55.69%。除耐磨时用的各类劳保服装是农民衣着首选外,各种呢 

绒服装、高档西服、名牌时装、真丝系列穿在外出务工农民—— 打工仔的身上也不稀罕,穿出个性、品味,达到大方溧 

亮的目的是“九五”农民服装消费的主流。

三、家庭贵重耐用品拥有貴埔加,种类增多

如今的农民在解决了自己的温饱并使其质量有所提高后,大都把眼光、精力、财力投在家里的用品摆设上,特别 

是处在科技水平较高、信息化程度较强的市场经济时代,那些能给家庭生活增添快乐、带来方便和效益的电子产品 

尤其受到富裕起来了的农民的青睐。调查表明,2000年重庆市农民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达66.76元,较 

1995年的51.55增长29.5%。下表是1995年底和2000年底农民家庭主要贵重耐用品的100户拥有量情况。



名称 洗衣机 空调顺 电话(部）
冰箱(台） 彩电（台）

时期 (台） (台） (包括移动电话）

1995年末 0.93 4.06 1.87 0 0

2000年末 5.67 31.33 8.94 0.06 17.33

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九五”与“八五”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增长速度特别快。“八五” 

末期,农民家庭的主要生活消费品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三大件,那时，农民家庭这三大件的拥有量也非常有限（每 

百户未超过5台）,进人“九五”后,髙档耐用品以惊人的速度涌人普通农民家庭,一大批多样化、系列化和髙档化的 

电子产品以低于“八五”的价格水平向广大农村市场供应,让更多的农民家庭领略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气息,更可喜的 

是空调器、电话等“八五”农民家庭还未涉及的高科技产品也逐渐进人寻常农民家庭。尤其是以前农民想也不敢想 

的属于办公专用的电话,在“九五”期间迅速进人农民家庭。到2000年底，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电话(包括移动电 

话）17.33部,其它如寻呼机、影蝶机、家用汽车等新兴的贵重耐用消费品也逐渐进人农民家庭,农民家庭现代化进程 

的步伐在“九五”期间迈得较快,家庭生活也更加舒适。

四、教宵、娱乐消费成倍壜长,发展与車受需求旺盛

调查资料表明,2000年重庆农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4.52元,较“八五”末期的1995年的 

75.17元增长1.06倍，是各大类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其中学杂费和各类技术培训费增长1.36倍。广大农民在市 

场经济的拼搏中深感知识的重要,因而总是在想方设法让自己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的同时,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子女多 

读书。为此,很多农民家庭节衣缩食,牺牲自己多年养成的爱好，倾囊供孩子读书，从进中心小学、重点中学到名牌 

大学,广大的农民倾注了他们全部的积蓄和心血。另一方面,一些农民在自己收人日渐提髙后,也开始注重自己的 

享受了，休闲、赶集、旅游和探亲访友也逐渐被农民接受和賦予新的内容,从而使娱乐服务消费逐年增长。总之,农 

民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的前提下,开始注重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了。

五、居住条件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住宅是家庭的基本生存空间和生活乐园，当今社会,无房便无家,居之不安，何以乐业,人们深感住宅对家庭的 

致关重要，因而,总想方设法为自己筑一个坚实的窝。“九五”期间，随着农民收人的增加，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 

需要后,消费支出的重点逐渐投向家庭的住房方面,特别是随着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三峡移民的搬迁，建 

房摆上了很多家庭的议事日程。随着我市农村小集镇和农民新居的形成,一幢幢农家小院的迅速崛起，一大批农民 

家庭搬进了钢混结构的新居。调查表明,2000年底，我市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29.58平方米，比1995年的人均23.50 

平方米增长了 25.9%,钢混住房结构比例达16.56%,较丨995年提高了 4.22个百分点;从住房价值来看,其人均住房 

价值4W2.47元,远远超过1995年人均1305.78元的水平,无论是从数量看,还是从质量上比九五’’农民的住房条 

件都比“八五”上了一个台阶。从居住条件来看，“九五”末期,74.8 % 的住房有卫生设备，全部农民家庭住房都通了 

电,50%以上的农户使用上了安全饮用水，丨.丨％的农户还用上了清洁卫生的液化气或沼气,居住条件与“八五”末期 

相比大为改善。

(重庆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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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新发展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五年。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我 

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冲击。国内产品相对过剩,通货紧缩,投资、消费缺乏热点,市场需求不足,使正在 

转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

"九五”时期也是我国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的五年。重庆工业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紧紧抓住国家推 

行现代企业制度,债转股,技术改造贴息贷款,银行降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大结构调整 

和扭亏脱困力度,工业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势头。

一、"九五"时期重庆工业经济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一)生产保持平稳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九五”时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重庆第一大支柱产业一摩托车工业有所下滑，致使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有 

所回落。2000年,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527.48亿元，比1995年增加丨59.3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9.9% ,年均增 

长9.8%,虽比"八五”时期回落了 3.4个百分点,但完成了“九五”计划目标。

工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0年，规模以上企业(全市国有及年销售收人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完成 

工业增加值287.50亿元，比1995年增加了 93.94亿元,增长48.5% ;销售收人959.36亿元,增加了 206.87亿元,增 

长27.5%;资产总额1945.11亿元,增加了 644.14亿元,增长49.5%;实现利税85.57亿元，增加了 27.53亿元，增长 

47.4% 。

(二)经济效益先抑后扬，全面实现扭亏目标

“九五”前三年,受国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同时市场需求不足， 

工业品价格下跌，1997年下半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需求受到抑制，出口受阻,从而导致重庆出口下 

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效益的下滑。三年来，重庆工业始终处于亏损局面,亏损额逐年递增。19%年亏损9.09亿 

元，1997年亏损15.08亿元，1998年亏损19.31亿元。

1999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戚弱,周边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国际贸易增加;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债转股政策的落实，使重庆工业从各种困扰和矛盾中 

逐渐解脱出来,开始向良性方向转变，当年亏损9.04亿元，比1998年减亏10.27亿元，减亏53.2% 。

2000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继续好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举全市之力，打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攻坚 

战,积极落实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七个一批”措施,继续实施对50强企业“扶优扶强”发展战略,使重庆工业经济 

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全市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5.64亿元,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41亿元，国有 

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7.26亿元，从而结束了重庆工业长达4年、国有企业长达6年亏损的被动局面，全面实现了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全市工业企业净亏损，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净亏损分别下降50% ,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整体扭亏 

为盈”的三大奋斗目标。

(三)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九五”时期,重庆工业在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中取得积极进展。

1、所有制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工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九五”时期，重 

庆国有大中型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变产权单一的纯国有企业，为产权多元化的国 

有控股企业或参股企业;国有小型企业积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破产、租赁、承包等形式,进一步放开搞活。2000年 

末,国有控股企业发展为233户，比1998年增加37户。为了促进以私营企业为重点的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重庆对私 

莺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技改立项、新产品开发、重点增长企业政策的倾斜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从而为各 

种经济成分创造了平等竞争的环境。“九五”时期，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以私营为重点的非公有制比重有所上升。

2、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1)能源工业加快发展，大大缓解了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制约。“九五”时期,除煤炭工业受结构调整影响,增长缓 

慢外,其他能源工业的增长均高于全市工业,年均增幅较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年均增长52.0% ;石油加工及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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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油业,年均增长16.5%;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年均增长6.3%;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年均增长31.9% 。

(2)高新技术及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促进了重庆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了重庆工业经济的活力。“九五”时 

期增长最快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7倍,年均增长21.9%，居第一;医药制造业增长93.1 % ，年均 

增长14.1%，排第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增长82.9%,年均增长12.8%,居第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增长79.0%,年均增长12.4%,列第四。

(3)支柱产业的持续发展,有力地支撑了重庆工业经济增长。“九五”计划实施以来,重庆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技 

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加大,从而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三大支柱产业。2000年,三大支柱产业完成现价 

产值559.9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85.7% ,年均增长丨3.2%,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由1995年 

的 56.0%上升到2000年的58.2% ，提高了 2.2个百分点。

(4)传统产业的调整,大大有利于重庆产业结构的升级。“九五”时期,传统产业生产能力普遍低水平过剩,产品 

髙新技术含量不足,开发与创新能力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九五”期间已普遍进人调 

整期。2000年与1995年比，相当部分产业的生产处于负增长状态，降幅最大的是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下降 

78.2%;其次是皮革、毛皮、羽绒制造业，下降56.9%;橡胶业下降51.7%,食品业下降45.4% ,造纸及制品业下降 

35.7%.服装、Ik下降26.4%.纺织、丨卩下降22.6%,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21.3% 。

3、实行总量控制及限产压库政策,产品结构有所调整。针对部分传统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的矛盾，根据国家 

“九五”时期提出的对纺织、煤炭、冶金、建材、烟草等行业总量控制，限产压库政策,重庆关闭了一批技术落后，产品 

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玻璃、小水泥、小煤矿、小火电、小造纸“五小”企业。2000 

年末,关闭了小水泥企业13户，淘汰落后生产线18条,生产能力105万吨;淘汰小玻璃生产能力30万车厢;关闭5 

户小钢铁企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铁4.5万吨，钢 11万吨,钢材6万吨;毛纺压锭4800锭,关闭了重庆水泥厂老线、 

重庆发电厂两台5万千瓦机组、重庆龙章造纸厂化学制浆生产线三大污染源。“九五”时期,随着产品结构调整和产 

品的升级换代，重庆新产品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均大幅度增长。2000年完成新产品产值204.73亿元，比1998年增 

长 1.3倍，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8年的11.5 % ，上升到2000年的21.3%。“九五”时期,年均增长保持2位数以 

上的产品主要有:彩色电视机(68.5%)、变压器（19.8%)、铝材（18.7%)、汽车（16.5%)、内燃机（13.1% ) 、合成洗涤 

剂（15.9%)、水泥(11.3%);保持增长的主要产品有:饮料酒、农用化肥、合成氨、发电量、成品钢材、生铁、钢、家用洗 

衣机等。进人调整的产品有:原煤、布、焦炭、机制纸及纸板、盐酸、食用植物油、化学原料药、化学纤维、塑料制品、铁 

合金、摩托车等。

4、企业组织结构优化，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增强。“九五”时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使 

企业基本建立了以资产为纽带的资本运营体制。2000年末,全市301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111户改制，其中，中央 

企业13户,地方企业98户，改制面达到36.9% ;国有小型企业改制面达到71.0%。通过改制重组，企业规模不断壮 

大,组织结构优化,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涌现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特别是庆铃、烟草、扬子江乙 

酰、嘉陵、重啤、太极、建设、力帆、宗申、隆鑫等50强企业,成为重庆工业经济的中流砥柱。2000年,50强企业实现工 

业增加值丨丨6.56亿元，占全市的41.2% ;实现利税60.17亿元，占全市的70.3% 。一批优势企业成功地到国内外市 

场融资,体现了重庆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5、实施兼并破产计划,促使劣势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 

有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产品积压、生产下降、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缺乏市场竞争力等等。“九五”时期，国家 

建立了关闭、破产、出售、租赁、承包、剥离有效资产、注销不良资产、兼并重组等国有资本的退出通道和机制。对长 

期亏损,扭亏无望,污染严重的企业，通过破产、关闭、兼并、出售等形式,促进国有资本从劣势企业和小企业中退出。 

2000年末,重庆列人计划实施破产的国有企业共59户，其中，国家计划24户，市计划27户，依法破产8户；国有大中 

型企业36户，中小型企业23户。

二、"九五"时期重庆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九五”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复杂和深刻的五年，重庆工业经济虽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遏制住了连续4 年 

多的亏损局面,但由于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重,一些改革政策措施还处于消化落实过程中,重庆工业经济发 

展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工业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九五”期间，重庆工业经济增长是无可置疑的,但增长是在“八五”高速九五”回落的基础上的回升,是低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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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是“九五”后期,工业经济效益的大幅提髙，主要靠政策性因素的支撑。2000年,全市实现的利润中有70% 

来自国家政策支持,盈利的基础尚不够牢固,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缺乏强劲的动力源。

(二)企业科技开发能力不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

经过"九五”时期的内联外引，重庆工业的科技开发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依然较低,传 

统产业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工业发展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撑。2000年,重庆高新技术产品实现产值达到194.60亿元， 

但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2.7%。企业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三)市场需求不足制约工业经济发展

市场需求不足是制约“九五”时期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城市居民的大件需求已经趋于饱和,基本生 

活必需品的需求量相对固定,增长空间不大,而广大农村市场由于受农民收人增长的限制也难以启动,市场需求不 

足仍将制约工业经济发展。

(四)工业结构矛盾突出,进一步调整难度较大

一是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尽合理。国有经济比重大,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比重小。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实现现价产值占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为67.9%;股份制企业比重占19.1%;外商投资企业比重占13.4 % 。二是企 

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小而全,大而全”,资产集中度较低。三是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2000年,重 

庆主要产品产童占全国的比重,除汽车（11.3%)、摩托车（19.9%)占有较大比重外,其余产品均偏低,如白酒仅为

0.6%,布仅为丨.19%。四是还没有销售收人超过百亿元,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规模效益在重庆工业企 

业生产中显现不明。

三、重庆工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促进工业经济新发展

坚持以结构调整作为“十五”计划的主线，在继续抓好扭亏脱困的同时,着力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灵活的运营机制“三大基础”，促使国民经济步人良性循环轨道,促进工业经济新发展。

(二)继续加大科技投人力度,提髙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西部大开发使重庆工业发展获得良机，同时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核 

心，企业只有不断加大科技投人力度,掌握尖端技术,才能在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重庆应通过定期举办“髙交会” 

和对外交流等“请进来,走出去”方式，以合作建立技术开发中心模式,获得成套技术,尽快形成自身“造血’’功能,铸 

造拳头产品，树立渝派产品形象。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一批优势企业集团,提高经济效益

以国有企业改革与改组为突破口，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切人点,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将新工业、新技术、新 

材料引人传统产业,提髙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和工业增长质量。鼓励企业通过资产运营做大盘强,着力培育一批能 

与国内外企业抗衡的企业集团,提髙规模效益。继续抓好钢、煤、烟的总量控制工作以及作好“五小”的关停取缔工 

作,减少能耗,从而改善大企业的生存环境。

“九五”处于世纪更替之际,经济领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通货紧缩,投资，消费缺乏热点，市场需求不足对重庆 

工业经济发展造成强烈冲击。历经“九五”使我们积累了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取得成绩给了我们争取更大成功的 

信心;W T O的临近,新经济观念的注人促使我们加大改革力度。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在“十五”将奋蹄扬鞭， 

力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使重庆工业经济呈现崭新局面。

(重庆市统计局工业交通处周小平唐时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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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1996~2000年）,重庆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加大国有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 

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成功克服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 

了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实施债转股,封闭式贷款，国债技改项目等措施,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初步摆脱了 

困境,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一、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状况逐年改蕃,经济实力逐步堆强

“九五”时期,重庆在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的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 

有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2000年重庆国有控股企业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653.5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67.9%,与 1995年相比,增 长 年 均 增 长 丨 1. 1%;完成工业增加值198.93亿元，占全市的70.3% ,增长 

59.4%,年均增长9.8%;实现销售收人666.10亿元，占全市的69.4%,增长20.3%,年均增长3.8%;实现利税60.44 

亿元，占全市的70.6%,增长19.3%,年均增长3_6%;实现利润5.41亿元，比1995年增加0.3亿元。2000年末,重庆 

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1599.16亿元，比1995年增长70.9%,平均每年增长11.3% ;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988.61 

亿元，比1995年增长70.7%,平均每年增长11.3% 。

二、国有企业三年扭亏脱困奋斗目标基本实现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1998年—— 2000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据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举全市之力，打好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攻坚战的分阶段目标,出台了“兼并破产淘汰一批,消灭一部分亏损源;债转股搞活一批,要求当年扭 

亏为盈;貼息贷款进行技术改造一批;军工企业军品、民品分设转化一批；中小企业改制解困一批;加强内部管理转 

化一批;扶优扶强壮大一批”七项具体的政策措施。

2000年3月31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重庆首家实施债转股的企业—— 西南铝加工厂签订了 28.65亿元的债 

权转股权协议,标志着重庆债转股工作的正式启动。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大都是重庆的重点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不 

少是行业排头兵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冶金、化工、医药、轻工、纺织等行业。到2000年 12月，重庆已有19家企业 

实施债转股,债转股总金额112.30亿元,当年减少利息支出3.88亿元,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由债转股之前的 

70%以上降到50%以下,80%的债转股企业当年已扭亏为盈,西南铝业集团公司从原亏损3000多万元,债转股后， 

2000年盈利1350多万元。

2000年,重庆国有企业三年扭亏脱困目标已基本实现,跟上了全国的统一步伐。1997年,重庆国有大中型亏损 

企业数为165家,到2000年，已减少到132家,减少了 33家;全市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盈利15.64亿元,在 1997年亏 

损6.86亿元的基础上增加效益22.50亿元,扭转了 4年多的亏损局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5.41亿元,在 1997 

年亏损9.88亿元的基础上增加效益15.29亿元,扭转了 6年多的亏损局面,全面实现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奋斗目

标。

三、国有企业“三改一加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九五”期间,重庆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思路,按照“产权淸 

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九五”之初的1996年，重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企业为65家,其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15家，占 

23.1%;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有34家，占5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有9家,占13.8% ;尚未实行公司制改造 

的有5家，占7.7%;其它类型的企业有2家，占3.1% 。

到2000年末,重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绝大 

部分实行了公司制改造。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127家，占改制总数的31.4% ,其中改制上市股份有限 

公司的有27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有278家，占改制总数的68.6%,其中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有25家，占 

6.2%。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00多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制，占总数的1/3强;80% 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完成了公司制 

改造,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已基本形成。

重庆将“确保稳定、加快进展、保证质量、注重方法”作为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指导思想,坚持把确保稳定与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有机结合,确立了职工下岗分流的“三条最低保障线",要求凡是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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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或类似机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体系已经形成,全市社会保障程度正在逐 

步提髙。2000年底,全市共建立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900多个,有 14万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人再就业服务 

中心,并给予了基本生活保障费。

“九五”期间,重庆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市共有184户企业实施兼并，其 

中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占36%,国有兼并集体的占48%,非国有兼并国有的占16%。涉及职工28万多人，资产总 

额30多亿元。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股权变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完成了“太极集团”对 

“重庆中药”、康达尔对“涪陵建陶”、“中国泛华”对“重庆东源”、“杭州华立”对“重庆川仪”、“闽福发”对“重无厂”的国 

有股权转让和置换工作渝汰白”、“重庆万里”和“渝三峡”正在进行重组的准备工作,为这些国有企业腾出了发展 

空间。“九五”期间，通过对国有企业实施资产重组,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淘汰了一些落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消灭 

了亏损源,对于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困难企业被收购或兼并后，已经步人 

良性发展轨道,正在成为重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抓大放小、扶优扶强,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焕发出蓬勃生机

“九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进人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重庆一方面积极培育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所 

有制的大企业、大集团和优势企业群体，另一方面对小型国有企业实行了“三放”（放下、放权、放手）政策。为了提 

高重庆工业在全国经济总格局中的地位,从 1993年开始,重庆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抓大放小、扶优扶强”的有效 

途径，率先对全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综合经济实力进行评价考核,通过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考核指标体系， 

筛选出50家优势企业，由市政府命名为“重庆工业企业50强”。“九五”期间,在连续5年被市政府命名的18家 50 

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有15家，占了 83.3%,国有企业在重庆工业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结合重庆国有企业行业性结构调整,重庆建立了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培 

育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集团,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后劲。“九五”期间,重庆对国有或国 

有控股的优势扩张型企业在资产重组中涉及的其他企业的国有资产,采取了划拨方式推进扩张，先后组建了重庆机 

电控股(集团)公司、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以及重钢、西南铝业、庆铃、嘉陵、长安、建 

设集团等33户国家、省部级企业集团。2000年,重庆工业企业集团的资产总额达到662.64亿元，占了全市规模以 

上企业的34.1%;实现销售收人376.62亿元，占了全市的39.3%,进一步增强了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提高了国有 

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对于量大面广的国有小企业,重庆分两批将460多家市属国有小企业实行“下沉’’管理,进一步增强了区县政府 

统揽区域经济的能力。各区县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破产、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多 

种形式放开搞活,帮助他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促进 

了经营机制的转换,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区县经济的结构调整，使全市区县工业步人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新阶段。2000年,重庆区县属企业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408.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了 96.1% ,年 

均增长14.4%,比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增幅髙5.9个百分点;实现利税33.51亿元，比1995年增长了 4.4倍,年均 

增长134.5%，比全市平均增幅髙126.4个百分点。

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建议

重庆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改革的不同时期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带有过 

渡性,三年扭亏脱困目标的实现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良性发展必将是我国今后的一项长 

期和艰巨的任务。

(一)进一步完善医疗、劳动、就业保险制度，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供方便。建立全社会的养老保险体系，逐步 

提髙个人缴费比例。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医 

疗保险制度试点,逐步扩大范围,进一步办好再就业服务中心。加强对保险基金的监督,多渠道筹措资金,构筑起政 

府提供基本保险,企业提供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相互补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人员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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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的难题,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换经营机制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二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搞好国有企业破产、清算工作。对于应该破产而未破产的国有企业,应按照市场经济 

的规律,让其破产和淸盘。当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100%以上,且流动比率小于0.5,速动比率小于0.丨时,企业应当 

破产和淸盘;当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80%和 100%之间,且流动比率小于1,速动比率小于0.5时，可判定企业已经 

“癌变",可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拍卖、租赁等方法及时挽救;对死不起,又活不了，成为“植物人”的国有企业， 

可以采取转移财政支付的方式予以补贴。

(三 )加快国有企业民主化管理步伐。影响企业发展和效益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科技开发、市场营销、产品质 

童、管理水平等,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制度。没有好的制度,再多的投资也可能成为“拍脑袋”的牺牲 

品,再宝贵的人力资源也可能被闲置浪费，再好的优惠政策也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变形。对已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 

企业,要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定，真正由董事会选聘任命总经理,尽快实现企业民主,一方面是保证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的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增强国有企业职工凝聚力的有效办法。

(四)引导企业开发专利技术,尽快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任何一个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都 

是髙科技；国有企业只要拥有专利权，就拥有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在市场竞争由拼价格到拼企业实力的今天，国 

有企业能否生存,能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关键在于技术开发,特别是专利技术开发。光有一个专利技术还不行,必 

须研制一代,开发一代,储备一代。要在新世纪的市场上站稳脚跟,没有“十倍于速率”的开发建设是会被淘汰出局 

的。随着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市的产品结构,经济质量及生产力布局,政府调控方式都将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有企业将真正面临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

(重庆市统计局工业交通处潘雪峰李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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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飞猛进的运输邮电通信事业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既是重庆运输邮电通信管理体制大力改革的五年，也是重庆运输邮电通信事业迅猛发展的五年。从 

1997—1999年连续三年被定为“交通建设年”,重庆邮政电信在全国率先分家,电信固定与移动的分营,到2000年市 

委市政府对重庆运输管理机构的重大调整,都进一步改革了运输邮电通信管理体制，为其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证。“九五”时期广大运输邮电通信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拓,努力进取,迎接挑战。通过五年的发 

展，运行质量显著的提高。如今已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则、法规和条例,加大了行业管理力度，规范了市场行为， 

使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相统一。通过调控和优化运力结构,调整运力布局,改善经营结构,协调客货发展,优化 

车辆结构,新增邮电通信新手段,开拓运输邮电通信新领域等手段,使资源和市场得到最优配置。

一、运输邮电通倍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加大,促进了重庆经济迅猛发展

重庆是一个多山的内陆城市,要想取得经济的大发展，必须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和通信问 

题,特别是公路交通问题。“九五”时期,市政府继续加大投人和建设力度,全面实施“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 

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并逐步形成了“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引进外资”等多元化筹资渠道,打通向东向南 

的出海通道和向西向北的出口通道,形成东出南下,西进北上的主骨架交通网络和畅通快捷的邮政通信网络,促进 

了重庆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 “九五”时期是重庆历史上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五年,全市共完成运输固定资产投资 

280.91亿元，占“九五”固定资产投资的11.7% ,年平均增长33.8 % ,其中公路建设总投资为201.79亿元，占运输总 

投资的71.8%。2000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29252公里，比1995年的22556公里增长6696公里，年平均增长 

5.3 % 。“九五”时期,投资建设虽现下列特点：

(一)髙速公路的迅速崛起最为耀眼。继19%年 114公里的成渝高等级公路实现了“零”的突破后，重庆相继建 

成了渝长、长涪等多条高等级公路和万县、涪陵、丰都、江津等多座长江大桥。目前梁万、渝合、上界、渝黔一期高速 

公路建设进展顺利，已逐步形成了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髙速公路主骨架。经过五年的建设,全市不通公路 

的乡已从1997年的76个下降到14个,全市通公路的乡镇比重已达99.1 %  ,公路密度达35.6公里/百平方公里。

(二)全市共投资12.06亿元用于重庆水运基础设施和港区建设。先后开工和完成了九龙坡港区二期工程、万 

州港牌楼工程和红溪沟二期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填补了西南地区无专用集装箱码头的空白，增强了西南地区出口 

创汇的能力,对一批三峡库区水运设施淹没再建工程和县城港、集镇码头进行了整治和建设。

(三)重庆铁路共投资16.07亿元进行基建、大修和更新改造。对铁路安全基础设施、运输生产设备、三大干线 

轴温自动化监控、主要编组作业智能化以及主要站点微机联网售票等进行了建设,全域实现了蒸汽内燃电力牵引到 

内燃电力牵引的过渡。渝怀铁路也已开工。

(四)邮电通信业共投资161.98亿元用于网络技术提髙和扩大规模建设。至此重庆已建成了一个以光缆为主， 

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覆盖全市,集数字化传输,程控交换为一体的世界上最大的本地电话通信网络和西部主要 

的邮区中心局。

二、运输结构调整大,全社会客、货运输总置和客、货运输周转总量继续保持适度的增长

(一）由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最大,加之综合速度、价格等各方面因素,公路客货运输在各种运输方式中所

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经过五年公路基础设施的大建设,重庆道路运输市场日趋成熟。2000年,全市道路运输经营户已发展到1.76 

万户，比直辖后的1997年增长41.3 % ;营运车辆达11.46万户，比1997年增长21.8% ;道路交通也从单一的粗放型 

运输向髙质量、多层次、髙效益的集约式运输方式转变。货运方面:零担运输、专项运输、大件运输、特种运输、集装 

箱运输呈壮大之势;客运方面也发展成为集大、中、小，髙、中、普车型齐全，适应各种运输消费层次的运输格局,基本 

满足了人们的不同层次需求。

公路运输在各种运输方式中所占份额继续增大。2000年,公路货运在全社会货运量中所占比重为84.8% , 比 

1995年增长4.8个百分点，铁路所占份额为丨0.2%,水路所占份额为4.99%,地方民用航空所占份额为0.01%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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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在全社会客运量中所占比重为92.3%,份额比1995年增长了 6.2个百分点,铁路所占份额为3.7% , 水路所占 

份额为3.9% ,地方民用航空所占份额为0.2% 。

随着公路基础设置的进一步建设,公路网络化的进一步完善,公路运输在各种运输方式中的优势地位将继续保

持下去。

(二)铁路运输保持平衡态势,重庆空港开始走出几年绯徊不前的局面,生产形势开始向好

“九五”时期,铁路运输略有升降,基本保持平衡发展，客货周转量基本在2.5 %的增长幅度上波动。重庆空港运 

输则受西部开发的利好因素影响,开始走出几年绯徊不前的局面。2000年,江北机场共有23家航空公司在此营运， 

全年共完成旅客吞吐量278.0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为7.57万吨,分别比1999年增长13.3%和24.4% 。空港运输生 

产形势较好,重庆出港货物大幅度增长；国际和香港、澳门航班增长较快;在重庆机场营运的支线飞机明显增加；各 

航空公司在江北机场投放的运力平衡增长。

(三)水路运输呈逐年下降趋势

“九五”是重庆水运较为困难的时期,渝长、渝涪髙速公路的全线贯通,铁路的提速,加之油价的猛烈波动,使水 

路运输遭受重创。据有关部门测箅,2000年,重庆到奉节一条快速船往返一趟,营运成本为3.5万元,其中油费就达 

2.2万元,而营运收入仅1.8万元,净亏丨.7万元。由于水上运输油耗高，油价影响大,油价的猛增导致运输成本不 

断上升。水上运输终因速度慢、票价高、油耗髙而难以为继,不少企业处于瘫换或半瘫换状态。2000年全市运输船 

舶比1999年减少了 712艘,五年来,客运量年平均下降7.7%,货运量年平均下降2.5%。现在以万州为中间港,万 

州—— 重庆以西线客运萎缩趋势已成定局。万州—— 宜昌运输尚存生机,因为该段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无髙等 

级公路和铁路,且道路险峻,下水为I丨小时,上水为22小时,走公路则要40个小时,水运企业顺应市场需求,通过改 

建发展汽车滚装船,装运载货汽车贏得了新货源,给萧条的库区水路带来了一个新的亮点。

(四)运输总量及周转总量继续保持一定增长

2000年全市完成客运量5.77亿人，比1995年增长44.4% ,年平均增长7.6%。其中,铁路年平均增长2.0%,公 

路年平均增长9.1 %  ,而水运和地方民航运输量呈下降趋势。

2000年全市完成客运周转量270.44亿人公里，比1995年增长36.1 %  ,年平均增长6.4%。其中,铁路年平均增 

长0.3% ,公路年平均增长14.1% ,地方民航年平均增长6.8% ,而水运呈下降趋势。

2000年全市完成货运量2.79亿吨，比1995年增长22.3% ,年平均增长4.1% 。除公路货运发展迅猛年平均增 

长6.2 %外,铁路、水运、地方民航均呈下降趋势。

2000年全市完成货运周转量354.36亿吨公里，比1995年增长5.5%,年平均增长1.1%。其中,铁路年平均增 

长2.0% ,公路年平均增长6.2% ,地方民航年平均增长19.9% ,而水运呈下降趋势。

三、科技含量不断提离,企业综合能力增强,邮电通傕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从 1997年重庆率先在全国进行邮、电分营试点开始,重庆邮电通信的改革就一直不断,中国联通重庆公司的成 

立,打破了中国通信重庆公司在重庆一统天下的格局,后重庆电信公司和重庆移动公司又相继成立,在重庆形成了 

邮电行业的竞争局面。邮电通信部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好市场开发和生产经营,不断提髙市场竞争能力,提髙 

企业经济效益九五”时期重庆邮电通信行业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以光缆为主,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为辅覆盖全市,集数字化传输,数控交换为一体的世 

界最大的本地电话通信网络。2000年全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650万门，比1995年净增546.4万门,年平均增幅达 

44.4%,固定电话用户数达268.4万户，五年平均增幅为47.3%,其中:城市电话已达186.9万户，乡村电话已达81.5 

万户，全市电话普及率由1995年的每百人1.3部发展到现在的每百人8.7部。

(二)移动电话发展速度最快。“九五”时期,通过实施“网络优化工程扫盲工程”和“畅通工程”,移动通信质 

量有了极大的改变,现已全面扫除了高速公路、旅游景区、大型商场、宾馆酒店及行政中心的无线信号盲点，并建起 

了西南第一个GSM1800双频网,使四通八达的移动通信有了高速立交桥。如今重庆移动的网络运行质量已跃居全 

国前茅,电话接通率和长途来话接通率均居全国前列,GSM数字移动已全面取代了 TACS摸拟通信。移动通信和数 

据通信融合步伐加快。2000年,移动电话用户达160万户，比1996年增加了 156.4万户，网络覆盖率达90% ,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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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了多种增值业务。

(三)“重庆热线”、“政府上网工程"和“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等集电信和计算机互联网络和信息增值服务发展 

很快。“重庆热线”于 1998年由163和 169两个网络平台重组而成,它应用多媒体技术将语言、文字、图形等信息集 

成在Internet国际互联网上,以3 W方式向全球发布。“重庆热线”的业务覆盖重庆所有地区,使企业和个人能快速上 

网。“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的开通,为用户提供了各种速度的髙质量数字专用电路和其它新业务,满足用户多媒体 

通信和组建中髙速计算机通信网的需要。2000年.Internet网上用户已达10万户，1999年才2.5万户，如今信息査 

询、收发电子邮件、网上交易已成为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互联网的大发展,从深层次改变 

了我们现在固有的生活生产方式,其产生的意义是深远的。

(四）邮政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明显提髙。2000年,重庆邮政服务网点达2026个，比 1995年增加了 201个;邮政 

车辆721辆,比 1995年增加了 345辆;邮路1093条,邮路长度1卩.0万公里,是 1995年的2.8倍。正式启用的重庆国 

际特快邮件交换站,可直接向香港、美国、日本直封国际特快专递邮件总包。经过五年的发展,重庆邮政系统在完善 

实物传递网的基础上，逐步由单一的投递运营机制向投递营销合一的运营机制转变,为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物流配 

送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邮电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重庆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2000年，邮电业务总童达85.82亿 

元，比丨995年增长了 74.86亿元,年平均增长50.9%,其发展速度是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

回顾“九五”,重庆的交通状况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的要求。重庆作为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交通对直辖市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转将产生重大影 

响。站在“十五”的起点,我们仍将把交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十五"期间,我们将建设1条环线,6条 

辐射线和2条主干道,实现“8小时重庆”和半小时城区的交通建设目标。重庆还将加大铁路、航空、水道等基础设施 

建设,打一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攻坚战。到那时古老的巴渝大地将在西部开发中展餺出更加迷人的风采。

(重庆市统计馬工业交通处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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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时期我市西南商贸中心地位初步确立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我市消费品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八五”期间的经 

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进行了治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的大好形势下,市场繁荣兴旺,商品货源充足,市场购 

销两旺。特别是重庆直辖后,全市商贸流通加快改革步伐,坚持“大市场、大流通、大商贸”战略,一个统一开放，四通 

八达,繁荣活跃的市场流通体系初步形成,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的商贸中心。

一、消费品市场稳步增长,迈上新台阶。

"九五”时期,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2746.9亿元，是“七五”时期的3.9倍 八 五 ”时期的1.2倍,年 

平均增长11.6%。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全市人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九五”初期 

的丨473.64元提高到“九五”末期的2094.99元,增加621.35元,增幅为42.2%。分阶段看：“九五”时期的头两年，受 

“八五”时期经济过快过热的增长的影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在10%以上。“九五”时期的后三年, 

由于国家加大了对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理顺流通渠道,规范流通秩序,扼止了“八五”期间过快过热的增长势头，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下,消费品市场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 年 9 7年 9 8年 9 9年 2000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45.48 507.93 553.70 596.26 643.58

增长速度％ 19.8 14 9.0 7.7 7.9

二、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市场商品丰富,货源充足。

“九五”时期,消费品市场呈现出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重大特点,市场商品由过去的供不应求到现在的供 

大于求,大部分商品出现饱和。据市商委2000年上半年对全市370多种商品的调查,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以上。 

市场商品品种丰富，新品种不断问市,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方便。“九五”时期,城乡居民收人明显增加,2000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到6275.98元，比1995年增长42.9% ,农民人均纯收人1892.44元,增长62.1% ,年平均增 

长7.4 %和 10.2%。收人的增加促进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髙，而双休日和三大假日时间延长的 

实行,使人民有充足的时间选购自己喜欢的商品，同时也更加注重商品的质量和档次。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迫使 

企业必须把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放在重要的地位,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消费者为宗旨,促进消费品市场的繁 

荣。

三、市场培宵取得璽大进展。

“九五”时期，我市商品市场建设培育取得了重大进展，由简单的集贸式市场发展成现在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功 

能较齐全、吞吐量大、辐射范围广的各类商品交易市场，截止2000年底，全市商品交易市场已达2332个，比1995年 

多82个。“九五”时期，全市商品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额达1998.43亿元，比“八五”时期多931.3亿元，增长87.3% ,年 

平均增长丨7.9%。同时,形成了一大批专业市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5000平方米以上的达80多个，在全国最大500 

家商品交易市场中,重庆有11家,其中朝天门市场列20位,2000年成交额达72.1亿元,为西南地区首位。现全市有 

年成交额上亿元的市场53家,名气较大的有朝天门市场、观音桥农副产品市场、西南建材中心市场、重庆钢材中心 

批发市场、龙水小五金市场、学田湾小食品市场等,其所销商品辐射到全国。各类商品交易在社会商品流通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活跃商品流通,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增加财政收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市场份额呈逐年上升之势。

“九五”时期,随着国家和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出台,我市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猛发 

展,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790.1亿元,是“八五”末期的8倍,年平均增长17.7% , 占全市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份额逐年上升，由“九五”初期的58.2 %上升到“九五”末期的69.6% ,提髙了 16.2个百分点，其 

中,个体批发贸易零售业2000年从业人员达46.24万人，注册资金达13.4亿元，比1995年增长47.5 %和丨.8倍。非 

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

五、扩大内资,吸引外资,共同发展。

为了实施“大贸易、大流通、大市场”的战略九五”期间,培植了一批大型现代流通企业,并成功地引进了外资， 

形成了内外贸结合,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贸易集团、上市公司和综合商社,如:重庆商社集团、重庆百货大楼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油集团、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等六家大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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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2000年其销售额达123.15亿元，占全市大中型企业销售额的31.3% ,龙头作用明显,在扩大内资的同时，成劝地 

引进了外资，截止2000年,外资和港澳台的零售额为17亿元,是 1995年的7倍，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俾总额的比屯 

由 1995年的0.5%,上升到2000年的2.6%。外资的进人尤其是一些世界名店的进人，不仅带来了雄厚的资金，也 

带来了先进的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科学的管理方式。

六、经营业态多样化,促进了重庆商业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庆商业的主要业态只包括综合商店、联合商店、专业商店、百货商店、小杂货店等少数儿 

类，结构很不合理,功能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五”时期,流通体制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各类经营业态相 

继出现，由单一的百货店发展为以百货店为主的多业态格局，超级市场、专业商店、专卖商店、连锁超市、购物中心等 

发展较快，到2000年底，全市批发零售贸易业的百货商店有853个，超级市场32个,专业(专卖)商店763个，各种新 

兴的商业业态的出现,促进了重庆商业的发展,也为居民购物提供了方便。

七、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商业管理体制初步建立,成立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批发、零售企业。

“九五”期间,特别是成立直辖市后，国内贸易部和重庆市委、市府加强了对重庆商业的领导,商业管理体制发卞 

了较大变化,国有商业企业改革调整步伐加快,小型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兼并、破产等形式，基本完 

成产权制度改革和资产重组,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三年脱困的要求，分类绀织实施，把企业推 

向市场,重庆百货大楼、重庆饮食服务公司等一批企业已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原五金、交电、化工三家企业合并组建 

重庆商社集团,通过近年来的发展，重庆商社集团、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批发、零 

售企业,2000年的销售额已达36.6亿元和24.5亿元,两家企业独立核算的分店达18个和9 个。企业综合实力大 

增，走出市场甚至国外，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向外扩张能力增强,带动了当地和周边地区商贸业的发展。

八、形成了以主城中心商贸区为主,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西南地区最大商圈。

重庆市消费品市场是以主城中心商贸区为主，向周边辐射的区域性商贸区、地区商业区为辅共同发展的市场， 

且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由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江北区的商业组团组成的主城中心商贸区，2000年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4亿元,集市贸易成交额2丨7亿元,分别占全市的34.8 %和43.9%,已形成以购物中心，大 

中型商场、超市、连锁店、专卖店为主体，商业街和规范夜市为特色的繁华商业圈。主城中心商贸区营业面积在 

5 0 0 0 ~ 1 _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零售商场有16个，其中:地处渝中区的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周围，有重庆商社新世 

纪百货、大都会广场、重庆百货大楼、地王广场、得意广场、时代新世界百货、雨田大厦、商业大度、家乐福、新东方女 

人广场10大零售商场。年实现销售额在122亿元左右。沙坪坝商业文化广场有重百沙坪坝店、明日广场、沙坪坝 

百货公司和一批中小型商场、名品店、专业店。由于总量控制得当,业态配置较合理,突出了商业文化的氛围，取得 

了较好的经营业绩。由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涪陵区、万州区组成的区域性商贸区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在重庆市排名分别为6、7、8、9、丨0名，每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均在10%左右。其中万州区已初步呈现出重庆 

市第二大都市轮廓，其商贸设施建设、商贸业发展可望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该区域内有营业面积在3000~ 5000 

平方米的中型零售商场和各具特色的专业街、专卖店和1一2个年交易额上亿元的大型综合交易市场及一批专业市 

场构成。可满足区域内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对邻近县、市有较强的吸纳辐射力，消费潜力大。主要以县城为中心 

的地区商业区，由于近年来，小诚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出现了许多的中小型商业网点、商业街，基本能满足本地消费 

的需要。不同商业区的相互联系,建设起结构紧密的消费品市场网络。

重庆地处我国长江经济带与东、中西部经济带的交汇处，这一区位条件决定了重庆成为我国西部物资、资金、人 

才和信息交流中心，承担带动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对促进全国经济发展起着承东 

启西、左右传递的重要作用。“九五”时期,重庆初步建立起面向全国、联动长江、辐射西南、层面淸晰、结构紧密，由 

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发展的消费品市场体系，重庆商贸流通业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时期的先导行业。“九五”时期，仝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实现2746.9亿元,在西南地区仅次于四川,高出云南、责州。“九五”时期，全市社会消贽 

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11.6%,髙出四川、云南丨.4和2.0个百分点，比贵州低0.8个百分点。人均实现社会消贽W  

零售总额由“九五”初期1473.64元上升到‘、九五”末期的2094 • 99元,增长42.2 % ，涨幅和排位均居西南地K 待位。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零售企业—— 重庆百货大楼、最大的批发企业—— 重庆商社集团公司、最 

" 大的超市—— 家乐福食品超市、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 朝天门市场、最现代化的超级购物中心—— 大都会广场及 

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解放碑购物广场，一个组团式、多中心、统一开放、万商云集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重庆商 

 ̂ . 业在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地位基本确立。

(鬣庆市统计局贸易外经处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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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市直接利用外资取得显著成绩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一、"九五”期间我市利用外资状况

“九五”期间,我市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整体经济发展滞缓，以及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及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 

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市抓住直辖历史机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把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摆在对外开放工 

作的突出位置,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利用外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五年来。全市共新批外商投资企业989家， 

合同外资21717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49087万美元。除％年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与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分 

别下降52%和42%外,我市97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分别增长29.03%和丨7.6% 。

外商投资项目分布在我市一、二、三产业的十四个大类各领域中。第一产业合同外资241丨万美元，占1.1 % ;第 

二产业合同外资1311丨6万美元，占60.37%;第三产业合同外资83645万美元，占38.52% 。九五期间我市新增投资 

者国家、地区有6个,其中欧洲国家4 个,亚洲国家丨个。

位列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目前已有16家在重庆创建外商投资企业28户，其中8家是九七年以后进人重庆

的。

在渝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状况基本良好。99年联合年检数据显示，我市已批准设立的三资企业中，有 1034户参 

加了年度联合年检，其中已开业投产的有843户，占已检企业数的81.5%,实现销售(营业)收入221.6亿元人民币， 

占我市GDP的39.57% ,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3.17亿元,纳税总额人民币24.58亿元,从业人员总数为95359人。

与“八五”相比,“九五”我市直接利用外资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直接利用外资比重逐步提高,外资实际到位率大幅上升

“八五”期间直接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额的55.17%,九六年以来,直接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5.1%; 

“八五"期间的直接利用外资实际到位率为41.9% 九五”期间直接利用外资实际到位率64% 。

(二)外商投资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平均项目外资规模增大,质量提髙

% 年以来,我市新批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共有84户，合同外资丨12864万美元。分别 

占总额的9 %和69%。与“八五”期间相比分别增加了 4 %和24% ;项目平均合同外资为184万美元，比“八五”期间 

的 119万美元增长了 54% 。

近五年来,欧、美、日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先后来渝洽谈投资项目，已投资举办了一批技术水平较髙的生产性企 

业。一些原已在渝投资的跨国公司和企业纷纷增资。这些新投资落户和增资的企业主要包括:芬兰诺基亚、瑞典爱 

立信、英国BP阿莫科公司、美国施格兰公司、日本五十铃和铃木公司、瑞典ABB公司等。另外,美国纽约人寿保险 

和美国利宝集团,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法国拉法基集团公司正在分别与我市洽谈重庆科技工业园区和化工园区项 

目、汽车合作生产项目、水泥生产项目等。这批已建成或正在建设或洽谈有望成功的合作项目，使我市吸引外商投 

资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八五”期间比较,不但大的项目增多,而且项目技术含量也有较大提高。

(三)外资来源呈现多元化

“八五”期间,我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来自港台地区和日本。港台地区及日本在渝投资企业1442个,合同外资 

194217万美元,分别占总数的76%,82%。九六年以后上述国家、地区在渝投资额大幅度减少,投资比例逐年降低。 

五年来，港台地区、日本在我市投资项目502个,合同外资92970万美元,分别占总数的56%和57%,与“八五”期间 

相比分别下降了 20%和25%。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渝投资额增加，投资比例不断上升。欧美发达国家已 

成为我市利用外资的新热点。九六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在渝投资兴办企业176个,合同外资38565万美元,分别占 

总数的20%和24% ,与“八五”期间相比分别降低35.29% 和提高了 76.68% 。

(四)吸引外资投资的领域大大拓宽

“九五”期间，国家对外商投资行业领域进一步开放，我市抓住机遇,大力拓宽利用外资领域,生物医药，电子通 

讯产品生产、计算机软件制作、电子商务、公共交通、教育、旅游社等行业外商投资从无到有;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 

成为外商投资新热点;法国家乐福、德国麦得龙、台湾太平洋等国际知名百货零售企业进人重庆市,成为我市商业领 

域新亮点;4 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渝设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3家国外知名保险公司在重庆设立了代表处。

(五)直接利用外资方式有所突破

九六年以来，我市直接利用外资突破了传统的“三资”方式:庆铃公司、重钢集团先后在境外发行了 H 股，建设 

集团、长安集团先后在证券市场发行了 B 股,庆铃公司在香港发行了可转股债券。今年,香港冠忠集团通过收购国 

有重庆旅游集团50%股权,向企业投资410万美元,成为境外公司购并我市国有企业的首例。

(六)我市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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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以来，尤其是直辖以后，我市进一步加大了改善投资环境的力度。市委、市府提出了“以改革开放总揽全 

局,大开发促大发展”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对外开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使重庆成为“投资环境最 

好、投资政策最优”的城市之一的目标，同时出台了《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有关进一步规范政务管 

理改善投资环境的规定》及6个配套文件,为外商投资实行“一站式”办公服务,整顿治理“三乱”。今年乂在全市范 

围开展了以“十个一批”为核心的发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通过以上的措施和工作,我市投资环境有了较大的改观。

二、取得的成绩

近五年来,随着外资的持续大最投人,外商投资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Tf. 

个方面：

(一)创造了大批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庆市就业困难，目前,全市大约有10万人在外商企业就业。

(二)增加了重庆的税收收人,促进了重庆的经济发展。1999年,全市涉外税收达到26.45亿元人民币，占全巾' 

税收的19.6%,成为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为重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

(三)加速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步伐。重庆直辖以后基础设施、房地产成为外商在渝投资的新热点。- 

九九六年以来,仅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投资于我市基础设施高达57623万美元,约占整个投资金额的35%。“九五”期 

间外商投资(含对外借款）已经建成的大型基础设施和旧城片区改造项目有长江二桥、黄花园大桥、大邮高等级公 

路、渝长高速公路、梁沱水厂、和尚山水厂、大阳沟片区改造工程、临江门旧城改造工程项目等,正在建设中的有川黔 

路一期工程、重庆工业改造环保一揽子项目、唐家桥污水处理厂。

(四)进一步推进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和培育支柱产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引进资金、 

技术、调整产品结构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拳头产品。中外合资重庆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又吸引外资新 

建了锻造、车桥、塑料座椅、铸造模具等配套企业,使庆铃汽车国产化率提髙到70% 。庆铃公司还与日方合资开办了 

技术研发中心,使企业研究设计、新产品开发能力跨人国际先进行列。嘉陵本田公司九六年建成投产后，又陆续引 

来了日本电装、大金、TS株式会社、关西涂料等一批境外配套企业,带动了我市摩托车整车和配件的全面发展和提 

髙。通过八五、九五持续大规模的利用外资,我市汽车、摩托车行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第一支柱产业。

(五)推动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增强活力、摆脱困境。一批国有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引进先进的管理 

经验,推动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造血功能,使老企业呈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如:重庆无线电三厂通过康佳公司合 

资经营,仅一年时间即实现盈利700万元。重庆公交三公司原特困企业,与香港冠忠公司合资后更新车辆设备，严 

格各项管理制度,一举扭亏为盈。

三、存在的问题

五年来,我市利用外资成绩斐然，有目共賭，但是,就利用外资规模而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无 

论是合同外资,还是实到外资仅及全国平均数的五分之一。与“八五”期间相比,实到外资虽有所上升,但合同外资 

有所下降,这将影响今后一、两年实到外资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国际上掀起的跨国购并风潮，吸收了 70%国际FDK 

资金。国内方面,国家实现积极体改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人;银行几年降低存贷利息,刺激投资需求,使部分对外 

招商项目转为使用内资。除上述因素外，我们更应当看到我市在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 

我市吸引利用外资的整体规模,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综合发展环境不佳,外商投资企业存活率较低。截止2000年6月，我市累计批准三资企业2812户，目前存 

活的仅为1000户左右，其余企业已经被工商机关吊销、注销或无法查找,而继续经营的企业中的多数效益不佳、经 

营困难。这反映出重庆综合发展环境不如人意,外商在渝创业不易,三资企业发展艰难。

(二)市国有经济成分比例过高,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包袱沉重，难以利用外资嫁接改造。一是大批企业负债过 

重,如纺织系统高达140%,电子系统高达128%,其它多数工业行业的企业负债一般也在80%左右，而且企业的现 

有资产已经被抵押,解押十分困难。企业因此缺乏投资配套资金,无法实施合资项目；二是企业富余人员难以安置， 

与外资嫁接后,企业现代化程度提高，一部分职工成为富余人员,对下岗人员的安置成为合资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
(三）口岸建设滞后，城市吞吐能力不适应大开放的需要。重庆江北机场跑道数量、长度以及侯机厅规模均显不 

够，日益感到不堪重负亟待改造。铁路运力不足且发货、提货手续复杂,到货时间不确定。水路集装箱码头尚未建 

成。长江水道的运输功能未充分发挥。

(四〉招商项目质不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招商项目资料简单,缺乏必要的“包装”,不符合国际惯例，外商 

拿著一页表格无从决策;二是招商项目数量多,但真正具备合资合作条件的项目少,不少项目经外商考察后认为不 

可行,招商项目质量不高大大降低了引资成功率。

(五)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少,水平普遍较低。涉外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城市招资环境的重要指标, 

而我市从事国际投资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物所、咨询服务机构不但数量少而且对外资政策法律不熟悉。目 

前我市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能够胜任办理涉外案件的太少。

(重庆市外经贸委张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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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旅游业发展基本情况

—— [九五 ]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全市旅游业呈现出“快速扩张、持续增长、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旅游业对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贡献日趋明显,在全国旅游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九五”计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全面超额完成,初步实现了重庆 

由旅游资源大市向“中国旅游名市”的历史性跨越。

一 、我市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一）明确了重庆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基本理淸了旅游业的发展思路

“九五”期间,确立了把旅游业作为我市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的方针,先后成立了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和 

市假日旅游协调领导小组,相继出台了《重庆市旅游发展纲要》、《关于培育和发展旅游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加 

快发展假日旅游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编制完成了《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一大批区县（自治县、市） 

的旅游发展规划及重点旅游区的旅游总体规划。开展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工作并如期通过国家旅游局验 

收。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行业管理、社会参与的大产业架构初步形成。

(二)旅游供给实力不断增强,旅游产业规模日益壮大

“九五”期间,在不断提升和完善长江三峡和大足石刻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山城都市游、强化主城旅游 

中心功能,着力开发近郊度假休闲产品，启动特色专项专线产品，使我市旅游产品更加丰富，市场适应能力不断增 

强,满足国际、国内、周边、市内旅游者不同需求的产品体系正在形成,旅游产业规模日益壮大。

2000年末,全市拥有世界文化遗产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I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处，AAAA级旅游区（点)4个;此外,还有214处市级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末,全市旅游企业总数563家。其中旅行社总数19丨家（国际旅行社20家、国内旅行社171家）；旅游涉 

外饭店140家(星级饭店83家）；客房15979间，床位29090个;旅游定点餐厅、购物点、参观点及医疗保健单位151 

家;在重庆注册的游船公司28家(其中涉外游船公司17家）,共有旅游船89艘(其中涉外豪华游船41艘，国内旅游 

定点游船48艘）;旅游定点汽车410辆。全市有区县级旅游行政管理机构40家,有旅游教育培训中心I个,有 10所 

高等院校设有旅游院(系)及专业，有 10所旅游中专和职高设有旅游班。据初步统计,全市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 

9.91万人，间接从业人员49.55万人。

自1998年以来,市财政每年安排3000万元旅游结构调整资金，三年来共开发旅游项目65个，带动社会投资 

10.51亿元。

(三）国际旅起伏跌宕,总体趋势稳健攀升

“九五”期间,我市海外客源市场表现出强烈振荡,但总体趋势稳健攀升。2000年,我市国际旅游强劲增长,达历 

史最好水平,共接待海外旅游者26.6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43.9% ; 全市接待海外旅游者的人次数和人天数分别位 

居国内省级单位的第22位和18位;超额33个百分点完成“九五”计划目标。

2000年,全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3% ,全市国际旅游 

外汇收人位居国内省级单位的第17位;超额28个百分点完成“九五”计划目标,与全国超额完成“九五”计划15.9% 

的数值相比高出12个百分点。“九五”期间,全市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次数年均增长13.2%,高出全国4% 的年均计划 

增长速度的上限指标9.2 个百分点；全市国际旅游外汇收人年均增长18.2%,与全国13.2% 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 

高出5个百分点(参见表I)。

表 I 重庆市国际旅游业“九五”计划执行情况

计划指标
“九五”末 

计划目标

1996 年

实绩

1997 年

实绩

1998 年

实绩

1999 年

实绩

2000 年 

实绩

“九五” 

_均增长马

完成计划 

(% )

接待海外旅游者 

(万人次）
20.00 16.18 26.12 16.37 18.49 26.61 13.2% 133

国际旅游外汇收人 

(亿美元）
1.08 0.709 1.0548 0.8837 0.9726 1.384 18.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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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旅游业迅猛发展,假日旅游异军突起

"九五”期间,我市国内旅游业进人快车道。旅游消费的国民化,使国内市场成为我市旅游业的客源主体;特别 

是双休日制度的推行和节假日经济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我市国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2000年,全市接待国内旅游者达到3069.6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3.9%,比“九五”计划第一年翻一番多，超额16 

个百分点完成“九五”计划目标。2000年全市国内旅游收人达到137.0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36.6%,超额32个 

百分点完成“九五”计划目标。

“九五”期间，全市国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21.7%,高出全国10%的年均计划增长速度的上限指标。全市国内 

旅游收入年均增长34.4%,与全国18%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髙出16个百分点(参见表2)。

表2 重庆市国内旅游业“九五”计划执行情况

计 划 指 标
“九五”末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九五”年 完成计划

计划目标 实绩 实绩 实绩 实绩 实绩 均增长率 (%)

接待国内旅游 

者（万人次）
2637.8 1400.0 1850.0 2180.0 2476.7 3069.67 21.7% M6

国内旅游收人 

(亿元人民币）
104 42.0 64.7 82.8 100.3 137.05 34.4% ]32

2000年的春节、“五一”、“十一”黄金周,假日旅游异军突起。三次大假，全市共接待国内旅游者731.5万人，国 

内旅游收人达32.66亿元人民币。成为重庆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参见表3)。

表3 重庆市2000年“黄金周”假日旅游接待人数及收人情况

项 目 春节“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 “十一’’黄金周 合 计

接待旅游者人数

(万人次）
242.00 251.00 238.52 731.52

实现旅游收人 

(亿元人民币）
10.80 11.21 10.65 32.66

(五)产业支柱特征日渐显现,旅游综合功能全面发挥

2000年全市旅游业总收人达到148.5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37.2% ,相当于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9.3%;超额31.5个百分点完成“九五”计划目标。旅游业对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日趋明显。

“九五”期间，全市旅游业总收人年均增长32.72%,与全国16.59%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髙出16个百分点。

(六)旅游宣传促销有了新的突破,旅游行业管理和法制建设不断深化

“九五”期间，一方面,采取“请进来”办节办会,借节造势,以会聚人,共同营造重庆旅游氛围，全面展示重庆旅游 

风采，初步形成了以“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和“中国重庆旅游交易会”为龙头、20多个各具特色的地方旅游节 

(会)为支撑的旅游节会庆典体系;另一方面，主动“走出去”面对公众和旅行商,瞄准国内外主要客源市场,上门直接 

促销,把宣传招徕工作做到客源源头上去,极大地改善了我市过去在客源市场上覆盖“破缺"状况。

"九五”期间,通过建立健全机构、分解职能、下放权限、分级管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理顺了行业行政管理 

体制,行业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在认真执行国家发布实施的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同时,先后出台了《重庆市旅游管 

理条例》、《关于培育和发展旅游业若干问题的决定》、《重庆市旅游发展纲要》等一系列适合重庆旅游业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行业管理和质过监督的力度和规范性大大提髙。同时着手旅游企业改制、努力提髙从业人员服务水平，旅 

游企业的整体实力和产业素质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主要问题

(一）主导产品开发深度不够,精品不精;新产品开发的特色不够鲜明，趋同性和低水平建设时有发生。

(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交通不畅,部分旅游区(点）的可进人性差，长江三峡沿线重要旅游区（点）的码 

头建设及其环境的综合治理亟待加强。

(三)旅游市场开拓、宣传促销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和应有声势,重庆旅游的整体形象需进一步清晰。

(四)旅游行业管理法制化、规范化进程有待加快，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质世需进一步提高。

(重庆市旅游局赵小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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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发展市场物丰价廉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随着我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市场机 

制和价格规律作用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进人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 

物价由“八五”时期的高通胀,转为“九五”时期的持续低走，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九五”时期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累计上涨4.9%，年均上涨1.0% 。

一、"九五"时期价格总水平变动的主要特征

(一)从总体上看，价格总水平变动经历了“九五”初期的高涨,中后期价格水平持续下降的过程

“九五”前两年，即1996年和1997年，价格总水平呈惯性上涨,但涨幅逐步回落。“九五”前期，由于受“八五”时 

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国企、金融、外贸、财税、价格等方面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尤其是价格改革力度继 

续加大，先后调整了煤炭、原油、电力等工业品价格,提高了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市场物价呈现强劲的上涨 

势头，高通货膨胀惯性的影响，“九五”前期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市物价呈大幅上涨态势，19% 年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指数为109.7，与上年相比上涨了 9.7%。此后，为了稳定人民生活，各级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 

任务来抓,采取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控价措施,高通胀局面得到有效的扭转，1997年的各月间价格指数逐月回落，到 

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同月相比总指数出现负数，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回落到103.3,比上年只上涨 

3.3% 。

“九五”后三年,即 1998年至2000年,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199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 

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工农业产品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剩，我国开始告别“短缺经 

济”，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开始走向“需求约束”,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制约作用加强，物质产品的买方市场初步形 

成，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市场商品价格竞争加剧的特征，从 1998年 

到2000年我市物价持续下降,连续三年负增长。1998年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相比总指数为96.4,下降了 3.6% ， 

1999年为99.3,下降了 0.7%,2000年为96.7，下降3.3% 。通货紧缩造成我市物价一直处于低迷态势,给我市经济 

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渐增强。

“九五”时期的上游产品价格中，农产品收购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都呈逐年下降趋势，并在低位上徘徊。 

1996年、丨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略有上涨,分别上升4.0%和5.2% ,1998年、丨999年比上年下降8.4% 

和 10.3% ,2000年出现回升势头，但仍比上年下降4.8 % ，“九五”时期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均下降3.1% ，工业品出厂 

价格年均下降1.4% 。

(二)从各大类价格走势看，食品和工业消费品价格普遍下降，居住和服务项目价格呈刚性上涨

1、农产品连年丰收，食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八五”时期我市加大了价格改革的力度，大面积下放价格管理权 

限和放开价格，市场调节价格比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油等价格的放开，加上连续几 

年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供应十分充足。"九五”时期食品类价格逐年持续下降，年均下降1.3%,与"八五”时期的食品 

价格逐年上涨、且涨幅较髙呈相反的趋势。这一时期，粮食类价格年均下降3.5%,油脂类价格下降7.2% ,肉禽及 

制品类价格下降2.4%.蛋类价格下降0.8%,水产品类价格下降5.1%,鲜果类价格下降6.2%。由此构成了“九五” 

中后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据测算九五”后三年，食品价格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程度 

在89%以上。

2、工业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卖方”和“买方”市场的较快转变，致使大部份工业消费品价格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下降。“九五”时期,我市衣着类价格年均下降4.1%，家庭设备及用品价格年均下降3.3% ,医疗保健类价格年均 

下降0.7%，交通和通讯工具类价格年均下降7.6%,只有娱乐教育文化用品类价格略有上涨，年均上涨0.3% 。其 

中，以家电产品价格竞争尤为突出。由于技术进步，导致家用电器为代表的电子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银行利息的多 

次下调降低了生产企业的成本，为工业品价格下降腾出了空间,彩电、VCD、空调、微波炉等均爆发了价格战，出现竞 

相降价现象。

3、居住类和服务项目价格始终保持了较为强劲的涨势。居住以及部份服务项目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玷以W  

家福利形式出现，收费标准往往低于成本，如水价、电价、教育收费、医疗收费和房租等生产企业、部门（包括学校、阁 

院等）,这些企业、部门是在国家财政补贴下维持运转。改革开放以来，为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发展，国家逐步取消

• 48 •



了这些领域的价格补贴，相应调高了产品价格,对价格形成机制施行逐步理顺政策,这不但是价格改革一项主要内 

容,而且是医疗、住房、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九五’’时期,我市对房租价格三次上调,幅度均在40%以上,生活用水 

价格进行了二次上调,幅度平均在40%以上，医疗收费在1999年底大面积上调,民用电、教育收费、托幼费等都进行 

过多次上调。“九五”时期,我市居住类价格年均上涨12.2%,其中,住房类价格年均上涨12.5% ,水电燃料类价格年 

均上涨12.0%;服务项目类价格年均上涨丨丨.8%，其中，邮电费31.5%、医疗保健服务费26.2%、文娱费22.9% 、学 

杂保育费11.5%、电讯费6.9%、洗理美容费6.2%、交通费5.2%、修理及其服务费2.5% 。居住和服务项目价格持 

续上涨，是“九五”时期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至于深度下滑的主要原因。

二、“九五"时期我市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

“九五”时期我市物价变动呈逐年下降的走势,其影响因素既有国家调控政策性因素，又有市场供求变化因素及 

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宏观调控政策是影响市场物价涨幅回落的重要原因

“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市场物价呈现强劲的上涨势头，1994年我市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 

相比涨幅高达29.7%,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遏制通胀的进一步恶化，控制物价的过快增 

长，国家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压缩政府开支等一系列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物价大幅度上涨势头得到有 

效控制，价格涨幅出现明显回落。19%年我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市场物价涨幅持续回落。1997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农业连续多年丰收，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效供给能力大幅提 

髙，短缺时代已告结束，物质产品的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供求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另一方面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 

响，使我国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增幅大幅度下降,导致国外需求萎缩,加剧了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市场商品价格竞 

争加剧,致使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长达三年负增长。为了扭转物价持续走低的局面，“九五”末期，国家采取了 

—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鼓励出口等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推进了我市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了政府 

价格管理,适时调整了部份政府管理价格,到2000年 10月我市市场物价出现弱势反弹之势,物价指数由负转正，结 

束了两年多的物价低谷徘徊局面。

(二)市场供求总世和结构的失衡是价格总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

“八五”时期,我市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很大程度缘于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进人“九五”时期,我市各级政府 

继续加大对农副产品生产的投人，狠抓“菜篮子”、“米袋子”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建设,采用科学技术.扩大大棚、 

温室种植,不少品种由季节性生产转向常年供应，由此削弱了蔬菜、鲜果等季节性价格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程 

度。另一方面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九五”期间我市粮食产量年均递减0.4 % ,肉类、蛋类、蔬菜及水产品 

等主要农副产品产量稳步提髙，肉类产量年均增长3.0 % ,蛋类产量年均增长24.3%，蔬菜产M 年均增长4.8% ,水 

产品产量年均增长10.6 % 。在此情况下同期粮食类收购价格年均下降6.4%，禽畜产品类价格年均下降2.2% ，千 

鲜菜及调味品类价格年均下降6.2% ,水产品类价格年均下降4.0%，使“九五”时期我市食品价格保持了较低水平。

(三)居民收人增长缓慢、消费需求减弱是市场物价持续走低的另一原因

据统计，“九五”时期我市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人由1995年的4413.00元增加到2000年的6276.00元,增长 

了 42.2%，年均增长7.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3%。收人增长的缓慢,加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企 

业转制等一系列措施出台,使得居民即期支出和支出预期增加,对工农业产品即期消费减少,储蓄倾向上升，同时， 

—些行业的乱收费，以及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与其价格上涨不相称,打击了居民的消费热情,抑制居民即期消费X  

求,导致我市物价总水平在低位持续徘徊。

三、"九五”时期价格改革的经验及成就

“九五”期间,我市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遏止了通货紧缩,保持了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各级党政部门 

围绕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积极运用价格杠杆,扩大内需,鼓励出口，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围绕经济工作中心,适时调整价格运行方向。

“八五”末期，全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市场物价高涨，直接影响了我市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为此，市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九五”初期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制定了严格的控价目标，并以 

责任制形式落实到区县(市）及各部门，较快地抑制了物价的过髙上涨，市场物价回到合理运作区间。但由于受国内 

•外供求关系变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格局由过去的商品短缺、通货膨胀，演变成涪求不足、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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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针对这一形势，我市及时调整宏观政策,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优化结构,促进价格适度回升。在积 

极的价格政策下,市场价格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低迷运行后，由逐月的降幅缩小到平稳运行从而转向微升，使 

通货紧缩的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

(二)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政府价格管理。

“九五”期间,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继续推进,商品和服务价格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实行市场调节的比重继续提 

髙。政府定价形成机制继续完善,一些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逐步打破垄断，引人竞争，建立起有效的成本约束机 

制，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绝大部份商品 

和服务价格也通过市场调节而更加合理。

(三)加强价格监督,建立和健全了价格监测制度。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人和科学、合理、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检查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建立，保证了政府定价以及各 

项价格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九五”期间，国家颁布了《价格法》,建立了对重要商品、服务项目和成本 

变动定期监测的《价格监测规定》,建立和普及价格听证会制度等,有力地发挥了价格杠杆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 

作用，促进了全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重庆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査队流通消费价格处王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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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稳定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是重庆市社会、经济、城市建设发展较快的时期,特别是在新直辖市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各 

族人民建设新重庆的热情高涨,在短短的几年内使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社会经济迈上了新台阶。经济的增长为改善 

人民生活,提高市民收人打下了基础。据重庆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本市主城区300户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资 

料显示九五”期间,我市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髙；随着物价的逐年回落,居民收人稳定增长，商品 

丰富，市场繁荣，城市居民生活已初步迈人小康。据统计,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人由1995年的4413元增加到 

2000年的6276元,增长了 42.2%，每年以7.3 %的速度稳定增加，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 。各种收人山可支 

配收人的比重结构，呈现出随居民就业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特点。人均消费支出由1995年的3932元上幵为2(XX) 

年的5475元,增长了 39.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实际增长6.8 %。最能反映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ill li. 

年前的48.7 %下降为40.4%,主城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实现“小康”。

一、可支配收入仍以工资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结构调整明显

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针,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和其它所有制形 

式企业。这一方针也体现在“九五”期间城市居民的收人结构调整中。

(一）国有集体职工收人仍占主导,收人构成变化明显。在可支配收人中,仍以工资性收人为主，其它收入为辅， 

但结构变化十分突出。在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中,企业职工下岗、分流、退休，使居民可支配收人中各种收人所占比 

重发生了较大变化。1995年，国有、集体单位职工收人占可支配收人的比重为80.1%,到“九五”末,这一收人在可支 

配收人中虽仍居主导地位，但比重已下降为69% ，下降了 11.丨个百分点;其它所有制职工收人由占丨.4%上升为 

2.1%;个体及个体被雇收人占可支配收人的比重由0.6%上升为2.8%,变化十分突出；因大量的职工在企业改革中 

退休或提前退休，又使离退休金收人占可支配收人的比重由1995年的8.6 %上升到16.3%,增长近一倍。

(二)低收人户收人回升,高低收人户差距缩小。各占调查总户数10%的最高收人户和最低收人户家庭人均Nf 

支配收人分别为12612.79元和3159.3元，与 1995年相比最高收人户收人增长21.6% ,最低收入户收人增K 

39.3% ,髙低收人户之间收人差距由五年前的4.6.• 1缩小到4:1。

(三)推动城市居民收人稳步提高的主要因素

1、首先,工资增长仍是城市居民收人增加的重要因素。五年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受益于国家的政策，调资增 

加了收人。

2、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启动，受益的工业企业效益好转,这些企业给职工增加工资和奖金，一些企业并随 

物价波动给职工增加各种补贴。

3、离退休职工收人占可支配收人的比重逐年上升,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增长，拉动可支配收人增长。五年中，退 

休职工也受益于政策调资增加了收人C

4、城市居民收人来源多元化。在过去的五年中,城市居民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或做第二职业增加收人,其它劳 

动收人增长了 46.9%,年均增长8 %。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对自己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理财意识增强。调査资料 

显示，五年中，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人(包括利息、红利和其它财产租金收人)增长1.32倍，年均增长18.3% 。这两 

种收人的增长均超过可支配收人的增长。

二、城市居民消费政策导向作用突出，消费转向明显

“九五”期间,我市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随政策导向由吃穿向教育、医疗、居住调整。

受“八五”后期通货膨胀影响,重庆物价上涨过快,城市居民的消费以吃穿和家庭用品购置等实物消费为主。到 

“九五”末，除吃、穿仍是消费的主要支出外,城市居民消费逐渐向教育、医疗保健、通讯、居住(不含购买住房）等非实 

物消费倾斜。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的消费产生巨大影响，部分收人和很大部分存款投资于住房。

(一)“民以食为天”,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仍是第一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40.4% 。在市场繁荣，食品丰富， 

物价逐月回落的形势下,人们真正感受到这五年生活水平又提高了许多。

1、食品价格大幅回落，市场商品十分丰富。以猪肉、菜油、鸡蛋等副食为例,五年前,居民都可能买过7元钱（甚 

至 10元)一斤猪肉,4元多一斤的菜油,4元多一斤的鸡蛋。五年后的今天,猪肉的价格是4 - 5元/斤，菜油已降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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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多/斤（而色拉油也能在3元左右买到）,鸡蛋价格下降到2.5元/斤。各种水产、鲜鱼应有尽有,其价格也下降到五 

年前的50~60% 。

2、以粮食为主的“主食型”向以营养为主的“副食型”转变。体现在食品消费方面是粮食消费逐年减少,副食、熟 

食消费上升,2000年居民人均购买粮食占食品支出的比重为7.8%,而五年前是10.4% ;购买副食的比重五年前是 

48.2% ,2000年已上升到50% 。

3、在外就餐快速增长,家庭劳动社会化明显。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对家庭劳动社会化的需求日益增 

加,方便食品、速冻食品消费逐年增加,在外用餐人数和次数较五年前也有一定的增长。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在外 

用餐消费支出409.97元，比1995年人均支出218.36元增长了 87.7%,年平均增长丨3.4% 。

(二)教育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军”,教育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城市居民人 

均教育支出496.94元,与 1995年相比,增长173.7% ,年均增长22.3% 。教育支出的增长在城市居民各项消费支出 

中增幅最大，1995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教育支出为丨81.55元,只占当年人均消费支出的4.5%;到2000年，已占年人 

均消费支出的8.9%,教育支出已越来越影响着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成为继食品、衣着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因教育 

的快速增长,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的位次，已由五年前的第三上升为第二位,增长了 110.3% ,平均 

增长16% 。

(三）医疗保健支出五年增长1.59倍。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93.23元，与五年前相比增长 

159.3%,即年均增长21%,这一增长速度在城市居民各项消费中增幅稳居第二。在医疗保健的各项支出中，又以药 

费支出增长最快,年均高达25.4%;其次是购买补药品的支出，年均增长16.4%;医疗诊治费年均增长13.7% 。从 

"九五”医疗保健消费可看出：一是随着国家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人，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逐渐增加；二是药 

品价格居高不下,也是居民医疗支出上升的主要原因；三是居民的抗病防病意识不断增强,购买补药、补品抗病防病 

的城市居民逐渐增多,居民家庭购买健身器材的增多,已有7 %的家庭拥有健身器材。

(四)居住消费五年增长丨.25倍。“九五”我市居民的人均居住类消费由1995年的220.03元,增至2000年的 

494.(M元,增长125%,年均增长17.6%，增幅居各类消费第三位。在居住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是水、电、燃的消费,五 

年增长1.53倍,年均增长高达20.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5%,也就是说这五年里,水、电、燃的价格上 

升76.1%,年均以12%的较高速度上涨。住房消费以房租为主，因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对房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五年增长了 99.3% 。

(五)通讯消费是又一消费热点。“九五”期间,是我国电讯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市城市居民对通讯消费的需求 

也十分旺盛,也是消费热点之一；五年前，我市城市居民的住宅电话每百户拥有25.7部,到2000年底，电话普及率 

83.7%,以年均26.6 % 的速度高速增长；五年前,居民用于通讯的消费不到125元,到2000年底，人均通讯消费已达 

248.53元,增长了 99.1%,随着住宅电话、移动电话、BP机的普及,使电讯费支出增长尤为迅猛。在通讯支出中，电 

讯费支出由五年前的人均27.25元，猛增至227.34元,增长了 7.34倍,年均以43%的髙速增长。九五年,拥有移动 

电话的家庭很少,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现在移动电话拥有率已达丨8.3% 。并在即将加人世贸和各大电讯公司的降 

价竞争中.以更快的速度普及于我市的城市居民家庭中。现代通讯工具已成为居民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稳步增加、大型家电消费以更新换代为主,新家电层出不穷。大型家电更新换 

代。1995年底,我市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彩电98.7台、电冰箱93.3台、洗衣机91.7台,空调器29.3台,拥有童日趋 

饱和,此类家电的购买倾向于以高科技、低能耗、健康型新型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上。现在居民家庭拥有两台彩电、 

拥有两台冰箱(或冰柜）以及两台以上的空调器的已越来越多，到2000年底每百户拥有量彩电132台；有电冰箱 

99.67台；洗衣机94.7台；空调器81.3台。

新家电成为消费新热点。从 VCD影碟机的兴衰可看出，近几年来,新家电普及的速度十分迅速。1995年,替代 

录相机进人娱乐用品消费市场的VCD机.价值两千元以上的身价,居民家庭拥有者尚微乎其微,五年后，每百户已 

有55.3 台,其身价也跌至几百元,并逐步被DVD取代。家用电脑因其高贵的身价,五年前我市居民家庭拥有者可说 

是凤毛麟角，现在它的普及率已达到丨3.7%。微波炉也以较快的速度在居民家庭中普及,到2000年底，已有36.3% 

的城市居民家庭拥有微波炉。摄像机是多年前居民家庭难以想象的奢侈品，现在也有2 %的家庭拥有。其它家电 

如洗碗机、消毒柜等也在以较快速度普及于城市居民家庭。

(七)旅游消费持续增长。旅游是一种富裕型消费,是居民的收人在满足于丰衣足食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后，才能 

进行的消费。“九五”时期，我市城市居民收人水平稳定提高,这为外出旅游打下了经济基础。在有经济基础的条件



下,国家引导和刺激居民消费出台了相关政策,如实行"周五工作制”,并在春节、五一、国庆三大节日期间，连续七天 

休假,这为居民的外出旅游提供了时间。打开电视,旅游广告铺天盖地;翻开报纸,各种旅游信息尽收眼底;一到节 

假日，人们纷纷外出,时间短作“都市游”或就近郊游,假日长则出境游、出国游。据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我市城市 

居民人均旅游消费〖06.09元,比 1995年增长41%,年平均增长7.1% 。

三、居民购房、保除热,拉动非消费支出快速埔长

随着收人水平的提髙,居民用于消费性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非消费性支出也日益成为居民支出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00年我市城市居民的人均非消费性支出603.9元，比 1995年增长96.1%,其主要增长因素.在于购建房支 

出、赠送支出、各种保险的强劲增长作出的贡献。

(―)参加“房改”,居民购房倾其所有。"九五”是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时期,在国家优惠售房政策出台后,在 

国家政策引导下,市民们积极参加房改,凡配套住房或符合基本售房条件的住房,鼓励购买。为了购房，居民们将家 

中储蓄、亲友借款、向银行贷软,来付淸购房款。到"九五”末,居民们的购建房支出，比五年前增长了 6.5倍。

(二)“送礼风"越演越烈,赠送支出翻两倍。近年来,城市居民的收人不断增长,衣袋里有钱后，出手也大方起 

来。请客送礼风逐年升温,送钱的理由越来越多;操办红白喜亊、生日、升迁、子女升学就业等都是请客送礼的理由， 

导致赠送支出成倍的增长。2000年,居民家庭每户的赠送支出已达326.35元,比五年前增长199.5% 。

(三)保险支出成倍增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居民对自己的未来如养老、医疗等问题有了 

新的打算,对用存款来养老,防病的观念有所改变,在收人不断增加和各保险公司不断推出各种优惠的条件下,居民 

们购买保险的热情日渐髙涨,在被调査的300户居民中,购买各种保险的支出比五年前翻了三番。

(簠庆市城市社会经济调奎队住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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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重庆市工业品价格走势回顾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我市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下跌1.4% ,其价格走势约呈现V 字形态。19%年继承“八五”期间“通 

胀”的惯性,其价格变化处在上升通道,但从1997年开始一路下滑，丨998年为价格跌幅最大点，跌幅为5.4% 。随着 

国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落实到位和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我市工业发展速度逐月加快,表现在价 

格走势上,从 1999年起,我市工业品价格的跌幅逐年减小,至2000年跌幅减小为1.4% 。

—、“九五”我市工业品价格变化特点

(一)轻、重工业产品价格同幅下降。“九五”期间,我市轻、重工业产品价格几乎同幅下降,轻工业产品价格平均 

下降1.8%,重工业产品价格平均下降1.2%,两者降幅仅相差0.6个百分点。“九五”第一年轻工业产品和重工业产 

品的价格均呈上涨态势,重工业产品价格涨幅髙于轻工业产品价格涨幅4.2个百分点，从 1997年起两者均开始下 

跌，轻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势强于重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势。1999年我市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价格开始止 

跌返涨，1999年上涨0.8%、2000年上涨2 .3 %  ,从而推动我市轻工业产品价格逐步止跌回升,2000年我市轻工业产 

品价格结束长达三年的跌势，上涨0.6%。但是，重工业产品价格一路走低，止跌回稳走势明显慢于轻工业产品。

(二)生产资料价格变化相对平缓。“九五”期间,我市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0.7%,除 19% 年呈上涨 

走势外,其余各年虽呈下降走势,但下降幅度相对来说较为平缓。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2000年我市生产 

资料价格基本走出了下降通道,离“浮出水面”仅差0.5个百分点。

影响生产资料价格走势的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各有特点:采掘工业产品价格受国家 

政策影响九五”期间平均上涨2.6%,其间呈现出“三涨两跌”运行轨迹,即在经过了“九五”前期连续三年的上涨之 

后，于“九五”后期逆势而行，又出现了连续两年的下跌走势,并于2000年走到涨跌幅的最低点。原料工业产品价格 

变化呈现“两头涨、中间跌”的态势,B卩19%年上涨4.4%, 1997年、1998年、1999年各年均下跌,跌幅在5 %左右.在 

连续三年下降之后,2000年由于受国际大环境和政策性影响,汽油、柴油价格连续多次上调,强力拉动原料工业产品 

价格反弹,2000年我市原料工业产品价格上涨2.3%。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呈“高开低走”态势,除 19% 年价格 

走势较为活跃,上涨5.6 %外，1997年至2000年,加工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持续低迷,价格下降,但降幅相对平缓。

(三)生活资料价格单向下跌。“九五”期间,我市生活资料产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2.1% ,比生产资料产品出厂 

价格的平均下降幅度高1.4个百分点。从各年价格走势情况看，生活资料价格不同于生产资料价格经历的上涨 

—— 下降一 逐步回稳变动轨迹，而是在“八五”末期上涨16.9 % 的情况下猛降16.5个百分点，以高台跳水之势S  

线跌人“九五”,使其价格走势在"九五”头一年几乎就“潜人”到下降通道之中，为此我市生活资料价格在整个"九五” 

期间基本为跌势,到“九五”末期仍无明显回稳迹象。

(四)各工业部门价格降多涨少。“九五”期间,我市十五大工业部门中，三分之二的部门产品价格下降,三分一 

的部门的产品价格上涨,涨跌较为明显的主要有：

丨、石油工业部门产品价格“九五”期间平均上涨3.5%,除 1999年价格呈负增长外,其余各年均有不同程度上 

涨 九 五 ”初期的头两年平均涨幅达9.6% 。

2、“九五”期间,我市进一步改革电价形成机制,推行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的试点工作,按照社会平均成本和合 

理的收益率测算整个经营期的上网电价,抑制成本上升,提高电厂的生产经营效益;改善电煤指导价管理方式.进一 

步提髙操作灵活性,逐步推行由代表电煤双方的行业协会协商确定价格的机制。“九五”期间,我市电力工业部门产 

品价格的变动趋势紧随石油工业部门之后呈涨势运行,平均上涨2.2%,比石油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涨幅低1.3 个 

百分点,经历了两年上涨-----年下降—— 两年上涨的变化过程。

3、在整顿、关闭小煤窑,理顺煤炭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影响下,我市煤炭及炼焦工业部门产品价格在“九五”期 

间平均上涨1.9% ,呈二涨一平二降的变化轨迹,前二年平均上涨8.9% ,后二年平均下降3.9% 。

4、在“九五”时期,价格上涨的工业部门主要是处于上游的原料、动力部门，而加工型的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普 

遍下降，如机械、建材、纺织、缝纫、造纸等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九五”期间分别下降2.6%、4.0%、2.9%、7.5%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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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走势强于工业品出厂价格。“九五”期间，我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平 

均上涨0.7% ,其走势明显强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走势。

我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1998年和1999年在下降通道中运行,但由于受2000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 

续上涨和我国从1999年 1丨月起连续7 次上调成品油价格的影响,原油及其产品价格走势强劲,使我市原材料、燃 

料、动力购进价格大幅度回升,全年平均上涨5.6%,并且各大类原燃材料购进价格都“浮出水面”,呈全面上涨之势。 

其中,涨幅超过10%的有有色金属材料类和木材及纸浆类，涨幅在5%—10%的有纺织原料类和化工原料类，涨幅 

在3% — 5 %的有黑色金属材料类、农产品类和其他原料及半成品类。

二、工业品价格变动原因

(一)宏观调控措施起重要作用。自“九五”初期以来,通过不断调整放开工农产品价格，调动了社会生产积极 

性,促进了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迅速提髙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缓解了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瓶颈”矛盾,推进了 

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在“八五”末期和“九五”初期，为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我国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 

行政手段,实施价格调控目标责任制,使通货膨胀得到了及时抑制,顺利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九五”后期，中央 

又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利用价格手段,配合财政、货币等其他经济杠杆,为缓解通货紧缩发挥了重耍作 

用。这些宏观调控措施,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这在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二)价格改革作用明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 

性作用。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借助市场价格形成和运行机制来实现。“九五”期间，通过推进农产品价 

格改革,特别是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加快了粮食价格改革的步伐,完善了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根据粮食生产 

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合理确定粮食收购价格,严格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和顺价销售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优质优 

价的政策,拉开不同粮食之间的品种、品质差价,促进粮食品种结构的优化,促使粮食生产从数挝型向质世效益型转 

变,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通过建立由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结合价格结构调整,重点改革了基础产业和公 

用事业价格形成机制。如改革电价形成机制,推行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的试点工作;改善电煤指导价管理方式，逐 

步推行由代表电煤双方的行业协会协商确定价格的机制;将化肥出厂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放开零售价 

格;完善城市供水价格形成和管理制度，同时实行污水处理收费制度。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我市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的比重结构趋于合理。据有关部门测算，到 1999年,我市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 

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均为4.5%,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达91%;在农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的占3.9% ,政府指导 

价占2.7%,市场调节价占93.4%;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政府定价占7.9%,政府指导价占2.4% ,市场调节价占 

89.7%。通过放开价格、理顺价格关系,改变了不同行业和企业间的分配关系,创造了公平竞争的价格环境。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市场供求关系必将更有力地影响市场价格。

(三)价格调整措施的影响。“九五”期间,我市按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为了促进我市市场价格体制 

框架的形成,我市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先后调整了石油、电力、铁路货运、粮食、天然气、电 

力、煤、自来水等价格,这些几乎都是竞争不充分或垄断性、准垄断性行业,从“九五”时期,特别是“九五”末期我市工 

业品价格变化情况看,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多数都集中在这些基础性产品和原料性产品上，也正是这些基础性产 

品和原料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推动了生产资料乃至整个工业品价格的止跌回稳。 

总之,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变动,反映了工业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揭示着工业经济的 

运行情况,并直接影响着工业企业经济效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进 

一步完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价格杠杆将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重庆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査队彭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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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科教兴渝、育人兴市”战略,不断深化科技、教育改革，积极探索科技、教育与经济协 

调发展的路子,推动了科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科 技
“九五”时期，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我市科技工作在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现代农业、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环境保护五个方面,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科技正成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九五”期间， 

全市获市及市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1074项，比"八五”同期增长2倍;2000年获得国家专利授权1158件，比19% 

年的216件增长4.4倍。

一、用离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卓有成效

“九五”时期，我市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方面取得了一批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髙、经济效益好的成 

果,如重钢模糊智能控制、长安、涪陵卷烟厂C M S工程、重测厂康佳电视机髙频头开发、陈氏单螺杆泵、杜氏高压油 

封、髙精密数控机床等,特别是通过实施“国家CAU应用工程示范城市”项目，企业设计周期平均缩短41% ,全市 

1000多家企业新增产值15亿元,利税2亿元。

二、高新技术产业化取得长足发展

“九五”时期,我市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环境保护为代表的髙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加快。2000年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总产值460.8亿元，比1999年增长30%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丨3.8亿元，占全市GDP的7.2% ;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丨94.6亿元，比1999年增长49.6%，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2.7%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 

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的重庆髙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具规模,2000年实现技工贸 

收人160亿元，比 1995年增长6.62倍;实现利税18.67亿元，比1995年增长5.46倍。

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重庆信息港、重庆宽带高速1P网、电子商务系统、重庆之窗公众信息平台、重庆地理信息 

系统(G1S)建设、SDH光纤传输系统、HFC接人传输系统、SCDMA无线接人系统、高速公路电子防撞预警装置、集成 

虚拟式测试仪器系统、甚低频地表面波电话系统、国际标准化电子调谐器等研究，已取得较好成果，正向产业化发 

展。

在生物医药技术方面，聚焦超声波肿瘤治疗系统、生物人工肝支持系统、人幽门螺旋杆菌双价亚单位分子佐剂 

疫苗、乙肝治疗疫苗、促波氨基糖、一 步法生物基因快速诊断纸条、转基因人体移植猪皮、生物基因芯片、更年青胶囊 

等研究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了一批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具有领先水平的成果。

在环境保护方面,组织实施了一批重点科技项目，天然气汽车成套设备及应用推广、香桂叶提取洋茉莉荃及快 

繁技术、烟气脱硫、有机溶剂制草浆技术、水润滑动密封复合塑胶轴承、铬渣解毒及利用技术等，缓解了由于环境问 

题给重庆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和压力，培育了环保产业。

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

农业科研领域取得较大突破。新型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小麦、家蚕遗传育种、人工三倍体桑选育,杂交芥菜选 

育、鸡蛋黄抗体和水果生物保鲜剂研究等居全国或世界领先水平。渝糯1号玉米、渝黄1号油菜、涪杂1号高产榨 

菜、新荣昌猪I系等众多科研成果已在我市，甚至全国较大面积推广,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推动了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变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四、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九五”时期,我市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市科研机构按照市政府批准的《重庆市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遵循“一所一策”的原则,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索。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化、进人企业集团、与企业联营组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模式的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中药研究院与太极集团全面合资，日化所与民营企业合资组建 

嘉顿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与经济“两张 

皮”的问题正在得到逐步解决。

五、发展科技和离新技术产业的宏观政策环境有了明显改蕃

“九五”时期，我市加快了科技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先后制定了《重庆市科技投人条例》、《重庆市技术市场条例》、 

《重庆市引进人才优惠政策》、《重庆市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若干规定》、《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重庆市



科技成果出资人股管理办法》、《重庆市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决策人奖励实施办法》和《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髙科 

技，实现产业化的实施意见》等一批促进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确立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市同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推动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激励 

机制，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企业为主体的多渠道科技投人体系正逐步形成。

六、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科技风险投资机制不断完善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建立。“九五”时期,我市组建了股份制的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 

重庆RP技术促进中心、重庆CAD中心重庆高技术创业中心和被科技部称为“峡光模式”的为大专院校师生兼职创 

办自己的高科技企业提供法人代理服务的“峡光”公司。重庆大学科技园、北碚生物孵化园、加州科技园的筹备和建 

设进展顺利。

科技风险投资规模不断壮大。“九五"初期,我市只有一家注册资本仅1300万元的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九五” 

末期,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经过重组,注册资本已达到2.3亿元。此外，市财政投人5000万元成立的科技风险担保 

中心已开始正式运作。科技风险投资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市科技风险投资公 

司投人600万元的超声聚焦刀项目，已生产出样机，并获得国家试生产许可证,正向产业化目标迈进。

七、科技交流成效显著

“九五”后期,我市成功举办了两期“中国重庆髙新技术成果及产品展示交易会”，共达成成交合同和协议项目 

500余项，成交金额104.26亿元,其中合同金额37.96亿元。同时，组织我市有关髙新技术项目参加了“北京国际科 

技周"、“深圳高交会’’，参展项目受到各界的好评和各参展商的青睐。在重庆、深圳髙交会的大力推动下,我市的技 

术市场呈现出喜人的发展势头。1996年全市技术合同登记成交总额仅3.4亿元,流出本市比例为72%。2000年全 

市技术合同登记成交总额为29.7亿元，流出比例为53.2%，比19% 年分别增加了 7.7倍和减少18.8个百分点，初 

步扭转了我市多年来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教 育
“九五”期间,我市教育工作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以切实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步推进髙等教育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提 

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和智力基础。

一、基础教宵明显加强

基础教育在认真贯彻落实“普九”教育方针的同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九五”期末,全市“普 

九”人口榭盖数达到2624.86万人，“普九”人口拟盖率为85.8%;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9% ,脱盲学员巩固率达到 

95%以上。全市累汁有33个区县(市)通过了“两基’’检査验收,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目 

标。

“九五”期间,通过结构调整,全市初中、小学教育布局更加合理,办学规模提髙。2000年，全市共有小学14730 

所，比1995年减少4907所，在校学生276.13万人，比1995年增加12.28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8% 。初 

中阶段学校达到1287所，比1995年减少71所,在校学生126.70万人，比1995年增加39.57万人,增长45.4% ,初中 

毛人学率达到94.9%,比1997年提高了 19.4 个百分点;初中辍学率为2.5%，比1997年下降了 1.6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持续发展，2000年,全市幼儿园总数达到6659所，比1995年增加613所，增长10.1% ;在园幼儿人数 

64.08万人，比1995年增加6.36万人，增长丨1 %  ,其中由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占12.3% ,社会力 

办园的幼儿人数占25. % 。

二、离中阶段教育迅速发展

髙中阶段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九五"时期提高全民受教育者程度的重大举措。通过职业教育和普通教 

育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制。2000年，全市髙中阶段学校达到703所,其中中 

等职业学校422所，占高中阶段学校数的60%。在校学生43.10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在校学生22万人，占整个高中 

阶段在校学生数的51 % 。

三、离等教宵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我市通过中央部委和四川省划转、新设立等形式，地方管理的普通高校从丨所 

增加到19所。目前，全市拥有普通高校22所。近年来，普通髙校连年扩招，2000年,全市招生数达到5.26万人，比 

1995年增长1.1倍,在校学生数达到13.25万人，比1995年增长了 80.5 % ，“九五”期间,普通高校共招收本专科学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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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8万人，比“八五”期间增长了 52.9%,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1.26万人,年均毕业2.25万人，比“八五”时期年均 

毕业生人数增长了 37.9%,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批素质较高的人才。在校研究生2000年达到6233人，比1997年增长 

94.8%。2000年,全市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到达21.61万人,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接近12% 。

四、成人教育和社会力量办学得到较大发展

“九五”期间,成人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成人高校达到19所,在校学生由1997年的6.6丨万人增加 

到2000年的8.36万人，比1997年增长26.5%。全市各类职工、农民文化技术培训学校达到20656所,在校学生达到 

331.75万人，比1997年增长19.1%。社会力tt办学方兴未艾,截至2000年,全市独立设置的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学 

校5所,年招生规模达2万左右;社会力与普通髙校合作举办二级学院3个。各类民办教育在校学生规模已达到 

15万人。

五、离校科研实力增强

“九五”期间，高校通过改革促进自身发展,在推动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 

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涌现出超生聚焦刀、包容包络式链传动技术等一批具有知识产权 

的高新技术。在我市举办的两次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及组团参加深圳高交会上,我市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转让交 

易额分别达到10亿元和8亿元。2000年,全市高校拥有研究与发展机构214个,科技活动人员1.87万人,筹集科技 

活动经费2.24亿元。

六、教育经费增加,教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九五”期间,重庆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人力度,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方面 

参与的多元化办学体制。2000年,全市教育经费总支出为68.17亿元，比1997年增长54.8% 。其中地方预算内教 

育事业费支出28.05亿元，占总支出的41.丨％。设立直辖市以来,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997年为17.14亿 

元，1998年为17.78亿元,1999年为20.37亿元,2000年为25.45亿元。教育经费来源不断增加，为教育事业的较快 

发展提供了基础,办学条件得到改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1996年至2000年,全市普教系统竣工校舍面积 

895万平方米，占普教系统校舍总面积的35%。2000年,教师学历合格率小学达到87.5%,中学达到70% ,职业中学 

达到29%,比 1995年平均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髙，教师 

已成为社会上令人羡幕的职业。

(重庆市统计局社会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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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 [九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

“九五”时期，是重庆经历重大历史机遇，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重庆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髙的同时，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 化

“九五”是文化事业发展最为繁荣、活跃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最多的时期，也是对 

外文化交流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九五”期间我市文化领域以建设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为长远 

目标，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各项文化事业长足发展。

一、艺术事业繁荣璀璨

“九五”期间，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中心，以提升直辖市为契机，积极推进文艺创作,艺术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九五”以来,全市专业剧团新排上演剧目300多个,其中涌现出了大型川剧《金子》、大型歌剧《巫山神女》、杂技专场 

《年轮》、曲艺《搬进新居迎太阳》、话剧《感动青春》、《民警芦振龙》、大型民舞《龙族风韵》、歌舞《陈渝之歌》、舞蹈《绿 

色的梦》、京剧《渝山女娇》等一批有影响的新作品,尤其是《金子》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九届文华大奖和首届 

中国川剧艺术节金奖第一名等丨3项全国奖,实现了建国以来重庆获全国性重大奖项零的突破,开创了多项国家最 

髙奖项的记录,该剧已在全国演出了 80多场。歌剧《巫山神女》获第八届文华新剧目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杂技《舞流星》获法国巴黎第八届“未来”世界杂技比赛金奖，杂技《飞旋》获全国第四届青少年杂技比赛金奖、第五届 

全国杂技比赛银奖,杂技《流星闪烁》全国杂技比赛金奖;曲艺《搬进新居迎太阳》获第九届文华新节目奖。推出各类 

大型演出150台、演出12000余场，参与群众达1000万人次以上。文化艺术在一系列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国际和 

全国性奖丨00余项,其他奖800多项。2000年,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36个,艺术表演场所25个。

“九五”期间,我市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和第十届孔雀奖全国少数民族舞蹈比赛、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 

葡世纪之声交响乐周、第八届世界杯拳击比赛开幕式、“东方梦圆”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全国第九届群星奖、全国 

杂技大赛西南片区赛、重庆铜梁龙灯艺术节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文艺活动，大大提髙了重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群众文化事业瑭勃发展

截至2000年,全市共有群众文化事业机构1245个，比1995年增长1.3倍，其中群众艺术馆4个、文化馆40个、 

文化站1201个；图书馆42个，基本形成了市、区县、乡镇、村段群众文化活动和图书馆服务网络。群众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群众业余文化创作水平显著提髙。“九五”期间,全市有6个区县(市)跨人全国文化先进县行列，新命名市级 

文化先进县丨丨个、市级以上特色文化单位7个。建成大型文化广场35个,每年举办大型广场文化活动在200场以 

上,其中产生了百万群众唱国歌、重庆合唱节、三峡库区农民摄影艺术联展、大足石刻艺术节、綦江农民版画节、群众 

文化创作比赛、广场舞蹈比赛、老年文化节等一批有较大影响的群众文化活动。命名了巴渝十大民间艺术、巴渝十 

大民间艺术家和123名巴渝民间艺术家。

三、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文博事业加快发展

从 1997年至2000年，三峡考古发掘文物102处，发掘面积21万平方米，出土珍贵文物2000余件，一般文物 

10000余件,标本数万件。其中中坝遗址、李家坝遗址被选入“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完成地面文物原地 

保护设计70项,搬迁设计85项，实施搬迁丨项，留取资料5〗项。

“九五”期间,我市举办了 100多个文物陈列展览，其中《红岩魂•白公馆•淹滓洞革命先烈史实展》、《为了共和国 

的诞生—— 革命英烈事迹展》、《迈向21世纪的新重庆》、《重庆百年回顾展》、《红岩千秋》、《三峡出土文物精品展》等 

20多个大型文物展览，在全国全市产生了重大影响。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 

评审通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市首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国第23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四、广播电视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广播电视实现跨越发展。到2000年，全市共有市级电台、电视台7座,播出自办广播电视节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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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广播3套节目每天播出近60小时，自制节目时间平均每天28小时;无线电视3套节目播出近55小时;有线电 

视4套节目播出72小时;教育电视台每天播出12小时，电视自制节目时间平均每天46小时。全市40个区（县）市 

已通电的行政村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解决了边远山区近百万人口收听收视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广播人口榭 

盖率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由1995年的85.0%和75.0%增加到89.9 %和93.7%。宣传水平显著提髙，涌现了一批 

收听收视率较高的节目和栏目。电视剧《大进功序曲》、《乘警李小咪》、《山城棒棒军》、《新华方面军》和广播剧《移民 

县长》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最高奖项—— “五个一”工程奖,其中广播剧实现了“五个一”工程奖零的突破。

五、新闻出版事业成绩喜人

“九五”期间,新闻出版事业取得可喜成绩。精品图书发展战略实施3年多来，有60%的图书印数在1万册以 

上,再版图书品种首次超过新出图书品种,印数是新出图书印数的2倍多;有400多种图书获得“国家图书奖”、“五 

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全国和省部级以上奖励；四届“重庆图书奖”共评出最佳图书32种,优秀图书59种， 

优秀教材6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2000年，新闻出版系统实现销售收人 

23.15亿元，比1998年增长32.1% ,出书品种1689种，比1998年增长15.9% ,图书发行销售数量达到30233万册，比 

1998年增长6.9%,图书发行销售金额为14.05亿元，比丨998年增长24.0% 。

报刊杂志通过治散治滥,健康发展。以《重庆日报》为龙头的党报阵地空前壮大，目前已拥有8种报纸,步人集 

团化经营。31家原内部期刊、24家高校校报被全部批准公开发行。2000年,报纸品种达到53种，比 1998年增长 

76.7%,期刊种类达到123种，比1998年增长29.5% 。

卫 生

"九五”期间,我市卫生系统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在保证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做 

出了积极贡献。

一、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九五”期间，以建立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卫生监督的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为目标，稳步 

推进“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总会计师制、调整医疗机构分类、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项改革,使 

卫生机构和医药行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不同层次，布局合理,具有综合功能的 

地区卫生保健网。

二、政府投入逐年增加,卫生资源配置日趋优化

“九五"期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卫生事业的投人逐年增加，到2000年,卫生经费达到

8.W亿元。卫生机构调整力度加大,卫生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全市卫生机构数(不含个体办诊所）由 1995的4801减 

少到2000年的4382个,医院床位数由1995年6.72万张减少到6.57万张,卫生技术人员由1995年8.60万人增加到 

2000年8.86万人。人均卫生资源和人民健康指标不断提高,平均每万人医生数、护师护士数分别由1995年的丨0.4 

人和6.2人增加到2000年的14.6人和6.7人；孕产妇死亡率由1995年的93.3/10万下降到86.1/10万。标志着人民 

的健康状况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防疫工作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我市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消灭了脊髄灰质炎和丝虫病四苗"接种率达到3 个85% 

的目标,急性传染病报告发病率由“八五”期间的423.28/10万下降到“九五”期间的265.09/10万，死亡率由“八五"期 

间的0.54/10万下降到“九五”期间的0.17/10万。传染病在各类疾病死因中的位次已降至第8位。

四、农村卫生工作长足发展

“九五”期间,我市农村卫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市所有区县(市)提前3年达到了《中国农村“2000年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目前全市已有50%的乡镇实现了初保规划;农村医疗卫生网覆盖广大农村,村医疗站覆盖 

率达到92.8%;合作医疗稳步实施，全市开展合作医疗乡镇185个,村 1630个,参加人数150余万人;农村传染病、地 

方病得到有效控制,2000年,农村改水受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92.2%，其中饮用自来水占59.3% ^ 农民健康水平有 

了较大改善。

五、中医事业更上一层楼

“九五”期间，全市建成三级甲等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各1所，二级甲级中医院6所，二级乙等中医院（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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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结合医院)31所。其中铜梁县中医院成为全国百佳医院,北碚区、江北区中医院成为全国示范中医院，中医事业 

的整体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九五”期间，获得中医药科技成果61项,其中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省厅级科技进 

步奖31项。

六、医学科技实力明显增强

目前,重庆已拥有一批具有较高水平、装备良好、各具特色的医学研究机构,其中国家级重点学科4个,部省级 

重点实验室6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博士学位点36个,硕士学位点80个,并涌现出一批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业务 

骨干,在烧伤、创伤外科、肝胆、泌尿、传染病科、重症肝炎治疗、儿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等方面具有国际、 

国内学科优势。试管婴儿的临床研究在全国居第二位,髙强度聚集超声肿瘤治疗仪居世界领先水平。覆盖全市的 

“120”急救医疗电话全面开通,我市以综合医院为依托的急救医疗体系被卫生部确立为全国急救医疗模式之一。

体 育

“九五”期间,我市体育事业牢牢地把握为人民服务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普及与提髙相结合，群众体 

育与竟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体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绩。

一、群众体宵方兴未艾

“九五”期间,各项群众体育活动层出不穷,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深人人心。目前,全市体育人口已达到1200 

万人，占总人口的40.0% ;大中小学累计有1476万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有4100人获得社会体育等级指导 

员称号,对28万成年人进行了体质测试。每年举办的大型全民健身宣传月活动,参加的群众达到2000多万人次;组 

团出席了全国民运会(获 1金丨铜）、残运会(获2金6银9铜）、大运会(获2金丨银）、农运会（先期项目1金 1银 3 

铜)等重大群众竞赛;举办了第八届市运会、首届市农运会、残运会、老年人运动会等大型比赛活动,促进了全民健身 

活动向各个领域的纵身发展。各类争先创优活动扎实开展,现有全国体育先进县10个,全国田径之乡3个,全国武 

术之乡2个,全国体育先进社区4个,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17个,全国群众工作先进单位85个,市级体 

育先进社区、先进乡镇丨丨8个。

二、竞技体宵成绩軎人

"九五”期间,竞技体育实力不断增强,五年中,重庆籍运动员获世界冠军12个,破(趄)世界纪录6项次;获亚洲 

冠军10个、国际比赛冠军11个,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27个,破(超)全国纪录12项。有38人达到运动健将标准， 

有45人次输送到国家队训练,各区县(市)向市优秀运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282人,新创重庆纪录111项。

三、体宵设施建设进展加快

据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显示,重庆现有各类体育场9962个,共计1146万平方米,其中公共体育场地 

244个,体育场或标准田径场33个、体育馆24个、游泳池103个。人均体育场地占有量0.38平方米。各区县(市)有 

体育场或田径场19个、体育馆21个、游泳池27个、灯光球场19个、训练房4个。这些体育设施为体育亊业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的载体作用。

四、体宵产业实现突破,快速发展

“九五”以来,我市坚持国家和社会共同办体育的方针,体育产业取得了重大突破。"九五”期间全市社会投资体 

育项目经营企业达到967家,所涉体育项目30个,注册资本14.7亿元,总产值4.2亿元,上缴锒费8000万元,实现利 

润9000万元,解决从业人员2万余人。体育广告、体育旅游、体育书报、体育邮品、体育康复等相关产业也得到迅速 

发展。发行体育彩票是体育事业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自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三年来，累计发行体育彩票1.4 

亿元,获得公益金4000万元,上缴利税200万元,并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修建了全民健身工程,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补贴大型体育竞赛和体育场馆的维修,体育彩票已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环 保

"九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四件大事”之一,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髙度重视。 

环境保护工作进人快车道,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髙,环境保护初见成效。

一、环境污染防治进展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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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市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方针,严格管理建设项目，并从工业向房地产开发、交通建 

设和旅游开发业等领域延伸，全面幵展“一控双达标”工作;积极推进小安溪、璧南河、花溪河、孝子河、巴川河、临江 

河和盘溪河等次级河流的流域综合整治,使全市5169家污染工业企业中的99.5 %实现了污染物达标排放。2000年 

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1709个,总投资10.43亿元。环境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有所突破。“九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退二进三”战略,调整、搬迁了一批布局不合理、污染 

严重的企业;加强对饮用水源的保护，建成了唐家桥、渝北城南污水处理厂和北碚区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对主城区 

污染防治,经过五年的努力,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0% ,烟尘控制区覆盖率达到90%,噪声控制达标区144平方公 

里,城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工业企业“三废”治理成效显著。“九五”期间,我市工业企业“三废"治理步伐加快,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 

制。2000年工业废水排放84344万吨，比1998年减少10.3%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80.3%,比1998年提高了 18.2 

个百分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66.42万吨，比1998年减少9.8% ;工业粉尘排放12.18万吨，比1998年减少15.5%,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比1998年减少26.7%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71.0% ,比 1998年增长了 2丨.8 个百分点。 

“三废”综合利用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2000年“三废”综合利用实现产品产值5.96亿元，比1998年增长21.8% , 

实现利润1.10亿元，比1998年增长12.9%.。

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稳步推进

1997年3月，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三峡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并把环境保 

护纳人了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九五”期间,新建各类自然保护区 

17个,2000年全市自然保护区总数达31个，占全市幅员面积的7.4%;已建成大足、巫山2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生 

态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取得新进展。实施了长江上游防护林工程、中德合作造林工程、生态林工程和水土保持 

工程,200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4.0% ,比1995年增加了 3.5个百分点;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荒山荒地绿化 

和退耕还林(草)工程,29个县被列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县;生态农业建设范围进一步扩大。

三、环境法制建设逐步完善

“九五”以来,我市共颁布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5件,使环境保护和建设逐步走上了规划化、法制化道路。 

“九五”期间,共查处2500件环境保护违法事件，按期取缔、关停了 584家污染严重的“15小”企业,停止了影响库区 

水质的3家中型造纸厂的化学制浆,取缔关闭了一批风景名胜区内的采石场,加大了对捕杀、贩卖野生动物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

四、环境保护投入大幅度增加

“九五”期间,我市在增加地方财政投人的同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国债资金和引进国外资金，19% - 2000年，全 

市环境保护累计投人达到65.80亿元，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0.9% ,比“八五”期间提髙0.3个百分点,2000年环境 

保护投人20.70亿元，占GUP的比重达到1.3%;利用国外环保资金累计达到3.5亿多美元,弥补了治理环境污染资 

金的不足。

(霊庆市统计局社会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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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九五” 辉煌的业绩

—— [九五]时期万州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万州人民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三峡工程建设的机遇，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开拓进取，全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 

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2000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64.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66.3%,平均每年增长10.7% ,高 

于全国2.7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4个百分点。

在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已由1995年的27.4:43.3:29.3 

调整为2000年的17.8:48.1:34.1,其中二、三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1.7% ,第三产业年均 

增长15.7%。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地方财力的增强,2000年全区地方财政收人4.38亿元，比1995年增长了丨.39 

倍，年均递增19.1% 。

二、农村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粮食产量稳定。

农业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九五”期间,在市场需求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农产品供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要求更加紧迫。经过五年努力，到2000年，全区经济作物 

面积由15%增加到20%,粮食作物面积由“九五”期初的85% 降到了 80%。在农林牧渔业生产中，传统的小农业和 

牧业保持稳定发展,林业、渔业则分别以年均4.1%和 15.4 %的速度增长。

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 1995年全区粮食产量突破50万吨大关以后，由于调整粮经 

结构，粮食播种面积虽然逐步减少,但通过提高单产和优质品率,粮食产量有所增加，1998年、1999年、2000年连续 

三年全区粮食产量保持在55万吨以上，这表明我区粮食生产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商品化 

程度不断提高。“九五”期间全区农产品商品率已提髙到47.3%。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有效的促进r农 

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工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国企扭亏脱困进展顺利。

“九五”期间，面对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移民迁建的机遇与挑战,万州工业保持了较快发展的态势。2000年末， 

全区工业增加值达到18.2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丨995年增长33.3%,年均递增5.9% 。

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我区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坚持改革与改组和 

加强企业管理相结合，调整存量与优化增ff l相结合,企业技改与移民搬迁相结合,着力于制度创新，着眼于抓大放 

小，着重于培育支柱创造品牌。目前,盐化、电池、榨菜、电力、太白酒等骨干产品、支柱行业逐步显现，一批重点企业 

正在崛起。2000年，全区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人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0.7%,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73.2。全区21户大中型企业，其产值占规模以上企业的49.7% 。纯国有工业 

企业的生产规模降到40%。到年底万州工业经济实现了整体扭亏，规模以上企业当年实现利润3819万元,扭转了 

连续10年的亏损局面。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扭亏为盈,2000年实现利润3967万元。

四、基础建设大力推进,投资环境逐渐改善。

“九五”期间，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以及万州城镇的搬迁和主城区改造,全区出现前所未有的交通、能源、通讯建 

设热潮。五年间，全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7亿元(不含跨区项目），是“八五’’时期的2.8倍。

交通运输快速发展。到2000年底,全区基本实现乡乡通车；出境公路质量提髙，万利路、万云路、万开路、万忠 

路、万梁路全面硬化。万州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实现了“天堑变通途”；五桥机场、达万铁路、万梁高速公路均已开工 

建设;红溪沟深水港码头、万州大桥、万安大桥也即将建成;万州长江二桥、枝万铁路、长江南北滨江路等一批新建项 

目已经或正在研究立项。加上长江水道的天然优势,万州区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于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逐步形 

成。

能源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渔背山电站等一批电力建设项目相继竣工，使全区发供电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到 1999年末地方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1.7万千瓦小时，比1995年增长67.1%,年均递增13.7% ;2000年发电世达到 

43674万千瓦小时,加上国家电网的补充,极大的改变了“八五”期间供电不足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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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通讯飞速发展。到 1999年末全区邮电业务总量达到40053万元,比1995年增长5.3倍，年均递增44.6% 。 

电话交换机容量增加到丨6.43万门。固定电话达到14.95万门，与 1995年相比，年均递增38.0%。无线寻呼、移动 

电话、互联网快速发展,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极大地改善了万州的投资环境。

农业基础设施也得以进一步改善。“九五’’期间，针对万州农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政府进一步加大投人， 

一批重点工程如甘宁水库等大型项目的兴建,以及河堤、库堰的加固，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农村电网 

的成功改造，为提高农村的电气化水平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移民搬迁进展颇利，城市化水平不断提离。

"九五”期间，顺利完成了一期移民搬迁任务,二期任务已搬迁3.84万人,建房221万平方米,迁建企业90户，迁 

建集镇4个，天城移民开发区党政机关完成整体搬迁。依托移民迁建,周家坝、百安坝、双河口、观音岩等新城组团 

格局基本形成，主城区建成面积达到3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接近40万，城市化水平由“八五”期末的17.2% 提高到 

23.7%。市政建设成效突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重庆市第二大城市的雏形已初见端倪。

六、内外贸易协同发展,买方市场基本形成。

国内市场稳中趋旺。2000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49亿元，比1995年增长49.丨％，年均增长8.3% 。 

新世纪百货万州商场、成都人民商场万州分场、万州商贸城、小天鹅批发市场、宏远工贸城、金英商城、金鑫大度等一 

批大型商场异军突起，为万州商贸的兴旺发达、为建立三峡库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刺激消 

费提供了窗口。

对外贸易进一步活跃。2000年，全区出口创汇总额达到2835万美元，比1995年增长1.09倍，年均递增丨5.9% 。

利用外资取得明显的成效。“九五”期间，新发展外商投资企业30家,五年间全区协议利用外资近7000万美元, 

实际到位外资1353万美元，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利用外资的质量和结构也得到逐步改善。实施对口支援和招 

商引资成效显著,五年间，实施对口支援及招商引资项目437个,到位外来投资28.92亿元。

七、人民生活质量提髙，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九五’’期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髙，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城乡居民收人稳定增长。2000年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5208元,年平均递增4.9% ，一些居民生活已步人小 

康水平;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平均递增9.7%，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建卡贫困人口由26.23万下降到3.1万人。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2000年未达到63.64亿元，比1995年末增长3.8倍，年均递增37.0% 。

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377元，年均增长3.1%,其中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 

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51%降到2000年的40% ;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比重由1995年的70.9 %降到2000年的63.0% , 

居民可以有更多钱用于“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居住条件大为改善。据住户调查，1999年底,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95年的14.9m2提髙到15.6 m2，农村 

居民由22.9 m2提髙到31.9 m2。

八、社会亊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科技兴区”成为全区上下的共同认识，利技成果转化推广取得重大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逐步增大,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95年的26%提高到35%。教育事业方兴未艾,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 

壮年文肓的目标基本实现，素质教育开始起步;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不断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取得进展,公民素质 

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普遍改善。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过去的五年,是万州辉煌的五年,其成就是万州锐意进取的结果。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 

五大确定的方针政策,全面实施万州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万州一定能够在“十五”期间取得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万州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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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九五]时期涪陵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涪陵深化结构调整，成功地走出了以发展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带动整个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路子,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一、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九五”期间,涪陵经济总量持续较快增长,综合效益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良好。

一)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经济总量大幅上升。“九五”期间,涪陵经济增速平稳回落，但总体发展仍然较快。闽内 

生产总值由1995年35,86亿元上升到2000年69.1亿元,年均增加6.65亿元，年均增长13.8% ,比同期全国、全市分 

别高出5.8和4.5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市的比重由1995年的3.55%上升至4.35%。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倂 

达到6256元，比1995年增加289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 84.5% 。

(二)综合经济效益不断提髙。2000年,涪陵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均11208元，比1995年增长98% ,年均增长 

14.6%。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达到143.8，比1995年提高了41.4 个点;2000年87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 

总额13.81亿元,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由丨995年的9.04吨标煤下降到5.65吨标煤,年 均 减 少 2000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创下利润总额5.37亿元,资质四级以上建筑企业和乡镇企业分别实现利润1690万元和1719万元，比 

1995年增长9.2倍和47.4%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实现利润593万元。

(三〉财政收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增加。五年来,涪陵财力快速增强,财政总收人年均递增速度22.2%, 

超过经济增速8.4个百分点,2000年财政总收人11.26亿元，比1995年翻了 1.4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 

年的11.5 %提高到16.3% ,增加了 4.8个百分点。

二、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

“九五”期间，涪陵工农业生产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三化”进程加快,科技贡献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较 

大提高。

(一)农业和农村经济欣欣向荣,产业化经营取得进展。“九五”时期,涪陵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了农 

业生产稳步增长、农村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可喜局面。2000年实现农业增加值9.42亿元，比 1995年增加丨.83亿 

元,年均增长3.3%。粮食总产量于1997年创下45.73万吨的历史最髙纪录,2000年人均占有粮食413公斤，比1995 

年增加15公斤。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较快,乡镇企业产值年均增长13.4 %左右,2000年达到16.47 

亿元,乡镇非农企业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二者之比由1995年的0.67:1上升到1.05:1。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所 

获得的收人占总收人的比重提高,2000年约为23.5% ,比1995年增加9.3个百分点。

(二)工业发展令人瞩目，工业化水平提髙。五年来,涪陵工业持续快速增长,2000年实现增加值29.19亿元，比 

1995年增加16.29亿元，年均递增17.4%,比全市高出7.6个百分点。工业化程度提髙，由1995年的0.6383提升到

0.673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增加到42.2% ,工业对 

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5.8%。工业企业实力增强,200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70.36亿元，全员劳 

动生产率达人均5.11万元,净资产收益率由丨995年- 3 %提高到9.9%。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20家,先后有8家 

企业跻身重庆工业50强,行业重点企业的主导作用突出,23家重点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0.78亿元,实现利税13.09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4.8%。形成了卷烟、医药等九大支柱行业,其龙头企业所创名牌产品已罠备相当强 

的竞争力，并占领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三)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整体功能增强。2000年非农业人口达到25.8万人，比1995年增加4.67万人,非农 

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95年的19.7 %提髙到23.3%,增加了3.6个百分点。建成区面积由1995年的9平方公 

里扩大到14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突飞猛进,2000年末城市房屋建筑面积1M5万平方米,城市道路总长92公里,人 

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2.54平方米。涪陵长江大桥和渝涪高速公路相继通车，具有时代特色的博物馆和体育馆落成 

开放,长江防护大堤、体育场和渝怀铁路等重大工程陆续开建。城市环境明显改善,2000年园林绿化地面积2685 

亩，比1995年扩大2.3%，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3.39平方米、建城区绿化覆盖率达13.5% ;工业废水有效处理率 

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分别为95.2 %和80.1% ,比1995年提髙20和57个百分点,环境噪声达标面积由丨995年的5 

平方公里增加到7.47平方公里。城镇就业容量增大,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末,第三产业人员16.82万人， 

比1995年增加3.93万人,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6%,在经济中所占份额保持在35%左右，较好地发挥了城 

市的整体功能。

(四)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突出。5年来，涪陵技术改造投资以年均20.6 %的速度增长，累计投资21.38亿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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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政对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生产性支出比重达到3%,大中型科研经费投人6000万元,均比1995年大幅提高。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42.5% ,粮食单产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髙，由1995年亩产457斤提髙到亩产540 

斤;2000年规模以工业所开发的新产品创造产值4.4亿元，所占比重达7.5% 。

三、社会需求旺盛

“九五”时期,涪陵全力贯彻国家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快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较强的动力。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5年来,涪陵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点继续向农林水、工业、交通邮电和房地 

产业倾斜,固定资产投资累计105亿元，是“八五”时期的3.2倍,年均增长速度达21.2%,超过经济增速7.4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投资由1995年不足1亿元迅速增加到6亿多元,年均增速高达45%。2000年城乡集体、城乡私人 

和其他民间投资丨5.42亿元，比1995增长4.2倍。5 年中先后安排重点建设项目58个，已经建成和使用的项目共有 

32个。

(二)商品和服务需求增势喜人。2000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71亿元，是 1995年的1.9倍，年均递增 

13.9%。农村消费品零售增长比城市快,农村年均增长16.6%,城市年均增长12%。居民对邮电通信、金融保险和 

商品房等服务需求强烈,2000年交通运输部门客、货运周转量分别达到8.2亿人公里和3.96亿吨公里。5年中邮电 

业务总量以年均53.2 % 的速度高速增长,农村实现了村村通电话，2000年末全区固定电话用户和移动电话用户分 

别达到9.29万户和8.11万户，均比1995年成倍增长;国际因特网涪陵节点和涪陵政府公共信息网等先后开通，互 

联网用户超过了 2000户。各类银行已增至9家，保险机构增至4 家 九 五 ”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71.38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67.22亿元，比1995年分别增长1.3倍和1.1倍左右；2000年保险公司承保总额共达103亿元,保费 

收人丨.15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由1995年6.9万平方米增加至35.1万平方米,年均增长38.4% 。

(三)外贸出口快速发展。2000年外贸出口总额2253万美元,是丨995年的2.丨倍，年均增长15.9% ,实现净出口 

2017万美元，比1995年增长87.6% 。

四、居民生活不断改善

“九五”期间，涪陵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总体上已接近小康水平。

(一)居民收人平稳增长,城乡差距缩小。2000年涪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5646元,是 1995年的1.3倍,平 

均每年递增9%,农民人均纯收人1850元，比1995年增加745元,年均增长10.9% ,比城镇居民收人高1.9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缩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与农民人均纯收人之比由1995年的3.32:1缩小到3.05:1。

(二)居民储蓄存款增多。2000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37.42亿元，比1995年增长9.5倍,五年新增存款22.52 

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存款增加17.28亿元、农村居民存款增加5.24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达到3388元，比1995年 

增加1989元。

(三)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消费结构逐步改善。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098元,农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1274元,分别比1995年增加968元和265元,年均增长5.5 %和4.8%。2000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整个消 

费支出的为48.7%,比1995年下降1.8个百分点,交通通讯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比1995年提高了 1倍以上。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6%，下降7个百分点,文化教育娱乐服务、交通运输、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农村居民 

文化生活服务支出比重已由1995年的9.7 %提高到12.3% 。

(四)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5年来，居民住房条件逐步改善,2000年农村人均居住面积28.2平方米，比 

1995年增加8.1平方米,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2.1平方米,增加3.1平方米。家庭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提高,2000 

年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09台、电冰箱90台、照相机22架,各比1995年增加17台、23台和10架,家 

用电脑等高档消费品成倍增长;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洗衣机3.5 台、彩台34台、电冰箱3台,都比1995年显著增多。 

2000年城镇每百人拥有电话27.2部,农村每百人拥有电话3.2部,分别比1995年增长1.8倍和17倍。

{涪陵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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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渝 中 再 创 辉 煌

—— [九五]时期渝中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全面贯彻中央及市委、市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改革开改,充分发挥渝中区的区位优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基本实现了渝中区“九五”计划所确定的发展目标。

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渝中区作为新重庆直辖市的中心城区，有着较雄厚的经济发展基础，又得益丁•茛辖、 

三峡工程和西部大开发等有利条件,吸引了大世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到渝中区共谋发展，促进了我区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增长。1999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市40个区县(市）中第一个突破100亿元大关，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 

110.7亿元，是 1995年的1.62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62 % ,年平均增长丨0.2%，高于全国和全市同期 

的平均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达到18976元，比 1995年的11637元增加7339元，年均增长10.3% 。 

地方财政收人2000年达到6.19亿元，比1995年增长1.22倍，年平均增长16.2 % 。

(二)商贸市场蓬勃发展，对全区经济的拉动效应进一步增强。通过举办都市消费月、美食节等大型商贸活动， 

全区商贸市场继续保持繁荣与兴旺，商贸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2000年全区商贸流通首次突破300亿大关，商贸销 

售总额达到310.4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长14.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6亿元，比1995年增长92%,年平均 

增长14% 。各类商业网点3.55万个,各类市场81个,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的商品物资流通格局。区域内形成了 

解放碑中心商贸区、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上清寺一两路口商业区、大坪通讯器材及汽车展销商业区四大商圈，2000 

年，四大商圈实现的商贸销售总额约占全区商贸销售总额的78.7 % 。大力发展了菜园坝农副产品及皮革摩配市 

场、新华路家电市场、学田湾小食品市场、七星岗家俱装饰材料市场、西三街水产品市场、南纪门中药材市场以及书 

刊、房屋交易等十大专业市场,为我区商贸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工业经济基本维持稳定。在部分企业转向、搬迁、重组的情况下，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 

组织结构,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业生产仍基本维持了稳定。2000全部工业总产值(不变价)逾20亿元，稳 

中有升。企业扭亏解困工作已见成效，一些亏损严重的企业逐步摆脱困境，步人良性发展轨道。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食品制造业、服装制造业等行业发展较快,对全区的工业经济起着较大的拉动作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 

兴工业崭露头角，逐步成为我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四）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九五”期间，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深 

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相继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到“九五"期末,金融保险业法人机构达到47个，营业网点 

达到227家,信贷资金供给总量增加；区域内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20亿元，贷款余额200亿元左右，分别是丨995年的 

2.3和2.6倍,保险业承保金额900亿元。部分国外和香港地区的银行也在我区设立了办事处，加强了与国际金融 

资本的联系。现已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经济类型银行为补充，保险、证券、信托、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分工合作的金融行业机构体系。同业拆借、资金清算、票据结 

算、证券交易、外汇调剂等区域性的金融市场日趋完善;传统业务、中间业务、新兴业务以及金融创新业务等金融服 

务体系基本形成。

(五)旅游业获得大发展。“九五”时期，我区着力提升旅游业的地位，充分发挥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 

和带动作用，把旅游培育成我区的支柱产业。旅游企业从各自为战变为政府统一规划，旅游经济快速发展。利用区 

域内已有的旅游资源，办会办节，不断推出高品位的旅游产品,都市旅游深人人心，成为“假日经济”中的一个亮点。 

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景点建设，充分利用交通枢纽的优势，发展国际、国内旅游。2000年全年接待旅游者556.65 

万人次,旅游业总收人达到20.57亿元，旅游外汇收人4550万美元，接待旅游者人数、旅游总收人以年均20%左右的 

速度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旅馆业、商贸及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社会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由此而新创造 

的各产业增加值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左右。渝中区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区工作进展顺利，获得 

“中国优秀旅游城区”称号。

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九五"期间,在巩固发展传统第三产业的同时，积极培育新兴的第三产业，使我区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2000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22.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88.4亿元，二、三产业比重由1995年的27.9:72.1调整为200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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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9，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九五”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12.3 % ,比第二 

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高6.2个百分点。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0.28万人，占78.2 在运 

输、邮电、商业餐饮业等传统第三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初步形成规模，房地产、金融、保险、证券 

投资、信息咨询、社会服务业迅速壮大,这些新兴产业在“九五”期间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拉动我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 

动力。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据统计,全区共有个体经营户 

(含摊点)37400余户，私营企业约4500户，从业人员12.9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强,为增强全区经济实 

力和增加社会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外商、港澳台商纷纷落户渝中半岛，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比 

“八五”时期有较大增加。

三、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渝中区作为全市的窗口，代表着新重庆的形象。“九五”期间我区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力度，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达到2 % 亿元,是“八五”时期的2.3倍。“九五”期间相继建成了黄花园大桥、两江滨江 

路、人民广场、朝天门广场、解放碑购物广场、菜园坝广场、珊瑚公园、八一路“重庆好吃街’’等标志性建筑，众多的商 

务大度、高档宾馆酒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交通干道得到拓宽改造,新修了一批人行天桥和地 

下人行通道,增加了停车场所,有效治理了交通阻塞,确保了城市交通畅通;一批棚户区得到改造,取而代之的是环 

境优美、安全方便的住宅小区;努力搞好山脊绿化和沿江绿化,扩大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21%以上；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对城市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城市环境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严格控 

制粉尘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极大地改善了 

投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城市形象明显提升。

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科技事业全面进步。“九五”期间科教兴区”战略进一步落实,科技投人不断增加,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 

产品开发得到重点支持。创建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一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广应用科技项目246项。

加强西南技术商城和西南信息园区建设，启动科技信息一条街,建立了渝中区高新技术创业园,且已初具规模， 

科技对经济的贡献逐年增加,多次被评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区”,并被列为全国科普示范区。

(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育质世不断提高。区政府投人4.85亿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不断优化整合教育资 

源,加强薄弱学校治理;新建校舍II万平方米,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平稳渡过人学髙峰期,高质量地完成了“两基”、 

“普实”任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充分发挥教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扩大招生规模， 

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人数、成人高等教育学生数都大幅增加,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11%, 

居民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获得“全国幼教先进城区”称号。

(三)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健康教育广泛开展,预防保健工作成效显著，主要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医疗药品 

质量监督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大力推进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

(四)文化体育事业取得新的成绩。实施“文化精品工程”，多项文艺作品（节目）获得国家级、市级奖项,结合各 

种纪念和庆祝活动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大扫黄打非力度,文化市场得到进一步净 

化，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区”。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经常举办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和活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各种 

形式的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区组团参加城运会等全国性比赛取得较好成绩。辖区中小学校继续全面 

推行《国家体育炼标准》,达标率巩固在95%左右。

五、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一)居民收人提高。“九五”期间,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髙,2000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人7489元，比1995 

年增长73%,年平均增长11.6%。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6平方米增加到10.8平方米,居住条件明显改善,80% 以上 

的居民住上了成套住宅。

(二)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高。随着居民收人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8%。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空 

调等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商品房、移动电话、家用电脑、小汽车等开始进人家庭,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教育、住房、交 

通、通讯、旅游等高层次、享受性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

(三)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明显。“九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均保持负数,人口总数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养老、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以内。

( 渝中区统计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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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九五” 辉煌的业绩

—— [九五]时期大渡口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计划期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区划调整、重庆直辖、西部 

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以城建带动、市场带动和品牌带动为发展战略,突出抓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建设进程 

三大重点工作。“九五”期间,全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 

高。

_ 、国民经济快速埔长,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堆强

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38.9亿元,按90年可比价格计算，比丨995年增长114.8%,年均增长16.5% ,增 

长速度髙于全国8.5个百分点,髙于全市7.2个百分点。1997 - 1999年我区连续三年进人重庆市综合经济实力排名 

的十强区县之列。在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产业结构进一步的调整优化。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由1995年的5: 

72:23发展为2000年的3:71:26。其中二、三产业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2%、19.3% 。地方财力有 

所增强。2000年全区地方财政总收人达到1.38亿元，比丨995年增长了 89.0%,年均递增13.6% 。财政收人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3.56%,比1995年下降0.03个百分点，比全市平均水平低3.01个百分点。

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都市型农业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九五”时期,我区农村工作紧紧围绕“增收调结构”这一总 

体目标,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和品种品质结构，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农业生产稳 

步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可喜局面。2000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16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长 

3.6%,其中小农业所占比重比“八五”期末下降8.9 个百分点,牧渔业比重上升8.7个百分点，产业内部结构逐步呈 

现出城郊型农业的特点。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二三产业也获较快发展,200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38.9亿元，年 

均增长21.6%,乡镇企业个数由“八五”期末的401个(不包括个体,下同)增加到"九五”期末的丨012个,增长1.5倍。

三、工业经济健康发展,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九五”期间,我区工业在总量上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2000年末,全区工业增加值(现价）达到25.8亿元,按不 

变价计算，比“八五”期末增长115.3%,年均递增16.6% 。

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企业经济效益有较大改善。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原则,坚持改革与改组和加强企业管理相结合,调整存量与优化增量相结合,着力于制度创新,着眼于抓大放小， 

着重于培育支柱创造品牌。目前,已初步形成冶金、建材、机械、轻工等四大支柱行业,培育了科而士皮鞋、南海牌水 

泥、三木地板等8个名牌产品，以及“洁诚”等5个重庆市著名商标,建成双山、八一等一批工业园区,驻区国有大中 

型企业重庆钢铁(集团)公司、重庆重型铸锻厂等一批特大型、大型工业企业相继扭亏脱困。到2000年末全区全部 

国有及年销售收人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达36.0亿元,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99.9% ,利润 

较“八五”期末扭亏为盈2.68亿元。

四、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九五”期间,我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体现出全新面貌,新城开发、老城区改造、全区交通、能源、通 

讯建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五年间,全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8.0亿元，是“八五”时期的3.2倍。

“九五"期间,交通运输建设快速发展,新建松青路、春晖路、跳伏路、陈庹路,拓宽改造了袁茄路、九中路,形成了 

城乡公路网络体系与铁路、车站、港口、码头相衔接,货物集散与旅客运输服务相结合的交通布局。基本建成水、电、 

气等独立的能源供应体系。建成行政中心、陶瓷市场、旅游学校等一批标志性形象工程,建成柏桦小区、阳光小区、 

月光小区、三木花园等环境优美、物业管理完善的住宅小区10余个。

邮电通讯业继续发展。“九五”期末全区邮电业务总量达到1121万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5倍，年均递增 

19.8% 。

五、商贸流通蓬勃发展

“九五”期末,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9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87.4%,年均增长丨3.4% 。新世纪百 

货、山城超市、德克土炸鸡等一批知名商贸企业人驻我区，阳明山庄、钢花大酒店、钰鑫啤酒等一批区内限额以上商 

贸企业在“九五"期间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我区商业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重庆陶瓷市场为龙头,蔬菜、肉类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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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及花鸟等一批专业市场得以逐步培育和完善。

六、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九五”期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跨人了一个物质生活比较宽裕、消费结构明显 

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髙、精神生活更加充实的新阶段。

城乡居民收人稳定增长。“九五”期末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85元，比“八五”期末增长38.3% ,年均 

增长6.7%,不少居民已步人小康水平;农民人均纯收人达3048元，比“八五"期末净增1493元，年均递增14.4%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2000年未达到18.6亿元，比1995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22.0% 。

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九五"期末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902元,年均增长2.3% ,其中食品支出占全部 

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由“八五”期末的50.69%下降到“九五”期末的47.67% ,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比重也 

下降到2000年的57.0%,居民消费支出更多地用于医疗保健、文化教育、交通通信及旅行出游，“九五”期末这五项 

占我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2%,人民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

居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九五”期末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9.2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12.0平 

方米。

七、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很好地贯彻，“科技兴区”成为全区上下的共同认识。科技 

成果推广转化取得重大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大;教育事业方兴未艾,圆满完成"普九”、“五四”教 

改、扫肓任务，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良好,重庆市旅游学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校,推进素质教育取得较大进展;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不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障逐步完善，卫生资源进一步优化组合。体育产业逐步走向市场, 

竞技体育蓬勃发展,羽毛球、游泳等项目扬名全国。环境保护和治理取得进展。公民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生活质 

量得到普遍改善。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先进文化区创建工作全面完成。

回顾过去的五年,是我区不断进取的五年九五”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为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全 

面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坚信只要全区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方针政策，努 

力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一定能够在“十五”期间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更大的发展和成 

就,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大渡口区统计局)



“九五”回眸

—— [九五]时期江北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我区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 

局，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2000年，全区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50.45亿元，比丨995年增长68.8%，年平均增长1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翻了一番,财政收人增长1.3 

倍,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94.6% 。

一、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

“九五”期间,我区加大农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不断改善农产品品种和质量,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在种植业内 

部，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由“八五”期末的72.8 %下降到2000年的67.4% ，下降了 5.5个百分点，而经济作物和 

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了 5.5个百分点。在畜禽产品中，家禽的产量成倍增加，猪肉产盘呈下降态势。2000年， 

本区家禽肉产量达717吨，比1995年增长2.0倍,年平均增长24.7%,猪肉产量4810吨，比1995年下降21.5% 。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由1995年的61.2 %下降到2000年的56.3 % ，林牧渔业的比重则由38.9% 上升到 

43.7%。本区作为重庆市近郊蔬菜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九五”期间，乡镇企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000年,乡镇企业人员29534人，比1995年增长36.6% ,乡镇企业 

总产值39.72亿元，比丨995年增长1.6倍,年平均增长21.1% ,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 ,乡镇企业 

已成为我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2000年，本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占34.2%, 

比 1995年提髙8.7个百分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比1995年降低了 8.7个百分点。2000年,本区农民人 

均纯收人达到2931元，比1995年增加1425元,增长94.6%, 1999年全区农村整体通过小康达标验收。

二、工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工业在“九五”期间持续发展。2000年，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25.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95年增长 

69.0%，年平均增长丨1.1%。工业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发展。2000年,全地区46个大中型工 

业企业完成不变价总产值138.03亿元，比1995年增长162.4%,年平均增长21.3%,完成增加值16.37亿元，比1995 

年增长29.9%。2000年,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28.6%,比1995年降低20.丨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我区交通运输设备及武器弹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 

果，成为了本区工业新的增长点。2000年,本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中交通运输设备及武器弹药制造业完成产值91.67 

亿元，比1995年增长40.7%,医药制造业完成产值10.56亿元，比1995年增长124.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完成 

产值25.13,比1995年增长23.6倍。

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九五"期间，我区第三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2000年，我区第三产业实 

现增加值18.17亿元，比1995年增加10.3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15.7%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2.0%提髙到36% ,提髙了 1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平均每年达到丨0.3%，比“八 

五"时期的2.4 %提髙7.9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2000年底，全社会从业人员26.40万人,其中第一 

产业4.01万人，占丨5.2%，二产业11.70万人，占4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0.69万人，比丨995年净增2.63万人， 

增长32.6%,占40.5%。与 1995年相比，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上升了 12.6个百分点，为社会稳定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

第三产业的改革在“九五”期间成效显著,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均得到较快发展。

电信体制以打破垄断为方向的改革基本完成,电信业政企分开活力增强,邮政业在传统业务下降的同时积极开 

拓新的业务,本区邮电事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从 1995年末到_ 年末,本地区固定电话用户由5.57万部增加到 

18.41万部，净增加12.84万部,增长2.3倍，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61亿元，比1995年增长4. 5 倍，年平均增长 

40.5% 。移动电话用户不断增加,1C、1P电话和计算机互联网用户继续呈上升趋势。

“九五"期间,交通运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运输效益得到提高。2000年,全地区交通运输业实现增加值1.72亿 

元,比1995年增长72.4%,年平均增长丨1.5%。全社会公路旅客运输量达3248万人,货物运输世为1237万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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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期末增长丨1.9% 。

金融、保险业在调整中壮大。“九五”期间，浦东开发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先后在我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平 

安保险公司进驻本区，区保险公司一分为二，组建了江北区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证券市场更加规范，湖北 

证券和港澳证券分别在本区设立了交易网点。2000年，全地区金融保险业实现增加值3.30亿元,金融机构存款余 

额达到110.09亿元，贷款丨00.75亿元，分别比丨995年增长211.3 %和87.5%。金融业服务品种增多,各商业银行开 

展的居民住房、汽车、大件商品等消费信贷业务受到居民的普遍欢迎。2000年，本区保险业实现保费收人丨.42亿 

元,年末保险总额168.43亿元，比丨995年增长1.8倍，当年已决赔款总额2731万元。

"九五”期间，批发零售贸易业取得显著成效。2000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92亿元，比1995年增 

长 101.4%，年平均增长15.0%，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增加值3.6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占零售市场的份额大幅提高， 

公有制经济占零售市场的份额继续萎缩。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实现零售额32. 12亿元，占零售额的比重达 

91.4%，比1995年提高30.5个百分点，相应的公有制经济占的份额则降低了 30.5个百分点。商业设施建设步伐加 

快，都市商业格局正在形成，重百阳光、家乐福、国美电器等大型商家在本区安营扎寨，观音桥农贸市场、盘溪市场的 

辐射力更加强大。

“九五”时期，我区通过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以推广适用技术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以发展高新技术为 

方向，科技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五年来，本区建立和完善了全区科技工作管理服务体系，区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和科 

技市场相继诞生;科技工作基础建设得到强化,建设了科技市场局域网和区级机关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加速了科 

技成果及髙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到2000年末，本区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3户，髙新技术产品150个,主要分布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环保及新材料等先导行业;坚持开展科普工作,建设了区青少年科技辅导站,天文科普基地， 

源流集团天文台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和重庆市科普教育基地。由于科技工作成绩显著，1998年和 

1999年均被市政府授予科技工作目标责任一等奖,1999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区”。

“九五"期间，本区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使本区的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两基”工 

作通过了省市的评估验收，中小学办学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教育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均 

取得明显成效,全区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到2000年末，本区已拥 

有普通中学29所,职业中学9所,小学82所,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100% ,3-6岁在园幼儿丨1908人，初中毕业生升 

上各类高中的比例在88%以上，髙考上线人数首次突破千人大关。“九五”教育事业成绩的取得,为二十一世纪本区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五”期间本区的文化广播电视事业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获得了重庆直辖后的第 

一批“先进文化区”的荣誉；区图书馆实现了计箅机管理,1999年被授予国家二级馆称号,2000年末，本区图书馆藏书 

量达到9.5万册。完成了有线电视网的铺设及改造工程,建成了铁山坪广播电视差转台,使新划人我区的郭家沱、 

鱼嘴、复盛、五宝等地的群众看上了我区的自办节目。2000年，本地区广播人口覆盖率为98% ，电视人口覆盖率为 

91% 。

“九五”期间，我区卫生事业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医疗条件、技术水平、工作质量、服务能力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高。以创建爱婴医院为主线,7所医院获国家卫生部和联合国卫生组织授予的“爱婴医院”称号。成立了老年康乐 

中心,建立了遍布全区的社区服务站.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如期完成了区五人民医院住院部的扩建 

和区七人民医院的危房改建。到2000年末,本区共拥有各类卫生机构42个，卫生机构拥有病床3567张,专业技术 

人员2967人,其中医生1142人，护士 366人。

“九五”期间,我区完成了洋河体育场的建设并在体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成功举办了 98年“信合杯”江北 

区第六届运动会,发行了中国体育彩票,狠抓了全民健身运动。2000年，华新街道、观音桥街道、石马河街道被市体 

育局评为重庆市先进体育社区，石马河街道还被评为重庆市农民体育运动先进乡镇。

“九五”我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为“十五”我区经济的进一步腾飞、社 

会事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五”时期，我区一定能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成就。

( 江北区统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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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

—— [九五]时期沙坪坝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沙坪坝区明确了建设经济强区、科教文化名区的发展思路。全区人民在区委、区府的带领下，克服 

了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明 

显改善,人民生活整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经济强区、科教文化名区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实力增强

据统计,2000年我区国内生产总值83.7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47.59%,平均每年增长8.10% ,三 

次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5.80:64.33:29.87调整为2000年的4.65:58.47:36.88。“九五”期间地方财力加强,地方预 

算内财政收入累计8.67亿元,年均增长16.45% 。

(一)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九五”期间,我区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菜禽型农业结 

构更加明显。形成了渡淡蔬菜、肉鸭、生态农业等基地。2000年蔬菜、禽肉、水产品产量分别比1995年增长 

25.19%、304.4 5 %、18.71%;菜、禽占农林牧渔产值比重达到50.54%,比1995年提髙15个百分点;菜、禽商品率达到 

73.21%。“九五”期间,开展了以梁滩河灌慨渠整治工程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建设,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生态 

农业园区,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00年,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15.29万千瓦,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 

重达65.71 % ,分别比1995年增长27.95%、提高9.39个百分点。

(二)工业在全区经济中起着支柱作用。“九五”期间,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0年工业增加值39.18亿 

元,按可变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32.18%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80%。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有所提髙,2000年末,全 

区报市口径工业(下同）固定资产原值81.90亿元，比95年增长31.42%,平均每年增长5.62%。“九五_’后期全区工 

业整体逐年减亏，2000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1998年上升26.79个百分点。在 19%年至1999年4年中，我区 

有30个次企业获重庆市工业50强企业殊荣。

(三)城乡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九五”期间,全区形成了以三角碑转盘为中心，以三条国道、两条髙速公 

路为骨架,乡镇为结点,辐射城乡、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网络。乡村公路建设加快,1997年实现了镇、村通公路的目 

标,到2000年有70%的社通公路,2000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966.82公里，比95年增长53.71% 。邮电通信髙速推 

进 九 五 ”期间累计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92亿元，比“八五”增长5.05倍。1999年实现村村通电话,沙坪坝电信局 

现有交换机容量35.38万门,住宅电话20.18万户。BP机、移动电话使用相当普遍,上网用户逐渐增多,逐渐改变了 

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方式。

(四）国内贸易全方位发展。“九五”期间成功引进重百沙坪商场等商家,使三角碑地区成为重庆市的又一商贸 

中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年累计突破120亿元,比“八五”增长1.33倍;商贸销售总额2000年达到53.20亿元， 

比1995年增长1.44倍。我区大力发展专业市场,2000年末全区拥有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各 

类农贸市场49个,梨树湾金属材料、联芳建材等市场步人亿元市场行列。集市贸易成交额5年累计56.13亿元，比 

“八五”增长1.31倍。

(五)金融保险业发展壮大。“九五”期间,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相继落户沙坪坝。2000年 

末,全区金融机构网点200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5.41亿元,比1995年末增长1.09倍,年均增长15.88% 。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114.41亿元,增长1.55倍,年均增长20.62%。保险业务发展迅速,2000年保险承保额突破百亿元大关， 

保费收人1.22亿元，赔款给付0.29亿元。

(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倾斜,房地产开发成为新的增长点。“九五"期 

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109.49亿元，比“八五”增长丨.41倍,其中后三年的投资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三。在国家 

政策的扶持下,多渠道筹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5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3.63亿元,比“八五”增长4.02倍，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八五’’的14.78%,上升到“九五”的30.72% 。房地产开发建设由旧城改造向成片小区发 

展,涌现出芳草地、嘉福苑等为代表的髙起点开发小区。“九五”期间，房地产开发累计完成投资29.25亿元，比"八 

五”增长 12.03倍。

二、对外开放日益扩大

(一)我区已逐步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九五•’期间，全区新办三资企业52家,总投资



17891万美元,协议利用外资8504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639万美元。外来投资者来源于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投 

资领域向第三产业扩展。5年来共举办各种招商会7次,一大批签约项目的落实,为改善城市面貌，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起到重要作用。

(二)旅游业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我区新兴产业。“九五”期间,我区旅游业突出红岩文化、陪都文化、古镇民俗文 

化三大特色,加大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力度,旅游业发展迅速。到2000年,全区旅游企业30家,星级酒店5家,景区 

景点13个,全年接待游客642.38万人次,旅游总收人3.1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05%、丨6.30% 。

三、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人居环境改蕃

(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九五”期间,共建成车行道51.56万平方米,人行道9.12万平方 

米,下水道5970米,安装路灯6丨0盏;新建、改建公共厕所12座、垃圾站10座,新增和更新环卫专用车辆30台;人均 

公共绿地现已达到3.97平方米,建城区绿化覆盖率36%。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稳步发展,新辟1条旅游专线,改造、 

延伸公交线路2丨条,新增和更新公共交通营运车辆220辆,公交日客运量45.85万人次。城市供水、电、气能力进一 

步提高,2000年日供水能力43.87万吨,全年用电量16.33亿千瓦时,城市用天然气人口 38.58万人。

(二)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取得较大进展。“九五”期间,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加快了老污染源治理步 

伐,严格控制新污染源产生。截止2000年底,改造、关停燃煤锅炉、茶水炉309台,51家重点污染源基本做到达标排 

放，22家医院建成污水治理设施;五年来否决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新建项目40余件,取缔关停“十五小”污染企业17 

家。1999年酸雨频率由％年的74.20%下降到29.30%,二氧化硫平均浓度比％年下降12%,城区空气质量转好。

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科教兴区”成为全区上下的共识,髙新技术产业化进程迈出了坚实步伐,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 

展密切结合。完成了“国家级星火密集区”建设任务,大学科技园区顺利启动,首期科技孵化楼投人使用。5年共开 

发新产品、新技术170多种,引进推广40多项种养殖业新产品,技术市场成交额3670万元,推进了全区经济增长。

(一)改革发展创名区教育。“九五”期间，狠抓教育基础建设,率先在全市完成教育“两基”任务。启动实施 

“1273”教育改革,稳步推进素质教育,科教文化名区轮廓初现。中小学布局调整初见成效，髙中教育发展良好,高等 

教育招生规模扩大。2000年，拥有普通高等学校4所,在校学生4.66万人，比1995年增加2.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3 

所,在校学生7335人;普通中学41所,在校学生4.13万人;职业髙中丨0所,在校学生4901人;小学93所,在校学生 

4.28万人。

(二)体育事业再创佳绩。“九五”期间我区组队参加市以上比赛丨28次,获团体冠军85个,金牌569枚,银牌379 

枚,铜牌290枚,创国家、省市纪录49项。学校体育迅速发展,中小学体育达标率在98%以上,重庆七中足球连续五 

年获10次省市级冠军。

(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群众文艺创作硕果累累。“九五”以来，全区开展大型文化活动200余场次,广场故事 

被评为“巴渝十大民间艺术”。群众文艺创作的精品节目连续在全国群星奖、蒲公英奖大赛中荣获7金4银5铜3优 

的好成绩,各类文艺作品或节目在国际上获奖63个,获全国级奖42个,省市级奖138个。区图书馆藏书已达14.10 

万册，共接待读者120余万人次,于98年开办全市第一家电子阅览室;举办《星期日讲座》近300期。

(四)卫生事业稳步发展,城乡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卫生基础配套建设步伐快,一批高、精、尖的现代化医 

疗设备大量应用于临床,“九五”期间累计投资2240万元,较“八五"期间增长61 % 。2000年末,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 

构 123个,病床数3547张,卫生技术人员3619人。每千人口拥有病床5张,卫技人员5人。

(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实施全方位一体化的社会养老、失业保障制度,2000年国有、集体社 

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面分别达100%和95%;提高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职工失业救济、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就业工程取得成效,98年以来安置下岗职工7.24万人,5年来指导城镇劳动力3.28 

万余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以内。

五、人民生活质ft逐步提离

城乡居民收人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421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2861元,剔除价格因素九五”期间分别年均实际增长8.93%、11.8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2000年末，已达到 

72.18亿元，比 1995年增长丨_97倍。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旅游支出比19%年分别增长1.7丨倍、53.98%、3.63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96年的45.22%降到2000年的 

42.20%,下降3.02个百分点。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1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9平方米。

( 沙坪坝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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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铸辉煌

—— [九五]时期九龙坡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我区国民经济取得辉煌成就。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社会事业繁荣，国民经济经受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我区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的契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国家级髙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见成效,城乡人民生 

活有新的提高，连续3年位居区县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考核的前列。

一 、 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九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56.79亿元增至2000年的96.8亿元,年均增长12.0% ,比全市平均水平 

高2.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九五”期间，随着我区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 

推进,三次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8.1:68.9:23.0调整为2000年的5.75:66.3:27.95，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逐步下降，由1995年的8.1%降为2000年的5.75%;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比重略有下降,但在三次产业 

中仍占绝对优势,2000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仍高达66.3%;由于我区大力构建石桥铺、杨家坪中心城区大 

商贸、大流通区域,加快小城镇建设,第三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九五”期间,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5.6% ,增速快于第二 

产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九五’’期间提髙了 5个百分点。从国民经济主要行业来看,农业稳步发展，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社会商业各领“风骚”。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结构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1995 年 构成 2000 年 构成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56.79 100.0 96.77 100.0

第一产业 亿元 4.6 8.1 5.56 5.75

第二产业 亿元 39.1 68.9 64.16 66.3

第三产业 亿元 13.1 23.0 27.05 27.95

(一)农业稳步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九五”期间,我区农业以年均2.4 % 的速度增长,但随着工业的 

坚挺、第三产业的繁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悄然下降。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农业仍然以传统粗放农业为主， 

农业生产的内部结构未有较大变化;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传统农业被“蚕食”,粮 

食产量、生猪存栏头数呈下降态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八五”期末的8.1%降为“九五”期末的5.75% ,下 

降2.35个百分点。

(二)乡镇企业髙速发展。乡镇企业在“九五”期间以年均20.4 % 的速度髙速发展,其产值居全市区县前列,带动 

了农村的城市化,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一部份乡镇企业发展壮大,成为乡镇企业的排头兵，1999年区九发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跻身重庆工业企业50强。

(三)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工业是我区国民经济的主导行业,其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居于全市区县前列。“九五” 

期末,工业总产值达264.6亿元,年均增长12.丨％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56%。根据我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工业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仍是我区的支柱行业。“九五”期间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行、技术引导等,工业内部结构进 

一步优化。“九五”期末,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自1992年以 

来均人围重庆工业企业50强，1999年有7户工业企业进人50强,2000年西南铝加工厂以债转股为契机实现了历史 

跨越,结束了连续9年的亏损局面;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有望整体实现扭亏脱困。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区已形成了 

以汽车、摩托车、饮料、铝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

(四）国民经济的三大需求增势强劲。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下，“九五"期间固定资产 

投资快速增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8.51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26.8亿元，累计施工面积1274.4万平方米,竣 

工面积535.4万平方米;境内公路里程增加337公里。李家沱大桥、鹅公岩大桥、珠江花园、南方花园、“三年村村通 

公路”等一批批项目相继建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观。在国民经济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提髙、社会保障曰 

益健全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社会商业繁荣,消费市场活跃。“九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7.5% , 比全 

市平均水平髙5.9个百分点。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商品市场经营方式、经营手段多元化,非公有制商业以其 

灵活性、适应市场强成为商品市场的主力军,以杨家坪、石桥铺为中心的大商贸、大流通领域已形成,重百杨家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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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立丹百货、山城超市等商业企业品牌效应显著。外贸出口形势乐观,外向型经济日渐壮大,1999年国家放开外贸 

出口经营权以后,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我区的出口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九五”期末全区有外贸出口经营权的企 

业外贸出口总额达1.08亿美元(不含高新区）。

(五)财力进一步增强。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地区）强大、稳定、安全 

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障。“九五”期间，在我区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强化了税收征管,我区的财力进一步增强， 

“九五”期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年均增长19.1% 。

二、社会亊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全区社会事业更加繁荣,人口得到有效控制,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一)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九五”期间全区户籍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逐年下降态势,人口出生率由 

“九五”初期的8.35%o降至1999年的6.82%«，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九五”初期的2.62%o降至2000年的1.1%»,通过贯 

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人口得到有效控制。

(二)文化事业有所发展。"九五"期间，我区努力实施两个文明建设.围绕“庆直辖、庆回归、庆十五大”等主题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各街、镇做到了“月月、节节有活动”,组织了文化下乡慰 

问服务团,开展了送文化下乡活动。培育了各类文化市场,对文化市场进行了规范化管理。文化设施硬件建设加 

强，区图书馆、区文化服务站已顺利落成。

(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九五”期间，我区深化教育改革，“两基”成果得到巩固，全区教育质量、办学水平得 

到提髙,素质教育全面推行,重点示范学校建设成效显著。扫盲、督导、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学校健康教育等得到较 

好发展，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学龄儿童人学率、完成率“九五”期间均为100% 。

(四)卫生事业得到巩固。"九五”期间农村卫生工作向纵深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普遍启动，农村卫生院提前实现 

“一无三配套”目标，区各镇农村初保均达标。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全区城乡儿童保偿面、新生儿人保率、建卡及 

建证率均达100% 。

(五)体育亊业蓬勃发展。“九五”期间每年均举办县以上运动会、乡镇运动会多次，群众体育活动亦开展得丰富 

多彩。通过开展全民健身周活动以及一系列运动会比赛活动，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凝聚力。我区竞技强项乒乓项目 

在全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中囊括了所有组别的金杯;体育设施硬件得到改善，国际标准游泳池正在修建之中。

三、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九五”期间“富民为本"的战略目标逐步得到体现,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九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人年均增长6.9%,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15.2%。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根据抽样调査,九五期末 

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9.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7平方米。城乡居民收人的增长导致消费 

行为多样化,逐步由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以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来衡量，我区城乡居民在“九 

五”期末已整体进人小康阶段。

(九龙坡区统计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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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九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九五]时期南岸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我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 

民生活迅速提高,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各项目标。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

2000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6.4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高于全市2.5个百分点，比1995年 

增长1丨.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5亿元,较 1995年下降4.5%;第二产业增加值36.94亿元,增长13% ;第三 

产业增加值17.27亿元,增长13.2%。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309元，较 1995年净增4646元，年平均增长 

9.9% 。

二、农业经济稳步发展

“九五’’期间,我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我区在1998年全面实现小康。

2000年,全区完成农业总产值1.47亿元,较1995年增长2.68%,年平均增长0.53%。2000年粮食总产量5.7万 

吨,比1995年增长17.28%,年均增长3.24%。"九五”期间,我区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培育生态农业,引进蔬菜优 

良品种,采用无公害技术，实现了购销两旺,2000年生产蔬菜10万吨，比1995年增长13.64%,年均增长2.59% 。 

"九五”期间我区大力发展养殖业,新建了鸡冠石养殖场、峡口奶牛养殖基地、驼鸟养殖场,取得较好效益。

“九五”期间我区乡镇企业高速发展。2000年，乡镇企业6187户，较 1995年增长20.39% ,实现总产值（现价） 

75.96j乙元,增长42.24%,年均增长7.3% 。

三、工业快速埔长,效益好转

“九五”期间,我区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强化管理,调整产品结构，同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地资金和先进 

技术,使工业经济运行环境好转,工业品市场疲软状态得到缓解,企业脱困改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00年我区工业企业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110.5亿元，比1995年增长102.56% ,年均增长15.16% ;完成不变价 

(90年）工业总产值109.93亿元,较95年增长120.68%,年均增长17.15%。2000年我区工业企业及个体经营户 

4262户，比1995年增加1476户，增长52.98% 。

“九五”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比重逐年增加。非公有制企业及生产单位由1995年的2029户发展到 

2000年的3912户，增加1883户，增长92.80%。200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2.74亿元，比1995年的12.36亿元增长了 

4.88倍。“八五”末期,我区工业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有主要的地位，国有和集体企业比重为77.33%;到了“九 

五"末,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下降为34.17%，而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上升到65.83% 。

”九五”期间，区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企业之间兼并、合并等建立了重庆烟草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川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广捷摩托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集团公 

司,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四、商贸业突飞猛进

“九五”期间，我区商业发展很快,以南坪为中心的都市商业圈基本形成,市场、会展、餐饮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迅速扩张。2000年,我区商贸销售总额56.12亿元，比1995年增长丨.97倍，年均增长24.37%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27.02亿元，比1995年增长1.23倍,年均增长17.4% ,高于全市社零总额年均11.6 %的增长速度。

商业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九五”期间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国有资本逐渐减少。2000年,全区非公有制经 

济商业经营户12750户，从业人员28818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公有制经济完成6.75亿元，占25% ,非公有制经济 

完成20.27亿元，占75% 九五”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年均增长20.5%,比全区年均增长17.4%的速度髙3.1个百分 

点，在社零总额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66%上升为75% ,提高了 9个百分点。

商贸设施建设有重大突破,市场建设突飞猛进,市场结构渐趋合理。2000年,全区商业营业面积50万平方米, 

比1995年增长1.5倍,各种类型商品交易市场42个,增加12个,增长40%,成交额40亿元,其中5000平方米以上的 

22个,年成交额上亿元的市场5个。现已形成了农副产品、建材、装饰、皮革、等行业门类较为完善的专业市场体系。

以南坪为中心的主城区商圈基本形成。“九五"期间,我区成功引进和新建了重百南丰商场、金台百货等大中型 

零售商业和重庆烟草商业公司等大中型批发企业,改变了 1995年只有南坪商业大楼的局面,零售市场高速发展。

“九五"期间我区餐饮业发展很快,2000年末,我区共有餐饮企业3005个,其中年营业收人在200万元以上的3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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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食名店28家,共完成社零总额4.44亿元，比1995年增长6倍，年均增长丨.48倍，使我区逐渐成为重庆市有一 

定影响的美食中心。

五、固定资产投资步伐加快,结构优化

“九五"期间，我区投资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投资结构明显改善。

2000年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80亿元,比上年增长45.71%,比1995年净增24.52亿元，增长1.5倍，年均 

增长26.85%。从总量上看九五"期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2亿元，比“八五”净增84.65亿元，增长2.(W 

倍；累计新增固定资产75.09亿元，比八五净增61.16亿元，年均增长40.06% ;累计竣工房屋面积415.1万平方米， 

比“八五”净增255.9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倍,其中住宅竣工面积285.1万平方米，比“八五”净增194.19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2.13倍。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九五”期间,全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25.78亿元，占投资总童的21.10%,是"八 

五”的 10.5倍，投资比重上升17.99个百分点。“九五”期间全区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9.4亿元，比“八五”增 

长11.5倍。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初步形成了区域性循环通道。公路通车里程达678公里，质量比“八五"有了较大提 

高。新建和改造了四南湖等排污工程，全区年污水处理能力达500万吨。“九五”期间水、电、气、通讯投资6.39亿 

元，比“八五”增长6.08倍，基本完成了城区供水主管网的改造，日供水能力从12万立方米增加到20万立方米;新建 

了鸡冠石220KV,黄桷垭、迎龙110KV变电站;顺利实施了城区低压电网改造;开辟了第二气源，使日供气能力由7 

万立方米增至134万立方米；全区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达18.4万门;新建了长生桥、迎龙电信分局，实现了村村 

通电话。

房地产投资成为“九五”投资发展的重要力量。2000年全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4.03亿元，比上年增长 

48.15%，比九五年增长丨.64倍,平均每年增长29.50%。“九五”期间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9.81万元,同比增 

长4.98倍，投资比重由“八五”的11.14%提高到九五的35.54%,上升了 24.4个百分点；累计房屋竣工面积202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6.48倍；累计销售商品房139.06万平方米，比"八五”净增128.7万平方米,增长12.39倍。房地产开 

发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骨干力量。

投资结构明显改善。从产业上看，“九五"期间第一产业投资加强，二产业投资相对萎缩,三产业投资快速发展。 

2000年第一产业完成投资0.82亿元，二产业完成投资7.48亿元,三产业完成32.50亿元，一、二、三产业占投资总量 

的比重分别为 2.02%、18.33%、79.65% 。

六、财政实力堆强,金融快速发展

“九五”期间我区财政实力明显增强,2000年实现预算内财政收人2.51亿元,较丨995年增长2倍，年均增长 

24.57%。“九五’’累计实现8.5亿元，较“八五”净增4.4亿元，累计增长丨07% 。

金融业快速发展。2000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87亿元，较1995年净增59亿元，年均增长25.45% ;贷款余额66 

亿元，较 1995年净增33亿元,年均增长丨5.丨1% 。

七、物价基本稳定

“九五”期间,我区市场物价由“八五”时期的高通胀，转为“九五”时期的持续低走，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九 

五"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4.9% ,年均上涨1.0%。价格总水平变动经历了“九五”初期的髙涨，中后期 

价格水平持续下降的过程。19%年我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9.7，与上年相比上升了 9.7%; 1997年的各月价 

格指数逐月回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回落到103.3,比上年只上涨3.3% ; 1998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96.4， 

下降3.6%,1999年为99.3,下降了0.7%,2000年为96.7，下降3.3%。物价一直处于低迷态势,给我区经济发展带 

来负面影响也在逐渐增加。

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离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我区职工平均工资7752元,较 1995年增长74.91% ,年均增 

长 11 _8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446元，较 1995年增长46.78%,年均增长7.98%;农民人均纯收人2964元， 

较 1995年增长33.18%,年平均增长8.9%。2000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7亿元,较 1995年增长2倍,年均增 

长24_05%。居住条件得到改善,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8.82平方米,农民人均住房面积38.82平方米。

随着收人的提髙，城乡居民消费由生存型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吃、穿、用的消费比重逐年减少，文化教 

育、旅游、医疗保健、交通通讯、住房、保险等消费比重不断增加，成为城乡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九五”期间我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展望“十五”,全区人民将在区委、区府的领导下，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 

和敬业精神，在困难中闯新路，在挑战中抓机遇,在竞争中求发展,开创新局面。

( 南岸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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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铸辉煌北碚大发展

—— [九五]时期北碚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全区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使全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 

步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髙，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2000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2.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72.0%,年均增长11.5%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8334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丨.62亿元，比1995年增长75.7%,年均增长11.9% 九五”时期财政收 

人累计6.44亿元，比“八五”增加2.25亿元,是财政收人增加最多的时期。

(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日趋缩小,第二产业稳定 

增长,第三产业日益壮大,三次产业结构由"八五”期末的15.4:51.6:33.0变为“九五"期末的7.6:52.8:39.6。

(二)农村经济平稳发展。“九五”时期,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力度。2000年全区粮食播面46.45万亩，比1995年 

下降16.0%,年均下降3.4%;粮食产量14.87万吨,下降14.4%。蔬菜播面10. 18万亩，增长50.9% ,年均增长 

8.6%,蔬菜产量14.35万吨,增长32.6%;水果产量9752吨,增长27.7%,水产品产童4866吨,增长32.5% 。农业品 

种有所革新,引进了“甘兰1号”优质草种、青枣等一大批名优品种,逐渐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农业产业化进程加 

快,形成了歇马“447锦橙”基地等10多个农业产业化基地。农业机制不断创新,2000年末已引进投资额50万元以 

上的业主30多个,其中美欣园艺公司等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

(三)工业经济稳定发展,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九五”时期我区工业经济稳定发展,2000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59.68亿元，比1995年增长37.1%,年均增长6.5%。工业企业改制全面施行,改制后的华立控股公司等成为我区工 

业的重要支柱，四联集团等六个企业先后被评为“重庆工业50强”,成为重庆工业的支撑。通过结构调整,我区基本 

形成了以仪器仪表为主体，以机械、医药、玻璃、汽车、家用电器、建材为支柱的综合工业体系。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九五”时期,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0.9% ,成为投资 

增长的高峰期。2000年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93亿元，比1995年增长2.8倍九五"时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57.7亿元，比“八五”时期增长1.99倍。房地产开发投资迅猛发展九五"时期全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9.2亿 

元，比“八五”时期的0.86亿元增长9.7倍,平均毎年增长60.5%,2000年末全区房地产开发企业57家,房地产开发 

已成为我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五)市政设施明显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九五”时期我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城市面貌 

发生显著变化,先后荣获建设部“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区”和“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称号。新建了龙凤溪公园、城 

市绿化休闲广场，完成了电力输变电工程等项目，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城市功能日益增强。2000年末全区城市曰供 

水生产能力8.1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能力5万立方米，日垃圾处理能力150吨,城市道路98公里。

(六)公路建设加快,交通状况明显改善。“九五"时期我区加大了公路交通建设投资力度,完成了国道212线北 

碚段等区内主干公路的建设,新建、改扩建了一批乡村公路。“九五”期间,全区共改扩建公路142公里,2000年末公 

路通车里程达376公里,其中等级公路262公里;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基本实现。

(七)邮电通信业迅猛发展。2000年末全区市话装机容量10_9万门，市话用户6.76万户，比1995年增长4.7 

倍;移动电话装机容量11万门,移动电话用户4_39万户，增加了 4万多户；多媒体网络用户1465户。2000年完成邮 

电业务总量2.15亿元,增长9.2倍,年均增长59.2% 。

(八)消费品市场繁荣兴旺。“九五”期间,我区先后建成了北碚综合批发市场、重百北碚商场等商业网点，引进 

了重百等知名商业企业,提高了我区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2000年末全区有商品交易市场59个，实现社会消费品 

芩售总额13.57亿元,比1995年增长60.2%,年均增长9.9%,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11.7亿元,增长1.3倍。

(九)旅游业蓬勃发展。“九五”时期,我区加强了旅游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北温泉蹦极跳等游乐项目，新建了 

金刀峡旅游景区,完善了缙云山、北温泉风景设施,开展了农业生态观光旅游。2000年全区接待游客73.66万人次, 

旅游直接收人6624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我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十)对外经济进一步发展。“九五”时期全区共引进外资企业8家,实际利用外资1384万美元，比“八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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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增长。2000年全区外贸进出口额4000万美元,其中出口 3000万美元,大大超过了“八五”时期的水平。

(十一)金融、保险业稳定发展。“九五”时期,我区金融业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2000年末全区银行存款余额 

49.7亿元，比1995年的15.98亿元增长2.丨倍,其中企业存款15.2亿元,增长2.4倍;银行贷款余额37.2亿元,增长 

91.3%。保险业发展壮大,2000年全区有保险机构5家,保险业务收人8533万元,比1995年增长了 2.5倍。

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文化事业成效显著。“九五”时期我区加强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末全区拥有文化馆(站)20个,馆 

藏图书78万册,北碚博物馆拥有化石标本6万多件。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举办周末文艺广场演出累计200多场 

次。“九五”时期我区基本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2000年末全区广播覆盖率98%,电视覆盖率96% ,开通了广电 

宽带综合信息网,有线电视用户7.4万户。全区可接收30多套节目，其中自办节目2套,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二)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五”时期,我区完成了“普六”、“普九”任务,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2000年全区 

有髙等学校2所,在校生18275人，比1995年增长52.1 %  ;中专5所,在校生7278人,增长48.5% ;成人髙等教育在校 

生 19177人。基础教育进一步加强，1997年全区“双基”达到国家验收标准。全区初中、髙中教育质童名列全市前 

茅,小学"四率”达到一类地区水平。2000年末，全区有普通中学36所，在校生35813人，小学155所，在校生38779 

人,全区专任教师7117人。

(三)卫生事业稳定发展。“九五"时期全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九五”期间先后改扩建了九院门诊 

大楼等基础设施,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卫生医疗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行了市九院与区一院等8个 

医院的合并,市九院开展了“病人选医生”和评选“十佳”医务工作者活动,促进了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髙。2000 

年末,全区拥有卫生机构65个,床位2352张，卫生技术人员2241人,其中医生1084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3.5人。

(四)体育事业方兴未艾。“九五”期间全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体育健身深人人心,全区体育人口占45% 。 

2000年全区共举办运动会46次，参赛运动员2.37万人,中小学“国标”达标率93.9% 。

(五)科学事业稳步发展。“九五”时期我区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成功创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实 

施规划项目和科技项目37个，已完成34个。科技力量日益雄厚,全区拥有西师、西农、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等国家级 

科研机构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机构、民营科技机构60多个,科技人员3000多人。

三、城乡居民生活达小康

(一)城乡居民收人增长快。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5564元，比1996年增加丨392元,增长33.4% ,年 

均增长7.5%。农民人均纯收人2435元,增加910元,增长59.7%,年均增长9.8%。居民储蓄存款增加,2000年末 ' 

诚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3.28亿元,比1995年增加20.19亿元,增长了 1.5倍,人均储蓄5250元。

(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0年全区城镇居民食品消费2122元，占消费性支出的46%,比19% 年下 

降8.9个百分点;农民人均食品支出690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44.8%,比1995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00年全区 

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378元，占消费性支出的8.2% ,比1996年下降了 4个百分点;农民人均衣着支出105元，占 

消费性支出的6.8% ,下降了 1个百分点。耐用消费品拥有童增加,2000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117台，比1996 

年增加34台，电冰箱93台，比1996年增加3台,洗衣机93台,空调器53台，比1996年增加20台,影碟机、家用电脑 

等已大规模进人家庭;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60台，电冰箱16台,分别比1995年增加42台、丨2台,洗衣机32台； 

空调、电话、影碟机等也开始进人农民家中。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9.24平方米，比1995年增加1.6平方 

米,农村居民人均使用房屋面积27.2平方米,增加2.4平方米。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571元，占消费性支 

出的12.4%,比19%年提高7.3个百分点,农民居住支出232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15.1%,提髙5.3个百分與。居 

民的非商品性支出大幅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非商品性支出1221元，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26.5%,比 19% 年提高 

5.7个百分点,其中,文教娱乐支出428元，比％年增长23.7% ;交通与通讯支出310元,增长1.4倍,医疗保健支出 

278元,增长79.4%。农民非商品性支出380元，比1995年增长26.2% 。

(北碚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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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中的旅游新区

—— [九五]时期万盛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我区全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明显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髙，为把万盛建设成旅游强区奠定了基础。

一 、经济实力增强

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13.4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增长47.02% ,年均增长6% ;其中第一产业2.47亿 

元,增长23.2%,年均增长4.3%;第二产业4.67亿元,增长13. 8%,年均增长2.6%;第三产业6.27亿元，增长 

64.3%,年均增长10.4%。三次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22.4:40.8:36.5调整为2000年的18.4:34.8:46.8。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5022元，比1995年增长33.8% ,年均增长6 %。“九五”期间地方财力增强,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累计2亿 

元，年均增长2.1% 。

二、农业生产结构改蕃,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九五”期间,我区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养骨干项目。猕猴桃、方竹笋、 

茶叶三大骨干项目已初具规模,分别达1.8万亩、1.2万亩、0.9万亩,巩固和发展了水果、蔬菜、商品鱼基地,开发名 

特优品种取得成效,五年间研制和引进新品种57个,其中绿茶“滴翠剑茗”获国际金奖。

(二)农业基础设施及生产条件明显改善。“九五”期间,启动了水土治理工程,实施了丛林河流域治理,完成了 

汤家沟水库等工程。五年累计投人水利建设资金5759万元,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23万亩,保灌面积3万亩,解决和 

改莕了 6.44万人、2.6万头牲畜的饮水难题。“九五”期末农业机械总动力7.49万千瓦,农村用电量4342万千瓦时。

(三)农村经济稳步发展。2000年,全区完成农业总产值1.82亿元(90年不变价），比1995年增长19.7% ,年均 

增长3.7%。全区粮食总产量约7万吨,油料作物产量由1995年的547吨增加到2000年的1306吨;蔬菜总产董由 

11.3万吨增加到13.9万吨;茶叶产量由492吨增加到668吨;分别比1995年增长1.4倍、23.0%和35.8% ,分别年均 

增长19.0%、4.2%和6.3%。生猪出栏头数由13.2万头减到13.1万头,猪肉总产量由9374吨增加到10873吨,增长 

16.0%,年均增长3.0% 。

三、工业经济发展缓慢

“九五”期间,工业经济发展走了一条曲折之路。2000年完成工业增加值3.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与1995年持 

平，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31.3%下降到23.1%。为此,区委、区府做了大量工作。

(一)努力调整工业结构。“九五”期间，完成了挡风玻璃厂等企业的技改,新建了年产15万吨旋窑水泥生产线 

等工业项目，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淘汰了一批“五小”企业。

(二)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区委、区政府确定了一批优势企业和帮扶企业，实行重点帮扶困难企业制 

度,2000年组织机关干部成立促工团，深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加大了对企业“三乱”治理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经过努力，“九五”期末扭转了 98年来工业经济逐渐下滑的局面,实现了工业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四、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取得新成效

“九五”期间,先后推行了企业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15项综合体制改革,部分领域改革取得突破。

(一)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顺利完成了土地二轮承包,以拍卖、租赁“四荒地”进行农业开发为突 

破口，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全区60.7 %的企业基本实现了体制改革目标,企业经营 

体制开始整体创新,企业经营观念发生转变。在供销企业中,加快了企业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和粮食企业改革。
(三)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九五”期末，全区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覆盖率和发放率达 

100%;提髙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职工失业救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5 % 以内。

(四)投融资体制改革有新进展。全面实行了工程招投标制,逐步试行了工程监理制,取消了政府对竞争性项目 

的审批制度,拓展了融资渠道和手段,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下的多渠道投融资体系。

(五)对外开放取得新的成效。着力改善了投资软环境,不断改进招商引资手段和方式。五年来,成功引进了重 

钢、斯瑞达等一批区外企业来区发展,争取上级资金及招商引资金额累计近6亿元。区域经济协作有新进展，与南 

桐矿务局合作建成年产15万吨特种水泥厂，与福建长乐市等地结为友好区市。黑山野生食品厂等获得了自营进出 

口权。

五、旅游带动战略初见成效

“九五”期间,全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业主开发”的旅游开发与管理机制初步形成。旅游 

基础建设加强,五年累计投人6000多万元,改造了万盛至石林等景区公路,开通了万盛石林等景点的有线电话和移 

动通讯,建成了九锅箐宾馆等接待设施。旅游区域协作取得进展,成功举办了三届石林苗族踩山会及铜鼓滩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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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发起召开了“首届重庆三峡旅游外环线协调会",倡议成立了“渝东南生态经济走廊旅游经济协作会”。旅游市场 

不断扩大,2000年接待游客25.3万人次,旅游直接收人1215万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9.8 %和29倍。拥有旅游企 

业 12家，旅游定点单位16家，涉外宾馆2家，涉外饭店1家,旅游从业人员1185人。

六、投资力度加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九五’’期间，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投资结构取得明显成效。五年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14亿元，比“八五’’时期增长56.4% 。

(一)交通建设力度加大。五年共改建或新建公路约108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境内交通建设率先进人全 

市先进行列，出境交通主干道—— 綦万髙等级公路开工建设。

(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九五”期间,改造了 3000米城区供水管网,完成桃子地区、鱼田堡工人村地区饮水工 

程,新增日供水能力2万吨。进一步加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实施了城市“灯饰工程”、“畅通工程”和“绿色工程”,建 

成文化广场和火车站广场。城市改造进展顺利，完成红叶等片区拆迁,建成了红枫A、B 区安居工程。“九五’’期末 

城市道路长度39公里,道路面积27.2万平方米,人行道面积8.89万平方米,路灯总数2224盏,排水管道长度33.22 

公里。拥有公共卫生车9辆，其中冲洗车4辆、垃圾车3辆。拥有公共厕所98座,其中水冲式41座。实际垃圾淸扫 

面积51万平方米,生活垃圾清运量1.5万吨，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87.5%。园林绿地面积206公顷，其中建成区 

园林绿地面积57公顷;公共绿地面积24.02公顷,绿化覆盖面积208公顷,其中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59公顷，开放 

公园2个，面积22公顷，游人量达7万人次。

(三)电力、通讯设施显著改善。“九五”期间,建成22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城市和农村电网改造,提前实现村村 

通电。五年累计投人1亿多元,建成了 2条大容量长途光缆,架设了 6条区内光缆和1个区内环型光缆，开通了国际 

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区内主要交通干线、乡镇和景区。“九五”期末,全区电话普及率达11%,农村电话村通话 

率65%,移动电话用户1万多户。

七、国内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九五”期末,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13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32.3%,年均增长5.8% ;集市贸易成交 

额3.54亿元,增长64%,年均增长丨0.4% 。

八、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科技事业有所发展。“九五"期间，"科教兴区”成为全区共识,五年实施科技项目74项,其中农业新技术15 

项，天泽钻井材料公司、干坝子洗选厂被列人市推广高新技术试点企业。“九五"期末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7.5%,比“八五”期末提髙8.6个百分点。

(二)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九五”期末适龄儿童人学率达99.92%,小学毕业率99.1%,升学率95.8% ;初中毕 

业率93.4% ,升学率52.6% ;高中毕业率89.9% ,升学率81.9%。教育改革顺利推进，南桐矿务局10所中小学实现 

整体剥离.成立了万盛区实验学校,浸水垭中学与万盛职业中学进行了合并。

(三)文化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九五”期间,初步形成了我区旅游文化格局，挖掘整理了苗族文化、夜郎文 

化，广场文化、企业文化蓬勃开展。“九五”期末,全区电影放映单位3个,观众丨.01万人次，图书馆1个,藏书3.5万 
册，阅读人数2.2万人次。全区拥有电视差转台丨3座，卫星地球接受站337个,开通了卫星加密频道和重庆有线电 

视台四套节目，有线电视户数38056户，电视人口覆盖率和广播覆盖率96%和95.5% 。

(四)卫生事业稳步发展。全区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南桐矿务局总医院、区中医院分别达到国家二甲和二 

乙标准。到“九五’’期末，全区医疗卫生机构37个，病床数1154张，卫生技术人员1212人。每千人口拥有病床5张、 

卫生技术人员5人。基本完成农村卫生三项建设任务,各乡镇农村初保达标,卫生防疫水平不断提髙,传染病得到 

有效控制。

(五)金融保险业发展壮大。“九五”期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1.6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1倍,年均增长 

16.3%,金融机构贷款余额5.32亿元略有下降。保险业务发展迅速。保险承保额25.4亿元,保费收人2140万元, 

分别增长1.3倍和42，2% 。

九、人民生活质量逐步提离

2000年城镇职工人均工资收人558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2300元，比 1995年的1570元增加730元,增长 

46.5%,年均增长7.9%。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9.46亿元，比1995年增加5.41亿元，增长1.3倍;人均储蓄 

4306元，增加27%元，增长1.85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比1995年增加5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 

面积32.5平方米。居民消费结构改善，食物性比重下降,文化娱乐性等消费比重提髙。

(万盛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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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区“九五”时期主要成就回顾

—— [九五]时期双桥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双桥，重庆市最小的一个行政区,一个新型的汽车城、园林区,全区幅员面积37.48平方公里。“九五”期间，全 

区人民在区委、区府的领导下，坚持“城乡一体化,区厂共发展，共建重汽城,争上新台阶，区强民富裕”的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加大 

了改革开放力度,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突出抓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革重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色农业培 

育和第三产业发展五个重点。“九五”期间全区国民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增长，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综合实力进 

一步增强。“九五”期末全区国内生产总值5.6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长9.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224万 

元 九 五 ”期间年均下降7.3%，第二产业增加值42562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84万元九五”期间分别年均增长

9.丨％、17.9%。三次产业之比由“八五”期末的1:8:丨.4变为1:19:5,三次产业结构继续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_ 、特色农业初见端倪。

农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呈现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良好局面。建立了 350亩梨园基地、100亩通 

贤柚基地、绿园花卉基地、淡水立体养殖等特色农业基地，建设了“荷花村”、“草堂农庄”等农家乐项目，特色农业发 

展有了良好开端。“九五”期全区粮食产量达12545吨,较“八五"期下降了 12.5%,农民人均纯收人2527元，较“八 

五”期增长了 898元，年均增长9.2%。乡镇企业保持了较快增长,在数量、质量、规模、经济实力等方面取得了长足 

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五”期末全区共有乡镇企业492个,年末共有从业人员 

10602人，共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68292万元,较“八五”期末年均增长12.7% 。

二、工业在改革中实现了较快发展。

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汽车市场疲软的影响下，企业普遍萎缩，加之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经营不善等方面 

的原因也使部分企业生产面临困难九五”期,全区重点抓了企业的改制，对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了 

关闭破产。同时,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对红岩汽车维修中心、双联化工厂、锻造厂、通桥带钢厂、海昌饮料厂等企业 

实施了破产、兼并、租赁、出售、关闭,盘活了 2100万元存量资产。川汽厂等企业完成了总装和车桥装配线改造、铸 

—生产线改造、斯太尔8吨自卸车等一批工业技改项目和开发了新型驾驶室、10-18吨红岩车、ZF转向器、斯太尔 

车传动轴、油厢总成等一批新产品,企业在改革和调整中实现了工业的较快发展。“九五”期，全区共实现工业总产 

值163184万元，较"八五”期末年均增长6.0%,其中,轻工业完成产值25648万元,较“八五”期末年均增长29.7% ,重 

工业完成产值137536万元,较“八五”期末年均增长3.7%,轻重工业之比由“八五”期末的1:16发展为1:5。

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九五”期间,我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809万元，年均完成投资 

7562万元。完成了双龙西路、双北路、双南路改造工程以及川汽厂厂区南、北大道改造等工程;改建了通新公路，完 

善了城市骨干公路网络。建成了 35千伏西湖变电站,完成了全区农村电网改造，新建了日供气量达6万立方米的 

天然气系统，改造并逐步延伸了供气管网发区初具规模。完成了白鹤村人畜饮水工程,改善了人畜饮水条件。完成 

了泰华大厦、上官楼汽配市场、汽配大厦、电信综合大楼、川汽厂办公大楼等标志性建筑,商贸新城开发区初具规模， 

完善了双龙西路市政设施，扩建和完善了双桥公园，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四、全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城镇职工人均工资收人“八五”期末为6660元 九 五 ”期末为12714元,年均增长13.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八 

五”期末的1629元增加到“九五”期末为2527元，年均增长9.2%，在全市率先实现农村奔小康；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八五”期末为12M3万元九五”期末为20791万元,年均增长11.5%;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八五”期末的9.5平方 

米增加到“九五”期末的12平方米,增加了 2.5平方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九五”期末为18628万元九五"期间 

年均增长14.4%，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质量不断提髙,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五、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实施了“科教兴区”战略,科技成果和应用技术在工农业生产及各个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并率先 

进人全国“科技先进区”和重庆市第二个普及义务教育先进区行列。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学质量逐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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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办学条件逐年改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构筑了比较完善的办学体系，“九五”期末共有各 

类学校17所,在校学生总数6609人,专任教师总数388人，中级职称以上教师143人。广播电视覆盖率均达100%, 

开通了中央加密电视和重庆有线电视,电视节目增加到28套,有线电视网络逐步向附近农村延伸。旅游事业开始 

起步,制订了 <重庆市双桥区龙水湖风景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总体规划》,修建和完善了龙水湖码头,启动了龙水湖 

风景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开发项目。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 

“九五”期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双桥区统计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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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渝北综合实力稳步增强

—— [九五]时期渝北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是渝北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精神为指 

导，紧紧围绕“富民、强区”的工作方针,抓住设立重庆直辖市等历史机遇，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等带来的不利影 

响，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总体上 

达到小康水平,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渝北区正成为重庆市日益富强的城郊新区。

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稳步增强。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统计,2000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2.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八五”期末的1995年增长84.5% ,年均递增13.0% ,髙于重庆市“九五”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3.7个百分点； 

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365元，比1995年增加2413元。

三大产业共同发展,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九五”期间,全区加大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全区一、二、三产业 

协调发展,强化了农业基础地位,工业和建筑业经济实力增强,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结构调整取得可喜成绩，产业结 

构日趋合理。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8.8% ,年均 

递增1.7%;第二产业增加值20.44亿元，比1995年增长1.21倍,年均递增17.2% ;第三产业增加值12.36亿元，比 

1995年增长1.19倍，年均递增17.0%;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构成由“八五”期末的37.6:43.4:19.0调整 

为“九五”期末的23.5:47.7:28.8,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二、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

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髙。“九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各种新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提髙了生产 

力水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1995年的5064元迅速提高到2000年的8753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 69.6% .年均 

递增1丨.1% 。

二、农ilk生产结构改善,农业经济平稳增长。

“九五”时期,全区农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品种结构,稳定粮食和生猪生产,积极发展蔬菜、 

水果、花卉、小家禽、牛奶、水产品等多种经营,满足城乡居民对肉、蛋、奶、菜、果等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改善生活质 

量。

农林牧渔业平稳发展。“九五”以来,全区经济开发力度加大,农业用地逐步减少,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调优,农业 

产值保持平稳增长。200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14.1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丨995年增长5.3%,年均递增1.0%, 

农、林、牧、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60.7%、2.0%、34.1%、3.2%,与“九五”初期的1996年相比，农业所占比 

重下降了 3.3个百分点,牧渔业上升了 2个百分点。

农产品供应十分丰富,农产品短缺的局面彻底改变，农产品品种由“粮、猪’’二元型向“粮、猪、菜、果、鱼、奶”等多 

元型变化。2000年全区粮食总产量33.51万吨，比1995年下降8.8%,水果产量1.93万吨，比1995年增长1.3倍,生 

猪出栏50.59万头，比1995年下降17.4%,出售和自宰鸡鸭鹅小家禽445.56万只，比1995年增长1.3倍,牛奶产世 

1.36万吨，比1995年增长3.5倍,水产品产量6366吨，比1995年增长37.4%。此外九五”期间,全区蔬菜、花卉种 

植面积逐年增大,蔬菜产量、花卉产值均比1995年大幅度增长。

三、工此快逋发展，已成为全区经济的主体。

“九五”期间,全区工业战线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组,加强更新改造和内部 

管理,积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全区工业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49.05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1.3倍，年均递增17.8%。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对全区国民经济的贡献逐年增加,工业 

增加值于1997年首次超过农业增加值,2000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7.1%,比 1995年高0.3个 

百分点,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

四、固定资产投资大幄度增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九五”期间,全区加大了以道路交通、城市市政设施、电力通信、居民住宅等为重点的基础实施建设,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多、规模大。北部新城建设、两路城南开发区、科技产业园、农业园区建设、过境髙速公路、国道省道改 

造建设、通信建设、农村电网改造、房地产开发等众多项目投资巨大，“九五”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9.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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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八五”期间增长3.9倍。

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成为拉动全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使全 

区建筑业发展十分活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中建筑业增加值8.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0.6%，比 

1995年髙4个百分点。

五、商贸繁荣,物丰价稳。

“九五”期间,全区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遍布城乡，消费品市场货源充足,商品交易活跃,卖方 

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2000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648万元，比1995年增长63.2%,年均递增10.3% 。分 

行业看，由于居民在外就餐日渐增多,餐饮业增长快于其他行业,餐饮业零售额9848万元，比1995年增长1.7倍,年 

均递增21.7% ;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54342万元，比1995年增长51.5% ,年均递增8.7% ;其他行业零售额41458 

万元，比1995年增长64.6%,年均递增10.5% 。

“九五”物价经历了前期高涨后期持续下跌过程，总体保持稳中有升态势。2000年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比1995年 

增长5.3% ,其中食品类、衣着类价格下降,居住类、服务项目价格上升。

六、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形势稳定。

经济的发展为财政增收奠定了物质基础九五”期间全区财政收人快速增长。“九五”时期是渝北财力增加最 

多的一个时期,全区预算内财政收人累计_ 7 万元，比“八五”累计增长1.3倍,凝聚了财力,积累了建设资金,促进 

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金融市场经历了淸理整顿农村“三金”城市“三乱”考验,金融形势稳定。在国家连续多次降息和发行国债、证券 

投资等多种分流因素的影响下,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快速扩大。2000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1.59亿元， 

比19%年初增长3.4倍,年均递增27.7%,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8.56亿元，比19%年初增长2.3倍,年均递 

增27.0%，各项贷款余额37.45亿元，比1996年初增长1.2倍，年均递增16.8% 。

七、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坚持"科教兴区”，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多渠道投人教育资金,全面完成了“两基”“普实”任务,实施素质教育，基 

础教育取得新成效。2000年全区中小学校418所，招生2.41万人，比1995年增加0.41万人,在校学生10.51万人， 

比1995年增加1.19万人,专任教师6261人，比1995年增加965人,学龄儿童人学率99.99% ,中小学校校舍、藏书等 

条件比“八五”有较大改善。

卫生改革取得新进展，卫生事业稳步发展。以初保为龙头，以合作医疗为重点，农村卫生工作取得新成绩。 

2000年全区卫生机构55个,其中医院卫生院43个，卫生技术人员1749人,病床824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21.8人，比1995年增加了 2.2人，拥有病床10.3张，比1995年增加0.2张。

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丰富了人民精神生活,增强了人民体质。

八、人民收入较快增长,生活水平进一步提离。

“九五”期间，全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城乡人民收人,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髙。2000年全区国有、 

城镇集体和其他单位职工平均工资7083元，比1995年增长49.9%,年均递增8.4%。农民人均纯收人由1995年的 

1511元上升到2000年的2404元,增长59.1%,年均递增9.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1995年末的1502元 

上升到2000年末的4805元,增长了 2.2倍,年均递增26.2%。居民在吃、穿、住、用等方面,不但数量增加，而且质量 

普遍提高，膳食结构不断改善，油脂类食物和享用型食物消费大量增加,衣着向髙档化、个性化发展,越来越重视服 

装的品牌、质量和款式,住房面枳增大,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构比重提髙,生活环境明显改善，讲究居室的设施配套 

和装饰装修,城乡电话普及率大幅度提高，家用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品逐渐进人高收人城镇居民家庭。

“九五”期间,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 

仍比较突出，部分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行质量不髙,乡镇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增收困难等。这些问题的解决 

有待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赖于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渝北区统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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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的新巴南

—— [九五]时期巴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巴南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 

创建“重庆南部新兴工业园区、近郊短程旅游大区,重庆重要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全 

区社会经济成就显著，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为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堆强

“九五”期间全区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明显。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48.00亿元（现价）,按可 

比价格计算(下同）比J995年的27.99亿元增长80.2%，年均增长丨2.5%，比全国高4.3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15.24亿元，增长7.4%，年均增长1.4%;第二产业增加值19.96亿元,增长150.1%,年均增长20.1% ;第三产 

业增加值12.80亿元，增长89.8%，年均增长13.7%。2000年全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555元，比1995年增加2201 

元,增长65.6%，年平均增长10.6%。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比例由1995年的45.9:30.0:24.丨调整为2000年的3丨.7: 

41.6:26.7。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二、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九五”期间，巴南区按照“发展城区、幅射农村、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稳粮、增收、奔小康”的 

农村工作思路,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粮经占地比例由1995年的76.6:23.4调整为 

2000年的66.7:33.3。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2000年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16.18万千瓦,农村用电8261万千瓦， 

有效灌面15032公顷，使用化肥1.57万吨。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粮食产量年均增长0.1% ，生猪出栏年均增长 

1.1%，水产品产量年平均增长10.8%，油料产量年均增长5.8%,水果产量年均增长13.9%。2000年全区农业不变 

价总产值12.15亿元，比 1995年增长16.6%,年均增长3. 1 % ;其中多经产值9. 35亿元,增长22.2% ,年均增长 

4.1%。乡镇企业2000年实现总产值52.83亿元，比1995年增长315.0%,年均增长32.9%;实现利润1.30亿元，增长 

41.3%,年均增长7.2% 。

三、工业生产稳步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九五”期间，巴南工业稳步发展。200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90年不变价)76.94亿元，比1995年增长170.0% ,年 

平均增长22.2%;实现工业增加值17.00亿元，增长251.2%,年均增长28.6%。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2000年区内企业生产汽车48235辆,摩托车52016辆,数控机床75台,金属切削机床410台，包装机械76台,水轮发 

电机组149600千瓦,成品钢材33498吨。2000年全区工业企业1129个,从业人员5.80万人,形成了以汽车、机械、化 

工等为主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九五”期间区内工业企业加大了改革、改造、改制的力度,2000年末122户国有 

城镇集体企业完成了改制任务，重庆宗申集团有限公司跻身重庆工业五十强和乡镇企业五十强。

四、建筑业稳步发展,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九五”期间全区认真贯彻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大了对交通、通讯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人。2000年全区 

建筑企业总产值24.24亿元，比1995年增长148.6% ,年平均增长20.0%;实现增加值2.% 亿元，比 1995年增长 

153.0% ,年平均增长20.4%。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20亿元，比1995年增长364.0%，年平均增长35.9%。 

"九五”期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4.35亿元,是“八五”时期的4.48倍。交通条件大为改善,重庆李家沱长 

江大桥建成通车，硬化渝黔路巴南段和鱼道路，南东路。2000年区内通车里程1973公里，其中城区60公里。加大 

了鱼洞、李家沱主城区的旧城改造,市容市貌明显改观。2000年城市日供水能力已达30万吨,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2.2平方米，城市化水平达26.4% 。

五、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

"九五”期间，巴南区商品供应日益丰富,消费品市场繁荣。2000年区内有各类市场74个,商业网点8500个，集 

市贸易成交额8.24亿元。2000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44亿元,比1995年7.44亿元增长53.8% ，年平均增 

长9.0%。2000年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实现增加值2.89亿元，比1995年增长1倍，年平均增长14.9%。2000年全 

区外贸出口 4852万美元，是 1995年的近14倍。

财政金融和保险事业发展良好。2000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丨丨152万元，比1995年的增长77,9% ,年平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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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000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42.47亿元，比1995年增长191.3% ,年平均增长23.8%;各项贷款余额39.15亿 

元，比1995年增长84.8%,年平均增长13.1 %。各保险机构2000年承保金额103.40亿元，比1995年增长240.2% , 

年平均增长27.7%,保费收人1.06亿元，比1995年增404.8%,年平均增长38.2% 。

旅游业快速发展。全区努力实施"近郊短程旅游大区”和“旅游双环线”计划,加强南泉、南湖等景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了旅游业迅速发展。2000年全区接待中外游客126万人次,旅游收人3.30亿元。

运输邮电通讯业长足发展。2000年全区运输邮电通讯实现增加值2.26亿元，比1995年增长67.4% ，年平均增 

长 10.1%。区内有民用车5982辆,2000年完成客运量1612万人，比1995年增长89.6 % ,完成货运量329万吨.比 

1995年增长丨0.4%。2000年邮电业务总量116%万元，比1995年增长372.8% ,年平均增长36.4%。2000年全区程 

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146688门，比1995年32448门增长352.1 % ;固定电话用户78872户，比1995年增长516.6%; 

2000年移动电话用户已达24008户。

服务业市场化、社会化步伐加快,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区其它服务业2000年实现增加值3.38 

亿元,是 1995年的6.5倍,年平均增长45.4% 。

六、社会亊业全面进步,城乡居民生活基本步入小康

科技经济一体化加快。“九五”期间全区组织实施科技项目130项,研制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31项,农业实施 

“丰收计划”、启动“种子工程”,每年开展“科技之春宣传月”和"科技三下乡”活动,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 

髙，达到43% 。

社会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九五”期间全区地方财政累计投人教育经费27000万元，年平均增长6.2%。2000年 

区内有小学264所,中学66所,中专2所，在校学生1丨.13万人,有专任教师6160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2000年 

全区幼儿入园率达到73.2%,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9%,初中毕业率达到99.7% ,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 

92.4%,髙考上线率达68.2% 。

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九五”期间全区地方财政累计投人文化卫生经费9777万元,年平 

均增长27.8%。全民健身活动朝气蓬勃,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39%;竞技体育成绩喜人，巴南 

区组团参加全国第四届农运会比赛,获得金牌1枚，铜牌2枚。2000年全区有76.74% 的乡镇达到农村初级卫生保 

健标准,25.58%的乡镇实现了合作医疗制度;有卫生机构67个,病床2217张,卫生技术人员2795人,其中医生1414 

人。“九五”期间全区广播电视光缆工程的主干线全部架通,区有线电视延伸到38个乡镇6万多用户。2000年全区 

电视综合覆盖率达98.5%，广播综合覆盖率达98.5% 。

人民生活基本进人小康。"九五"期间全区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进一步完善。2000年全区参加养老保险10.40万人，已领养老金3.18万人,支付养老金丨.38亿元,办理最低生活 

保障20480人,发放低保金1478万元。2000年区内有社会福利机构45个,床位3238张。2000年城乡居民收人水平 

稳步提髙,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2357元,比1995年增长66.5% ,年平均增长10.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5628元, 

比1995年增长33.9%,年平均增长6.0%。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大量进人城乡居民家庭,购买汽车、房 

屋等大宗商品以及假日旅游已成为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

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全区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深人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公检法和有关 

部门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切实增强了社会治安防控能力,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以及地 

方恶势力.坚决扫除黄、赌、毒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果断查处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积极疏导各种社会矛盾,维护 

了全区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

“九五”期间是巴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的起步时期,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经济生活中还存在 

不少困难和问题,全区上下必须髙度重视,集中精力狠抓发展，力争在“十五”期间跨人全市先进区的行列。

(巴南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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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九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 [九五]时期黔江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全区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抢抓机遇，开拓进取， 

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九五”时期是黔江区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的时期。5年累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5.1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 

43.8亿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69.3%,年均增长11.1% ,髙于 

全国、全市平均增长速度。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6%,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3%,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2.5% 。

(一)地方财力大幅度增长。“九五”时期全区累计财政收入13.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3.9亿元,2000年全 

区财政总收人3.11亿元，比1995年增长34.8%,年均增长6.2% ,人均财政收人从1995年的495元,增加到2000年 

的637元,年均增长5.2%,为全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九五”时期全区财政支出年 

均增长21.4% ,有力推动了我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八五”末期的35.9:43.0:21.丨调整到“九五”时 

期的33.7:42.1:24.2。第一产业比重下降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三产业在稳定 

发展运输、邮电等传统产业的同时,房地产开发、金融保险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比重提升了 3.1个百分点。

二、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

"九五”期间,我区把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五年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髙,农产品供求状况根本改善,农业结构调整迈出新的步伐。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1% ,主要农 

产品产量和质量提髙,粮食年均增长0.4%,油料、肉类比“八五”略有增长，水产品年均增长8.1% ,优质产品比重有 

较大的提高。

(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农产品品种改良,农业经济效益提髙。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农林牧渔增加值 

比重由1995年的54.8:10.5:34.0:0.7调整为2000年的56.4:7.6:34.9:1.1，基本形成农业内部的优势互补格局。二 

是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由“八五’’末期的74.5 %下降到2000年的69.8%,5年下降了 4.7 

个百分点，而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大,2000年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比1995年增加了 10 

万亩,年均增长5.3%。三是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调整农牧品种结构，提高品种品质。在粮食作物种植中，重点是推 

广良种良法,淘汰劣质低产品种,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在经济作物种植中，优质烤烟基地已经形成,珠兰花、晶珠、 

干豇豆等绿色食品初具规模。在畜禽产品中,大力引进良种，肉牛产业化已形成一定规模,草食家畜和家禽的比重 

继续上升,传统的猪肉产量比重略有下降。

(二)科技迈出实质性步伐。到2000年,全区农机总动力已达1.8亿千瓦,是1995年的2.3倍,年均增长18.1% 。 

—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如节水灌溉、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推广面积逐年扩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髙,科 

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42 % 以上。

(三)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展开,退耕还林还草工作扎实推进。我区是重庆市6个退耕还林还草示范区县之一， 

2000年全区将退耕还林还草13.5万亩,其中绿化荒山9万亩,退耕还林还草4.5万亩，总投人8955万元;城周的生 

态农业示范园区已初具规模^

(四）乡镇企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全区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丨％。目前,乡镇企业 

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农民收人的重要来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75% 。

三、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一)企业改革推进有力。我区根据国有企业不同的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 

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放活,使国有企业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仅1999年,全区就有40户企业实现改制, 

其中股份和股份合作制企业6户，租赁和承包经营11户,参与企业集团2户,解体2户,兼并4户，出售4 户’破产 11 

户;通过改制吸引增量3100万元，盘活存量8500万元。同时,规范完善改制企业26户。大多数企业改制后,经营状 

况开始好转,盈利水平逐步提高。2000年,全区国有及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90价)6.91亿元, 

比 1995年增长44.1 % ,提均增长7.6%,实现利税总额2.94亿元，年均增长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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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形成了卷烟、电力、茶叶、畜牧产品和食品加工、建材工业等支柱产 

业。200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90价)达到10.60亿元，比1995年增长37.7%,年均增长6.6% 。工业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髙九五"期间,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30% 。

四、投资规横不断扩大,基础产业得到加强

“九五”期间,我区采取有力措施,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迅猛的增长势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5年累计完成20.3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10.12亿元;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6.3亿元，比 

1995年增长118.3%,年均增长16.9%;投资率由1995年的29.9 %提髙到2000年的34_9% ,提高了 5个百分点。

(一)投资重点突出，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九五”期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投资向基础 

产业倾斜。农村电网改造、村村通等一系列基础工程顺利完成,实现了城乡用电同网同价,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也相 

应髙速发展。我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 % 公里,基本实现乡镇通客车;客运量、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速分别 

达7.3%,29.9%,54.1%。全区各乡镇均已开通程控电话和建立了无线通讯站，实现了光缆、卫星通讯、开办国际 

INTERNET业务以及邮政特快专递业务。以黔江卷烟厂、乌电集团为主的技改工程投资的顺利完成,加固了我区支 

柱产业的主导地位。大众广场、新华东路、河滨公园、319线公路改造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建成,城市面 

貌大为改观。

(二)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招商引资取得重大突破。我区5年实施招商引资项目56个,实际到位资金3.7亿元。 

仅2000年实际利用区外资金达1.1亿元，比1988到 1997年累计利用区外资金总额还多0.4亿元。

五、消费零售市场活跃,城乡集市贸男繁荣

“九五”期间，随着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城乡消费市场呈现出需求旺盛、供给充足、繁荣活跃、稳定 

增长的运行态势。商业企业实现了由计划管理型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产品市场化水平提髙，市场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2000年末建成集市贸易市场48个,集贸市场成交额达到1.68亿元。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市场竞争使流通领域 

多种成份共同发展,非公有制商品经济迅速崛起。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消费品零售额达到7.41亿元,是 1995年 

的4.68倍,年均增长36.1%,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8.3%,比1995年提高52.3个百分点,有力的促进了全区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市场供给稳定增加,消费领域不断扩大,商品市场品种档次不断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年累计34.84亿元，比“八五”增加21.03亿元,200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4亿元，比1995年增长 

90.7% ,年均增长13.8% ,城乡市场销售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六、社会亊业成就軎人,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九五”期间,我区社会事业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全区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2000年,小学在校生4.94万 

人,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99%,男女童人学率差异已基本消除;初中在校学生2.02万人,人学率达到98%,比 1995 

的93% 提髙了 5个百分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均取得长足发展,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

(二)卫生事业取得较大进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卫生服务需求。2000年,全区拥有卫生机构76个;卫生技 

术人员1394人，比1995年增长40.丨％ ,年均增长7.0% ,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66.2岁，比“八五”期末提高0.6岁；婴 

儿死亡率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1/3;孕产妇死亡率从1995年的9/10万,下降到5/10万;计划免疫“四苗”覆盖率达 

97%以上,妇幼保健覆盖率达98.8%,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的就医、保健需要。

(三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卓有成效。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出发,社会保 

障体系正逐步形成。2000年,全区已建起福利院14个,拥有床位450张,供养孤老残幼345人。

(四)居民收人快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髙。1995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人为878元,2000年达到1405 

元，增加527元,年均递增9.9% ;2000年职工年平均工资达8537元,年均增长丨4.5%。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髙，消 

费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中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增加。2000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7.71 

亿元，比1995年增长丨.9倍,年均增长24.1%,人均储蓄存款由1995年的562元增加到2000年的1581元。

( 黔江区统计局 )



奋 进 的 五 年

—— [九五]时期长寿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是长寿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长寿人民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 

总揽全局,狠抓农业基础建设,深化企业改革,大力发展交通通讯事业,使长寿县的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各项 

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

一、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九五”时期，长寿地区累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3.6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112.0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0.69%(按不变价格计算）。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7.34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20.4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3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94.9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51.18亿元,增长34.89% ,平均每年增长12.79% ;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61.36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40.42亿元,增长38.75% ,平均每年增长14.12%。一、二、三产业的 

比例也由“八五”时期的25.23:57.23:17.54变为“九五"时期的18.67:61.84:19.49。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 6.56个百 

分点，二产业发展较快,上升了 4.6丨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最大,拉动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19.97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三产业,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9个百分点。

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埔产堆收

“九五”期间,我县认真贯彻党的农村政策,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加农业投人,加大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针的指导下，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九 

五”时期,全县粮食总产量累计230万吨，比“八五”时期增加18万吨,增长8.45%,平均每年增长0.52% ;肉类产品 

总量达23.84万吨，比“八五”时期增加1.6万吨,增长7.05%,平均每年增长3.69%;水果产量达14.74万吨，比“八 

五”时期增加8.03万吨,增长1.2倍,平均每年增长12.08%;水产品产量为4.08万吨，比“八五”时期增加2万吨,增 

长 1.W倍,平均每年增长15.83%。农业产值大幅增加九五”时期，累计实现农业总产值(不变价)39.57亿元，比 

“八五”时期增加6.19亿元,增长18.54%,平均每年增长3.27%;实现农村社会总产值166.46亿元，比“八五"时期增 

加49.67亿元，增长42.26% ,平均每年增长9.37%;实现农业商品产值36.71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14.44亿元， 

增长64.84% ,平均每年增长3.35%。“九五”期末,农业产品商品率达51.53% ,比“八五”期末提髙了 8.17个百分 

点。

五年来，我县乡镇企业通过改组改制，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支柱产业逐渐形成。2000年末，全县乡镇企业1114 

个，从业人员5.2万人。“九五”期间，累计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90.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7% ,实现乡镇企业收 

入79.3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21%,乡镇企业利税总额达到56643万元,平均每年增长12.77% 。

三、工业经济整体扭亏为盈

“九五”时期,我县进一步深化工业企业改革,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扭亏增盈工作,使长寿县工业经济呈 

现恢复性增长。2000年末,全县有工业企业1005个,其中国有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50个。 

“九五”期间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90不变价)172.99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40.08亿元,增长30.16% ,平均每年增 

长7.2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人138.29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41.25亿元，增长42.5% ，平均每 

年增长0.2%;"九五”期末,全县工业品产销率达99.39%,比“八五”期末提髙31.64个百分点；实现工业增加值 

54.87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24.79亿元，增长82.45%,平均每年增长12.38% ,增加值率从“八五’’时的29.4% 提高 

到35.52% ,上升了 6.丨2个百分点'。2000年末,我县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98.3%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4.5 

个百分点。

四、交通运输迅猛发展,邮电通讯突飞猛进

“九五”时期，我县大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渝长、长涪高速公路,全面完成了县级公路的硬化改 

造,长梁高速公路、渝怀铁路也于2000年底正式开工建设。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00年底,全县公路里程 

达680公里,其中等级公路425公里，占总里程的62.5%;全县36个乡镇570个村委会全面实现村村通公路。五年 

来累计完成装卸量4007万吨，比“八五”时期增加1106万吨,增长38.12% ,平均每年增长6.16% ;完成货运量6157 

万吨，比“八五”时期增加2496万吨,增长68.18% ,平均每年增长7.68% ;货物周转量19.47亿吨公里，比“八五"时期 

增加2.95亿吨公里,增长17.87%,平均每年增长3.36%;客运査7450万人次,平均每年增长7.94% ;旅客周转量 

22.60亿人公里，平均每年增长26.56% 。

五年来,邮电通讯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九五”期间累计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0不变价)26778万元，比“八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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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22051万元，增长了 4.66倍,平均每年增长38.11%。到2000年底，全县已有540个行政村通电话，建成移动 

电话村1个,初级“电话村”275个,初级"电话乡镇”5个,邮电局(所)达51个。年末电话用户达67648户，比“八五" 

期末增加58719户，增长2.6倍，平均每年增长49.56% 。

五、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

在“九五”时期，我县商贸流通企业适应市场需要,调整经营结构,盘活存量资产,使全县消费品零售额一直保持 

较快增长。“九五”期间累计实现消费品零售额67.35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35.4亿元,增长1.1倍,平均每年增 

长 13.66%。批发零售贸易业发展较快，累计实现零售额29.05亿元，比“八五”时期增长59.29% ,占整个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43.14%。批零贸易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消费品市场整体向前发展。到2000年底,全县集市贸易市 

场已达65个，累计实现集市贸易成交额60.28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46.62亿元，增长3.4 倍,平均每年增长 

27.3% 。

六、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发展

“九五”时期,我县采取了加大基础设施投人,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大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力度,进行了髙速公路、 

乡镇、村级公路的修建改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幅度增长。五年来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84.81亿元， 

比“八五"时期增加51.19亿元，增长1.52倍,平均每年增长19.0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43.01亿元，比“八五"时期 

增加38.87亿元,增长9.38倍,平均每年增长66.09%;更新改造投资8.88亿元,比"八五”时期减少27940万元,下降 

23.93% ,平均每年减少14.4%;房地产开发投资11.85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10.84亿元,增长10.8倍，平均每年 

增长42.48%。“九五”期间累计新增固定资产60.9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4866亿元，增长3.97倍,平均每年增 

长 12.68% c

七、财税收入稳步壜长,金融保险不断发展

“九五”期间，我县狠抓税收征管工作,使我县财税运行保持稳步发展势头。五年来累计人库税金14.55亿元, 

比“八五”时期增加4.08亿元,增长38.97% ,平均每年增长8.07%。累计实现财政收人7.34亿元，比“八五”时期增 

加2.7亿元,增长58.3% ,平均每年增长22.4%。到2000年末,人均财政收人达228元，比“八五”期末增加157元， 

增长2.2倍,平均每年增长26.3% 。

五年来,我县各级金融机构积极深化改革,努力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了长寿经济发展。2000年底,全县金 

融机构存款余额达45.59亿元，比丨995年增加6.53亿元,增长1.39倍,平均每年增长19.06%;贷款余额34.29亿 

元，比1995年增加15.30亿元,增长80.54%,平均每年增长12.54% 。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保险机构已从以前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4家,承保额达到53.2亿元，比“八五”时期增 

加 14.8亿元，增长38.54%,平均每年增长6.74%。累计完成保险业务收人3.05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2.01亿 

元，增长1.9倍,平均每年增长12.36%。处理各类赔偿2.65万件,赔款1.46亿元。

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离

“九五”时期,我县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到2000年底，长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八五”期的3492元上升 

到5747元，人均增加2255元,增长64.58%,平均每年增长10.48%。2000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2362元,平均每年 

增长10.9%,职工人平工资8427元,平均每年增长10.5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持续增加，到2000年 

底,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35,93亿元,人均储蓄额4080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1.55倍和1.52倍。

九、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我县狠抓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各方面都有较大发展。2000年底,我县拥有卫生机构 

62个,卫生技术人员2423人床位1974张。有中小学校414所,在校学生11.11万人，专任教师5898人。文化事业蓬 

勃发展,全县有文化馆(站)37个,图书馆1个,藏书8万册,广播电台1个，报社1个,全县570个村全部通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5% 。

“九五”期间各项成就的取得,是全县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展望未来，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基本纲领为指导，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为完成“十五"计划而努力奋斗。

(长寿县统计屑）

94



綦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九五]时期綦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綦江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改革和发展目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全面完成了“九五”计划的各项任 

务,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2000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5.2亿元,是1995年的157.9% ,年均增长9.6%。其中第一产业13亿元,第二产业

11.2亿元,第三产业11亿元,分别增长丨.5%、10.9 % 和20.3%。三次产业比例由“八五”期末的51:26:23变化为 

35.3:32.1:32.6,产业结构明显改善。全县财政收人2.6亿元,是 1995年的144.0%,年均增长7.6% 。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扩大,2000年为11.7亿元,为1995年的194.4%,年均增长14.2% 。

(一)农村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到 1998年，已基本奠定了以优质粮油、水产品、无公害蔬菜、优质林果四大产 

业的“三线、四块、五点”发展格局。至2000年末,永新凤凰山万亩优质梨等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通惠髙效生态农 

业示范园开始启动。以“饭遭殃”海椒制品公司等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正逐步壮大。

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2000年,全县蓄水总量7500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0.5万亩,保灌面积23.2万亩， 

农机总动力21.5万千瓦,农用电量5692万千瓦小时;农用化肥、薄膜95938吨和417838公斤，比1995年有长足进 

展。

(二)工业经济稳步发展。全县积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工业经济效益小幅回升。200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30.2 

亿元,工业增加值6.8亿元,工业产品销售率99.3%,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68%。2000年末,全县工业企业1269 

个,其中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39个,四级以上的建筑企业60家,固定资产原值近2亿元,完成产值4.8亿元。已形 

成机械、冶金、能源、化工、农副产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开始启步,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 

成。

(三)商贸流通活跃,大市场体系已见雏形。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95年的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4.2 

亿元,年均增长9.6%,外贸进出口总额至2000年达900万美元。全县集市贸易市场71个,市场面积6万平方米,集 

市贸易总额由丨995年的6.5亿元增长至2000年的8.5亿元。全县有工商企业2074户，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商品经 

营格局和以县城为中心的城乡一体市场网络。

(四)金融市场运行平稳。2000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7.9亿元,贷款余额为20亿元,分别比1995年年 

均增长16.2 %和4.0% 。

(五)保险事业蓬勃发展。2000年,全县承保额41亿元,全年办理赔损案2544个,赔付金额234万元。各类商业 

保险机构4家,险种和保险对象扩大。

(六)邮电事业超常规发展。2000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153万元，比丨995年增长4.85倍。

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一)城乡建设成效显著。我县1998年完成了新一轮县城总体规划编制，綦江县工业开发区总规划5平方公 

里,建成1.5平方公里,已竣工房屋面积80万平方米,人住居民2万人以上。中山路等四个片区改造基本完成或部 

分完成,中山后街等片区改造正在实施。至2000年末,县中心镇面积达到161.7平方公里，居住人口已达13.7万 

人。城市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已完成县城输电线路改造、电视光纤线路改造、西城区民用天然气集输管道开通。 

全县小城镇建设按规划稳步推进,三江、赶水、打通三个市、县级小城镇试点顺利。农民新村建设计划试点42个，已 

启动7个,建成街道6000平方米,房屋2.1万平方米。

(二)交通业迅猛发展。五年间,全县新修乡村公路丨87条约计10M.3公里。至2000年末,县境内公路总里程 

3046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莱江二级汽车站建设于2000年9月动工,三江公铁立交桥等即将建成通车。渝 

黔髙速公路一期工程主体部分已基本完成,綦万高速公路正式动工,210国道境内改造完成73.5公里,赶梨公路等 

54.5公里沥青路面改造完成。

(三)邮政通信全面发展。綦江县邮政局自办汽车邮路2条,每日单程328公里,步班邮路33条,每日单程712.6 

公里,农村投递路线总长1936公里，日平均邮件投递10万件左右。全县固定电话用户64005户，电话普及率 

6.74%,全县87.9 %的村通电话。全县建有移动电话基站46座,移动用户20000多户。

(四)有线电视迅速发展。1998年启动县城有线电视光纤化改造,至2000年底,县城居民1.5万用户人了新网， 

可收有线电视节目32套。县城与各乡镇有线电视已完成9个镇乡光纤联网。各镇乡自建有线电视站47 个，分站 

70个，农村家庭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装置2238个,电视覆盖率92% 。

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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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事业全面进步。全县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人员12157人,其中中级以上2952人。农业上推广了平 

衡配方施肥等技术,工业上完成了化肥厂“磷铵3改4,硫酸4改6”合成氨、大硫酸系统改造项目，年产1万吨玻璃瓶 

自动生产线技改等已完成。

(二)教育事业稳定发展。2000年,全县有髙中8所,初中62所，小学532所,职业中学有4所。全县专任教师中 

有髙级教师138名，中级教师1662名。“两基”、“普实”经国家验收达标。小学入学率达99.7%,初中为93.3% 。累 

计投入资金1486万元,115所中、小学建成计算机教室,部分学校实施多媒体教学。全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99% ,复 

盲率控制在5 %以内。

(三)文化事业快速进步。“百里特色文化长廓”建设取得进展,农民版画和少儿版画取得新的成就。全县文化 

协会发展到6个,会员280人。全县文化馆站34个,县图书馆藏书67477册。县新华书店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门 

市图书陈列15000个品种。“九五”期间,川剧团改建工程结束,县电影院改扩建工程已完成平基。1999年,作曲民 

歌《重庆火龙》获国家文化部“群星奖”。

(四)卫生事业稳定发展。五年间,共新建业务用房和职工住房12.8万平方米,装备更新了 1842万元的医疗设 

备,至2000年,全县92所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医卫人员2116人,有床位2042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2.1人。 

全县共建有516个村级卫生站,乡村医生达到798人,县、乡、村三级医疗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结构布局更趋合 

理。

(五)计划生育成效显著。“九五”期间,计划生育贯彻“三为主”、“三结合”方针,强化政策宣传教育和流动人口 

计生管理。各年人口出生率、计划生育率、已婚妇女综合节育率都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力度加 

大,人口得到有效控制。

(六)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县常年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超过42万人，占总人口的45% 。全县共有各类体育单 

项协会11个,基层体育协会234个。五年共举办全县性体育比赛242次,组队参加市级以上体育比赛49次,获国家 

级金牌1枚,市级37枚。累计向上级输送体育后备人才53人,371名青少年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五年培养和 

被授予国家等级裁判员72人。2000年,全县中小学生体育达标率为93.9% ,体育合格率为96.7 %。占地55.5 亩的 

县文体三大工程之一的县体育中心，已开工修建。

四、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

(―)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绩。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及发证工作于19%年全部完成,双层经营体制得到巩固和发 

展,产生了一批专业大户,初步形成公司加基地、基地联农户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全面推行村务公开制度,加强村级 

财务管理,减轻农民负担。

(二)企业改革基本完成。到2000年末,共完成134个企业的产权改革(不包含深化改革的企业）,占应改革总数 

157个的85%,其中股份制12户,兼并3户，出售45户，解体45户,租赁29户。

(三)招商引资取得成效。“九五”期间,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投资环境得到综合治理。通 

过举办、参加重庆和外地大型经贸活动,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到2000年末，全县三资企业发展到7家,有外贸经营 

权的企业8家,五年累计引进外资1191万美元，累计出口创汇2600万美元。

五、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离

(一)城乡居民收人增加。2000年,职工平均工资6440元，比1995年增长38.9%,年均增长6.8% 。农民人均纯 

收人2207元,增长54%,年均增长9 %。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增加，2000年达到21.5亿元,比1995年增长136.5% 。

(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支出增长较快,年均增长7.3%。城市居民已基本实现小康,高档 

消费品大规模进人家庭，保险、保健、旅游、娱乐费用比重上升。

(三)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1995年的20平方米增加到28平方米。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由 

1995年的10平方米增加到19平方米。农村住房配套设施有所改善,城市住宅向多功能、个性化方向发展。

(四)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县340户企业已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养老保险面已达95% 。全 

县5341名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建立和续保了养老保险。1998年正式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已累计发放低保金1087万元,117375户次227241人次获得过最低生活保障。全县有敬老院33所,有床位788 

张,在院五保老人751人。五年间,共向受灾地区下拨各种救济款929.7万元,3889户，158772人得到救济。5年间， 

全县累计有31个贫困村，191个贫困社,8004户贫困户,2.74万贫困人口脱贫。

( 綦江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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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成就腾飞的潼南

—— [九五]时期潼南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县人民紧紧围绕“加快发展,富民为本”的目标,全力推进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培植支柱产 

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完成了“九五”计划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一)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九五”期间是我县GDP增长最快的时期。2000年全县 

国内生产总值32.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95.8%,年均递增14.4% , 比“八五"时期髙7.7个百分 

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1709元上升到2000年的3504元,（按现价计算)增长1.05倍,年均递增15.4% 。 

2000年财政收人8399万元，比丨995年增长90.7% ,年均递增13.8% ;人均财政收人92元,增加42元,增长84% 。

(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呈现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二、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的态势。 

2000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36.5%,比 1995年的61.6 % 下降25.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23.49K比 

1995年的19.4 %上升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40.1%,比 1995年的19%上升21.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八五”期 

末的“一、二、三”为序调整为“九五”的“三一二”为序,结构日趋合理。

二、农业不断壮大,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九五"期间,我县坚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村经济全面发展。2000年,全县农 

业总产值(90年不变价)8.27亿元，比1995年增长10.5% ,年均递增2.0%。

(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我县遵循"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的原则，加 

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绿色蔬菜生产取得新进展,进一步巩固了柏梓等老蔬菜基地,加强了双江等蔬菜新基地建 

设。2000年,全县种植蔬菜9852公顷，比1995年增长57% ,年均递增9.4%;蔬菜产量达到25万吨,增长1.8倍，年 

均递增22.9%。畜牧业生产加强了生猪品种改良，大力发展小家禽和草食牲畜,规模养殖大户不断增加。2000年 

猪肉产量46084吨，比1995年增长0.6%;小家禽产量173.6万只,增长48.2% ;兔产量60000只,增长38.2% ;羊产童 

23794头,增长3.1倍。渔业生产稳步发展,2000年，水产品产量达到10048吨，比 1995年增长1. 1倍，年均递增 

15.8%。"九五”期末，全县多种经营产值5.89亿元,年均递增3.7% 。

(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九五”期间，我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逐步形成了农村经济多元化的新格局。2000 

年，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15.72亿元，比1995年增长2.89倍,年均递增31.2%,乡镇企业销售收人、利润、税金成倍 

增长，已成为我县经济的主体;乡镇企业从业人员2.73万人,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增加农民收 

人作出了贡献。

三、工业在改革中发展,经济效益有所提离

“九五’’期间,全县贯彻落实县委关于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措施,重点抓好部分县属及重点企业的股份制 

改造工作,对一批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全县企业深人开展“学邯钢"活动,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0年实 

现了全县工业的扭亏目标。

工业速度与效益同步提髙。我县工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髙经济效益为中心,形成了以电力、农副产品加 

工、机械工业、材料工业、化工等为支柱的工业体系。2000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90价）13.16亿元，比1995年增 

长2.33倍,年均递增27.2%,轻重工业比重由1995年的59:41改变为2000年 55:45。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增加， 

2000年发电量17037万千瓦时，比 1995年增长19.5% ,年均递增3.6% ;电熔砖3627吨，增长38.4% ，年均递增 

6.7% ;化肥14.68万吨,增长2.45倍,年均递增28.1% ;轴承527.45万套,产量基本稳定。2000年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63.82%,较 1995提髙4.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髙1.1个百 

分点。

四、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综合功能明显增强

“九五”期间,我县加快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2000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02亿元九五”期 

间累计投资25.73亿元,年均投资5.15亿元,年均增长速度22.3% 。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交通建设有了新突破,新建公路360公里,改建二级水泥路112.13公里, 

改造镇乡场镇过镜公路40公里,全县有517个村通公路，通公路村达92%。二是能源建设取得新成效,全县水电装 

机容量3.29万千瓦，“九五"期间新增水电装机容量7000千瓦。全县有9 个镇乡开通了民用天然气，120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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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的城镇居民用上了淸洁燃料。三是农村“三通”有新的发展,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光纤电视大联网,31个镇乡的 

所有村、社开通了光纤电视,大多数用户能收看到27套电视节目。全县程控电话装机容量6.1万门，电话用户3.4万 

户。“九五”期间新增容量5.07万门,增长4.9倍,用户增加28674户，增长4.3倍,100%的镇乡，95%的村通电话,移 

动电话和传呼信号覆盖全县90%以上的镇乡。

城乡建设步伐加快。县城旧城改造拆除旧房24.41万平方米,新建房屋88.38万平方米。建成了东安大道、同 

建路、商业街,结束了潼南县县城“其实一条街”的历史。供销大厦、电力大厦等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县城面貌发生 

了显著变化。江北新城、凉风垭经济园区、滨江防洪堤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镇乡场镇建设,小康房农户建设,农民新 

村建设速度加快。

五、市场建设取得进展,商业贸易繁荣兴旺

“九五”期间,全县商贸流通部门按照培育大市场，组织大流通,活跃大商贸,促进大发展的要求,大力开拓城乡 

市场,建成了八角庙综合市场、供销大厦等综合性贸易市场,全县商品物质集散中心功能进一步增强。

商业贸易繁荣兴旺。2000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1亿元，比1995年增长92.8%,年均递增14.0% ,其 

中,个体私营商业的零售总额增长1.5倍,年均递增19.8%,髙出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递增速度5.8个百分点； 

2000年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48399万元，比1995年增长44.4% ,年均递增7.6% ,为振兴县域经济作出了贡献。

六、城乡居民收入堆加,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城乡居民收人增加。2000年全县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746元，比1995年增长64.9%,年均递增10.5%; 

农民年人均纯收人由1995年的1202元增加到2000年的2103元,增长75.0%,年均递增11.8%;2000年，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18.03亿元,比1995年增长1.7倍,年均递增22.4%;人均储蓄余额1971元,年均递增21.6% 。

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据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46.7%,比1995年下降了 

19.7个百分点;人均娱乐消费支出由1995的69元,上升到2000年的174元,增长丨.52倍,年均递增20.3%,全县提 

前三年实现了成建制脱贫目标。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改善,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19.2平方米，比1995年增长 

84.6%,年均递增13%;农民人均住房22.0平方米，增长22.9%,年均递增4.2% 。

七、切实贯彻"三大"基本国策,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九五”期间,全县加强了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全县计划生育 

率由1995年的86.85%上升到2000年的91.33% ,上升了 4.48个百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5年的6.4%»下降为 

2000年的4.34%e,下降了 2.06个千分点。

强化国土管理。全县认真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精神,严格用地审批制度,加 

强土地执法监察，有效地遏制了乱占滥用耕地现象,使建设用地控制在计划目标以内。

加强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一控双达 

标及淸洁能源工程进度顺利，以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得到加强，两江流域进一步得到治理,促 

进了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髙。

八、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

科技工作坚持“科教经济一体化”战略，全面贯彻实施《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五年共组织实施科技 

项目360余项,获得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奖17项,2000年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 。

教育亊业始终坚持“科教兴县”战略,深化教育改革，已经形成完善健全的体系。“绿色证书"教育教改成果在全 

市推广，1997年全县完成“普六”教育任务,2000年,“普九"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全县髙中、初中、小学升学率 

为 82.5% ,38%、87.3%,分别比 1995 年增长 31.8%、18.1 % 、5.1 % 。

卫生事业有新发展。2000年末,全县有卫生机构77个,病床1056张，卫生技术人员2891人(含乡村医生及卫生 

人员）,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2人，比1995年末增加10人,基本达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

“九五"期间,全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題的决议》,广泛开展“弘扬 

红岩精神,振兴潼南经济"的活动,大力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弘扬文明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文明程 

度的提髙,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潼南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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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九五]时期铜梁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1995年一2000年的五年间,铜梁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赏彻落实中央 

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改革和发展两大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正确处理改 

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B 民经济持繽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铜梁人民发扬“团结拼搏、求实创新、负重自强、奋发争先”的铜梁精神,抓 

住机遇,上下一心共谋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0年全县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00100万元,按 

可比价计算比丨995年增长80.2% ,五年平均每年增长12.5%,髙于同期全国和全市的平均增长速度。经济实力增 

强,1999年铜梁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市40个区(市)县中排名12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额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市 

的位次又有上升。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971元，比 1995年的2565元增加2406元，社会劳动生产率达7750 

元,比1995年的4391元增加3359元,2000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达13245万元,是1995年的2.6倍,五年平均每年 

递增 21.01% 。

(二)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九五”期间,县委、县府坚持“农业稳县”的方针,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髙农业生产 

力水平,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增加农民收人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连续三年千名干部下乡，依靠科教兴农,努力适应 

市场需要,及时调整粮经比例,实现了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农业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完成了 33个乡镇丨65个村的 

电网建设与改造。2000年农业总产值149980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7.62%,年平均递增1.48% ,农业 

增加值97000万元,比1995年增长15.39%,年平均递增2.9%,农产品商品率达59%,比1995年提高了 13.28个百 

分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1995年减少5.03%,经济及其他作物播种面积比1995年增长48.38%,果园面积达1770 

公顷，比1995年增加95.36%，水果产量达16278吨,比1995年增加11.81%,猪、牛、羊肉产童39121吨,比1995年减 

少 18.55%,家禽产量5057吨，比 1995年增长90.11%,禽蛋产量7455吨，比 1995年增加1.8倍,水产品产量10650 

吨，比1995年增加45.06% 。

(三)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九五”期间,铜梁坚持“工业强县"的方针,大刀阔斧进行工业企业改制,基本完成了 

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以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联营、外商投资、个体经营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的所有制格局,培植了以锶盐化工、建筑建材、纺织、机械加工、铝型材为主的“四梁八柱”支柱产业。2000年铜梁县 

工业企业完成不变价工业产值245626万元，比1995年增长1 • 42倍,年均递增19• 33% ,完成工业增加值90083万元， 

比1995年增长1.46倍,年均递增19.77%。国有及年销售收人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34个,比1998年增加4 个， 

年末总资产达〖50803万元,比1998__年增加79.43%，年均递增33.95% ,实现利润总额3342万元，比1998年增长1.85 

倍,年均递增68.86%,实现利税总额8275万元，比1998年增长68.43%,年均递增29.78%,工业企业综合经济效益 

指数达101.02% ，在全市排名第八位。

(四)商贸经济发展迅速。商贸流通网络建设加快,金泉、沙家邦、女人世界等超市、专卖店、连锁店遴布巴川镇， 

且正在向乡镇延伸,花卉一条街、小吃一条街、火锅夜市一条街、建材一条街等特色一条街正在形成,以李家湾、北门 

等为代表的颇具规模的农贸市场遍布城乡。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5丨45万元,比1995年增长43.55% ,年 

均递增7.5%,2000年底集市贸易市场数达49个,集市贸易成交额达60517万元，比 1995年增长68.0% ,年均递增 

10.93% 0

(五)旅游业正在加快发展。以铜梁龙为契机，以巴岳山温泉为中心的铜梁旅游业正在加紧开发,西温泉至靑龙 

湖旅游区公路已经修通,旅游业将成为铜梁县的又一支柱产业。

(六)邮电通讯业迅猛发展。城乡电话装机总容量达66000门，城乡电话用户达49549户，全县已有571个村开 

通了程控电话,实现了村村通电话,实现初级电话村282个,初级电话乡镇1个,建成无线寻呼机站16个,移动电话 

机站28个,移动电话用户达17280户，2000年邮电业务总量达10424万元，比 1995年增加7.17倍，年均递增 

52.21% 。

(七)保险业不断壮大。2000年全县保险机构开办险种149个，比 1995年增加87个,承保额达299913万元，比 

1995年播长20.05%,受保人数达201356人，比1995年增加67.8%,保费收人达3637万元，比1995年增长14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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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年的改革与发展，铜梁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髙，三次 

产业的构成由 1995 年的 48.22:25.17:26.61 变为了 2000 年的 24.24:39.74:36.02。

二、城乡建设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铜梁以建设山水园林城市为目标，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同步推进,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铜梁 

县城面貌焕然一新，城区面积迅速扩大，由原来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近10平方公里。铜梁宾馆、电信大厦、税务大 

厦、林业大厦等标志性建筑林立于市，龙都大道、白龙大道、东西干道、南北干道缩短了城区的距离。明月广场、群龙 

广场、龙都广场、凤山广场的建成结束了铜梁无广场的历史，为人民群众的休闲娱乐提供了好去处，铜梁运动场的落 

成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体生活。住宅建设成效显著,各种住宅小区遍布城区，住宅成套率大大提髙，城区绿 

化面积大大增加，两期灯饰工程把铜梁装扮得异常美丽。与此同时，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农村私人建设上规模、上 

档次，累计建设各具风格的农民新村72个,建筑面积达18.9万平方米。公路建设成效显著，319国道、铜大路工程 

顺利完工,铜永路、铜合路改造工程进展顺利，乡村道路建设成绩明显。2000年末,全县公路总里程达2194.6公里， 

比1995年增加551.2公里,其中等级公路达689公里，乡村道及机耕道达1930公里。“九五”期间全县共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额414780万元,是"八五”期间的3.13倍。

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科教兴县”成效显著。“九五”期间,铜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科技投人不断增加，“九 

五”期间全县推广科技新技术项目1(M个,科技总投人达35368万元,重点发展农业新品种和工业企业的新产品，大 

龙髙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获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其产品BDK-硝铵松散剂系列产品荣获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2000年末全县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万人。

(二)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调动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狠抓“两基”、“普实”工作,教育质童显 

著提高,成人教育全面推进,2000年新办成人中专1所，2000年末,全县有各类学校527所,专任教师达5739人,学校 

建筑面积达72.61万平方米,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达132932人,学龄儿童人学率达99.77%,比1995年提髙4.28个 

百分点,职业中学和成人中专在校学生人数达1698人，“九五”期间全县向大、中专学校输送新生10870名。

(三)文化体育事业取得新的成绩。狠抓了以“铜梁龙灯”为代表的地方特色文化建设，铜梁龙在首都的精彩表 

演,重庆首届中国铜梁龙灯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大大提髙了铜梁龙灯的知名度，增大了铜梁的名气和人气,吸引了一 

批有识之士来铜投资。仅艺术节的经贸洽谈会就签订了 24个投资合同，协议引资额达14.89亿元。体育事业充满 

生机,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得到提高,传统体育项目竞技水平进一步提髙,铜梁舞龙队 

在全国农民运动会等全国性比赛中取得骄人成绩。“九五”期间全县参加市级以上体育比赛61次,获奖牌294枚, 

其中获金牌117枚。

(四)卫生事业取得新成绩。农村初级保健工作成效显著,创卫工作取得新进展,2000年末农村初保低限达标乡 

镇33个，卫生村53个，创建卫生场镇12个,农村自来水受益人口达521696人，累计改厕83606户，全县创建卫生单 

位432个,其中市级卫生单位22个。积极稳步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基本实现了人人 

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低限目标。

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九五”期间居民的收人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髙,2000年末全县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8140元，比1995年 

增长4230元,年均增加846元,农民人均纯收人达2500元,比1995年增加772元,年均增加154元,城市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达18.14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26.5平方米。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层次也大大提髙,移动电话、 

家用电脑、商品房等新大件商品快速进人普通市民家庭,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教育、住房、交通通讯、旅游、健身等高 

层次的消费比重越来越大。

(铜梁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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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 抓 机 遇 开 拓 奋 进 富 县 裕 民

—— [九五]时期大足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是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贯彻中央各项方针、政 

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抓住机遇，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胜利完成“九五”计划所制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一）国民经济总体实力增强。“九五”期间,我县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实力不断 

增强。“九五”期末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8.4亿元,年均递增12.6 % ，髙于全市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 

入 11125万元,年均递增15.48%;社会商品零售额99806万元,年均递增12.3%;固定资产投资100202万元，年均递 

增25.8%,在全市居于中上水平。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足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我县第一产业增加值11.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2.2亿元,第三产 

业增加值15.1亿元,一、二、三产业的比重由1995年43.7:24.8:31.5变为2000年的28.9:31.8:39.3,第三产业增加 

值的比重比1995年增加了 7.8个百分点。“九五”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丨％，比第一产业的平均增长速 

度髙12.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一)农业生产稳步推进。我县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以奔小康统揽农村工作,深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农村 

和农业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业的投人,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农业,粮食作物连年获 

得好收成,畜牧业、渔业连年增产,林业生产扎实推进。 200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49.8 万吨，比1995年增长5 .2% , 

年均递增1.02%,位居全市前列;农业总产值15亿元，年均递增2.0%,居全市第11位;猪肉产童43777吨,水产品产 

量达7157吨,水果产量7569吨，分别比1995年增长9.5%、113.6 % 、67.5% 。

(二)农村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在市场需求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通过大力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旅游 

观光农业、特色农业,大力推行业主制经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2000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比重占28.8%，农村工业产值占40.1%,比 1995年上升23.4个百分点， 

农村建筑、运输、商贸等行业的产值逐年增加,农、工、建、交、商全面发展。

(三）乡镇企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0年,全县有乡镇企业9761个,从业 

人员6.3万多人，乡镇企业总产值38.6亿元,实现利税30720万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55.4 % 、28.5% ,年均递增 

9.2%、5.1% 。

三、工业经济快速壜长

(一)工业生产髙速增长。2000年，我县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不变价总产值3.0亿元，比1995年增长2.3倍。 

限额以上工业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达丨43.2%,居全市第二位。

(二)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在生产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工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形成了各种经济成份竞相发展的格局,非国有工业的发展快于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 

升。2000年,非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99.5%。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产品结构,企业产销两旺,逐步形成了以锶盐 

化工、五金铸造和建筑建材为支柱产业的工业企业体系，锶盐化工行业的迅猛发展,对全县的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 

民经济均起着较大的拉动作用。

四、商贸流通繁荣活跃、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成效显著

“九五”期间，我县按照“培育大市场,促进大流通,搞活大贸易”的原则，加强工商、农商联合，进一步健全市场机 

制,强化市场管理,重点建设“十大市场”、“六大特色街”,促进了我县商贸经济的快速发展。小五金、废金属集散地 

的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形成了以龙水五金市场、废金属市场为龙头，各中心镇集贸市场为补充的商业 

网,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的商品流通新格局。集市贸易成交活跃,商业网点遍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髙。2000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99806万元九五”期间年均递增12.3%;集市贸易成交额175656万元，比1995 

年增长101.9%,年均递增15.1%,居于全市先进行列。

"九五"期间,我县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软环境建设，大足石刻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功创建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开通“大足石刻”号旅游专列,呈现出“人人是旅游环境,处处是旅游环境,事事是旅游环境”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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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大足石刻、龙水湖被评为重庆市“十佳”旅游景区,大足已逐渐成为旅游热线,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 

极大提髙。2000年接待游客63.3万人次,旅游直接收人5300万元,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稳步推进。2000年我县出口金额998万元,年均增长37.2%;“九五”期间共引进外资2070.5万美元， 

自营出口 3607.8万美元，出口交货值24877万元。

五、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迅速发展

(一)公路运输迅速发展。“九五”期间,我县大邮高等级公路、龙铜路相继建成通车,与成渝髙速公路相连，为大 

足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加紧了对大安路、城区道路的改造，以大邮路、大安路、大铜路为骨架的两纵两横、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逐步形成。2000年,公路客运量为1863万人次，比1995年增长116.6%,年均增长16.7% 。旅客周转 

量 31366万人公里，比 1995年增长102.8%,年均递增15.2%;货运量221万吨，比1995年增长45.4% ,年均递增 

7.8% 。

(二)邮电通讯超常规发展。5年来,我县抓紧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狠抓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00年，全县邮电业务总量为8413万元，比上年增长33.3% ,比1995年增长8.5倍,年均递增56.9% ;全县有基站29 

个,程控电话交换机容量7.6万门,用户达4.6万多户，“九五”期间年均递增44.8%;移动电话有网络容量3.57万 

门,用户1.86万户，年均递增166.7%;上网用户也从无到有,呈逐年上升趋势。

六、城市建设成绩斐然

(一)市容、市貌大为改观,园林绿地大面积增加。2000年底,大足县城镇道路总长度达11公里，比1995年增长 

10.0%;道路总面积14.1万平方米，比1995年增长56.7%。2000年底,大足县城镇园林绿地面积达70公顷,公园2 

个，占地39.4公顷,人均拥有绿地面积7平方米。

(二)城镇环境淸洁优美。长期以来,我县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软硬件设施一起上。2000年,全县拥有城镇 

环卫车6辆,达标公厕12个,城市淸洁卫生跃上新台阶,相当一部分单位被命名为市级卫生单位,并继续保持市级 

卫生县城称号,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人人争当文明市民,共创文明社区。

七、财政金it快速增长

2000年,县级财政预算内收人11125万元九五”期间年均递增15.5%;预算内支出18960万元，比1995年增长 

99_4%,年均递增14_8%。银行存款150419万元，比1995年增长119.4%,年均递增17.0 %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 

124891万元,增长124891万元,增长148.8% ,年均递增20.0%。2000年末,全县贷款124975万元,增长62.4% ,年均 

递增10.2%。全县有保险机构4个，承保额22.2亿元,保费收人1473万元。

八、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一)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我县坚持“科技兴县,教育为先”战略，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 

水平,办学质童不断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普及。截止2000年底,全县有各类学校549所,专任教师5774 

人,在校学生173642人,全县每万人中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分别由1995年的10.9人和3.7人上升为丨丨.5人和 

5.1人。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初具规模。2000年,全县各类成人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有12万多人，为我县各 

条战线输送了大批有用的人才,对外劳务和技术输出合作进一步扩大。

(二)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广泛普及健康知识,做好预防保健工作，主要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力推进医疗 

卫生服务工作,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2000年底,全县有卫生机构56个,卫生机构床位数1256 

个,卫生技术人员164丨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人。

(三)文化体育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大扫黄打非力度,文化市场得到进一步净化。大力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经常举办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活动,全县人民身体素质得到提髙,被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和“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县”。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社会安定团结。

九、城乡居民生活不断改善

“九五”期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200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2307元,比1995年增加89丨元， 

增长62.9%,年均递增长10.3%。居民人均居住面积28平方米，比1995年增长55.6%,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城镇 

80%以上的居民住上了成套住房。随着居民收人的不断提高，在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耐用消费品基 

本普及后,商品房、移动电话、家用电脑、小汽车等新的大件商品也开始快速进人家庭,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教育、住 

房、交通、通讯、旅游等更高层次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全县人民不断向小康生活迈进。

( 大足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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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沐风雨高歌向未来

—— [九五]时期荣昌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髙。

一 、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离

(―)综合经济实力增强。2000年全县GDP为32051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59.96% ,年均递增 

9.85%。其中,第一产业年均递增3.57%,第二产业均递增12.23%,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4.31%。结构由1995年的 

45.3:32.1:22.6调整为2000年的29.1:37.4:3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2698元提髙到2000年的3990 

元,增长47.89% 。

(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髙。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2457元，比 1995年增长59.8%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24.5平方米;职工平均工资6318元,增长45.84%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U 平方米。

二、农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粮食总量稳定,农业总产值稳中有升。“九五”期间,全县粮食总量稳定在30万吨以上,2000年农业总产值 

(90年不变价)6.57亿元，比1995年增长25.88% ,年均递增6.5%。牧业总产值2.6亿元,增长36.8% 。

(二)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县加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力度,粮经比例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农林牧渔业比 

例由 1995 年的 59.27:1.22:36.53:2.98 转变为 2000 年的 54.42:2.26:39.6:3.72,逐步趋向合理。

(三)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公司+农户”模式、订单农业、契约农业开始出现,农业龙头企业从无到有,2000年 

已达12个。观胜的枇杷、昌元和广顺的淡季优质水果等基地在2000年初具规模,正逐步产生经济效益。

(四)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1998年以来,全县共投人资金3000余万元,完成农田基本建设 

10340处。完成各类水利工程3754处,蓄引提水能力14422万立方米，比“八五”增加284.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37.56万亩,增加1.7万亩;渠系配套总长度670.1公里,增加29.95公里;水利化程度达到61% 。

三、乡镇企血业绩辉熗

(一)乡镇企业发展良好。2000年,全县有乡镇企业3019个 九 五 ”期间累计完成总产值81.75亿元,营业收人 

87.16亿元,利润3.28亿元;分别比“八五”增长2.6倍、2.1倍和1.6倍。固定资产总额7.6亿元,是 1995年的1.9 

倍。到2000年底年营业收人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3个,上亿元的企业有1个,逐步形成集中连片、支柱突出、第 

三产业快速发展、旅游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的地方经济体系。

(二)以工补农增强了地方财力。“九五”末,全县乡镇企业职工7 _ 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3.16% ; 累计支付职 

工工资19.11亿元,人均年工资48%元;农民纯收人中来自乡镇企业净增部分约占农村人均纯收人净增的50% 。五 

年来,全县乡镇企业纳税3.4亿元,用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资金3691万元。2000年,乡缜企业实现税金8800万 

元,40%左右的乡镇其财政收人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

(三)调整产业结构,搞好出口产品生产。三次产业比重由1995年的0.68:61.04:38.28调整为2000年的1.57: 

74.26:24.17,形成了乡镇、村各具特色的企业群体。全县有自营进出口权乡镇企业7个、外贸出口产品企业43个. 

到2000年出口创汇1271万美元，比1995年增长7.6倍。

四、工业生产搏浪奋进

(―)企业改革见成效。“九五”期间,全县基本完成企业改革,工业整体水平提髙,地位增强。2000年，县厲工业 

企业完成总产值27.4亿元,较 1995年增长31.2%,年均递增11 _ 37%;实现利税1.31亿元,增长46% ,年均递增 

7_86%0

(二)工业企业再上台阶。2000年,全县重点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0不变价)6.28亿元,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的五分之一,税金2975万元,约占全县税收的四分之一。同时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新兴工业企业。“九五”期间，全 

县共引进企业100多家,仅重庆力帆摩托车公司的年产值就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4%。通过“狠抓发展、科技兴企、 

外引内联、龙头带动、品牌带动”战略的实施,全县的工业规模和企业效益迈上了新台阶。2000年,全县规模以上的 

工业企业26家,较 1995年增长40%,实现销售收人7.7亿元，增长51% ,实现税金0.51亿元,增长45% 。

(三)狠抓技改,促进全县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九五”期间,全县狠抓机械、建材等行业的技术改造,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九五”期间,全县完成工业技改项目85个,技改总投资2.8亿元,新增工业产值10多亿元, 

新增利税1亿多元。随着技改项目的建成投产,工业产品质量提高,形成了一批产品质貴好、企业效益髙的质量效 

益311企业。

(四)狠抓调整、大力发展非国有工业。“九五”期间,全县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依法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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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企业。全县煤炭行业关闭矿井14个，压产16万吨;建材行业关闭小轧钢企业3户，限期关停2户，压产丨.56 

万吨;水泥行业取缔无证水泥生产企业1户。2000年,全县县属工业产值约90%来自非国有工业,形成了以非国有 

工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工业格局。

五、交通建设硕果累累

“九五”期间，全县把公路交通建设突破口，基本实现了“三年通、四年畅、五年大变样”的公路建设目标。一是初 

步建成“三纵五横”公路网络。“三纵”公路全长197.4公里，途经23个乡镇;“五横”公路全长192.9公里,途经24个 

乡镇。二是拓宽了过境渝隆公路,贯通了环城公路。三是重点改造县干道公路为高等级公路。四是新建了昌元等 

7个客运站。“九五”末，全县公路里程1770多公里,95%的村通公路;营运客货车辆2134辆，比“八五”末增长了 

68.8% ;年客运总量2866.6万人次,客运周转量4921万公里,分别增长58%和41.5% ;货运总量136.9万吨,货运周 

转总量5477万吨公里,分别增长49%和54.2% 。

六、能源建设实效显著,邮电通讯快速发展

能源方面建成了 2x1.35万千瓦的县火电厂;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农村用电条件大为改善;煤炭行业关 

井压产取得成效,清洁能源全面推广,广顺等乡镇实现了天然气居用化,吴家等乡镇实施了农村沼气工程建设。

邮电通信事业重点实施了通讯扩容工程,实现了与重庆市等位拨号,村村通工程取得较大进展。“九五”末，电 

话用户总数44105户，移动通信用户21000户,互联网用户650户。

七、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一)“城市味”更浓。“九五”期间，县城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近2亿元,新建了县政府大楼等形象工程;新 

设置了“腾飞”“火花城市标志性雕塑”2处,新建蒋家沟垃圾处理场1个,新建、改建水冲式公厕10个，新建下水道 

2.03万米;新建日产2.5万吨水厂1座，11万伏变电站1个;实施完成了城区供电改造和城市光彩工程,安装高杆路 

灯、节能灯373组;新建城市公共绿地1.92万平方米。

(二)街道好又宽。1996年以来,全县先后投人6551万元,打通了成渝公路县城过境段5个主要进出口，新建和 

改造道路面积13.79万平方米、人行道面积9.62平方米;新建了 4 座城市桥梁、2个公共汽车站。还完成了东门安 

居工程小区等道路的大部分施工任务,一个棋盘式的道路网正在县城形成。

(三)居住条件变好。“九五”期间，全县投资2.7亿元，完成城镇房屋拆迁工程562个,拆除旧房面积50.91万平 

方米，改造危房80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房地产及住宅建设投资36.20亿元，住房竣工面积59万平方米。解决了 2800 

户住房困难户的住房,县城人均居住面积由1995年的7.6平方米增加到2000年的9.8平方米。

八、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一）调整布局,改善教学条件。“九五”期间,全县针对教育投人分散、危房多、规模小等问题,投人9985万元用 

于“两基”“普实”攻坚。调整布局不合理中学12所,撤并村小58所,减少教学班158个,新建中小学校24所,扩建中 

小学校220所,建筑面积达239395平方米,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两基”“普实”通过市级验收。

(二)全面推进、协调发展。在基础教育方面,2000年全县3 ~ 6岁幼儿入园率为85.2% ,7 ~ 12周岁适龄儿童入 

学率、巩固率、合格率分别达到100%、99.05%、99.52%, 13 ~ 15周岁正常适龄少年三率分别达到98.93%、97.38% 、 

97.25%。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广泛开展，全县540个行政村建了成人学校和教学点,28个乡镇建起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1999年县、乡（镇）、村三级成人教育网络建成,全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9.7% 。

九、其它亊业有所发展

(一)市场建设步伐加快。全县市场面积达到24.7万平方米，比“八五”增加5.8万平方米,初步形成了以专业 

批发市场为骨干，乡镇集贸市场为基础,连接城乡、辐射县城内外的商品市场体系。

(二)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00年与1995年相比，空气中二氧化硫、总悬浮微粒、氮氧化物年日平均浓度分别下 

降65.4% ,37.7%、50% ,降尘量下降15% ,环境噪声、交通噪声分别下降2.5% ,7.8% ,水质基本保持稳定;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52平方公里。

(三)科技事业迈出新的步伐。建设中国重庆畜牧科技城有了良好开端,科技园区、生产基地和流通网络建设初 

见成效;科技引进、示范、推广成效显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3% 。

(荣昌县统计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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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辉煌的五年

—— [九五]时期璧山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璧山地处重庆西郊,离重庆市只有39公里,渝隆路、国道319线、津璧公路干线交汇于县境内，是川南、川西、川 

北地区进人重庆的必经之地,素有重庆西大门之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全县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紧紧 

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特别是“九五"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工业生产快速发展;商贸经济不断繁荣;小城镇建设遍及城乡，城乡旧貌换新颜;交通运输四通八达；邮 

电通信日新月异;社会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这五年,是辉煌的五年，为迈向二十一世纪开辟了新 

的篇章。

―、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蕃增强

2000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02337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16.7% ,比“八五”时期 

年均增速12.9%,高3.8个百分点。工农业总产值(90价)528494万元，比1995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15.0% 。其 

中,工业总产值477978万元，比1995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17.1%。财政收人20660万元，比1995年增长95.2% , 

年均增长14.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6297万元，比1995年增长93.0%,年均增长14.1%。农民人均纯收入2568 

元，比1995年增长65.0%，年均增长10.5%。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8396元，比1995年增长1.3倍,年均增长17.7% 。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85703万元，比1995年增长丨.6倍,年均增长20.7%。其中,居民存款余额23375】万元，比1995 

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22.3% 。

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2000年末，已形成云平、三合水稻良种繁育基地,龙梭山、五龙山、云平乡优质水果基地,青龙湖2000亩银杏基 

地,璧城、丁家、蒲元_ 亩商品蔬菜基地，1054亩商品精养鱼塘,23家“龙头”企业和组织,科技普农大大推动农业 

产业化进程,农业已朝商品经济大踏迈进。年内家禽出栏3067489只，比丨995年增长90.3%。羊肉产量17丨吨,增 

长25.7%;兔肉产量839吨,增长1.1倍;家禽肉产量3886吨,增长74.1%;禽蛋产童5445吨,增长62.5% ;水产品产 

量8566吨，增长74.1% 。

三、工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个体私营经济成为主流

(一)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在我县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2000年末,全县工业企业5031个，全县工业总产值(90 

价)477978万元，比1995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17.1%。全县工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出的61,4% ; 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85.2%。“九五"期间,我县已形成皮革皮鞋、机械制造加工业、建筑建材业三大支柱产业,据统计，支柱产业 

企业1758个,从业人员3.02万人。三大支柱产业中,注册资金100—500万元的企业达278户，500—1000万元的企 

业44户，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2丨户。水泥年生产能力已达60万吨,建筑建材企业213个,机械加工企业385户，皮 

鞋生产企业1039户，基本形成了县域经济的强势产业。

(二)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工业经济中:2000年私营个体经济工业总产值达357217万元， 

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2.4%,按不变价(336550万元)比1995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17.1% 。个体私营工业从业 

人员占全县工业从业人员的71% ,为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商贸经济中:2000年末，全 

县商、饮、服务业的个体私营户7880户，每千人中有13户，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0%。个体私营商、饮、服从业人员27493人，占全县商、饮、服从业人员的85% ;每万人拥有商贸人员547人，比1995 

年增加222人。

四、城镇建设遍及乡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我县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加快城镇建设的步伐。1995 - 2000年累计投资完 

成额37.74亿元，比“八五’’期间的6.6亿元,增长4.7倍,年均增长41.7%。其中，房地产累计投资额7.丨2 亿元，比 

“八五"时期的0.3亿元,增长22.7倍,年均增长88.4%。2000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_ 3 万元，比1995年增长 

2.2倍,年均增长26.5% 。累计房屋竣工住宅面积460.87万平方米，比“八五”时期219.25万平方米,增长1.1倍,年 

均增长16% 0

(一)县城建设旧貌换新颜。五年间,县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共拆除旧城房屋面积40余万平方米,新建各类房屋 

面积200余万平方米;新建、扩建桥梁2座;完成各类路灯建设2000余盏,照明道路长约20公里；新建文庙广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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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平方米;整治璧南河污染河床2KM;完成各类绿化面积5万余平方米,县城绿地率达24% 。

(二)小城镇建设遍及城乡。五年间，乡镇共拆除旧房面积23.3万平方米,新建各类房屋面积137万平方米;完 

成农房新、扩、改建158万平方米;新建农民新村5个;纳人全国重点建设镇1个，市级重点建设镇和市县级示范镇7 

个;新建街道和硬化道路长度63.5KM;新建各类市场15个；自来水厂2座;新建城镇无害化沼气净化池120处,完成 

农村沼气建设1221 口。

五、交通邮电四通八达

(一)交通基础设施快速推进,公路质量显著提高。全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社社通公路率达85%。2000年末， 

公路里程达1972公里，比1995年增加1442公里，增长2.7倍,年均增长30.1%。其中：成渝髙速公路过境段25公 

里，一级公里15.17公里,二级公路105公里，三级公路1 M公里。全县拥有各型客车(含出租车）741辆,货车2289 

辆,乡镇船舶129艘，分别比1995年增长170%、丨07.5%、24% 。

(二)邮电通信业飞速发展。2000年，邮电业务总量8621万元,比1995年增长3倍,年均增长31.8% ;邮电业务 

收人8733万元，比1995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42.2%。年末拥有电话机53357部，比1995年增长4.3倍,年均增 

长39.3% ;移动电话用户23014户，填补了“八五’’时期的空白；无线寻呼用户8700户（电信台），比1995年增长3倍， 

年均增长32.4%。每百户拥有电话39.2部(包括移动电话），比丨995年5.6部增长6倍,年均增长47.6% ,基本实现 

了村村通电话。

六、社会事业蒸蒸曰上

(一)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师资力量不断壮大,教 

育质量不断提髙。2000年末，全县拥有教职工4875人、教师4207人,分别比1995年增长7.9、7.6%。7 —12周儿童 

人学率99.9%;14周岁初等教育完成率99.9%;“九五’’期间我县大中专录取人数为6133人，比“八五”时期增长 

29.4% o

(二)卫生事业蓬勃发展

卫生事业继续发展,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新建和改建了县医院、城关医院和中医 

院,2000年末,全县拥有卫生机构64个，卫生机构病床数1104张,卫生技术人员1345人,医生718人。农村村级设 

立医疗点369个,拥有乡村医生及卫生员518人，乡卫生院妇幼保健人员配备率100% ,实现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 

健。

七、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离

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人增加,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髙,家电耐用消费品普及率迅速上升，住房 

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2000年,职工年人均工资8396元,农民人均纯收人2568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1.3倍、65.0% 。据农村住户调 

查,每百户农民拥有彩电62台，比1995年的2台增长31倍,电风扇176,比丨995年增长46.7%。电冰箱、电话、影碟 

机分别拥有量为2台、18部、26台,填补了八五时期的空白。,据城镇住调査,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彩电135台、冰箱 

90台、电风扇256台,分别比1995年增长27.4%、18.4、18.3%;有95%的家庭拥有电话,有55%的家庭拥有空调,有 

5 %的家庭拥有电脑，汽车等新消费品也逐步进人居民家庭。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29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 

积达25平方米,分别比1995年增长26.1%、66.7% 。

八、招商引资成绩显著

璧山宽松的环境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招商引资工作进人了最佳时期。已有11家中外商来璧落户，企业投资 

额达3.4亿元。驰名中外的乐百氏集团投资，1亿元生产食品饮料,重庆砂之船鞋业有限公司投资1500万元建品牌 

皮鞋,香港灵力工程有限公司投资1600万元购买青杠自来水厂,纳爱斯卫生保健产品投资生产,给螢山经济注人了 

新的活力。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为璧山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使璧山成为重庆城市建设发展的外沿扩 

展区、工业生产的辐射区和重庆市农副产品的重要基地,给璧山的未来增添了腾飞的翅膀。

“九五”期间，璧山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奇迹，为新世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璧山的明天将会更加辉煌。

(璧山县统计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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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九五”辉 煌 展 “十五”前景

—— [九五]时期梁平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梁平,位于重庆东北部,幅员面积1890平方公里,辖34个镇乡，2000年末总人口 88万人。梁平坝有渝东第一大 

坝之美称。梁平资源富集,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经过解放以来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九五”期间的建设,梁平 

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顾过去,我们信心百倍，展望未来,我们豪 

情满怀，新世纪的“十五”计划已经开始,勤劳勇敢的梁平人民将会把梁平建设成为社会文明,人民富裕的特色经济

县。

一、"九五"期间,梁平县经济社会建设成就辉煌

经过“九五”时期的建设,梁平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综合经济实力加强,结构逐渐调优。

预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23.58亿元，比95年增长64.0% ,年均递增10.4%«,比“八五”期间低0.2个百分点。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达2686元，比95年增长59.3% ,比"八五”期间慢1.6个百分点。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由95年的43.6% ,29.9%、26.5%调到2000年的31.3%、34.7%、34.0%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2000年，农林牧渔总产值为11.98亿元,比95年增长19.2%,粮食总产量37.13万吨，比95年增长8.2% ,肉类 

总产量4.77万吨，比95年减少1.6%,油料7643吨，比95年减少5.3%,水果产量3.3万吨，比95年增长180.4% ,鱼 

类总产量3480吨，比95年增长145.1%,乡镇企业总产值19.90亿元，比95年增长123.2%。农民人均纯收人1849 

元，比95年增长40.9% 。我县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水稻生产机械化示范,将大大减轻农民劳动强度,促进 

粮食生产。随着“四通三无一有”工程的稳步推进,梁平已实现村村通电,通汽车和通电话的村也分别达到90% 和 

91.0%。1998年梁平被国家列为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县，已实施了生态环境治理、优质稻米，优质畜禽,优质水果的栽 

培和繁育，已有一大批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问市。如梁平柚、竹笋、甜茶、豆榉、卤鸭等日益占领重庆市场并逐渐 

扩展。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

(三)工业经济持续增长。

200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实现16.63亿元，比95年增长58.6%,年均递增9.7%,比“八五”期间慢9.1个百分 

点，实现工业增加值5.25亿元,比95年增长62.9%,年均递增10.2%。比“八五”期间慢10.4个百分点。经过建设， 

已经形成了获国家优质奖的双桂啤酒、获国家银奖的双桂广味香场系列及其食品加工,原煤及焦炭、水泥及制品、化 

工、摩配件等24大门类的工业体系。构成了以双桂啤酒集团等七个中型企业为龙头,宏达彩印厂等乡镇企业、江城 

化工,今天饲料等个体、私营工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大,经济建设步伐加快。

“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1.13亿元,比“八五”期间增长203.7% 。

1、邮电通讯业的大发展。2000年固定电话容量7.4万门，电话5万部,移动电话1.59万部,邮电业务总量8557

万元。

2、交通事业的大发展。200多公里国省县道公路干线均已水泥硬化,正朝县乡路发展,达万铁路即将建成通车， 

万梁、长梁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之中,还有1700公里乡村公路网络。

3、能源建设大发展。邵新煤矿的10万吨机焦已经投产,投资1亿元的金带变电站即将竣工，农村低压电网线 

路已改1524.2公里。

4、城镇建设的大发展。县城已建成了梁山路、双桂路、东正街、安宁街、豆芽巷、北外街等新区。新的旧城改造 

和髙速公路出口至火车站十里长街压在规划筹建之中。

5、城乡居民建房的大发展。九五期间城乡居民共投人8.09亿元资金,进行房屋新建改造建设。比“八五”期间 

增长61.2% ,人均居住面积由“八五”期末的29.07平方米上升到“九五”期末的37.09平方米,且质童有很大提髙。

(五)消费品市场购销两旺。

已建成了三峡粮食批发市场、北门工业品批发市场，北外街的果品批发市场，正在筹建中的火车站、高速公路出 

口商贸新区，共筑梁平商贸美好未来。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15亿元，比95年增长80.3%,年均增长12.5% 。

(六)地方财力逐渐增强。

2000^实现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10040万元，比95年增长95.1%,年均增长14.3%,比“八五”期快6个百分点。

(七)金融业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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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8.81亿元,比95年末增长189.0%，年均增长23.7%,各项贷款余额13.97亿 

元,比95年末增长40.5% ,年均增长7.0% ,与“八五”期增幅相比呈现出存增贷减的局面。即存款快0.2个百分点， 

贷款慢13.4个百分点。

(八)教育、文化、计生、卫生等项事业都得较好的发展。

在实施“科教兴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加大教育投人,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两基”成果得到巩固，五年新建校 

舍 15.4万平方米，为大专院校输送新生5348人,两项均比“八五”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成功举办了首届龙溪河龙 

舟旅游文化节和双桂旅游文化节，梁平灯戏《招女婿》荣获第八届中国文化奖小品、短剧类三等奖。加密卫星电视已 

扩展到22个镇乡，占总镇乡的64.7%,用户已发展到6.5万户，广播电视自办节目和《梁平报》办报水平有所提高。 

计生工作始终坚持“三为主”方针,狠抓农村这个薄弱环节，五年共出生人口 5.5万人，比“八五”期少生0.91万人， 

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了 4.0 % 以内，我县并荣获重庆市计划生育“三为主"合格县。卫生事业狠抓医疗设备更新和 

医疗人员业务培训,拥有放射、检验、CT扫描、彩超、B 超、心电、脑电等多种先进检查仪器设备。医务人员采取派出 

去,请进来的方法,提髙医疗技术水平,拥有二级乙等综合性医院一个,除了少数疑难病以外,其他多数疾病都能得 

到救治。

(九)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2000年,农民人均年纯收人1849元，比95年增长40.9%,年均递增7.1 %，人均生活费支出1238元，比95年增 

长 18.0%,年均递增3.4%,人均房屋面积37.09平方米，比95年增长27.6%,衣、食、住、行、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消费质量不断提高。城镇在岗职工年工资收入6408元，比95年增长90.2%,年均递增13.7% ,城镇居民电视, 

电话基本达到普及,髙档电器、家具已开始进入平常人家，居住面积人均11.2平方米,髙档住房已开始有人居住。 

衣、食、住、行、用也有较大改观。

二、“+ 五"目标与建议

“九五”期间我县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全国、全市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 

着较大的差距。新世纪的号角已经吹响,西部大开发的战鼓已经雷动,面临中国即将加人W T O的机遇和挑战,梁平 

怎么办？为此梁平县委、县政府提出超常规、跨越式、扩张型发展的思路,并为梁平“十五”期间描绘出了宏伟蓝图。

(一)“十五”的主要目标

2005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7亿元,力争比2000.年翮一番,年均递增14.9%;工业总产值45亿元,年均递增 

22.1 %;农业总产值15亿元,年均递增5.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0元,年均递增9.5% ;全部职工人均年 

工资11000元,年均递增14.1%;地方财政收人2亿元,年均递增1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亿元,年均递增 

25.1%;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0%,比2000年提髙10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5%,比2000年提髙 

4.8个百分点;总人口控制在90万人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5 %以内。

(二)完成“十五”计划的建议

实现上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将以超常规的思想观念、超常的工作作风,超常规的实干精 

神,着力加大以下工作力度：

1.加大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发展观念,扩大改革开放的工作力度。以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为指针， 

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检验各项工作,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摒弃“金开 

银万不如梁平的一半”的旧观念,努力发展梁平。

2.大科技投人,加强与科研院所的联合与协作的工作力度。现在的企业不景气，固然有重复建设,体制和管理 

不善等原因,但企业的机器设备陈旧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无 

疑不是一个很重要因素。我们要站在科技发展前沿,引进有发展潜力的科科成果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盘活现有 

发展潜力的困难企业，对发展无路，扭亏无望,设备落后的劣质企业予以淘汰。

3.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加大开放引资工作力度。梁平是一个老少边穷库区均不沾的县、国家近几年对梁平投人 

偏少、进而制约了梁平的发展。梁平拥有航空港、火车、髙速公路等便捷的交通网络,天然气、煤、石灰石、竹、梁平柚 

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要出台一些有利于引资的优惠政策,要有一股让外来者发财的大将风度。要引进一批外地优势 

企业来梁平发展,要争取上级部门的大力扶持,要鼓励社会力量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共同繁荣壮大梁平县域经济。

4.加大扶优扶强,壮大优势产业工作力度。我们要按照县委、县政府提出的重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交通带 

动发展战略,城镇带动发展战略,科教带动发展战略。突出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植优势产业，民营经济发展三 

大工程,加快建设特色生态农业园区,特色食品轻工园区和特色旅游商贸园区。

全县人民只要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抓住机遇,真抓实干,绘制“十五"蓝图,梁平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 梁平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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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回顾

—— [九五]时期城口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城口县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川陕鄂交界之地,乃重庆市唯一的革命老区。

城口矿产资源种类多,主要有锰、钡、煤、铁、铅、锌、大理石、古生物化石、白云石等20多种。盛产优质大木漆、 

核桃、板栗、茶叶等，中药材也有近500个品种,特别是杜促、天麻、黄连等名贵药材,在全国各制药厂享有很高的声 

誉。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极不发达,城口人民长期处在贫困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以来,城口逐渐迈上了致富奔小康之路,尤其是九五期间，城口县出现了翻天搜地 

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社会事业不断发展,能源交通、通讯设施建设大大加强,制 

约城口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大大改善，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28226万元,增至2000年的44026万元，增长 

55.98% 。

九五期间,我县相继实现三排山隧道的贯通,完成贫溪口至水泥厂32公里票美路的建设，完成木瓜口至寥子 

36公里三级路路基改造任务;实现万城长途光缆的联结;完成县水泥厂技改工程;实现歇脚坡隧道贯通；金广冶炼 

1800KVA电炉及402地质队5000吨氢氧化钡生产线竣工投产;完成新城万路木瓜口至贫溪口三级20公里硬化工 

程;程控电话增容3000门提前完成并投人劳动;移动电话基站建成并投人使用,用户已突破1000户；县城东大街、北 

大街基本建成,实现贯通;改建了中心农贸市场,新建了太河农贸市场;村村通广播电视二、三期工程全面完成;三塘 

坝大桥、仁何二桥已基本建成;羊耳大坝主体工程、油房电站技改工程已基本完成;花坪油库至修齐段公路改造破土 

动工,部份路段完成。

一、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总产值由1995年25671万元,增至2000年的29545万元,增长15.09% ;农业增长值由 

1995年的15902万元增至2000年的19242万元,增长21% ;肉猪出栏由1995年的12.54万头,增至2000年的丨4.02 

万头,增长11.80%;猪牛羊肉产量由1995年的11962吨增至2000年的13178吨,增长10.17% 。

二、工业生产

九五期间,工业经济比较活跃,生产迅速增长。工业年总产值由1995年的11499万元增至2000年的195852万 

元,增长70.28%;工业增加值由1995年的2638万元,增至2000年的6569万元,增长149.01% ;原煤开采量由1995 

年的4.21万吨,增至2000年的9万吨,增长113.78%;发电量由1995年的1891万度,增至2000年的2503万度,增长 

32.36%;水泥生产由1995年的年产14156吨,增至2000年的3.6万吨,增长154.31% ;锰矿产量由1995年的11.88 

万吨增至2000年的20.3万吨,增长70.82% ;钡矿产量由1995年的2.64万吨增至2000年7万吨,增长165.15% 。

三、第三产业及其它

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995年的6618万元增至2000年的15231万元,增长130.15% 。

社会商业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95年的11368万元增至2000年的16700万元,增长46.90% 。

固定资产投资投资额由1995年的4051万元增至2000年的14969万元,增长269.51%。货物运输量由1995年 

的44万吨增至2000年的72万吨，增长63.64%;旅客运输量由丨995年的29万人增至2000年的41万人，增长 

41.38% 。

财政金融发展很快。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由1995年的1671万元,增至2000年的2477万元,增长48.23%;预算 

内财政支出由1995年的3481万元增至2000年的13375万元,增长284.23%。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由1995年的9322 

万元增至2000年的32266万元,增长246.13% ,贷款余额由1995年的20609万元,增至2000年的37101万元,增长 

80.02%。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95年的3481元增至2000年的6503元，增长 

86.81%;农民人均纯收由1995年的926元增至2000年的1337元,增长44.38% 。

* 注：以上指标均以现行价格计算

(城口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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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经济回眸

—— [九五]时期丰都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面对移民、扶贫、改革与发展等多重任务,全县人民克服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 

响,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经济总量增加,结构趋向合理,基础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髙。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2000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8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38.7%,年均增长6.8% ;工农业总 

产值15.78亿元,增长21.8% ,年均递增4.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699元,增长54.1% ,年均递增9.0% ;地方财政 

收入10356万元,增长38.5%,年均递增6.7%。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八五”末的45.3: 

29.1:25.6调整为31.6:31.7:36.7,产业结构已由一、二、三型向三、二、一经济模式转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 

提髙：

(一)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九五”期间,全县农业及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产业结构趋向 

合理。2000年,全县实现农业增加值65835万元，比1995年增长10.7% ,年均增长2.1%;全县粮食总产量33.19万 

吨,增长7.5%;水果产量3.22万吨,增长45.9%,年均增长7.9%。全县已形成林业、畜牧、水产三大支柱和烟叶、蚕 

桑等八大骨干产品基地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上万人,为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作了重要贡 

献。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加强，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全面展开。2000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 

动力12.20万千瓦，比1995年末增长31.3% ,年均增长5.6%,农村用电量5365万千瓦小时,增长61.7% ,年均增长 

10.1% 。

(二)工业经济稳步增长。“九五”期间,我县工业确立了“以市场、科技为导向，改革、搬迁重组为动力，民营经济 

为主体,名牌产品为依托,产业化、集团化为目标”的发展思路,狠抓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工作,生产经营逐渐 

好转。“九五”期间,我县工业发展始终把企业改革、移民搬迁和产品结构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打好“三峡”牌， 

走活“对援”路,引进了香港华美集团、河北正邦公司、重啤集团、涪陵宏声集团、河北旭日升公司等三十多家企业落 

户我县。同时,全县还投人资金4.18亿元推广应用了"墙地砖、自动缫、页岩砖、汽车尾气净化器、彩钢瓦、旭日升、 

葡萄酒、天然肠衣”等生产线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开发的墙地砖系列、绝缘器材、泰立乐、灵芝可乐、紫砂酒瓶等19 

个新产品,有力地推动了丰都工业的发展。2000年,全县工业增加值51039万元，比1995年增长32.4% ,年均增长 

5.8%,亏损299万元，比1995年减亏1387万元。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加大,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逐年上升。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呈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

(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五年来,县委、政府把旅游业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发展战略上高 

度重视,在产业政策上重点倾斜,在工作措施上加大力度,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促进了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使 

旅游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最髙年接待游客逾百万人次，带动了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全 

县第三产业增加值76423万元,是 1995年的2倍,年均增长14.9%。国内贸易朝“发展大商贸、建设大市场、搞好大 

流通”的方向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305万元,比1995年增长55.5%,年均增长9.2% 。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 

南北两岸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网络正在形成。邮电通信快速发展,2000年全县邮电业务总量5026万元,是 1995年 

的4.4倍,年均增长34_2%,固定电话用户数4.24万户，是1995年的6.1倍,年均增长43.7%,同时,各乡镇均实现 

了电话程控化和光缆传输数字化,绝大部分乡镇建起了传呼和移动电话中继站,大大改善了对外通讯条件。

二、基础设施明通改善,发展后劲日益增强

“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34.72亿元,比“八五”累计增长1.56倍,新增固定资产20.7亿元。采 

取多渠道筹资,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投人,改善交通状况,增强教育基础设施和电力、通讯、移民开发区等建设,五年完 

成基本建设投资丨7_06亿元，比"八五”增长1_81倍，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八五”的44.8%,上升到“九 

五”的49_1%。农村小集镇建设初具规模,市政建设卓有成效,建成北岸二级车站,新建了二水厂,改造了一水厂的 

取水点,提髙了饮用水质,新县城斜南溪供水工程建成投产,北岸移民开发小区拔地而起。随着长江大桥的顺利建 

成通车,“四路一港”建设的迅速启动,“一桥相连、两岸发展、沿江开发”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

“九五”期间,县委、县政府按照“搬得出,稳定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工作目标,坚定实施开发性移民方针,围绕 

城市迁建、企业搬迁、农业开发,调动各方面力量,移民搬迁得以顺利实施。一期移民顺利完成,二期移民在调整完 

善中推进,五年共完成建房安置移民29569人。天然气大管网、弹子台水库、鱼剑口电站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建成



或启动建设,使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发展后劲日益增强。

三、改革开放成果丰硕,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九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88.9%,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粮食流 

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电力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工资统发改革顺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 

革迈出新的步伐。“九五”期间,我县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移民，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统揽全局’’的方针， 

全方位多层次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成绩斐然。五年来,全县招商引资达成意向协议124项,协议引进资金 

24.14亿元，实际到位外来资金4.49亿元,外来投资兴办企业三十家;进出口贸易额1143万美元；国际劳务输出107 

人次,创汇121万美元。

四、社会事业瑭勃发展

“九五’’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县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广播电视、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百年大汁， 

教育为本。五年来,县委、政府先后投人教育经费七千多万元,全面改善了 84所学校的办学条件，九八年顺利通过 

了重庆市“两基”、“普实”工作验收。目前,我县有各类学校253所,专任教师4923名,在校生9.93万人。小学、初中 

普及率和毕业率明显提高,7-12周岁适龄儿童入学率比“八五”期间提高6.1个百分点,毕业率达到98.3%。13- 

15周岁适龄少年人学率比“八五”期间提高11.3个百分点,毕业率达到96.1%。高考升学率65.2%,比“八五"期间 

提髙近38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卫生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县连续四年获得重庆市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先后投人500多万 

元改善了医疗卫生设施,以县为中心、乡为枢纽、村为网底的较为完善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已基本建立。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范化。“九五”期间,全县计生率达92.4 5 % ,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5.7知以内。五 

年来,全县共开辟文化娱乐场所四百多家,文物保护点五百多处，出土文物一万五千余件;体育事业兴旺发达,全民 

健身方兴未艾。“九五”期间,我县建成体育馆、游泳池、田径场等体育场地354个。参加全民健身运动的人达33万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2%。向省级以上运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18名。

五年来,我县新闻事业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各乡镇都建起了广播电视站,全县广播 

电视覆盖面达95% ,广播电视村村琿工程达到95% 。

五、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髙

五年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衣食住行有较大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县 

成建制越温达标,建卡贫困人口由1995年的58024人减少到2000年的4746人,农民人均纯收人由“八五”末的928 

元增加到1641元，年均增长12.1%;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5512元，比“八五”末增长65.1%,年均增长10.6% 。城乡 

居民储蓄余额18.05亿元,人均2339元， 比1995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21.3%,城乡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 

生活质童进一步提高。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比重提髙,食物性消费比重下降。

回顾过去成绩斐然,展望未来更加辉煌。七十八万丰都人民将在县委、政府的带领下,紧紧把握西部大开发、移 

民大搬迁的历史机遇,突出发展重点,加快实施移民搬迁的龙头工程、基础设施的拉动工程、结构调整的推动工程、 

旅游产业的带动工程、经济发展的保障工程,努力完成移民搬迁、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三大任务。把未来丰都建设 

成为“世界驰名旅游胜地、三峡库区中等城市、旅游商品购物天堂、全国有名果菜之乡”,明日丰都必将更加美好。

(丰都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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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促 发 展 “九五”铸辉煌

—— [九五]时期垫江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垫江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 

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紧紧围绕“九五”目标任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全面完成了“九五”期间 

的各项任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一、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257534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75.5% ,平均每年递增11.9% 。产业结构调 

整取得明显成效。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1995年三次产业比重 

为48.5:32.0:19.5,到2000年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29.4:37.2:33.4。200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65176万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1995年增长40.0% ,平均每年递增7.0%,社会劳动生产率由1995年的2704元,增加到2000年的 

5749元。财政收人大幅度增长,2000年全县完成地方财政预算内收人11062万元，比1995年增长83.2% ,平均每年 

递增丨2.9%。“九五"期间全县累计新增固定资产126223万元(不含城乡集体、个体），为全县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增 

强了后劲。

二、农村经济稳定增长

“九五”期间,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各项工作之首,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得到强化，农业生产 

投人和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逐年增加,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九五”期间,全县累计粮食产量185.93万吨，比"八五" 

时期增加23.24万吨,增长14.3% ,年递增2.7%。畜牧业、渔业年年增产,肉类产量、水产品产量、蔬菜、水果等农产 

品产量持续增加。2000年全县实现农村社会总产值121170万元，比1995年增长9.8%,年均增长1.2% 。农业内部 

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兴起,3000亩“渝黄I号”优质油菜制种基地、10万亩优质水稻、1 

万亩华夏牡丹园等开发农业项目大显生机,引进“洋三元”优质种猪220头.推广二代外种猪230头,改善了生猪的品 

质结构。农林牧渔业比例由1995年的51.2:1.0:45.9:1.9调整到2000年的50.0:1.6:45.6:2.8。“九五”期间农村 

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生产向非农行业转移,劳务收人已成为当前农民可支配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全县实 

现劳务输出丨4.8万人次,实现劳务收人46000万元,为农村致富奔小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九五”期间,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工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推动全县经增长的主导力量。 

2000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44006万元，比1995年增长78.6%,年均增长12.3% ,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名列全市各区县前列。重点骨干工业企业支撑作用明显,鼎发公司、富源公司、 

电力公司、八四厂、青岛啤酒(重庆)分公司五户重点企业产值3570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4.8% ,实现利税 

7759万元，占全县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85.3%。工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经济、集 

体经济、其他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5年26.0:42.3:31.7:发展到2000年的8.3:13.5:78.2,非公有制经济 

迅速崛起,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局面。轻重工业结构有所调整,重工业发展快于轻工业。1995年全县重工业产 

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53.3%,到2000年其产值已占总产值的58.9%,而轻工业产值已由1995年的46.7% 下降到 

2000年的41.1 %。“九五”期间,全县工业企业技改力度加大,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新丽珠公司600 x 600水 

泥酸、鼎发公司焦亚硫酸钠、长龙天圣药业一期工程、美华公司西式瓦等项目竣工投产。青岛啤酒落户垫江,产销势 

头良好。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跻身于重庆工业五十强企业。五年来,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断加大,工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2000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2%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率达40.0% ,拉动全县经济增长4.2个百分点。

四、城乡市场繁荣活跃

“九五”期间,我县商业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2000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3564万元，比 1995年增长 

93.3%,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递增丨1.4%。五年来商品市场结构进一步调整,多种经济成份在流通领域得到全面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2000年国有经济的市场占有率已由1995年的20.6 %下降到5.8% ,集 

体商业由25.0%下降到1.5%,而其它经济则由54.4 %上升到2000年的92.7%。城乡集贸市场从1995年的44个增 

加到2000年的60个,集市贸易成交额由1995年的14763万元增加到2000年的46110万元,增长2.1倍,平均每年递 

增25.6%。集市贸易已成为我县商业流通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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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

“九五”期间.我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05371万元,是“八五”时期的丨.6倍。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 

长，对于增强我县的经济实力，改善我县的投资环境和城乡人民的居住条件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年来，在加大 

投资额度的同时,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也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力度不断扩大，旧城改造和 

新区建设步伐加快,县城配套设施功能日趋完善。昔日的垫江旧貌,已被宽广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和功能齐全的花 

园小区所代替。五年来,全县公路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面实现了全部乡镇通水泥路的交通建设目标,2000年 

末全县公路里程达420公里,其中等级公路里程339公里,全县电话机总容量达到63712门。邮电交通的大发展,缩 

短了垫江与外界的时空距离,极大地改善了全县的投资环境,从而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振 

兴垫江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六、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

“九五”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较大提髙，衣食 

住行有了明显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2000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49元，比1995年增长51.1% ,扣 

除价格因素均每年递增6.丨％。生活费支出也由1995年的3130元,增加到2000年的3763元,得年的3763元.扣除 

价格因素增长6.9%。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质量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逐年降 

低，由1995年的50.5%,下降到2000年的40.6%;食品消费质量明显提高,人均粮食消费大幅度下降,副食支出上 

升,干鲜水果消费大量增加。在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家用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彩色电视机、冰箱 

和洗衣机在城市居民家庭中已基本普及,摄像机、空调、电话、家用电脑等产品从无到有，已开始大规模进人普通百 

姓之家。2000年,全县电话普及率已达32部/百人，比1995年增加29部。在农村,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农民人均 

纯收入已由1995年的980元,增加到2000年的丨817元，平均每年以10.5%的速度递增。随着城乡居民的收人水平 

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结余购买力不断增加,居住环境逐步改善。2000年，全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91939万 

元,人均2185元，比1995年增加1296元,增长1.5倍。五年来,城乡居民家庭居住条件又有了很大改善,到2000年 

末,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25.4平方米和29平方米,住房的成套率和私有率也有明显提高。

七、社会亊业全面发展

“九五”期间，全县社会事业蓬勃发展。科技事业取得新进展,2000年末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1%人， 

其中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3323人科教兴垫”战略进展顺利,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力度加大,科技对经济的贡 

献率不断提高。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教育事业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力度逐年增大。九 

年义务教育得到全面实施，基础教育取得显著成效。2000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8% ,初中人学率达93.9% 。 

全县中、小学在校生已由1995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4.0万人,专任教师也由1995年的5146人增加到5488人。卫 

生事业不断发展，2000年全县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35个,其中医院、卫生院28个，卫生机构拥有床位876张,卫生 

技术人员1305人，其中医生773人。文化事业大发展,2000年末全县广播覆盖率达100%，建成有线电视转播站121 

座,传输线路415800杆公里，电视综合覆盖率由1995年的60%增加到2000年的98.0%。各项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又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

五年的奋斗，换来了今天的辉煌,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八十八 

万垫江人民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同心同德,团结一心,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奋力拼搏,为全面完成“十五”汁 

划,实现垫江在新世纪的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

(垫江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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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 的武隆辉煌的“九五”

—— [九五]时期武隆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县紧紧围绕“123456”的总体发展思路和“三一八八”奋斗目标，始终坚持贯彻“立足旅游资源开 

发,依靠旅游业带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依靠投资拉动、狠抓产业结构调整,借助结构转变推动”的战略部署，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克服制约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县基本形成旅游旺、百业兴的可喜局 

面,全县经济继续保持髙速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一、综合经济

“九五”期间,县委、县政府把增强经济实力,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工作的重点,全县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九五”期 

末,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八五”期末增长93.8%,年均递增14.1%,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4.97亿元,增长34.5%,年均递增6.1%;第二产业增加值3.88亿元,增长1.4倍,年均递增19.4% ;第三产业 

增加值4.96亿元,增长1.2倍,年均递增17.6%。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三次产业比重由“八五”末的 

45.1:27.6:27.3调整为“九五”末的36.0:28.1:35.9,达到了“改造提高第一产业,壮大优化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 

产业”的目的。

二、农业

“九五”期间,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可喜成绩,农村经济续稳定增长。2000年全县 

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54亿元(90年不变价），比1995年增长37.3% ,年均递增6.5%。其中,种植业总产值2.34 

亿元,增长40.0%;林业总产值0.38亿元,增长25.1 %;牧业总产值丨.75亿元,增长34.4%;渔业总产值743万元,增 

长 1.06倍。粮食生产继续平稳增长，多种经营齐头并进。“九五”末,全县粮食总产量17.08万吨，比“八五”末增长 

24.4%,年均递增4.5%;全县油料产量3706吨,增长31.3%,递增5.6%;水果产量3730吨,增长49.1%,递增8.3%; 

烤烟产量9590吨,增长21.4%,递增4.0%。畜牧业生产发展势头良好。“九五”末,全县猪牛羊肉总产量2.3万吨， 

比“八五”末增长24.7% ,年均递增4.5% ;全县大牲畜存栏数7.89万头,其中生猪存栏28.5万头,羊存栏20.82万只， 

分别比1995年增长24.7%、9.6 % 、1.03倍;全年出槽肥猪28.4 万头，比1995年增长9.0%。渔业生产发展较快， 

2000年全县水产品产量1650吨，比1995年增长1.01倍,年均增速15.0%。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全县农林牧渔 

业产值比重由“八五”末的50.4:9.1:39.5:1.0调整为“九五”末的51.5:8.3:38.5:1.7,全县农业由单一的粮猪型经 

济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变。“九五”还狠抓了 10万亩烤烟、5万亩蚕桑、5万亩猕猴桃、5万亩苎麻,100万只山羊五大商 

品基地的建设。农村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九五”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7.56万千瓦,农村用电量5726万千瓦 

时,化肥施用折纯量1.41万吨,分别比“八五"末增长23.3%、□.5%、32.5%;“九五"期间全县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达375.2平方公里,新增农田有效灌面6.06万亩。乡镇企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九五”末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 

3.37亿元,实现利税总额830万元。

三、工业

“九五”期间,我县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鼓励个体等其它经济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实施兼并;对部分运 

行质量差,经济效益不好,严重资不抵债的国有工业规范其破产;对国企职工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 

工程。另一方面又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广泛开展招商引资,鼓励县外企业到武隆安家落户，共谋发展。经过五年 

的努力,全县工业经济实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九五” 

末,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3.7亿元(90年不变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丨.2亿元。“九五"末全县工业经济效 

益综合指数为61.9%,工业产品销售率86.8% ,原煤生产量43万吨,发电量2.3亿千瓦时,硫酸1.8万吨,砖0.6亿 

块，水泥22.8万吨。

四、交通运输及邮电通讯

“九五”期间,县委、县政府把交通、通讯作为工作重点来抓,经过努力，武隆“交通难”“通讯难”的落后面貌得到 

根本性改变。“九五”末,全县客运量、客运周转量、货运量、邮电业务总量、年末电话机数分别达到225万人次、丨.26 

亿人公里、114万吨、0.46亿元、2万部,分别比“八五”末增长25.8%、丨.7倍、16.4%、9.3倍、6.1倍。“九五”末，全县 

公路通车里程为2676公里，比“八五”末增长了 14.5%。“九五”期间,伴随着所有乡镇通讯传输光缆化改造的完成，

114



023大网并网及武隆到鸭江和平桥两条自办邮路的顺利开通，以及在县城新建邮政商城、主要街道设置便民信箱，使 

武隆邮电通讯获得了跳跃式发展九五”末全县拥有移动电话7523户,无线寻呼6500户。“九五”时期,县境内武仙 

路、江共路的新建与硬化,巷江路、巷白路的技改与加宽等的完成,为武隆交通建设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五、固定资产投资

“九五”时期,县委、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县水电、交通、农业、市政、旅游五大行业 

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已成为拉动全县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00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7亿元， 

较 1995年增长1.8倍,年均增速22.7%。其中，国有完成投资5.88亿元,城乡私人完成投资0.71亿元,分别增长 

2.7倍、2.3倍，年均递增分别为29.8%』、33.6%。"九五”时期县境内新建的重点项目，如投资3540万元的武仙路、 

6500万元的巷江路、1852万元的江共路、3000万元的人民广场等已竣工投人了使用。投资21亿元的江口电站导流 

洞已贯通,坝肩开挖和附属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实现了大江截流,主厂房和坝基开挖已顺利开工;投资1.6亿元的中 

心庙水利工程大坝髙度2000年末达到45米,配套电站工程开工建设;投资1.35亿元的巷白路技改工程扩建路面硬 

化和护栏工程基本结束。

六、商贸旅游

“九五”时期,全县加强了市场网点建设,保持了市场繁荣稳定,商贸持续增长。“九五”末,全县完成商品购进总 

额6.3亿元，比“八五”末增长1.4倍 九 五 ”年均递增19.4%;完成商品销售额6.6亿元,增长87.6%,递增13.4%;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8亿元，增长1.2倍,递增17.0%。集市贸易发展迅速，1997年末，全县集商贸、娱乐、 

餐饮为一体的功能齐全、设备先进完善的集贸市场就已发展到了 26个。

“八五”末在全县才开始兴起的旅游产业,通过“九五”时期髙标准、髙档次的规划,在不断加强资源开发及新景 

区新景点建设,努力扩大对外宣传促销力度、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上，在芙蓉洞对外开放后，又相继 

推出了仙女山森林公园，芙蓉江过江速滑、天生三桥、黄柏渡漂流等新劈旅游项目，使旅游业突飞猛进，成为带动全 

县发展的主导力量。“九五”末全县旅游业共接待旅游人数达37.8万人次,完成旅游直接收人1605万元，分别比“八 

五”末增长达1.5倍、2.2倍 九 五 ”年均递增速度也分别达到了 20.3 %和26.3%。与此同时,全县旅游间接收人也 

已突破4000万元达到4307万元。

七、财政金融

“九五”期间,全县通过狠抓税收征管力度、强化预算管理、严格预算约束等方法与措施,使全县财政收支基本保 

持了平衡,金融存贷总额髙速增长。“九五”末，全县完成财政收人1.03亿元,实现财政支出1.8亿元,分别比“八 

五”末增长61.2 % 和 1.8倍，全社会各项存款余额达8.5亿元,增长3.6倍,各项贷款余额11.5亿元,增长丨.5倍。

八、文教卫生体宵

教育事业在改革中继续不断前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普及两基”“普实”成果通过验收并不断得到巩固，办 

学环境进一步改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新进展，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又有新的提高,仅在1999年全县考入大专院校 

新生就达188人，中等专业学校新生287人，2000年全县有成人中等专业学校1所,普通中学丨4所,职业中学3所， 

有在校普通中学生1.5万人,在校小学生3.5万人,学龄儿童人学率99.5% 。

全县医疗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农村合作医疗和初级 

卫生保健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新的提髙。2000年末，全县拥有卫生机构70个,病床807张， 

卫生技术人员843人，其中医生462人。

文化事业蓬勃健康发展,广播、电视覆盖率在2000年已分别达到了 85.0%和91.0%。全县拥有文化馆（站)30 

个，公共图书馆1个，藏书3.6万余册。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竟技水平再获新提髙，全民健身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仅在1999年全县就已举办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会达22次,参赛人员0.7万余人次。

九、人民生活

全县顺利完成了成建制越温达标任务,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档次进一步改善。“九五”末全县农民人均纯收人 

达 1584元，比"八五”末增长1.08倍,城镇职工年均工资达6656元,增长93.7%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2000年末达到5.7亿元，比1995年增长1.3倍,其间年均递增17.9% ,其中，城镇居民储蓄3.3元，增长 

1.2估,递增17.3%,农村居民储蓄2.4亿元,增长1.4倍，递增18.7% 。

(武隆县统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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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 浪 潮 涌 古 城 “九 五 ”辉 煌 耀 忠 州

—— [九五]时期忠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是我县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五年来,全县人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不断深 

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坚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突出重点,超常发展”的方针，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新 

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五年来,全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2000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8799万元,平 

均每年增长9.6%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84621万元、54809万元和89369万元,五年分别平均增长2.4% 、 

15.2 %和 15.3%;国民经济结构在发展中不断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八五”期末的52:18:30调整为37:24:39。

(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增长

2000年，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136485万元,五年平均增长2.6%。粮食总产量431583吨,年均递增2.4% ,畜牧、 

林果、水产、蔬菜生产较快发展。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122516万元,五年平均增长4.6% ,已逐步成为我县国民经济 

的支柱。

五年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经济作物发展迅速,形成了柑桔、银杏、优质大豆三大特色产业和种子、蚕 

桑两大重点产业的农业经济新格局。

(二)工业经济呈恢复性增长

"九五"期间,全县狠抓工业企业结构调整,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大兴“学邯钢经验”之风；加大了国企改革力度，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全县工业经济生产、效益状况明显改善。

2000年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86丨38万元，比上年增长7.1%,五年平均增长0.7% 。其中国有经济完成产值 

15387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7.9%,比 1995年下降9 个百分点，五年平均递减10.9% ;集体经济完成产值 

16108万元，占全县产值的18.7%,比1995年下降4个百分点，五年平均递减5.5% ;股份制以及其他非公有制工业 

企业发展迅速,2000年完成工业总产值54643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3.4%,比1995年提髙13.4个百分点，五 

年平均递增9.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下降32.8%，企业扭亏脱困成绩显著。

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2000年工业对全县GDP的贡献率为14.5% ，直接拉动全县经济 

增长1.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全县以丝绸、化工、建材、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为 

全县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建筑投资快速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全县经济的持续增长

受国家投资拉动政策的影响，我县“九五”期投资增长迅猛,对全县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拉动作用。“九五” 

期我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8442万元,是“八五"期的3.8倍。2000年建筑业对全县GDP贡献率达22.7% ,直 

接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较大改善。2000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2075万元,是 1995年的近4倍,五年平均递 

增3丨.8%。其中国有经济投资71629万元，占全县的70.3%,五年平均递增32.8%;集体所有制投资5749万元，占全 

县的5.6%，五年平均递增8.1%;城乡个人、其他投资24697万元,占全县的24.1%，是1995年的5.6倍,五年平均递 

增40.9%。非公有制经济投人日渐突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对全县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九五”时期我县三产业蓬勃发展,对全县经济的发展贡献越来越大。突出表现在：

1、商贸流通日渐活跃,消费市场趋旺。2000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179万元,五年平均增长8.丨％ ;出口 

创汇620万美元,五年平均增长9.5% 。

2、邮电通信业迅猛发展。2000年全县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060万元，“九五”期间平均递增49.6%。2000年末全 

县电话用户46704户，是丨995年末的7.12倍,五年年均递增48.1% ;移动电话用户达17200户，国际互联网236户， 

邮电、通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3、财税、金融形势平稳。2000年全县完成全口径财政收人12679万元,五年平均增长9.1% ;各类银行年末存款 

余额29.98亿元,是 1995年的4.85倍,贷款余额16.54亿元,是“八五”期末的2.28倍,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3.35亿 

元，是“八五”期末的2.9倍。

(五)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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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全县个体工商户达到11826户，私营企业95户，实现营业收人11.7亿元,完成税收3362万元。五年来 

个体私营经济为国家提供税收10076万元。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全县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又一支

撑点。

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五年来,全县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突出发展的指导思想,各项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九五”期累汁完成企 

业改革105户，改为有限责任公司26户、股份合作制18户，兼并23户,破产8户，其他经济形式30户，国有企业改革 

面达87.0%,集体企业改革面达67.0%,完成了县麻纺厂、朝隆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破产关闭，企业资产得到优化组 

合、经营机制更加灵活。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完成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初步建立起土地流转制度;成功开展放活 

农村小微型水利使用权改革,实行荒山荒坡、荒水、荒滩租赁经营,盘活了村、社集体资产。

对外开放成绩裴然。五年来,全县共引进项目17个。山东黑豹、重庆索特、北恩药业、大帝集团、三峡风集团、 

沙百集团等外地企业纷纷落户忠县,探寻新的市场;忠县物资公司获得美国库柏公司产品在库区的独家代理；引进 

施格兰集团投资3150万美元的柑桔产业化项目顺利实施;引进的日处理能力为600万方的天然气净化厂项目已动 

工兴建。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效实施,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九五’’期间全县有效的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大力实施了长江干流工程 

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天然林保护、德援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关闭了县造纸厂等3家“五小” 

污染较重的企业,79个工业企业污染综合治理达标。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髙。1997年全县农村实现整体越温达标。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人1674元 九 五 ”期 

年平均增长9.8% ;城镇居民人均可配收人4853元，比“八五”期末增加1922元;城镇人均住房居住面积由"八五”末 

的 11平方米增加到21平方米;广播覆盖率91.5%,电视覆盖率92.8% ,基本实现“村村通九五”期全县认真实施 

《五三六扶贫攻坚计划》,解决了农村24.3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安居乐业。

四、基础设施建设成绩裴然,投资环境极大改蕃

“九五”期间,我县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全县交通、能源及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得到 

较大改善。改造硬化了忠垫路、忠梁路、忠万路,硬化公路里程达220公里,结束了建国来无一寸水泥路的历史；新 

建技改客船丨0艘投人汉渝航线运营;忠县长江公路大桥工程进展顺利并将于2001年5月 1 日正式通车；建成2x 

1.2千瓦火电厂,实施了城市“光明工程"及农村电网改造;完成忠石大堰、黄钦水库渠系配套和新立、拔山、马灌农业 

综合开发园区项目工程,改造中低产田4.6万亩;小城镇建设稳步发展,石宝镇、官坝镇、拔山镇成为重庆市级试点 

小城镇,汝溪镇成为重庆市示范小城镇,投资环境大为改善。

五、移民工作顺利推进

“九五"期间,我县高度重视三峡移民工作,坚持“在发展中移民,在移民中发展’’的理念,移民工作顺利推进。

到“九五”期末为止,国家累计下达我县移民动态投资计划10.50亿元,完成移民动态投资10.50亿元,完成计划 

的100%。农村移民安置步伐逐步加快，五年来,全县通过开发、调整土地等多种渠道安置移民24338人,其中政府 

组织外迁安置2278人,建成农村居民点13个。工矿企业搬迁有序进展,五年来,共完成企业组合迁建、补偿销号及 

破产关闭40户，形成新项目丨2个,安置移民2129人。忠县火电厂、化工厂、鲁川陶瓷厂等企业实施了资产重组搬 

迁,经济效益良好,县酿造厂等迁建企业完工销号,县酒厂搬迁基本完工,长江建司、液化汽储配站、乌杨酒厂等企业 

搬迁进展顺利，忠县丝厂、江城工具厂等一批企业关停破产解体结束。集镇迁建整体启动,7个迁建集镇共完成建 

房8.62万平方米,石宝镇、新生镇新建场镇初具规模。县城迁建初出形象,红星小区、郑公小区、苏家小区路网、管 

网等基础设施基本形成,建成移民统建房18万平方米，1917名移民人住新区,忠州粮站、乡镇企业供销公司等5家 

单位完成二线水位淸库任务，忠县中学、县人武部等12家单位进人新区开工兴建。

六、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九五"期间,全县实施重点科技项目90项,取得成果35项,推广新技术95项，开发新产品56个。教育“两基" 

达标,髙考上线人数连续13年居渝东片区第一名。库区淹没文物抢救性发掘获得重大突破,干井沟中坝遗址被列 

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石宝寨被评为全市“十佳旅游景区”。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开展,参加市二靑会获得金牌3 

枚,银牌4枚，铜牌3枚，实现了我县体育获奖在省级综合性运动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处于全市 

领先水平,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髙。以“双创"为龙头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卓有成效,城市综合治理有效实施,县城 

主要区域实行垃圾袋装化,城区燃放烟花爆竹得到有效禁止。

“九五”期间的五年,是忠县经济发展辉煌的五年。在新的世纪,忠县人民将继续“九五"的辉煌,在经济建设中 

供造新的业绩！

' (忠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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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拼搏铸辉煌

—— [九五]时期开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济总量显著增加，经济结构日益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提髙，社会事业明显进步。
一、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九五”期,开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0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8.45亿元,比1995年增长55.2% ,年 

均增长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88元，比1995年的丨609元增长979元,年均增长8.4%。2000年末财政总收人 

1.81亿元，比1995年增加0.59亿元,增长48.4%。三次产业比例由1995年的43:28:29调整到2000年的35:32:33, 

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结构不断优化

(一)农业生产集约化、产业化程度提高

“九五”期间，开县加大农业生产投人，大兴农田基本建设,全面推广良种良法,农林牧渔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粮 
食、柑桔、油桐、等商品基地初具规模,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生产程度提高。2000年末,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21.00亿 
元,比1995年增长12.4%;农业增加值13.27亿元,年均增长2.9% 。在农林牧渔业产值中,牧业产值比重逐步提 

髙,2000年达到39.5%,比1995年上升了 1.9个百分点。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比重由1995年的82.6 %下降到2000年的78.5% ,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二)农产品产量增加
2000年粮食、油料产量分别达到567363吨、20403吨，比1995年增加2 _ 吨、868吨，增5.3% ,4.4% ;肉猪出栏 

115万头，比1995年增加8万头，增长7.5% 。

(三）乡镇企业保持发展势头
全县7932户乡镇企业涉及工业、建筑、运输、商业、饮食、服务等各个行业,2000年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27.34亿 

元、增加值8.22亿元、利税总额0.94亿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30.2%、28.5%、1.2倍。乡镇企业已成为县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 _
三、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成失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九五”时期,全县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制改组一批现有工业企业,盘大盘强 

重点工业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以能源、建材、化工、食品、轻纺、机械为主体的工业格局。
“九五"期末,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25.20亿元，比1995年增长9.4%。轻工业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47.1% 下降 

为2000年的35.0%,重工业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52.9 %上升为65.0%;国有工业比重由1995年的36.9% 下降到 

2000年的20.7%，非国有工业比重上升到79.3% 。

2000年生产原煤120万吨,水泥51.84万吨,墙地砖412.29万平方米，棉布140.96万米,合成氨11215吨，胶鞋 

346.98万双,发电11.60亿度,其中,发电量、水泥、合成氨产量比“八五”期末分别增43.9%、62.6 % 、27.0% ，其它产 

品产量也有不同程度增长。

四、第三产业健康发展,拉动经济作用明显

“九五"期间,全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在吸收就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五年间，全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12.9%,髙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3.7个百分点。在吸纳就业方面,2000年末,全社会从业人员比1995年末减 

少5.70万人,而第三产业则增加0.90万人。第三产业不仅吸纳了新增劳动力，还吸收了部分第一、第二产业转移出 

来的劳动力。

邮电通信、房地产、社会服务、保险等行业迅猛发展。2000年,全县邮电业务总量达11917万元，比1995年增长 
6.9倍，年均增长51.0%。年旅客运输量716万人,货物运输量529万吨，比1995年分别增长1.2倍、1.4倍。广播、 

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和98% 。

五、固定资产投资规横扩大,经济发展后劲增强

“九五"时期,全县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大力发展交通、能源、通信、市政、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相关 

行业的发展。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6亿元，比“八五”期增长3倍。

(一)交通建设加快
县委、县府提出“举大债、修大路”口号，五年来多渠道筹资、投资3.5亿元,新修和改造道路350公里,硬化二级 

公路230公里,全县公路里程已达到6850公里。“三桥六路”工程进展顺利。投资1800万元、130万元的南河大桥复 

建、大进髙梁坎大桥已于2000年开工;投资1600万元的东河大桥复建即将开工。投资1900万元的22.5公里同乐公 

路已竣工;总投资46380万元、总里程103.3公里的郭正路、陈岳路、万开路汉马段、开云路开县段、新南河大桥至丰 
中段五条公路的二级水泥路改造先后开工建设。

(二)能源建设成效显著

“九五”期,全县新增原煤生产能力50万吨,年生产能力达到120万吨;新增发电能力3.8亿千瓦,2000年末，全 

县装机容量7.6亿千瓦,年发电量3亿千瓦时，自供电量占全县总用电量的90%,人均用电量202千瓦时，乡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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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通电率分别达到丨00%、99%、97%。被国家命名为"农村初级电气化县”。新建天然气主输气管网60公里、年 

产 10万瓶的液化气灌装站一个、日脱硫10万方的脱硫站一个。长沙、临江、铁桥、新县城相继建成了天然气输气管 
网,让居民用上了卫生洁净的能源。

(三)邮政通信迅猛发展

“九五”期,全县共投资2.5亿元,超过“八五”期的6倍。邮政、电信、信息网络不断完善，全县55个乡镇建立了 

邮政支局或收发点,县城开辟了特快专递业务。新增固定电话装机容量10万门，电话用户6.5万户，分别是“八五” 
期的10倍和6.5倍。移动电话已达2万户，是“八五”期的40倍。

(四)市政设施不断完善
城镇街道、路灯、垃圾处理、园林、公园等市政公益设施进一步完善,县城街道及小巷道硬化率已达100% , 乡镇 

集镇街道硬化率92% ;县城部分道路已建成城市标准街道,照明、卫生设施齐备,城市环境卫生得到较大改观;新扩 

建了县城居民休闲娱乐的盛山公园、艺术长廊新景点;扩改建县城和乡镇集镇5个自来水厂,新增日供水能力3万 

立方米,城镇生产生活用水得到充足保障。
(五)水利建设效益显著

“九五”期全县水利设施建设总投资1.6亿元,为“八五”期的2倍。兴建水利设施31133处,修建引水渠堰71条 

共90多公里,提灌站11处,微型水利工程31050处,新增蓄引提水能力2060万方。2000年末，蓄引提水能力达到 
1.49亿方,有效灌面44.1万亩，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

六、市场体系日臻完替,消费品市场充满活力

“九五”期间,我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专业市场逐步形成,消费品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000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31亿元，比1995年增长48.2% ;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7.3 %上升到2000年的8.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19.4 %上升到2000年 

的25.5%。 传统的百货店、副食店被越来越多的超市、专卖店、连锁店所取代,逐步形成了以大型商品综合批发市场 

为龙头，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集市贸易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体系。流通领域出现了多元化格局，国有经济比重逐步 
下降,非国有经济迅猛上升,个体、私营、股份制等其他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七、实施科教兴县战略,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一)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九五”期间，我县基础教育基本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九五”期末,全县有小学924 
所,普通中学58所，中等专业学校1所;专任教师8556人,在校学生25.27万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教师 

队伍素质增强,学生升学率、人学率稳定增长。

(二)卫生事业发展较好
2000年末,全县拥有卫生机构192个,其中，医院、卫生院120所•,卫生机构病床位1569张，卫生技术人员2678 

人,其中医生1555人。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和较髙素质的医疗队伍,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 

卫生服务需求。 1
(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新建了门球场、长沙镇广场,体育活动场地的设施完备,成功举办了全市农民体育运动会。广泛开展了蓝球、足 
球、乒乓球、登山等体育活动,全民健身运动空前活跃。中小学生体育达标合格率为97.6%,80人考上了体育大专 

院校。
(四)保险事业不断壮大
2000年,实现财产保险费收人5013万元，比1995年增长2.3倍,承保各类机动车辆1.1万台，为 138家企业、10 

万多户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提供了保险保障,各项保险业务不断扩大。

(五)文化事业全面进步
2000年末,全县有文化站55个，图书馆藏书21万册,图书发行网61个。拥有电影单位30个，县乡广播站55 

个,发射台及转播台38座(其中卫星转播台34座）,有线电视在城镇得到普及,并逐步向农村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八、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一)城乡居民收人稳步增长
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1578元，比1995年净增504元,增长46.9%;全部职工年人均工资收人5242元，比 

1995增加1764元,增长50.7% ,年均增长8.6%。城乡居民储蓄大幅上升,2000年末存款余额28 • 77亿元，比1995年 

的7.98亿元增长2.6倍，年均增长29.3% 。

(二)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九五”期间,城乡居民食品性消费比重大幅度下降,讲究吃好、吃精、注重营养;住讲宽敞明亮,环境舒畅，2000 

年末,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5.4Q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0.56平方米，比1995年有较大增加；用讲髙 

档、电气化,大屏幕彩电、影碟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微波炉、家用电脑、移动电话进人百姓人家。

(开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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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进取求发展社会经济齐并进

—— [九五]时期云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是云阳县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全县人民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紧紧抓住重庆直辖、三峡工程 

移民迁建、对口支援和西部大开发等历史机遇,克服种种困难，开拓进取，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提高，较好地完成了"九五”计划期的各项任务。

一、国民经济实力增强,产业结构有所调整。

"九五”期间,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2000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6130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 

增长62.9%,年平均增长10.3%,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产业结构 

调整有较大突破。一、二、三产业之比由1995年的57:24:19调整到2000年的43:33:24,在“九五”期间，二、三产业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9%,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4% ,产业结构向着工业 

型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地方财力的增强,2000年，全县地方财政收人达到10559万元，比 1995年增长 

96.7%,年平均增长14.5% 。

二、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结构改变

“九五’’期间,我县农业生产遵循稳粮增收调结构的工作主线,取得了较好效果。2000年,全县完成农业总产值 

150878万元，比"八五”末增长18.8%,年均增长3.5%,粮食产量46.76万吨，比“八五”末增长14.2% ,年均增长 

2.7 % 。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髙九五’’期间,全县农业商品化率达35% ,分片区形成了饲 

养、水果等多种产业。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2000年种植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为49.4%,比1995年的55% 降低了 5.6个百分点。“九五”期间，通 

过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草、农业综合开发等举措,形成了一批产业基地。扶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跨跃，1998年， 

全县成建制越温达标,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三、工业企业在调整中推进,重点发展战略初见成效

“九五”期间,我县工业企业面临改制、调整结构、移民迁建等挑战,仍有较快发展。2000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 

值82942万元九五”期间年均增长6.7%,形成了采掘、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电力、化工、医药等为主的多门类工业 

体系D
重点发展战略初见成效。“九五”期间,在企业改制和移民迁建中,实施“小巨人"工程,把企业盘大盘活,一批有 

品牌,有市场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经济市场化程度有较大提髙,形成了云阳曲轴厂、天立玻璃钢公司等为骨干的一 

批重点企业。到2000年,全县国有及年销售收人500万元非国有企业达20家总产值为44617万元,占全县总产值的 

53.5%;工业经济效益指数达到53:4% 。

四、交通运输发展迅速，邮电通讯突飞猛进

“九五”期间，交通运输以强化道路建设,提高道路质量为重点，使运输条件不断改善,运输实力不断增强，到 

2000年末,拥有汽车2708辆，比1995年增加1007辆,年均增200辆,完成客运量421万人次,货运量436万吨,全县 

公路里程(乡级以上道路)1360公里。全县形成了以公路为主,水陆共营的运输网络,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产

和生活。

邮电通讯业突飞猛进形成了方便快捷的通讯网络。2000年,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童6176万元，比丨995年增加 

5.4倍,年均增长44.9%。通过五年期的发展,通讯通力加强,质量提髙,用户规模扩大,到2000年末,全县固定电话 

用户数达48769户.比1995年增加34.84倍,无线寻呼、移动通讯从无到有,并在短短几年内迅猛发展,到2000年末， 

移动电话用户数已达14800户。形成了多种通讯手段相结合,以公众通讯网为主体的通讯网络。

五、国内贸易长足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贸易异常活跃。2000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09亿元，比1995年增长73%, 

年均增长11.6%,其中，国有经济零售额15278万元,集体经济零售额12863万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42.2% ， 

19.5%。非公有制贸易业不断发展壮大,所占份额由1995年的53.2 %上升到2000年的72.1%,提升18.9个百分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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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了以非公有为主的多元化经济格局。集市贸易活跃,2000年完成集市贸易成交额46747万元，比1995年增民 

89.8%,年均增长丨3.7% 。

六、强化固定资产投资,增强经济发展基础

随着三峡移民工程的推进,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已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九五”时期，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38.8亿元。固定资产的投人,为全县经济发展夯实了基础，为社会事业的进步以及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有利环 

境,为外来投资者创造了条件。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增加,2000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51亿元，比1995年增长2.1 

倍,年均增长25.1% 。

七、移民搬迁进展顺利,新城功能逐步完善

“九五"期间，顺利完成了库区一期搬迁任务,二期任务又按进度顺利进行,顺利完成了移民集中外迁任务。集 

镇迁建积极推进,全县已有14个集镇动工迁建,其中,盘石、高阳等几个新集镇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县城建 

设已初具规模,县政治中心已迁至新城,各种功能逐步完善。

八、社会事业兴旺发达

“九五”期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推动,社会事业取得了全面进步。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九五” 

期间,加强了文化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文化环境进一步净化，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广播、电视事业继续发展,到 

2000年末,全县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96.3% ,95.8% 。

教育事业稳步前进。2000年,全县拥有各级各类学校763所,在校学生192798人。双基教育质量有所提高，"普 

九"覆盖率达97.6%,“九五”期间,全县累计为全国各大专院校输送新生3040人,教育质量显著提髙,强化了成人教 

育和扫盲工作,全县人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髙。

卫生事业全面发展,到2000年末,全县拥有卫生机构126个,病床数1158张,卫生技术人员2189人。医疗条件、 

卫生保健水平不断改善,全县形成了防疫、保健、专科医院到综合医院的卫生体系，医疗网点遍及全县城乡。

九、居民生活水平提离,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九五"期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髙,消费结构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变 

化。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1495元，比1995年增长46.9%,年均增长8.0%;职工年均工资5123元，比1995年增长 

62.1%,年均增长10.1%。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大幅度增长,2000年末达到156950万元，比1995年增长2.8倍,年平 

均增长30.5%。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比重由95年的70%下降到2000年64% ,大多数居民在物 

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据调查,2000年末,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15.06 

平方米，比1995年增加了 5个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5.50平方米，比1995年增加了 6.70个平方米。

“九五"期间取得的各项成就，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移民、脱贫、发展、稳定”四大任务，坚持“稳中 

求进”的工作方针,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所取得的硕果。随着移民迁建、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支援的不断推 

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云阳县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实施,云阳县的经济将更加繁荣,社会事业必将全面进步。

(云阳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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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辉煌

—— [九五]时期奉节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县上下共同努力，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 

跨越,主要目标基本完成。

一、国民经济稳定埔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一)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2000年,我县国内生产总值为218390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 

22.0% ,平均每年增长4.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1655元增加到2000年的2205元,年均增长5.8% 。

(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据统计九五”期间我县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市位居24 - 28位之间，高于邻县巫山 

和巫溪。
“九五”时期也是地方财力增加最多的时期,地方财政收人累计超过3.1亿元，比“八五”增长23.7% 。

(三)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但结构有所变化。

按可比价格计算九五”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4%;第二产业年平均减少1.8% ;第三产业年平 

均增长11.2% 。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1995年的46.7% :26.5% :26.8 %调整为2000年的41.5%: 

21.1%:37.4%0

二、农业经济结构得到调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

(一)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

“九五”以来,我县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2000年同1995年相比,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重由79.5% 下 

降到75.5%,而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大。畜禽产量的比重由94.7 %下降到58.5% ,林牧渔业的 

比重则由40.1%上升到41.5%。同时,农业种植结构和品种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质量好、效益高的粮食品种和经济 

作物品种的比重增加,优质、高效、环保的新型农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

主要农产品中,除茶叶、蚕茧产量略降以外,粮食、油料、烟叶、水果、肉类、水产品“九五”时期年均产量分别比 

“八五•’时期提高15.0% ,6.6% >22.8% ,77.6%、35.9%和64.2%。粮食产量年均378410吨,提前实现“九五"计划目 

标，目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大体稳定在40万吨左右;油料、烟叶、水果、肉类、水产品年均产童分别为9613吨、5819 

吨、43767 吨、52667 吨、1720 吨。

三、工业在调整中前进

“九五”期间，面对结构调整、移民迁建的机遇与挑战，奉节工业在调整中前进。2000年末，全县工业总产值 

51000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83.1 %  ,年均递增12.8 %。轻重工业比例变化大,轻工业比重由44.5% 下 

降到36.2% ,重工业比重55.5 %上升到63.8% 。

“九五”时期,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2.6 %增加到35.1%,集体经济的比重由10.7% 

增加到24.6%,个体、私营经济的比重由66.7 %下降到40.3% 。

四、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

在国家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我县加大了交通、水利、通信、能源、小城镇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九五”期间,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4502万元,是“八五”时期的4.4倍,年均增长34.5% 。

(一)交通条件大为改善。1997年底，县委提出了实施“53712”工程,并形成了《关于加快交通建设迅速改变交通 

落后面貌的决定》。到2000年,通过举债、募捐、集资修路,三年共硬化、油化公路400多公里,梅溪河大桥复建工作 

顺利完成,奉节长江大桥巳完成前期工作,渝巴路辽宁大道于1999年顺利开工建设,巫恩路奉节段改造工程全面竣 

工，县城至各区的主干道硬化工程进展迅速。

(二)水利设施建设加快。“九五”期间,完成了青莲溪水库的初设工作,2000年 11月已正式动工,进入全面建设 

阶段;完成了茅草坝水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设等前期工作正在进行。“九五”时期,新建山平塘150 口，增加供水 

量60万立方米,改善灌面1.22万亩;新修引水堰120条,增加供水量867万立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29平方公里。 

投资1100万元对兴隆、甲髙、郭家等18处场镇供水工程进行了技改。兴建蓄水池850 口，引水堰6条,解决了 10万 

人5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三)通信建设得到强化。“九五”时期,我县通信建设取得显著的成绩,程控电话装机容量5.46万门，已安装电 

话2.57万部,用户34909户。移动通讯发展很快,2000年,移动电话用户14500户,基本完成了各区镇的CSM基站建 

设任务。

(四)能源建设进展明显。“九五”时期我县电力建设进度加快,投资1.14亿元,装机2 xl.2 万千瓦的康乐火



电厂于1997年发电投产。全面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2000年发电量达2 亿多度,满足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 

生活的用电需求。2000年原煤产量247万吨九五”时期煤炭产量每年都在200万吨以上，年外销都在100万吨以

上。

(五)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九五”时期,共投资10亿元用于小城镇建设，小城镇供水、供电、道路、通信等公用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文化、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增强了小城镇服务功能，为“十五”时期我县城镇 

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国内贸易稳步埔长

奉节县大力发展商品贸易，贸易市场繁荣活跃。2000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25万元，比1995年增长 

75.7%，年均增长11.9%。各类经济类型商业网点1.4万个,从业人员2.2万人。1995年全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中，个体私营经济占30.9% ,2000年上升到46.6%，已成为活跃商贸的最坚实的力量。

六、旅游业蓬勃发展

奉节县是长江三峡旅游金三角环线的交汇处，其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人文学观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驰名中 

外的旅游胜地。境内有长江第一峡的翟塘峡,历史名胜白帝城和众多的三峡文化遗址;有世界最大的漏斗小寨天坑 

(高为666.2米，直径为626米,总容积1.19亿m3),世界上最长的地缝(全长37km),世界级暗河龙桥河等旅游资源， 

吸引着一大批海内外游客。2000年,共接待中外游客47.08万人(其中国际游客3.58万人）,比1995年增长52.4% , 

年均增长8.8%;旅游综合收人6046万元，比丨995年增长50.8%;年均增长20.2%。县委、县府已提出了“旅游富 

县”的发展战略,旅游业将成为我县新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七、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一)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科技兴夔战略取得成效,适用科技推广较快,科技实力逐步壮大九五”期末全县 

各类科技人员12753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加大。

(二)教育事业快速发展。2000年全县中小学校774所，在校学生16.9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人学率100% ,小学 

毕业率102.4%。幼儿教育发展较快,2000年全县幼儿园99所,人园儿童30520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迅速，髙中教 

育得到加强,2000年高考上线695人,“九五”时期,全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00年,全县 

专职教师5626人,教师队伍壮大,教育质量稳步提髙。

(三)体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全县继续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争创“全国武术之乡”活动取得实效。卫生事业规 

模扩大九五”期末,全县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58个,卫生机构拥有床位1167张。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417人,其 

中医生795人,护师、护士 241人。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力度加大,公共卫生保障程度提高。

(四)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全县拥有艺术团体1个,文化馆(站)63个,公共图书馆1个,档案馆1个， 

自办《夔门报》每年发行都在100期以上,约120万份。广泛开展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活动,举办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 

性文化娱乐活动。文物古迹抢救保护取得阶段成果。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九五’’时期末,全县广播覆盖率 

达92 %，电视覆盖率达95% ,全县共有卫星地面接收站5210个,电视差转台28座。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加快,依法治县取得一定进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提髙了城乡人 

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八、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离

2000年职工年均工资5173元，比1995年增长62.8%,年均递增10.2%。农民人均纯收人1285元,增长30.6% , 

年均递增5.5%。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2000年底存款余额126742万元，比1995年末增长5.43倍,年均递 

增 40.3% 。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髙，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旅游、住房等消费比重上升。“九五”期间，城乡居 

民居住条件极大改善。据住户调查,2000年底,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95年的7平方米提髙到12平方米,农村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95年的21平方米提高到24.92平方米,60%以上农民住房为砖木结构或钢筋水泥结构。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健全。2000年全县对符合条件的270人,给予了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累计发放保障金150000元。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发展,2000年末全县各类社会福利院24个,社会福利床位 

364张，收养人员360人。

过去的五年,是奉节辉煌的五年。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方针政策,全面贯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奉节一定能够在“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将更大、更快、更好的发展,创造出更好 

… 的未来。

(奉节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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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巫山经济发展变化大

—— [九五]时期巫山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脱贫、移民、发展三大主题,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克服了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开拓进取，主要指标基本实现预定目标，国民经 

济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

一、国民经济总ft增加

2000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122148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43.3%,平均每年增长7.5%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2077元，比1995年增长56.0%;平均每年增长8.6%。提前两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980年翻两番的 

战略目标。

二、产业结构变化趋向合理

产业结构由一产业逐渐向二、三产业发展,特别是向三产业方向发展。三次产业结构由1995年的49.8:19.2: 

31.0调整为37.3:2丨.5:41.2。三产业比重上升10.2个百分点。

三、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九五”期间，我县始终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首位，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增加农业投人,促进了农村经济全面发 

展。2000年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0072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17.1%,平均每年增长3.2% 。其 

中:农业产值增长14%,林业产值减少21.2%,牧业产值增长47.2%,渔业产值增长113.1% 。

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名称 单位 1995 年 2000 年 增减±<

粮食 吨 214005 221888 3

油料 吨 7337 6099 - 16

烟叶 吨 4695 6630 41

出栏肥猪 头 338159 435818 28

水产品产量 吨 320 650 10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九五”期间我县加快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质量好、效益髙的粮经作物和牧产品产量 

增加。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

四、工业生产出现滑坡

“九五”期间,正是国有工业进行改革时期,面对结构调整,市场竟争,我县工业企业未能在改革大潮中立稳,随 

着中型企业烟厂被兼并,淀粉厂破产后,一大批与之相关的小型企业相继萎缩倒闭,生产出现滑坡。2000年,全县完 

成工业总产值26041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下降18.0% ,年均下降3.9%。企业经济效益逐年下降,企业负 

担重,已成为“九五”期工业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五、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

“九五”期间，正是三峡大坝实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县抓住三峡移民搬迁的历史机遇,积极进取,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高速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的发展。“九五”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6175万元，比“八五”期间 

48715万元增长4倍,平均每年完成49235万元九五”期一年的投资就相当于整个“八五”时期的总和。

六、交通运输业发展不平衡

2000年全县货运量240万吨，比1995年增长19.4%,平均每年增长3.6% ;客运量丨份万人次，由于受旅游滑坡 

的影响，比1995年下降16% 。

七、邮电通迅发展迅猛

“九五”期发展变化最快的要数邮电行业,成倍成倍的增长，网络建设四通八达。2000年末，全县拥有固定电话 

用户24166户，比1995年增长6倍多，年均增长48.2%。其中：私人电话22287户，占92.2% ;移动、联通等公司相继 

在巫山挂牌,2000年末全县移动电话用户12606户，比1995年增长145倍多;寻呼机10376户，比1995年增长7 倍 

半，年均增长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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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商品供应充足，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壮大

由于改革流通体制,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城乡市场繁荣,货源充足。2000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538万元，比1995年增长62.4%,年均增长10.2 %。扣除物价指数实际增长55.6% ,年均增长9.2%。其中，国有 

经济6203万元，比1995年下降13.4% ;集体经济5656万元，比1995年下降32.1% ;非公有制经济36679万元,增长2 

倍多。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零售额占整个零售额75%,已成为支撑城乡市场的生力军,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

九、市场物价总水平运行平稳

“九五”时期我县物价处在低价位上运行。零售物价总水平年平均上涨率由“八五”期的12.9 %下降到“九五”期 

的 1.3%,通货膨胀得到明显抑制。

十、旅游业发展势头好,后劲足

改革开放,使我县由一个无名小县,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旅游大县,并挤身国家级AAAA旅游景区，为巫山的经 

济繁荣带来了无限生机。“九五”期间全县旅游业经历了兴旺、萧条、复苏的变化,累计接待旅游人数367.9万人次， 

比“八五”期增加118.22万人次,增长47.3%。旅游创社会综合效益91637万元,比"八五”期增加64409万元,增长2 

倍多。

十一、财政、金融运行平稳

2000年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5178万元，比1995年增长54.4%。年均增长9.1%。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银 

行贷款大幅度提髙。1995年末,全县银行存款余额26807万元,到2000年末达到142269万元,增长4.3倍。各项贷 

款余额由1995年末53331万元,到2000年末增加到91389万元,增长71.4% ,年均增长11.4% 。

十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九五”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包括增发国债，调资和扩大内需,西部大开发一系列政策。人民生活发生了变化， 

收入增加。2000年全县职工年货币工资5309元(含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数），比1995年增长54.1% ,年 

均增长9 % 。农民人均纯收入1261元,比1995年增长34.9%,年均增长6.2%。2000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79979万元，比1995年末增长4倍;人均储蓄1360元，比1995年增长4倍多。

“九五”期间,我县国民经济发展呈良好态势,经济总量成倍增长,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 

幅度提高,经济运行整体保持了稳定持续发展。但在改革过程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如工业经济萎缩,运行质量不 

髙；主要经济指标虽然增长较快,但与全国全市水平相比差距大;结构性、机制性矛盾突出；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举步维艰。这些问题不但严重制约和影响着当前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影响到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巫山经济的发 

展。为了确保“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目标的实现,我们一是必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善投资环境,找准发 

展项目，加强工业技术合作,大抓特抓工业;二是必须对现有企业深人调査研究，找准病因，“对症下药”,盘活一些企 

业;三是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人,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人；四是继续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挖掘旅游市场 

潜力,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五是要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制定优惠政策,全力以赴抓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 

成“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规定的任务。

(巫山县统计肩}

125



调 结 构 强 基 础 增 实 力

—— [九五]时期巫溪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全县人民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突出发展主题,坚持结构调整这根主线，以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越 

温脱贫、企业改革攻坚、财政走出困境为重点，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九五”期间,全县累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0054万元,年均增长7.9%,比“八五”期间提高了 1个百分点。200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1038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06元,在 1995年的基础上人平净增629元。整个“九五”期 

间,农业增加值由1995年的28777万元增加到39251万元,五年平均递增6.6%;工业增加值由6640万元增加到 

12752万元,平均递增13.9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5584万元增加到25872万元,平均递增10.7% ;全口径财政 

收人由3072万元增加到5235万元,平均递增11.2%。“九五”期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2794万元，比“八五”增 

加68331万元,五年平均递增22.4%。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为全县经济发展注人了活力。

二、以“特”和"基"为主的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促进了经济埔长

"九五”期间,我县狠抓了经济结构调整。三次产业的比重由1995年的59:17:24调整为2000年的48:23:29;在 

需求构成方面,投资率由“八五”期末的18.4 %提高到“九五”期末的30.4% ;在所有制结构上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扩 

大,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为41% 。

(一)农业突出了以发展特色农业为主的产品结构调整。我县立足山区和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化为重点,大抓 

了畜牧、烟叶、蚕桑、药材、杂粮等特色农业,有效的推进了农业的持续增长。2000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0931 

万元，比1995年增加15203万元,五年平均递增3.3%。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四业比重分别由1995年的60.9: 

6.0:32.8:0.3调整为2000年的55.9:5.1:38.8:0.2,在农业内部,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比重由99年的72.7:27.3发 

展变化为65.7:34.3农产品商品率由1995年的32.8%,提高到2000的36.8% 。

(二)工业重点突出了以加强基础产业建设、国企改革为主的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在工业产品上,重点加强了以 

电力产品为主的水能资源开发和以食品、蚕丝为主的农产品深加工产品结构调整。目前,全县工业基本上形成了以 

电力、农产品加工、建材、丝绸等工业产品为主的生产格局。据统计2000年四大类产品总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 

54.7%。在所有制上,对国有企业实行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企业改革,通过改制转机、拍卖出售、关闭破产等 

形式,优化了工业结构,加快了工业发展。在企业改革的同时,围绕农产品深加工的农村个体私营工业得到了较快 

发展。整个“九五”期间，全县国有、集体、个体工业的发展速度分别为-55.3%、2.58倍和40.66% 。在工业总产值 

中，国有、集体、个体所占比例由1995年的31.3:13.8:54.9发展变化为9.9:35.0:55.1。

(三)第三产业突出了以旅游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的结构调整。“九五”期间全县进一步加大了旅游宣传促销工 

作,扩大了巫溪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九五”期全县景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5400万 

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的5.8%。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经济增长。2000年完成国内旅游收人 

2981万元，比95年的1829万元增长了 63.0%;其中门票、餐饮、住宿、购物、交通收人分别比丨995年增长17.5倍、 

2.4倍、1.9 倍、1.9 倍和 13.1% 。

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瓶预"制约大为缓解

“九五”期,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2794万元，年均增长22.4%,其中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投资额76360 

万元，占整个投资额的82.3% ,大大缓解了影响全县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一)道路交通大大改善。到2000年底,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1063公里。其中硬化、油化公路250公里,等级公 

路达到930公里,实现了乡乡通和64.1%的村通公路。整个“九五”期间,全县交通建设总投资达19624万元，比“八 

五”时期的1032万元,增长18倍。运输业的迅速发展,2000年底,全县拥有机动车1085辆，比1995年增加643辆,客 

货运输周转量分别达到6348万人公里和3946万吨公里。

(二)通信事业快速发展。“九五”期间,全县用于改造通信设施、提髙通信质量的通信投资总额达7171万元，比 

"八五”期的1179万元增长了 5.1倍。到2000年全县光缆线路长度达到521公里,电话交换机容量达2.4万门，本地 

电话、移动电话、无线寻呼、国际互联网用户分别达到16601户、5296户、3137户和120户。2000年,全县通电话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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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377个村，占62.1%,邮政电信业务总世1975.8万元，比1995年增长3.12倍,五年平均递增32.8% 。通信事业成 

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

(三）水利能源建设效果明显。2000年全县电力装机容量达4.79万千瓦，比“八五”期末增加了 3.03万千瓦。 

完成了双通引水工程、檀木坑口火电站工程等大批水利工程建设。农村初级电气化县通过重庆市验收。整个"九 

五"期间,全县水利能源建设投资12581万元，比“八五”期增加11600万元，全县电力发电量由丨995年的5996万度增 

加到2000年的12429万度，电力供应告别了短缺的历史。

(四)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九五”期我县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00年 

完成中低产田改造3.48万亩,兴建微型水利工程0.73万处,治理水土流失50平方公里,建人畜饮水池I万口，并完 

成了上磺髙效农业园区一期工程建设。

四、开发扶贫、招商引资、对口支援效果明显

“九五”期，全县把开展开发扶贫工作作为全县工作的重点,使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00年我县农村整体 

越温达标通过重庆市验收。全县岩洞窝棚户全部喜迁新居,建卡贫困人口由“八五”期末的13.7万人下降到现在的 

1.36万人,90%以上的贫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九五”期共投人扶贫资金7052万元,实施了“村村通”等一系列重 

点扶贫工程，还改造了希望小学8所，救助失学儿童0.14万名。

“九五”期间，全县抓住国务院关于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契机招商引资,对口支援工作取得较大成绩。五年间全 

县累计引进县外资金32000万元，比"八五”期增加26400万元,增长4.7倍。重庆碧波艺苑有限公司等一批外企纷 

纷在我县落户投产,马铃萼淀粉加工等招商项目已产生了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通水利工程等对口支援企业 

成为我县的支柱企业。

五、财政金融持续埔长

“九五”期间全口径财政收人累计22532万元，比“八五”增加11782万元,年均增长11.2% ,其中2000年5235万 

元，比1995年增长了 70.4%。“九五”期间,在财政支出总量得到控制的同时,支出结构发生变化，各项重点支出项 

目执行情况较好,2000年全县财政支出18339万元，比1995年增长2.3倍。

金融形势基本平稳。2000年全社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51279万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7608万元,分别比 

1995年增长2.6倍和2.9倍。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1995年增长56.1% ,2000年达到52983万元。金融业为我县经 

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人民生活明显提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居民收人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髙。职工年工资收人2000年达到6270元，比1995 

年增长了 1.2倍,五年平均递增16.6%,工资收人、经营性收入是城镇居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 

由1995年的821元增加到2000年的1258元，五年增加了 437元,年均递增8.9%。2000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1060元，比1995年增长23.0%。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吃、穿、用下降,居住、交通、医疗保健、文化生活支出幅度增长， 

恩格尔系数由1995年的67.4 %下降到2000年59.9% ,下降了 7.5个百分点。2000年末,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电视 

机44台,其中彩电9 台,收录机28台，影碟机1台，电冰箱1台,洗衣机3台，电话机3部。

七、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全县教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学水平明显提高，各种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九五”期间共向大 

中专院校输送新生3700余人。全县目前有普通中学19所，职业中学2所。专任教师3862人,在校学生73363人，学 

生招生数16506人,分别比1999年增长了 2.3%、4.2 %和5.0%,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99.5% 。

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基层卫生保健进一步加强,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合格达标。加强了医 

药市场监督执法力度,理顺了医疗秩序,净化了医药市场。卫生WKH8SP项目正在实施,全县卫生机构人员数达到 

106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有884人。“九五”期全县共改造乡镇卫生院28所,新建了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和中医 

院。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完成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广播人户率和电视榭 

蹩率分别达到76%和86% ,比1995年分别增长了 38.2和10.4个百分点。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到 2.45%«,计划生育率达90%以上。

(巫溪县统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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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前进的五年

—— [九五]时期石柱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石柱县充分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紧紧抓住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优惠政策,坚持“加快发展、富民为 

本、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和“强化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经济发展方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就,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

一、经济发展成效卓著

(一)“九五”时期,石柱县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00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139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是1995年的1.45倍,年均增长7.7%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3458万元,年均增长5.5% ;第二产业增加值34851 

万元,年均增长6.8%;第三产业增加值43089万元,年均增长11.6%。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第一产业比重由1995年 

的43.9 %下降到2000年的35.8%,第三产业比重由1995年的27.8 %上升为2000年的35.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稳步提髙,2000年达到2408元,是 1995年的1.44倍。地方财政实力壮大九五”时期累计实现地方预算内财政收 

人23499元,年均4700万元,是 1995年3851万元的1.22倍,其中2000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4083万元，是 1995年 

的 106.0% 。

(二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总量逐年壮大,200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9089万元，“九五”时期年均增长 

2.9%(按可比价计算）。粮经种植结构趋近合理,黄连、莼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由 

1995年的15.1 % 上升为2000年的19.6%;在农业产值中,非粮食作物产值比重由1995年的35.5 %上升到2000年的 

46.6%;“南方草山草坡畜牧开发公司”的创建为我县肉用食草性动物的饲养开创了新的模式,农业生产向商品农业 

逐步推进,2000年农业商品率达52.3%。乡镇企业迅猛发展,2000年全县实现乡镇企业总产值77065万元,是 1995 

年的1.76倍,年均增长12.0%，实现利税8800万元,是 1995年的2.68倍，在农民人均纯收人中有8.9% 来自乡镇企 

业。

(三)工业生产在曲折中前进。200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9258万元,五年平均增长速度6.0% ,实现工业增加值 

27193万元,年均增长5.3%,其中，1996- 1999年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15.5%, 1999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103451万元。1999年末，占工业经济份额34.6% 县卷烟厂关闭,我县工业生产形势跌人了"九五” 

时期的最低谷,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原来的70%左右跌至30%左右。

(四)商业发展欣欣向荣。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城乡消费品市场稳定增长，国合 

商业日显疲软,个体、私营稳步上升。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026万元,是 1995年的2.1倍，年均增长 

16.1%,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95年的599元上升到2000年的1190元。国合商业比重由“九五"初的48.8% 

下降到“九五”末的9.5% ,而个体、私营商业比重则由1995年的44.9 %上升到2000年的86.1 %。1995年农村的消 

费比重仅占4.3%,在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的消费额41306万元,较 1999年增长3.9% ,增幅比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髙出0.8个百分点,消费份额比丨995年上升了 4.5个百分点。市场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九五”时 

期,在县城主城区建立起太保祠、藏经寺等综合市场,建起了黄水镇黄连专业市场、溪镇兔毛专业市场,同时，以优惠 

的政策吸引外来者到石柱经营,建起了具有一定档次和规模的“重庆沙百商场”，对活跃商品市场,规范流通行为和 

公平竞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金融形势平稳,保险业发展势头强劲。金融业年年实现存贷两旺,2000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丨丨1734万 

元,是“九五”初的3.2倍,其中企业存款、农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年年有新髙;金融机构贷款余额86566万元,较“九五” 

初增长94.0%,其中工业短贷、农业短贷和商业短贷占据了相当份额。保险业迅猛发展,承保额和保费收人大幅度 

提髙。2000年末保险承保金额丨5.96亿元,2000年度实现保费收人丨774万元,是1995年的3.5倍，年均增长28.3% ， 

创下历史最髙水平。

二、投资建设成绩斐然

“九五”期间，石柱加强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2000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326万元，是“九五” 

初的3.0倍,年均增速24.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36038万元，是 1995年的4.4倍。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迅猛发 

展,改善了全县的发展环境。五年累计修建干道公路205公里,硬化丨44公里，实现了乡乡通公路，以县城为中心的 

网状交通构架基本形成。完成了石西路、石遂路的硬化;基本完成了石丰路石柱段、黔石路石柱段路基改造,建成了 

临溪至县城的输气工程和石西11万伏输变电工程。邮电通信业发展更快,2000年邮电业务总童3592万元,是 1995 

年的6.7倍,年均增幅46.4% ;全面实现了乡、村通电话,村村通无线寻呼,移动电话覆盖率达90% ，全县程控电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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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达2.94万户，是 1995年末的丨0.9倍,移动电话的使用户数由1995年末的几十部跃至2000年末5950部。

以县城旧城改造和新城区开发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加大了对旧城区的规划、设计、改造力 

度,打通了主街道人行道,顺利实现人车分流。累计拆迁房屋面积25万平方米,县城四大出口改造基本完成,建成 

了休闲广场和玉带河公园,一些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一座山水园林小城镇雏形已基本形成。

三、社会亊业全面推进

(一)教育事业取得可喜成就。全县积极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小学学龄儿童人学 

率在99.8%以上,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97.6%,丨5 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由1995年的2.8 % 降至2000年的丨.5% 。 

1996年以来,全县共向各类大专院校输送大学生2516名，比“八五”期间多1723人,6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 

由1995年的5.8年提高到2000年的6.2年。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逐年增长,2000年财政投人教育经费3364万 

元,较 1995年净增1249万元。_

(二)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石柱县于1998年通过初级卫生保健达标验收。2000年,全县有卫生机构H M个,妇幼 

保健机构和卫生防疫机构各一个,卫生机构拥有病床744张,共有专业技术人员1166人,其中医生504人,护师、护 

士 196人,县医院和中医院还相继配备了先进医疗硬件设施。农村的医疗设备配置和医疗保健水平也有了明显提 

髙,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有90%的乡卫生院配备了妇幼保健人员，一些常见传 

染病的预防接种在农村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三)广电事业的较快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九五’’时期,在广电事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改善 

基础设施,扩大广播电视收视覆盖面。到2000年末,全县已安装电视差转台丨1座,微波站2个,广播、电视覆盖率分 

别达到61.8 %和75.1%,较 1995年上升了 3.丨和42.4个百分点。

(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1998年建立了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三年累计组织下岗、失业人员 

重新就业达2486人;2000年末，已有8795名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5588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纳入了社会 

统筹。7.55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面达100%,各种社会福利机构17个,福利院床 

位460张,收养人员389人。城镇社区服务网点18个，建立起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 136人得到最低生活保 

障救济。

四、人民生活明显改观

(一)农村居民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明显改观。“九五”时期,全县上下以“努力增加农民收人”统揽农村工作全 

局，1998年末成功地通过了农村成建制越温达标验收。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1230元,是"九五”初的1.43 

倍,年均增长7.4%;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呈良性变化,恩格尔系数由1995年的67.7 %降至2000年的56.8% ,文化 

教育娱乐消费支出及衣着消费支出绝对额和比重都在不断上升。农民的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24.0平方米,其中砖木、砖混结构比重23.0%。万朝乡莲花、茶园两村于丨997年实现了石柱县小康村零的突破,到 

2000年,全县已有6个村基本实现了小康。农村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和73.6 %的行政村通汽车。“九五”初,农村程控 

电话使用户几乎为零,到2000年末农村住户程控电话普及率巳达16.0%;每百户农民拥有自行车、洗衣机、电风扇、 

电话机和收录机分别已达到29辆,6台、75台和16台,彩色电视机拥有农户也已达16.0%,冰箱、家庭影院高中档耐 

用消费品和“城市家具"已进人农家。农民现金收人水平大幅度提髙,2000年人年均收人1224元,较1995年的890 

元净增334元。全县农村居民年末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1.85亿元,人均415元,是 1995年末的1.8倍九五"末农 

民人均债务余额22元。农民人均动物性食品拥有量由“九五"初的30.0公斤上升到2000年的38.7公斤。

(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职工收人水平提高。居民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6 

平方米,较“九五"初净增7平方米;居民生活消费档次大有提高，医疗、保健支出明显增加。城镇职工年工资收人 

5906元,是 1995年的1.66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幅达8.3% 。

总之九五’’时期,石柱县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有提髙,但横向对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十五” 

时期,全县经济社会将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将跃进一个新的台阶。

(石柱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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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九五]时期秀山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秀山县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紧紧抓住重庆直辖、国家实施重点倾斜式 

扶贫的机遇,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九五’’期间,秀山县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人，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始终围绕“农业稳县，工业强县”的思路发展经济。2000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7420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 

1995年增长40.60%，年均增长7% ,比“八五”期下降1.8个百分点,若剔除1995年烟厂产值,则比上升4.2个百分 

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72元，比1995年增加561元。实现工农业总值141402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 

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15万元，比1995年增长75.2%,年均增长16.5%。地方财力逐渐增强，2000年末预 

算内财政收人4413万元，比1995年增长56.4% ,年均增长9.4% 。

(一)农业及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但整体质量不高,基础仍然脆弱

“九五”期间，全县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努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2000年,全县实现农业总 

产值87298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9.2%,年均增长1.8%;农业增加值52290万元,增长21.6% ,年均增 

长4%;乡镇企业总产值42769万元,增长39.7%,年均增长6.9%。2000年粮食总产量33.04万吨，比1995年增长 

7.4% .油料产量2.2万吨,增长29%。“九五”期末主要农产品产量见下表：

“九五”期末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情况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00 年 比1995年± %

粮食产量 万吨 33.(M 7.4

油料产量 万吨 2.2 29.4

烟叶产量 万吨 0.29 93.3

水果产量 万吨 0.4 37.9

茶叶产量 万吨 0.01 16.2

畜禽养殖业成为农村主要经济支柱。2000年全县出栏肉猪48.03万头，比1995年增长6.5% ,肉类产童3.7万 

吨,增长9.4%;生猪存栏46.85万头，下降1.4%,山羊存栏9.71万只，下降39.8% ;畜牧业收人占农民总收人的 

25.8%,占家庭经营收人的34%。农业生产结构由“八五”期末的58.4:5.1:35.0:1.5改变为“九五”期末的66.7： 

2.9:29.3:1.1。

“九五”期间农村经济稳步发展,但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脆弱。农业现代化水平极低,农村经济仍是粮猪型为主的 

“二元”经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低,农业劳动生产率、投人产出率比较低;农民增收难,扶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工业经济实力逐步壮大,但仍在低谷徘徊。“九五”期间,工业经济整体实力有所加强。2000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54104万元,可比价比1995年下降6%,扣除1995年烟厂产值,则增长32.9%,年均增长5.9% ;工业增加值 

27210万元,年增长21.2%,扣除1995年烟厂增加值,则增长33.丨％。“九五”期间，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构建卷 

烟、锰、建材、食品、电力等地方民族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锰矿石成品矿21.25万吨，比1995年 

增长30.3%;铁合金15665吨,增长4.8倍,其中电解金属锰5501吨,增长丨.25倍;水泥16.25万吨,增长1.34倍;发 

电量12505万千瓦/小时，增长52.8%。对全县233户企业实施了改制，改制面达85%,共盘活资产1.5亿元,出售资 

产收回资本3863万元。1999年县烟厂关闭，电解金属锰产量上不去,使我县支柱产业支撑乏力，加之全县工业企业 

基础薄弱,企业效益差,全县18个工业企业12个亏损,亏损额1372万元,我县工业经济仍在低水平上徘徊。

(三)商贸市场蓬勃发展,市场和集镇建设初具规模,消费品市场活跃。“九五”期间,我县加大了专业市场建设 

和小集镇建设的力度，新建药材批发等5个市场,启动了商贸中心市场的建设,新增市场建筑面积4万m2，摊位1400 

个,新建淸溪等小集镇7个。以县城为中心、以国道319线、326线为骨架、以重点小城镇为网点的商贸流通网络渐 

见雏形。2000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8415万元,比1995年增长75.2%,年均增长11.9% ,其中县以上实现消费 

品零售额22212万元，增长64.4%,年均增长10.5%,县以下36203万元,增长82.5%,年均增长12.8% 。城乡集市贸 

易成交额25228万元,增长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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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全县个体工商户10399户，比1995年增长46.8%,从业人员10425人,增 

长46.4% ,注册资金572"7万元,增长190.3%;私营企业189户，增长85.3%。全县个体私营经济实现产值25857万 

元，比1995年增长47.3%,人库税金总额1300万元,占全县财政收人的21.1% 。

(五)财政收入总量少，增速慢，收支逆差大,金融运行正常。

2000年实现财政收人6169万元,比1995年增长3.2% ,其中,地方预算内财政收人4413万元,增长56.4% ,财政 

支出17850万元,增长1.4倍;收支净差11681万元，比1995年多10198万元。银行贷款余额79361万元，比1995年 

末增加39252万元,增长97.9%,银行存款余额69506万元,增加53318万元,增长3.3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53694万元，比1995年增加34606万元,增长1.8倍。

二、投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

“九五”期间，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257万元，比"八五”期多70574万元,增长1.7倍,其中基本建设 

投资629%万元,增长2.1倍,更新改造投资9971万元,增长88.9%。“九五”期间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快速推进,新建乡村公路197条,新增公路里程367.6公里,2000年末全县通公路村442个,公路通村率为82% ,境内 

通车里程1640公里。完成了 GSM数字移动基站,农村通信网络的建设，邮电网络遍布乡村。到2000年底，新增 

GSM基站13座，电话交换机容量39952门，电话机22988部,其中市话12498部，乡村电话IW90部，乡村住宅电话 

7981户，移动电话11005部,21个乡开通了程控电话,电话通村率为ffi.2%，邮电业务总量1658万元。完成了宋农 

电站等一批骨干能源项目，使秀山电力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2000年末,全县有电站18座，年发电量12505万千瓦/ 

时,电力通村率达100% 。

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九五”期间，秀山深化教育改革,加大教育投资力度。2000年末,全县有各类学校352 

所,其中普通中学26所,小学324所，各类学校在校学生85480人,其中普通中学19750人,小学65624人,各类学校 

专任教师3999人,其中普通中学丨丨30人，小学2815人。教学环境和设施进一步改善。五年累计建成广®工程 

49631平方米,普九工程122102平方米。2000年末校舍建筑面积达17.15万平方米,教室7.54万平方米，实验室 

1.18万平方米，危房面积从1995年末的0.23万平方米下降到2000年末的0.18万平方米。

普九教育实施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年，全县小学人学率93.4%,初中68%,分别比1995年增长8.6% 和 

4.7%;小学辍学率1.6%,初中辍学率1%,分别下降3.7 %和 1.8%;小学毕业率98.8%,初中毕业率91.3% ,分别增 

长 1.3%和8.4 %;文盲率6.5%,下降1.2%。特殊教育开始起步,幼儿教育发展较快。2000年末，全县幼儿园23 

所,人园儿童8375人，比1995年末增长16.6% ,3—6岁儿童人园率为17.9%,下降5.6个百分点,在园幼儿数8546 

人，增长4.6% 。

(二)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力度加大。“九五"期间,全县大力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增加科技投人,狠抓科技成果 

转换。科学种田水平逐步提髙，良种基本普及,优质杂交水稻的良种繁育两段育秧、抛秧等技术广泛运用。工业新 

产品开发加强,五年中共引进、推广转化科技成果50余项。

(三)文化卫生事业不断进步。“九五”期间，秀山县文化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2000年末,全县有文化馆一个，文 

化设施9处9370平方米，图书馆1个,馆藏书4万册。卫生机构74个,卫生技术人员985人，其中医师、医生553人， 

护师护士 167人,卫生机构床位数714床,其中县以下310床，医疗卫生设施进一步改善,CT机等先进设备从无到 

有。

四、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九五”期间，秀山人民艰苦创业,人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髙，1999年顺利通过了重庆市城建制越温达标验收。 

2000年全部职工人均工资5707元,比1995年增加2268元,增长65.9%;农民人均纯收人1263元,增加465元,增长 

58.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9117万元，比1995年增长1.9倍,农村居民储蓄存款14577万元,增长1.5倍。家 

庭耐用品逐步换代升级,农村电视、电扇等耐用品占有率上升较快,影碟机、电话、洗衣机已经进人农家。2000年，秀 

山县百户农村住户拥有洗衣机2台，电冰箱4 台,拥有热水器1台，自行车25辆,摩托车3辆，电话机11部,拥有彩 

色电视机16台,黑白电视机64台,拥有影碟机8台,收录机19台。移动电话、家用电脑等新的大件商品也开始快速 

进人家庭,居民用于文化教育、通讯等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

目前，全县人民正积极实施“立足农业稳县，突破工业强县，狠抓三产业富县，着眼开放活县,致力科技兴县,强 

化依法治县”战略,为建设富强、文明、进步的新秀山努力奋斗。

(秀山县统计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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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难奋进，发展经济成效显著

—— [九五]时期酉阳县社会经济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我县各族人民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 

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建设,经受了经济体制转型的考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县域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各项社会事业成就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产生积极变化

"九五”时期，是我县经济发展的较快时期,经济运行保持较好态势,随着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 

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综合经济实力增强。

(一)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九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6.81亿元增加 

到2000年的11.3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43.4%,年平均增长率达7.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36亿元，比 

1995年增长15.8%,年均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2.18亿元，比1995年增长51.4%,年均增长8.6% ;第三产业 

增加值3.80亿元，比1995年增长95.7%,年均增长率14.4% 。

(二)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00年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565元，比1995年增加575元,按可比价计算增 

长36.3% ,年均增长6.4% ;财政收人5488万元，比1995年增长16.8%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6.95亿元， 

比1995年增长4.6倍，年均增长41.1% 。

(三)产业结构产生积极变化。1995年,三次产业的比例为57.0:16.6:26.4,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较大，通过结构调整,2000年三大产业结构比例变为46.9:19.5:33.6,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提髙，产业结构调整 

取得初步成效。

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基地建设卓有成效

“九五”时期,我县始终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放在全县经济工作的首位,以扶贫开发和扶贫攻坚总揽农村工 

作全局,加大科技兴农力度。川东南项目的实施,扶贫资金的大量投人,改造中低产田土,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 

善。强化农业结构调整，稳定粮食生产,加快农村商品基地建设,农民收人增加，1999年底实现成建制越温达标,贫 

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一)农村经济持续发展。200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9.8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5年增长22.0% ,年均增长

4.丨％。粮食总产量36.8万吨，比1995年增长12.2% ,人均粮食产量由1995年的530公斤增加到2000年560公斤。 

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乡镇企业实现总产值5.9亿元，乡镇企业增加值 

17129万元，利税总额4565万元,是 1995年的8.3倍。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 

民收人。

(二)农村基地建设初见成效,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九五”时期,我县按照适应市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 

挥优势的原则，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取得成效。一是粮食生产持续发展九五” 

期间粮食年均增长2.3%,基本形成了优质大米、玉米的生产发展基地乡，粮食的商品率不断提髙；二是稳定发展烤 

烟生产，已建立了较有规模的烤烟生产基地,2000年产量1.31万吨，比1995年增长1. 1倍,烤烟已成为农民收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畜牧业发展迅速,全县已建立了良种畜牧基地,规模养殖和分散养殖相结合,充分发挥养殖基地 

的作用。2000年猪牛羊肉产量4.08万吨，比1995年增长23.3%，年均增长4.3%;大牲畜存栏14.99万头，比1995 

年增长9.5%。四是初步建立了荞麦、生姜、菌类、薇菜等经济作物基地,花卉、水果基地5600多亩，中药材面积8万 

亩,经济效益逐年提高。

三、工业经济低速增长

"九五”期间,我县工业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年一1999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髙达25.0% ，形成 

了以卷烟、制药、电力和建材为主体的工业体系。1999年末烟厂关闭,2000年全县工业生产步人困境,工业经济在困 

境中求发展。通过加强管理,强力推进制药、电力、建材等工业生产，狠抓铁合金产品生产,2000年全县完成工业总 

产值2.49亿元，比1995年增长11.7%,年均增长2.2%。主要工业产品白酒3400吨，比1995年增长61.9% ;发电量 

37036万度，是 1995年的5.9倍;新增工业产品青蒿素产量达到2609公斤,铁合金产量达6317吨,生产规模较大。

工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规模成长较快。2000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人1.7亿元，比 1995年增长 

26.8%，年均增长4.9%。工业产品产销率99.8%,比1995年提高15.丨个百分点。实现利税总额4151万元,是 1995 

年的14倍,年均增长速度69.5%。2000年,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净值6.95亿元,是 1995年的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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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重点建设效果好

“九五”时期,全县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1亿元,是 1995年以前累计投资额的2.3倍。2000年,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亿元，比1995年增长1.87倍,年均增长23.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完成3.1亿元,是 1995 

年的2.6倍。

“九五”期间,我县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加快交通、通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国道 

319线改造全面完成,酉龚路改造已完成工作量的70%以上,环城公路硬化完工通车,新建了城南综合型车站,新增 

公路通车里程210公里,等级公路已达183公里。县城通讯大楼和通讯光缆建设完工并投人运营,基本实现乡乡程 

控、区区光缆化,开通了无线寻呼和手机漫游，电话装机容量达到36280门。大河口电站竣工,城南、城北、龙潭等输 

变电工程的完工并投入使用,有效解决了电力供应紧张局势,为全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川东南项目投资 

建设,小坝二级库建设完工投人使用,大大地改善了水利基础条件,有力地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

五、市场建设成效显著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多形式、多渠道、多种所有制的商品流通网络基本形成，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我 

县消费品市场的主导力量,边区贸易发展迅速。市场建设力度大，全县规范管理的市场56个,2000年集市贸易额 

1.77亿元，比1995年增长92.4%,年均增长14.0 % 。2000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0亿元，比 1995年增长 

95.9%,年均增长速度为14.4%。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乡市场的快速发展。

六、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迅速发展

“九五”时期,我县强化交通建设的投人,公路运输网络基本形成,到2000年底，全县100%的乡、96% 的村通公 

路,县内公路里程达到1542公里,其中等级公路占总里程的11.9%,比1995年提高7.4个百分点。公路质世不断提 

髙,客货运输能力增强，2000年全县营运汽车471辆，公路客运量558.7万人次，比 1995年分别增长97.9% 和 

21.7%,全县货运量达到92.8万吨,货运能力进一步提高。

五年来,我县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猛,建立了程控系统、光纤工程等现代化通讯工程,程控交换、长途直拔、光纤 

传输、移动通信等多种现代化通信手段得以实现。2000年全县固定电话机总数达23959部,是 1995年的12.7倍,农 

村用户13042户，是 1995年的19.3倍。邮电业务总量达到5881万元，比1995年增加了 18.8倍,年均增长81.7% 。

七、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

“九五”时期,我县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快。

(一)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县强化教育投人,改造危房校舍及新修教学楼,不断改善教育设施和教学条件。以 

“普九”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教育质量;采取多渠道办学,突出抓好基础教育,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2000 

年全县共有各类学校581所，专任教师4842人，在校学生107121人,其中普通中学在校生26738人，小学在校生 

79462人,全县学龄儿童人学率99.95%,小学毕业升学率达到88.8%,比1995年提高10.1个百分点。

(二)文化事业稳步发展。2000年全县电影放映单位5个,文化馆1个，总藏书3.8万册。全县广播台（站）83 

个,广播覆盖率52.8% ,卫星电视地面站800座,全县电视覆盖率达到80% ,比1995年提高12个百分点，“村村通工 

程”的实施效果明显。《酉阳报》增发“桃花源”星期刊,平均每期发行量1.5万份。

(三)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九五”时期，我县大力推行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卫生管理,防治病疫和监测的能力增 

强,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不断提髙,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00年全县卫生机构268个,病床1025张。 

卫生技术人员1372人，比 1995年增加19.3%,其中医生857人，护师、护士 218人，比 1995年分别增加40.3% 和 

7.9% 。

八、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九五”时期,城乡居民收人增加,消费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得到迅速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00年职工 

年平均工资达6463元，比1995年增加3313元,年平均增长丨5.5% ;农民人均纯收人从1995年的753元增加到2000 

年的1298元,增长72.4%。居民购买力增强,年人均消费品零售额达到828元，比1995年增加284元,增长86.5% 。 

居民储畜存款大幅度增长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居民储蓄存款9974万元,平均增长率为35.3%,2000年居民储蓄存 

款是1995年的3.1倍。2000年全县100%的乡、94.8 %的村通电，为广大农村居民家庭实现电器化和提高生活水平 

创造了条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住房的内部设施明显改善，自来水饮用普及率逐步提髙，家庭耐用消 

费品拥有量增加,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 酉阳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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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铸就辉煌

—— “九五”期间彭水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的五年是我县最重要的五年。在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全县人民抓住直辖、西部大开发以及国家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等重大历史机遇，克服经济紧缩带来的困难,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开拓进取,实现了彭水经济社会 

的协调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较好地完成了“九五”期间的各项计划。

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明显蝤强,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2000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丨35489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51.2% ,年均增长8.6% ,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五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0%、12.9 % 、丨丨.9%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2203元，年均增长10.3%,地方财政收人达到5610万元,五年年均增长丨.3%。三次产业结构由"八五”期末 

的57.6:20.8:21.6变为45.7:23.4:30.9，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二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九五”期间，我县在全市 

的综合位次有明显上升，1999年获重庆市综合考核进步奖。

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九五”期间,全县克眼农村农副产品相对过剩、价格持续下跌等困难,努力适应农副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大力 

发展烤烟、红薯以及畜牧等特色产业,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道路,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2000年,全县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04331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五年年均增长3.5%,农村经济由原来的粮猪型二元经济变化为多 

元经济。目前,我县已成为全国优质烤烟生产基地之一,薯类产业和畜牧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正逐步形成。

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效果,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00年粮食产量达30.3万吨， 

平均每年增长2.7%,烤烟、薯类、畜牧已成为农业新的三大支柱。“九五”期间,全县粮食作物的主导地位发生了转 

换。2000年全县粮食作物产值占种植业产值比重为47.6% , 比丨995年的52.8% 下降了 5.2个百分点，同期经济作 

物产值的比重则上升5.2个百分点,达到52.4%,居主导地拉。逐步扩大了一批质量好、效益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品种的种植，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全县种植业正由传统农业向优质高效的现代种植 

业迈进。迅速发展猪、牛、羊、鸡等畜牧家禽养殖业，不断改良优化品种,大大提高了畜禽产品的商品率。2000年,畜 

牧业产值达到33651万元,五年年均递增4.1%,畜牧业商品率达到61.3%,比1995年增加17.丨个百分点。林业和 

渔业得到稳步发展。

三、工业生产稳步增长,结构调整取得成效

“九五"期间,面对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市场约束的机遇和挑战,全县工业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2000年全县 

实现工业增加值21779万元，比1995年增长57.0%。平均每年增长9.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据统计， 

2000年全县水泥产量15.8万吨，比1995年增长9.4%,发电量9664万千瓦时，比1995年增长1.4倍,胶鞋337.7万 

双,比1995年增长21.6%。烟叶加工、晶丝苕粉等产品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九五”期间,全县加快改革步伐,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在所有制方面,促进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 

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在全社会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由丨995年的42.7% 下 

降为11.0%,集体工业由23.7 %下降为12.9%,私营、个体及其他经济由33.6 %上升为76.1%。在行业结构方面， 

一是扶持发展了一批能延长农业产业链条的工业企业;二是根据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能源、建工建材等产业。以达到 

以工业带农业,促进三产业的发展思路。目前,我县基本形成了以水泥、电力、煤炭、胶鞋、轻工食品等为主的支柱产 

业。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断改蕃

“九五”期间，全县立足自身,同时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加大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 

为我县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8亿元，比“八五”期间增加9.2 

亿元,增长3倍,是历史上完成投资最多的一个五年。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9.4亿元，比“八五”增长3.9倍， 

更新改造投资累计完成2.1亿元，比"八五”增长3.2倍。2000年,全县完成投资42127万元，比1995年增长1.8倍， 

年均增长23.1% ,投资的高速增长，有力地拉动我县国民经济的增长。

交通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县新建三级水泥路面28公里,319线实现全线贯通,新建乡道公路53.6公里，村道公 

路435公里,实现了乡乡通公路。全县公路里程达1099公里(不含村道公路），比1995年增长6.0%。“九五”期间， 

我县交通运输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增加快速船3艘,客运车辆由“八五”期末的54辆增加到118辆,增长118.5%，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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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租汽车88辆,公共汽车1丨辆,客运周转量由“八五”期末的21367万人公里上升到2000年末的41712万人公里， 

年均增长14.3%;货运周转量由“八五”期末的2591万吨公里增长到2000年末的8234吨公里,年均增长26.0% 。

邮电通讯事业快速发展。“九五”期间,我县形成了程控交换、移动通信、光纤传输等现代通信技术网络,开展了 

多种邮政业务。农村通信有了极大的发展,现在已有37.7 % 的村通了程控电话。2000年末，邮电业务总量达2816 

万元，比1995年增长9.5倍，全县现有电话用户23312户，是 1995年的13.1倍,仅移动公司就有移动电话用户7000 

户，而 1995年全县无移动电话,在 19%年也仅有11户。

水利能源建设事业继续发展。“九五”期间,水利建设共完成投资4815万元,新建引水堰7条,防渗整治水利工 

程706处,竣工水土保持工程2个片区。电力建设完成投资9975万元,新增装机4260千瓦,现已建成水、火电站20 

座、装机31台，总容量达25039千瓦,为我县工农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五、市场繁荣、商贸业蓬勃发展

“九五”期间,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商品不断充裕,城乡市场充满活力，以国有为主导,集体、私营及个 

体企业等共同发展,超市、专卖店等多种经营形式在全县蓬勃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批发,零售贸易日益红 

火,一个多层次、多经济形式和运行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网络和大流通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据统计,2000年全县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190万元，比1995年增长近1.2倍,年均递增16.6% 。

六、扶贫工作成效明显,人民生活不断提离

“九五”期间,我县一直把扶贫工作作为全县的重点，全县采取多种帮扶形式，解决了全县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9年底,全县顺利通过了国家扶贫工作组的验收,从一个国定贫困县成为建制越温达标县。到2000年末，全县有 

绝对贫困人口 9.5万人，比1995年的44.2万人减少了 34.7万人,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由1995年的81.5% 下 

降到2000年的16.8%,下降64.7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收人迅速增长,城乡面貌大为改观,居住环境得到改善。2000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1375元，比1995年增长73.0%,年均增长1丨.6%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4398万元，比1995年增长 

3倍。农村面貌得到彻底改善,现在有235个村通了电话，有86% 的村通了公路,有92.5% 的住户通了电,基本实现 

了农村初级电气化。电视接收装置遍布全县农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电视覆盖率达到85% 。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 

善。2000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13.7、27.4平方米,分别比1995年增加2.7、1.5平方米。居民饮 

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县城和各区镇都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农村通过实施人畜饮水工程也得到改善。

七、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九五”期间，全县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素质全面提高。科学文化、广播电视事 

业繁荣活跃,医疗保健、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分别从 

1995年的22.24%e、14.16%o下降到14.8%c、6.7%»。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

总之九五”期间,全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全县顺利实施“十 

五”计划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水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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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 [九五]时期江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期间,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江津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富民为本”的方针,克服了市场物价持续低迷等所带来的困难,使国民经济保持持 

续、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

一、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九五”期间,我市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国民经济跨人高速增长的平台。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比例由“八五”期 

末的43.8:30.6:25.6调整为“九五”期末的25.9:35.8:38.3,第二产业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的第一支 

柱,第三产业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全市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九五”期末全市国内生产总值80.1亿元，比“八五”期末 

增长56.8%，年均增长9.4%。其中,第一产业20.8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26.7%,年均增长4.8%;第二产业28.6 

亿元,增长41.7%,年均增长7.2%;第三产业30.7亿元,增长119.3%,年均增长17.0% 。由于我市国民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1997年、1998年我市在重庆市40个区、市县综合经济实力评价考核中连续二年获重庆 

市十强县(市)之一。

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九五”期间,江津农业进入质量型、效益型发展时期，农业结构调整较大。“九五”期末,全市已建立起以优质粮 

食、优质锦橙、等为龙头的13个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其中，商品粮、瘦肉型猪、花椒、柑桔、速丰林已被列人国家商品 

生产基地。栽种优质稻(含K 优926) 13万亩、花椒10万余亩、蔬菜15万亩、龙眼荔枝7200亩、枇杷6500亩、干果1 

万亩、辣椒2万亩、桑园3万亩;改良柑桔600万株、推广蛋鸡62万只、节粮畜禽180万只、新荣I 系种猪10套、热带 

鱼1000亩，均比“八五”期末有较大幅度增长。“九五”期末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0价,下同）16.4亿元，比“八五” 

期末增长11.7%,均增长2.2%。其中,农业总产值9.5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2.3%,年均增长2.3% 。牧业产值 

5.7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5.1%，年均增长1.0%。渔业产值0.6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43.9% ,年均增长 

7.6% 。

作为农村经济重要支柱的乡镇企业九五”期间已发展成为门类齐全、功能完善、实力雄厚、效益优良的产业。 

“九五”期末有乡镇企业890家,从业人员87834人;乡镇企业总产值(90价)44.2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06.5%, 

年均增长15.6% 0 实现营业收人32.1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4倍,年均增长18.9%;净利润7818万元，比“八 

五”期末增长101.9%,年均增长15.1% 。

三、工业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架构初步建立

“九五”期间,我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地方工业管理体制,加大了企业改革和改制力度,促进了企业的长足发 

展。“九五”期末全市已初步建立起以建材、机械、化工、纺织等为龙头的工业发展体系。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得到了 

重组和优化,科技开发、创新能力增强,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九五”期末,全社会工业总产值(90价,下同）达44.2 

亿元,江津市属工业总产值31.5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84.2%,年均增长13.0%。其中,轻工业产值14.8亿元, 

比“八五”期末增长46.5%,年均增长7.9%。重工业产值16.4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34.3%,年均增长丨8.6% 。 

在 1999年重庆市的工业经济考核评比中,江津增压器厂等四家工业企业进人“重庆工业五十强”。“九五”期间，全 

市规模以上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其中发电量比“八五"期末增长9.1%,年均增长6.8% ; 日用陶瓷增长 

102.6%,年均增长15.2%;白酒增长88.4%,年均增长13.5%;水泥产量增长159.5% ,年均增长21.0%;化肥(折纯） 

比“八五"期末增长69.2%,年均增长11.1% 。

四、商贸市场繁荣活跃,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九五”期间,江津市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引导下,国有、集体、个体商业发展迅猛,大市场、大流通、多 

渠道、少环节的流通格局逐渐形成。据统计九五”期末全市有城乡集贸市场140个,商业网点3.1万个，从业人员 

8.2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5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90.1%,年均增长13.7% 。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 

12.0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89.1%,年均增长13.6% 。

财政税收增长较快。"九五”期末全市地方财政收人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达到21984万元，比“八五”期末增长 

2.0倍，“九五"期间年均增长24.5%。地方财政支出36645万元，比“八五”期末增长1.6倍,“九五”期间年均增长



20.7% 。

五、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九五"期间,我市加大了对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已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路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 

网络,公路通车里程1282公里,铁路通车里程135公里。“九五"期末全市完成客运周转量67385万人(公里），比“八 

五”期末增长2.1倍,年均增长25.4% ,货运周转量22990万吨公里，比“八五”期末增长17.6% ,年均增长3.3% 。

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速。继程控电话开通后，移动电话、传呼机、互联网也相继开通，信息高速公路初步建成。 

至“九五”期末,全市邮电局所达144家，邮电业务总量达1.4亿元,比“九五”期末增长4.4倍，年均增长40.4% ,建成 

57个900MHZ无线移动通讯基站,基站信道1500个,无线寻呼机站11个，电话交换机容量13.7万门，程控电话用户 

9.1万门，传呼机用户3.8万户,互联网用户906户。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持续快速增长。“九五”期间，江津市属固定资产投资累计67.3亿元，比“八五”期间投资累 

计增加45.6亿元,增长2.1倍。五年间累计投放城市建设资金近38亿元,城区建设面积达6平方公里,市区道路总 

长22.9公里,建成南桥头城市雕塑“天梯”、江津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滨江西段主体工程、城区公共汽车停靠站及各 

种绿化带、安装各种路灯3500余盏。南桥头绿岛、津西花园、人民广场游园被重庆确定为百花园项目，滨江中路被 

重庆市命名为“园林式街”和“市容整洁一条街”。

六、社会事业鼉勃发展,科技贡献日显突出

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九五”期末我市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教师队伍得到明显的优化、教学质tt迅速提 

髙。“九五”期末全市有各类学校1235所,专业教师9115人,各类学校在校生18.2万人。“九五”期间累计毕业生人 

数达22.1万人，向普通高校、中专、中师输送学生12365人，比“八五”期间增长32.4% 。

科技事业成效显著。“九五”期末,全市有乡及乡以上各种学会142个,会员8000余人,拥有各类科技人员2.8 

万人。“九五”期间推广科技项目356项，比“八五”期间增80.6%,培训技术人员20万人（次）,科技对全市经济的贡 

献由“八五”期末的30.2 %上升到42.0% ,1998年、1999年我市分别被国家科委、国家科技部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县 

(市）、全国首批科技示范县(市)。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九五”期末,全市建立了 7个文化中心,66个文化站,745个乡村文化室,共开展了各种文 

体活动2.1万场(次），比“八五”期间增长16.4%，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

广播电视事业硕果累累。"九五”期末,全市已建成电视微波中转站12个,地面交互式宽带综合信息网干线500 

余公里,改造了江津有线电视台邻频传输，完成了德感镇、先锋镇有线广播电视网的升级改造。拥有卫生地面接收 

站449座，电视差转台20座,闭路电视用户达16万户,60个镇乡实现了微波连网,村村通有线电视率达91.0% ,电 

视覆盖率达98%,人户喇叭15.8万只，广播通播率99.0%,覆盖率丨00% 。

卫生事业蒸蒸日上。“九五"期间,我市加大了医疗机构的改革步伐,强化了对医务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全市 

的医德医风明显提高。“九五”期末,全市已建立各类卫生医疗机构452个,其中市级以上医院12所，病床2451张， 

卫生技术人员3377人,其中医生189丨人，护士护师600人。“九五”期间累计投人资金近8亿元,改建了医疗场所， 

购置了医疗设备,开展了“人工晶体置人术”、"脊柱侧前与减压术”、“体外波碎石”、“血磁极化治疗"等数十项髙新技 

术的临床应用，极大地满足了全市人民群众就医保健的需要。

七、社会保陣日鵄完蕃,人民生活显著提离

“九五”期间,党和政府十分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 19% 年开始我市对城镇下岗职工实行最低生 

活补助。“九五”期末,参加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职工年累计达14.4万（人次）,最低生活保障年支出达917.6 万元。 

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单位为443个,投保职工5.2万人,月支付养老金930万元。

居民收人增长,生活质量提高。"九五”期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5600元，比“八五”期末增长43.7% ,年均 

增长7.5% ,农民人均纯收人2440元，比“八五”期末增长61.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46.1亿元，比“八五”期末增长 

2.0倍,年均增长24.5%。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比“八五”期末增长38.9%;每百户拥有电风扇158台，电视机76 

台,大屏幕彩电、空调器、洗衣机、冰箱已进人寻常百姓家,影碟机、电脑、微波炉、摄像机和小汽车、商品房成为城市 

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江津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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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辉煌看合川

—— “九五”时期合川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合川市抓住机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九五”时期完成了合隆 

公路、合武公路、仪北公路的改扩建工程，已开工建设的渝合高速公路、铜合公路进展快速，拟建中的遂渝快速铁路、 

兰渝铁路将纵贯合川全境,渝南高速公路正在筹建之中，加上原有发达的水上运输线路,共同构成合川四通八达的 

快速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合川一纵四横、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提高了合川在重庆北部中心城市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九五"时期,合川企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初显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合川市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2000年,合川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46.8亿元，比1995年增长61.2% ,平均每年递增10.0% ，为合川 

“十五"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民经济发展迅速，总体实力不断上升

“九五"以来,合川市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平均发展速度仅次于“八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2000 

年合川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123元 九 五 "期间年均递增9.7%,合川经济发展在经过企业体制改革和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的基础上，走上了快速增长的路子。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和调整,合川市国民经济结构日趋合理。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例是27.4 

36.7 35.9,与丨995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 6.5个百分点，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上升了 6.5个百分点。在国 

民经济增量中,2000年第一、二、三次产业贡献率分别为2.6%、6丨.8%、35.6% ,二、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明显增强。从业人员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2000年末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为60.5 10.7 28.8,与1995年 

相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明显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显著上升。

“九五”期间，合川市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工业布局重点向效益高、附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农业逐步实现优 

质高效和产业化经营,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形成了新的产业经济增长极。

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合川是一个农业市,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和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对合川社会经济的增长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粮食生产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九五”时期,合川市在保持粮食产量相对稳 

定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得了显著成效。200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5.8万吨，比1995年增长2.3%, 

年人均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在500公斤左右;其他农产品产量增长迅速，与1995年相比,油料产量增长24.1 % ，年均递 

增4.4%;蔬菜产量增长8.4%,年平均递增1.6% ,其他经济作物如水果,特别是一些具有较髙附加值的特色小水果 

发展更为迅速，为合川市农业结构调整走好了第一步。

“九五”期间,合川市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使农村社会经济的增长从以第一产业为中心变为以二、三产业为中心。 

在200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第一产业仅占37.2%, 二、三产业占62.8%,高出第一产业25.6个百分点;农业内部 

结构有所调整,在2000年农业总产值(不变价）中,农林牧渔比例为57.6 0.7 39.9 1.8,与 1995年相比,农业和 

林业分别下降2.8和2.2个百分点，牧业和渔业分别上升4.2和0.8个百分点,农业生产结构趋于合理。

从就业结构看，合川市2000年农村从业人员76.5万人，其中,从事农业49.8万人，占65.1 %»，比1995年下降9.7 

个百分点;从事二、三产业等非农行业的26.7万人，占34.9%,比1995年上升9.7百分点。

三、工业效益逐步提髙

改革开放以来,合川市工业经济驶人发展的快车道,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九五”时期,合川工 

业企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工业布局日趋合理,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髙的产品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合 

川工业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政府培育的一批重点企业效益迅速增长,走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徘徊不前的 

格局,成为新的工业支柱。2000年合川市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81.4%,比 1995年增加44.6个百分点；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了整体扭亏目标,发展势头良好。

在结构调整方面九五”期间合川市工业企业加大了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中心的结构调整力度，国有和集体经



济开始从一些行业中逐步退出。2000年国有及集体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3.4 % ，比1995年下降23.6个百分点， 

形成了各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经济结构，为合川工业的快速增长注人了新的活力。

“九五”期间,合川市工业经济还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为芙机，逐步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以水泥、建材、医 

药、化工等新的支柱产业,成为合川工业经济在新世纪发展的依托和增长点。

四、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经济的发展给合川商业市场带来了一片繁荣,市内商场林立，乡村店堂遍布,彻底告别了排队购物的短缺经济 

时代。

“九五”以来，合川市商品流通市场欣欣向荣,个体私营商业峥嵘渐露,大小集贸市场崭餺头角。2000年合川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2亿元，比1995年增长70.7%,平均每年递增11.3% ,全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繁荣景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个体私营商业逐渐占据主流;国有、集体商业则随着其他经济成份的迅猛增 

长而相对萎缩。统计资料显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合川市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18.9% 下降到 

2000年的6.4%，下降12.5个百分点;集体商业的比重由32.1%下降到7.6%,下降24.5个百分点,降势更猛;其他 

经济成份则从49.0%上升到86.0%,猛增37.0个百分点。这种新型的商品流通格局,极大地拓宽了购销渠道,打破 

了长期以来国有集体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合川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合川集市贸易的迅速发展。合川市先后建立起了二郎皮货、淸平玻璃等一批特色 

商品专业流通市场,形成了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贸易中心齐全的多层次、多渠道、开放型的商品流通网络,集贸市场 

遍布城乡各地,成为商业流通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份。2000年全市集贸市场达到76个，比1995年增加5个,增长 

7.0% 。

“九五"时期，合川集贸市场交易活跃。2000年,全市城乡集贸市场商品成交额15.4亿元，比 1995年增长 

64.5%，年均递增10.5%。集贸市场交易已成为城乡居民消费品市场上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合川全市人民生 

活安居乐业的又一真实写照。

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

改革开放以来,合川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艰难起步到勃勃发展，再到欣欣向荣三个过程。2000年 

末,合川市注册个体私营企业户数达15468户，其中私营企业528户;从业人员3.34万人，注册资本金41359万元，其 

中私营企业33537万元;一 、二产业创总产值39607万元,第三产业实现营业收人55922万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2082万元。

“九五"期间,合川市以个体私营为主要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无论是从总体规模或是从发展速度上 

看,均超过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显示出合川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经过多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全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提髙，尤其是在工业、商业等行业中,渐渐地取代了国有、集体经济而一跃成为生 

力军。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合川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六、居民生活水平显蕃提离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九五”期间合川居民生活水平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居民生活质量和环境都 

发生了较大改善,收人稳步增长。

2000年,合川市全部职工人均工资达到6061元，比1995年增加2820元,增长87.0%,年均递增13.3% ;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4727元。农村居民纯收人2464元,比1995年增加1078元,增长77.8% ,年均递增12.2% 。年末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7.3亿元,比1995年增加29.7亿元,增长1.7倍,年均递增21.9% 。

2000年，合川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795元,其中,食品支出1724元，占45.4%;衣着支出496元，占13.1% ;居 

民人均消费肉、禽及制品49.3公斤,蛋类14.9公斤,水果37.3公斤,奶及奶制品10.2公斤。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1563元,比1995年增长23.4%,其中,食品消费支出865元,占55.4%, 比1995年降低17.0个百分点;农民人均消 

费肉、禽及制品34.1公斤,蛋类6.9公斤,水果12.7公斤。

合川居民在"九五”期间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膳食结构渐趋合理,中髙档消费逐步增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居 

住条件大为改善,社区环境日渐幽美。2000年全市电话普及率迅速提髙,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5.7部,移动电话2.2 

部。通电话的村达到100%,全市农村居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合川市统计甩}

139



欣喜的回眸

—— [九五]时期永川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是永川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不断深化改革,积极实施 

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经济总置快速埔长

“九五”末,全市国内生产总值576514万元九五”期间年平均递增13.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0209万 

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06625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39680万元,年均分别递增3.2%、20.1%和 14.6%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5562元，比“九五”之初的2471元增长1.25倍， 年均递增17.6%。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以二、三产业 

为主,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三次产业比重由1995年的40.7:29.2:30.1调整到22.6:35.8:41.6。

二、产业经济显现特色

(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九五”以来，我市认真贯彻各项农村政策,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努力减轻农民负担,调 

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本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农业综合开发,促进了我市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 

总产值(90不变价)由1995年的81832万元增加到2000年的101998万元,年均增长4.5%。乡镇企业总产值376879 

万元,乡镇企业实现利税总额9648万元。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2000年粮食产量503658吨,油料产量6605吨,年 

均增长4.6% ,水果产量44409吨，年均增长22.2%。养殖业不断发展，2000年,生猪出栏83.5万头,家禽924万只， 

水产品产量10630吨,分别年均增长3.8%、14.3 %和 17.7% 。

(二)工业经济成效显著。“九五”期间,我市工业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大 

力开发新产品,着力培育优势企业，使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2000年,全市实现工业企业总产值(90价） 

377549万元九五"期间年均增长22.7%;实现工业增加值140256万元,年均增长19.2%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 

68.5%。已经形成食品、煤炭、化工、机械、建材、能源等为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

(三)城乡市场兴旺发达。“九五”期间，市委、市府把健全市场体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城乡各类市场迅速发 

展。重庆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列为国家农业部重点专业市场,永川家电批发市场、名豪集团、建筑装饰城、建材批 

发市场、旧车市场等的建成，为促进永川市场流通,促进永川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到2000年,全市各类市场近 

100个，已有上亿元市场5个,永川的区域性商贸中心优势日渐显现。商贸经济迅猛发展,2000年,全市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218906万元,年均增长丨5.9%。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21127万元,农村消费品零售额97779万元,年 

均分别增长16.9%和 14.7%。集市贸易成交额101819万元，年均增长丨5.3% 。

三、基础设施不断完薷

(一)交通运输发展迅速。“九五”期间,市委、市府把道路硬化作为目标考核指标与乡镇签订责任制。到“九五” 

末,全市主要道路已基本建成水泥或柏油路面,永铜公路、永泸公路等在改造进行之中。到2000年底,全市有公路 

里程1134公里，（不含村道），其中水泥路面142.2公里，柏油路面141.3公里，分别比“八五"期末增长5.9% 、 

61_4%和 17.4%,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2000年,全市客运量43545万人公里九五"年均递增19.4% ,货物周转 

量29872万吨公里,年均递增129.9% 。

(二)邮电通讯迅猛增长。2000年底,全市电话机数由“八五”期末的13885部增加到74733部,移动电话由“八 

五”期末的100部增加到40816部,年均分别增长40.0%和232.8% ;无线录呼机“八五"期末仅4106户，目前已成为 

城镇务工者的必备通讯工具。据统计,2000年全市邮电业务总量达16852万元,邮电业务收人12672万元，分别比 

“八五”期末的2722万元和3347万元年均增长44.0%和30.5% 。

(三)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九五”期间,我市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发展步伐,完成旧城改造93万平方米,建 

设新区8平方公里，使全市规划总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投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42亿元,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进 

人“九五”以来，我市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力度，狠抓道路建设。“九五”期间，改造建 

设城市道路15条,30余公里，新建城市道路桥梁2座,人行天桥2座,地下行人通道3个,新增城区绿化面积5万平 

方米,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体育馆等一批重点工程的竣工,使永川成为设施齐全、功能配套的现代化中等城市。

(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大。“八五”期末,全市固定资产投资57534万元,其中基本建设9275万元,更新改造 

2312万元,房地产开发4388万元。到“九五”末,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达249949万元九五”期间年均增长54.8%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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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本建设翻新93977万元，年均增长58.9%;更新改造投资19698万元，年均增长53.5%;房地产开发投资25605 

万元，年均增长42.3% 。

四、社会亊业齐头并进

(一)科学技术普及推广。“九五”期间,我市积极实施“科技兴永"发展战略，加强了科技开发、科技管理、科技投 

人、人才开发和科技市场五大体系建设,加快了科技进步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到2000年,全市民营企业98家.比 

"八五"期末增加50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6500人,其中中级技术职称以上人员3480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达 

21736人，比“八五”期末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教育事业谱新篇。“九五”期间，我市顺利通过国家“两基"“普实"验收，全面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 

标批职业中学先后创国家级、省级重点职中。“九五"期间，我市加大教育现代化投人。到2000年底，全市市厲 

中学计算机装备面达93%，乡镇初中达100% ,小学达48% ,新增高档次的语音室6套,实验中学建起标准化的生化 

实验室，萱花中学建起了千兆校园网。现代化教学的推进两基”、“普实”的开展和巩固，使我市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2000年,全市向髙等院校输送人才1378人，向中等学校输送人才1717人，分别比1995年增长91.7% 和 

133.0%。"九五"期末,全市有专业任教教师7890人，比“八五”期末增长4.2% 。

(三)文体生活丰富多彩。“九五"期间,我市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体育事业成绩斐然。我市除春节、国庆等传统 

节曰组织文艺演出外,还随时组织大型文体活动。特别是永川体育馆建成后，先后有许多表演艺术家、歌唱家来我 

市演出。全国女子蓝球“名豪杯”超级联赛及重庆市的各种髙水平赛事在我市举行,提髙了永川的知名度。

(四)卫生事业硕果累累。“九五”期间，我市深化卫生改革，广泛开展行风建设，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九五" 

以来，我市健全了三级卫生保健网络，初级卫生保健通过国家验收,完成了"中国农村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普 

及阶段”任务,获全国第三次以乡为单位计划免疫达标市称号,市人民医院、中医院、保健院获"爱婴医院"称号，村卫 

生站“乡村一体化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儿童免疫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等饿高度赞扬等。至“九五”期末， 

全市有卫生机构110个,卫生机构床位2391张,卫生机构人员3035人。

(五)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九五”期间,广播电视宜传工作认真落实江总书记的“四项任务”。电台、电视对 

外宣传数量档次不断提髙,创优成绩显著。5年来，投人1300多万元设立了 750兆赫邻频光传输系统及城区光缆， 

筹资1830万元建设乡镇光缆干线278公里,实现了“乡乡通光缆”,为综合信息传输和重庆、全国联网打下了坚实基 

础。

(六)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健全和完善了村(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1999年我市被国家评为“全国 

村民自治模范市”。社区建设全面展开,全市现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2761个，社区服务中心1个,社区服务从业人 

员12937人,便民利民服务网点2039个，社区服务志愿者队伍3016人。

五、人民生活质量提离

(一)居民经济收人增多。随着“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我市居民收人增多，生活水平进一 

步提高。据抽样调查,2000年我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5460元，比“八五”期末的3750元增长45.6% ,年均增长 

7.8%;农民家庭人均纯收人2483元，比“八五”期末的1532元增长62.1%,年均增长10.1%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304358万元，比"八五”期末的198680万元增长53.2%,年均增长8.9% 。

(二)髙档耐用品消费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八五"期末，我市百户农民家庭有彩电5台，“九五"期末，我市百户 

农民拥有彩电增至52台,还新增摩托车8部,影碟机29台,组合音响17台，冰箱17台,乐器、摄像机等享受型髙档 

商品陆续进人农民家庭。城镇居民家庭中，大部分家庭对“新三件”(住房、空调、汽车）已“三分天下有其二"。

(三)居住环境条件不断改善。“八五”期末，全市大多数农民居住在土墙房或低矮草房中，1996年全市只有21 

个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经过“九五”的发展,全市农村已有611个村，21.4 万农户达到小康水平。据抽样调査，到 

“九五’’期末,全市农民人均居住砖木结构面积24.92平方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75.8%,新建住宅卫生厕所合格 

率达95%。部分家庭用上了液化气，有 18%农民的家庭安上了电话。

(永川市统计局）

141



抢抓机遇求发展奋力拼搏创辉煌

—— [九五]时期南川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九五”时期,是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全市人民紧紧依靠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抓住重庆直辖、直管,国家扩大内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历史性机遇,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农村“两金”整 

顿、国防军工企业搬迁,对外交通连年受阻等困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发展,经过五年的奋力拼 

搏,全市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顺利完成了“九五”期间的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为新世纪初叶的发展和实现“十五”计划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民经济稳定埔长

“九五”时期，尽管受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疲软、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变化等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全市 

经济仍保持了稳定发展势头,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31.5亿元,是 1995年的1.7倍,年均增长9.8% ,高于重 

庆市年均水平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9.4亿元,是 1995年的1.8倍,年均增长5.1% ;第二产业增 

加值达到12.8亿元,是丨995年的1.4倍,年均增长10.1%;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9.3亿元,是1995年的2.2倍,年均 

增长15.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901元，是 1995年 1.7倍，年均增长9.

(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2000年实现农业总产值13.5亿元，比1995年增长5.8亿元,年均增长5.9%; 

农民人均纯收人达2082元，比1995年增长1005元,年均增长14.1% .粮食总产量达到32.83万吨，比1995年增2.8 

万吨,超"九五”计划丨.83万吨,人均占有粮食50丨公斤，比1995年增60公斤;蔬菜、油菜、干果、药材等多经作物品 

种发展较好,水产,生猪,草食性牲畜养殖发展增长较快，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农业基础设施得到进 

一步改善,调整统计口径后的乡镇企业产值、利税指标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幅度。

(二)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九五”期间,全市工业总产值继续保持了 10%以上的增长速度。随着企业改革 

的不断深化,所有制性质发展明显的变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私有制经济成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 

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大，新建工业项目为工业发展增添后劲九五”期末,我市工业已形成以 

能源、机械、建材、化工、食品、轻纺为支撑产业的工业体系。交通运输增长较快,2000年实现客运量1321万人次,年 

均增长16%,货运量320万吨,年均增长12.1 % 。

(三)城乡市场繁荣,财政金融稳步发展。2000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亿元，是 1995年的1.9倍， 

年均增长14.2%。加强税收征管,确保财政运行正常，实现财政收人1.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人1.1亿元），是 

1995年的1.7倍,年均增长10.6%;金融存贷规模扩大,2000年末全社会各项存款余额达17.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达 15.5亿元，比丨995年分别增0.7倍和丨.3倍,年均增长14.3 %和 18.0%;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13.8亿元，比1995 

年增7.3亿元,年均增长16.3% ,有力地支持了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末,全市个体工商业户达8149户，私营企业达267家。

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大九五”期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达到36.2亿元,是“八五”期间的3.3倍， 

2000年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9.6亿元,是 1995年的3.3倍,年均增长27.3% 。

(―)交通瓶颈制约有所缓解。"九五”期间全市加大了对公路建设投资,公路通车里程达774.8公里，其中，省 

道 158.5公里,县道380.1公里，乡道208公里,专用道28.2公里;444个村民委员会有438个通车,公里密度达到了 

232.8公里/百平方公里,完成了南川至水江、南平至神童、大辅子至杨柳嘴公路改造,市城区至大观公路的硬化工 

程,新增二级公路75公里,新建改造了一批民桥民路和旅游景区公路,修建连结了一批乡镇断头公路。三泉至金佛 

山北坡22公里旅游专线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金佛山旅游环境,促进了金佛山旅游资源的开发。

(二)能源建设迅速发展。“九五”期间,在已建成农村初级电气化的基础上,主攻了电源、电网建设,加大了电力 

建设投资,五年完成电力建设投资7.8亿元,是“八五”期间电力建设投资的7倍.使全市发电量达2.42亿 KWh，为 

1995年 1.7倍,年均增长〖1.1%,从根本上解决了电力短缺的问题。

(三)通讯设施日臻完善。电话装机不断扩容，“九五”末,全市固定电话程控交换机总容童达5.1万门（其中，市 

话2.9万门,农话2.2万门），固定电话用户达5万户，主线普及率7.8%,有434个行政村通电话,电信交换网点增至 

59个,新建移动电话发射基站17个,80%以上的乡镇实现了移动通讯网络无缝覆盖。传输以重庆南环光缆为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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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960路微波工程为辅,已进人重庆电话本地网并升至8位,开通了国际国内直拨移动电话,无线寻呼已与全国联 

网,并开通了可视电话，实现了固定电话传输数字化,交换程控化目标。

三、社会事业硕果累累

“科教兴南"战略实施取得新的进展,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转化。2000年,全市推广应用科技成果29项,全 

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7%。“九五”期末,全市有科研服务机构3个,各种专业学（协)会47个,会员 

8013人,有专业技术人员1.6万人。“九五”期间,我市科技项目首次人选国家级项目2个。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得到进一步落实。"九五”期间,大力实施了"两基”工程、广厦工程、人才工程,加强了薄弱学校建设,办学条件进 

一步改善;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髙。在省级贫困市县中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育 

壮年文盲。髙考上线人数连年创历史新髙，2000年髙考上线992人,升学率为81.6%。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文 

艺创作成绩显著,文化市场繁荣健康。“九五”期间,改造了市图书馆,建文化馆(站)37个,开放了图书影像中心,新 

建了一批农村“万村书库”,全市文化氛围增强。建成了金佛山风吹岭广播电视发射塔,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质世明显 

提髙,广播电视综合信息网建设步伐加快。全市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96%以上,光纤电视用户达3.5万户，35个 

乡镇的广播电视实施光纤传输,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群众体育蓬勃开展,体育竞技技术提髙。三项 

基本国策有效落实。把人口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管理,提髙了人口素质。坚持“环评”制度和“三同 

时”制度,环境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明显改善。其他社会事业也取得新成就九五”期间,我市先后荣获“全国计划生 

育先进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市"“全国爱心功臣行动先进市"和“重庆双拥模 

范城”等荣畨称号。

四、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目前,南川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0岁以上,绝大多数农民已解决温饱,正向着小康生活迈进。2000年全 

市农民人均纯收人2082元,是 1995年的1.9倍,年均增长14.1%;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人5591元,是 1995年的1.5 

倍,年均增长2.1%;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13.8亿元,人均2100元。有效供给水平提髙,市场物价得到有效平抑， 

商品短缺时代已宣告结束,物丰价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已明显改变,食品类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下 

降,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家用电器正大规模地进人千家万户。

回眸“九五”,成就辉煌，展望未来,前景广阔。面对新世纪和新使命,我们一定能抢抓机遇，奋力发展，艰苦创 

业,拼搏进取,我市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将取得更大辉煌的成就。

(南川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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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

2000年,全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力度,通过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取得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新成 

绩。据统计,2000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5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增幅比全国水平高0.5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83亿元，增长2.3%;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57亿元,增长10.5% ;第三产业增加 

值为650亿元,增长9.0%。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比例，由 1999年的19.1:40.9:40.0变为2000年的17.8:41.3: 

40.9。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经济结构渐趋合理的同时,经济运行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居民收人增长缓慢,市场物价持续低迷，城镇就 

业压力较大,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经济增长的基础仍很脆弱。

一、农村经济

农业结构调整顺利推进,农村经济形势趋向好转。全年林牧渔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农业的发展速度,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结构为67.4:3.3:25.0:4.3,其中农业下降2 个百分点,林牧渔业上升2个百分点。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为 

4160.10万亩，比上年减少3. 1%;经济作物和其它农作物播种面积1226. 10万亩，增长11.9% 。粮食总产摄为 

1131.24万吨，比上年减少1.0%;油料产量31.06万吨,增长28.9%;蔬菜产量781.86万吨，增长13.3% ;生猪出栏 

1724.96万头,增长1.3%;牛出栏38.49万头，增长6.0%;羊出栏167.94万头,增长11.0%。全年肉类总产世143.91 

万吨，比上年增长2.4%;水产品产量20.03万吨,增长4.7% 。

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有550个,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6 个,市级龙头 

企业40个。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达580个，直接带动176万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保 

持了速度和效益同步快速增长。全年完成增加值230.7亿元，比上年增长20.1% ,实现营业收人922.5亿元,增长 

19.6%,利润32.3亿元，增长19.0%，实交税金24.4亿元,增长24.4% 。

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27亿元，比上年增长丨0.4% 。

新产品开发和产品出口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两大“亮点”。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人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 

企业(简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下同)完成新产品产值194.4亿元，比上年增长38.2% ，占现价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到20.3%;实现工业品出口交货值48.92亿元,增长45.3%,占销售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4.0%上升为5.2% 。汽 

车、摩托车等重点产品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全年生产汽车24.6万辆，比上年增长12.5% ;生产摩托车 

191.07万辆,增长9.2% 。

五十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01.81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实现利润总额24.13亿 

元,增长30.2%。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1.7倍。

工业产品的产销衔接较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94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2.7% ,增幅髙于 

现价工业总产值丨.3个百分点,工业品产销率达到98.6%,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国有企业扭亏脱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83.8,比上年提 

高了 16.5个百分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由上年亏损9.M 亿元变为盈利14.02亿元，国有控股企业由上年亏损 

14.91亿元变为盈利3.68亿元,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由上年亏损13.34亿元变为盈利6.53亿元,结束了国有工业企 

业连续六年、整个工业连续四年的髙额亏损局面,基本实现了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扭亏脱困的目标。

建筑业稳步发展。全年实现增加值1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 _0% 。全市四级及其以上资质等级建筑企业施工 

工程16285个,建筑施工面积606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0.5% ;竣工面积3100万平方米,增长4_2% ;实现利润总 

额4.5亿元,增长8.1% 。

三、固定资产投资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起步实施，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55.81亿元，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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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6.5%，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2个百分点。其中，全市基本建设投资为262.93亿元，比上年增长24.3% ;房 

地产开发投资139.63亿元,增长24.1 % ;更新改造投资92.03亿元,增长0.3%，更新改造投资中工业技改投资36.89 

亿元,增长10.9%;其它投资161.22亿元，增长9.6% 。

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在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投资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13.95亿元，比上年增长61.5% ;第二 

产业完成投资104.27亿元,增长19.2%;第三产业完成投资395.18亿元,增长17.5%。重点建设项目完成较好。全 

年市级以上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76.49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7.0%。渝长、长涪髙速公路、鹅公岩长江 

大桥、黄桷渡水厂扩建工程等9个项目相继完工投人使用。渝怀铁路、轻轨较新线、万洲五桥机场等21个项目实现 

了开工建设。

四、城市建设

城市公用设施逐步完善。全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97.85亿元，比上年增长4.9%,其中主城区电网改造投 

资5.80亿元，增长1.5倍,农村电网改造累计完成投资34.6亿元，超额完成了年初预定的目标。新增城市桥梁4 

座,新增路灯5247盏，新扩建城市道路49公里,年末城市道路里程2540公里,人均拥有道路面积5.04平方米，比上 

年提高3.1%;新增日供水能力丨2.25万吨，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达173.16升.比上年提高3.6% ;完成更新公共汽电 

车500辆、出租汽车1500辆;新增绿地205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95万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2.47平方米，比 

上年提高4.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20.4% ；改建、整治公厕97座,垃圾站75座，新增、更新环卫专用车96台，主 

城区垃圾袋装化率达到39.8% 。

五、交通邮电业

交通运输业发展呈现新格局。全年完成货物周转量354.36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4.9% ,其中,铁路175.8亿吨 

公里，增长4.1%;公路72.5亿吨公里，增长4.8%;水运105.7亿吨公里,增长6.3%;空运0.3 亿吨公里，下降 

17.5%。全年完成旅客周转量270.45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5.7%,其中,铁路54.丨亿人公里，增长2.9%;公路170.1 

亿人公里,增长9.7%;水运31.丨亿人公里，下降3.4%;空运15.1亿人公里，下降5.0%。港口吞吐量为2448万吨， 

下降5.8% 。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85.82亿元，比上年增长65.2% 。全市长途光缆线路总长度为 

1644公里，固定和移动交换机容量650万门。新增固定电话用户70.1万户，累计达到268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 

186.9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80.1万户.累计达到160万户。全市电话普及率为13.9%,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 

点。截止2000年底,全市共有计算机互联网络用户10万户。

六、消费市场和物价

消费品市场稳步增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3.58亿元，比上年增长7.9% ,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361.56亿元，比上年增长9.0% ,占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2%;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82.02亿元，增长 

6.6%，占全市的43.8%。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为383.19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 占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9.5%;餐饮业为54.56亿元,增长12.2%，占全市的8.5%;其他行业为205.83亿元,下降0.6% ,占全市的32.0% 。 

重点市场交易活跃，年销售额亿元以上重点市场全年成交额240.61亿元。地方产品竞争力有所增强，以服装、皮 

鞋、食品为代表的本地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32.4% ,比上年提髙了 1.9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额78.37亿 

元，比上年增长32.4%,其中个人住宅销售额50.46亿元,增长38.0%，占商品住宅销售额的95.5% 。

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6.7%，比上年下降3.3个百分点。分类看,食品价格下降 

6.9%,衣着类下降9.6%，交通与通讯下降11.2%，医疗保健、居住和服务项目价格分别上涨了 0.5%、1.2% 和 

12.3% 。

七、对外经济和旅游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7.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5% ,其中出口 9.95亿美元，增长 

1.03倍,进口 7.9亿美元,增长9.7% 。

全年本地产品出口额为9.3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4.0%。机电产品出口完成5.1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 

52.2%,比上年增长2.57倍,其中摩托车出口 103万辆,出口额达3.74亿美元,分别增长8.6倍和6.1倍。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达到1.19亿美元，增长19.2%,占出口总值的12.0% 。

全年新签利用外资合同项目237个，比上年增长19.1% ,协议利用外资金额8.69亿美元,增长23.9% ,实际利 

用外资3.45亿美元，增长5.6%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44亿美元，增长2.2%。全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 

设计咨询业务合同额0.9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7倍,完成营业额0.57亿美元，增长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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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快速发展。全年接待国内游客3069.6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3.9%,创历史最髙水平。国内旅游实现总 

收人137.05亿元，比上年增长36_6%。接待海外游客26.6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人1.37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43_9%和42.3%。假日旅游方兴未艾,三个“黄金周”共接待市内外游客731.52万人次，占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的 

23.6% 。

八、财政和金融

全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完成104.46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市级财政收人完成40.82亿元，增长 

18_8%,区县（自治县、市)级财政收人完成63.64亿元，增长丨4.6%。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完成202.46亿元，比上年 

增长24.7%,其中市级财政支出88.74亿元,增长36%,区县（自治县、市)级财政支出113.72亿元,增长17.1 % 。

全市金融机构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为1904.7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0.5%。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645.54亿元，增 

长 18.7%;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1085.36亿元,增长19.4%。金融机构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为1881.29亿元，比上年末 

增长16_7%。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为1246.81亿元,增长15.4%;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95.29亿元,增长40.7% ;中 

长期贷款为470.70亿元,增长丨4.6%。全年累计回笼现金34.38亿元，比上年多回笼57.42亿元。

全年又有乌江电力、重庆港九、九龙电力、长江水运四只新股成功上市,全市累计上市公司数量为28家,居西部 

地区第二位。截止2000年底,发行新股和配股共募集资金106亿元,股票市值803亿元。发行凭证式国债23.16亿 

元，比上年增加10.43亿元。

全年保险费收人27.58亿元，比上年增长9.46%,其中财产保险收人10.58亿元,增长5.1% ;人寿保险收人 

13.09{乙元,下降0.5%;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收人3.91亿元,增长44.0%。全年保险赔付额为8.65亿元，比上 

年下降5.1%,其中财产保险赔付5.12亿元,增长3.7%;人寿保险赔付2.49亿元,下降32.9%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赔付丨.04亿元，比上年增长丨8.3% 。

九、科学技术和教宵

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全年髙新技术产业实现总产值464.70亿元，比上年增长23.2% ,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由1999年的26.0%上升到30.0%;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96亿元,增长50.7%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12.8%。组织实施市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3项,安排经费1905万元。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重庆地区专利申请 

1780件，比上年增长39.7% ,重庆地区专利授权1158件,增长7.5%,技术市场合同认定登记额达30亿元。重庆髙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参展项目4000余项,重大项目签约229项,成交金额53.86亿元。

信息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组建了重庆市信息港宽带网络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85亿元人民币。重庆大 

学科技园建设开始启动,生物孵化园建设进展顺利，“重庆大学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重邮信科股份有限公 

司”已正式挂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人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6.4%;实现工业总产值106亿元,增长 

21%;实现区级财政收人1.6亿元,增长31.4%;实现出口创汇7799万美元,增长95.0% 。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年实现 

工业总产值72.86亿元,增长16.0%;实现出口创汇1476万美元,增长1.13倍;实现财政收人1.25亿元。民营科技 

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全年3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人达到110亿元。

2000年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学生5万人,研究生0.27万人,普通髙等学校招收学生(专科以上）比上 

年增加1.61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完成招生2.31万人,普通中学招生54.56万人，职业中学招生3.13万人。年 

末全市共有22所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12.63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62所,在校学生8.45万人;普通中学 

在校学生丨47.79万人,职业中学在校学生7.77万人,小学在校学生276.1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99.9%, 

初中入学率达到93.6%,髙考录取率70.9%。全市有成人高校19所，在校学生8.36万人。

2000年全市又有2个县完成“两基”任务普九"人口覆盖率为5.17% ,扫除青壮年文盲1.47万人。截止年底 

全市已有33个区县实现“两基”目标，累计人口覆盖率达到85.8% 。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市川剧院创作的川剧《金子》荣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奖大奖及文华表演、导演、创作、音乐 

奖,杂技《流星闪烁》获全国第五届金獅奖杂技大赛金奖。

全年出版各类报纸4.87亿份，比上年下降7.6%;图书1.12亿册,下降8.9%;各类杂志0.35亿册，比上年增长 

15.9%。全市三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农村两元钱实用知识丛书》已出版101种,发行200多万册。三峡库区文物保 

护工作进展顺利,全年地下文物发掘项目75件,发掘面积12_6万平方米,地面文物保护项目135处。

全市有线电视骨干传输网络建设和联网步伐加快。完成了重庆至渝北、长寿、涪陵等2】个区县(市）光缆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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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设备安装,开通了重庆有线电视节目信号。年内新发展有线电视用户4.19万户，改造用户网1.56万户。解决 

了 2290个行政村收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全市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92.5%,基本实现全市“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

标。

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年末全市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382个,卫生机构拥有床位6.57万张,其中医院拥有 

床位5.86万张;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8.86万人，其中医生4.49万人,护师、护士 2.08万人。

体育工作成绩突出。我市体育代表队共有21个项目54项次出席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有38人 10个大项24 

个小项取得全国锦标赛前8名，其中获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3枚,我市运动员参加亚洲及其它国际比赛获6金 I 

银 1铜。重庆籍选手田亮获悉尼奥运会跳水金牌、银牌各一枚;重庆隆鑫足球队获足协杯冠军，成为西部地区第一 

个全国足球冠军;重庆建设摩托围棋队蝉联全国围棋甲级联赛冠军。全年发行体育彩票7200万元,开展国民体质 

测试4.68万人次，“袁家岗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正式动工兴建。

十一、人民生活和再就业

城乡居民收人继续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276元，比上年增长6.4%,人均消费支出5475元,增长 

2.3%;农民人均纯收人1892元,增长3.1%,人均消费支出1396元,增长0.5% 。

全年帮助指导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13.0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12.07万人;帮助指导城镇失业 

人员就业8.10万人,城镇失业率为3.5% ;劳动服务企业和社区服务业吸纳下岗职工0.45万人,吸纳失业人员0.65

万人。

全市参加失业保险社会统筹职工已有210万人,征收失业保险费1.92亿元。养老保险市级调剂金制度逐步完 

善,全市77.68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得到按时足额发放,76.12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社会化发放， 

社会化发放面达到98% 。

截止2000年底,全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105.31万户次,205.37万人次,财政支付保障金总额1.56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9.2%、37.丨％和53.3%。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4.3亿元,新建农村敬老院68所,改扩建 

121 所。

十二、环境保护

环境治理的力度有所加强,12种污染大气、水体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下达的指标之内。全市纳 

人“一控双达标’’考核的工业污染企业5169家，已经完成达标任务的5157家,达标率为99.8% ：“淸洁能源”工程建设 

全面展开，主城区10吨以下燃煤锅炉和茶水炉分别有929台和1429台关停或改为淸洁能源，占总数的80.6% 和 

99.5% ;50张病床以上规模的医院有189家对病毒病菌污水进行了治理,治理率达97.0% ;天然气汽车推广应用步 

伐加快,到年底已改装各型CNG汽车1600多辆,建成10座加气站，天然气汽车及相关产业产值近2亿元。

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和好于二级标准的频率，已由1999年的46.2% 上升 

到51.丨％。全年实测大气总悬浮微粒0.247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0.149毫克/立方米,地面水水质达标率90% 以 

上，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63.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均值为56.9分贝。

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年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计划5806万亩,完成营造林385万亩,其中成片造林224万亩 

(含退耕还林68万亩）,封山育林16丨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700平方公里。

十三、移民和扶贫

全年完成移民投资39.22亿元,建房安置移民10.3万人,其中农村移民安置3.3万人。完成房屋复建286万平 

方米,万州区五桥、天城开发区和云阳县、奉节县政府机关已迁进新城办公,忠县、开县、丰都等新城基础设施建设进 

展较好。全年实现农村移民外迁丨丨个省市安置7324人,市内5县市安置3787人,完成分散自主外迁安置14000人。

扶贫工作成绩突出，基本完成“五三六”扶贫攻坚计划。全市2954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工作，为贫 

困地区引进项目172个,引进资金1.69亿元,捐赠物资折款0.17亿元,新建希望小学31所,救助困难失学儿童9300 

人。新解决了 39万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40万贫困地区人口饮水困难,巫溪、城口两县实现成建制越温达标。 

截止2000年底,我市贫困区县全部实现了越温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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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0, Chongqing earnestly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iming at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s and developing western 

region. Further eflbrts were niatle in actively advancing stralegic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 strengthening the refumi 

of turning aruuntl performances of state - owned enlerprises. By firnily fulfilling various work, new progress were seen in emnoniy 

and various social causes. Primary slalislics indicated that the city * 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f 2000 was 159. 0 billion 

yuan， up by 8 .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l comparable prices，and 0.5 -  percentage point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Of 

this total，the value — added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was 28.3 billion yuan，up by 2.3 percent; the value - added of secondary in

dustry was 65.7 billion yuan, up by 10.5 percent, and the value - 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was 65.0 billion yuan，up by 9.0 per

cent. The shares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in the G D P  changed from 19,1 ：40.9:40.0 in 1999 to 17.8:41.3:

40.9 in 2000. While national economy kept up fast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gradually tended to rationalize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notably improved.

However,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coursc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effective demand was in- 

sufficient，rural people’s incomes slowly grew，prices remained low, pressure on employment in urban was high,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as not sound. Tlie basis of economic gruwlh was still weak.

I. Rural Economy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went smoothly. Rural economy trended well. In 2000, the growth of forestry, animal hus

bandry, and fishery produclion were much  faster than lhal of fanning. The value 一 added of farmingt forestry t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accounted for 67.4:3.3:25.0:4,3，of which farming dropped 2 - percentage points, whereas forestry, animal Imsbandry 

and fishery increased 2 - percentage points. Sown area of grain was 41.60 million m u ，a decrease of 3.1 perx;ent over the pa*vious 

year; sown area of cash crops and other crops was 12.26 million m u ，an increase of 11.9 percent. In 2000, the total grain output 

reached 11.31 million lons，down by 1.0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oil - bearing crops was 0.31 million lons，up 28.9 per

cent, and oulput of vegetable amounted 7.82 million tons, up 13.3 percent. Slaughtered hogs were registered 17.25 niillioti heads, 

up by 1.3 percent; slaughtered cattle and goats registered 0.38 million heads and 1.68 million heads，up 6.0 percent and 11.0 

percent respectively. The total output of meat was 1.44 million lons，up by 2.4 percent; and aquatic pnxlucts, 0.20 million tons, 

up by 4.7 percent.

Induslrialized operation of agriculture accelerated. There were 550 key enterprises with over 5 million yuan annual output val

ue, including 6 key enterprises al national level and 40 key enterprises at municipal level. Industrialized agricultural projects with 

over 1 million yuan worth of investment totaled 5 8 0，directly involving 1.76 million rural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dustrialized op

eration .

Township enterprises maintained fasl growth with high efficiency. Tlie value - added of township enlerprises was 23.07 billion 

yuan，up by 20.1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he sales revenue accomplished 92.25 billion yuan, up by 19.6 percent. And 

the profits were 3.23 billion yuan, up 19.0 percent. The taxes were 2.44 billion yuan, up by 24.4 percent.

II.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ntinued rapid development. 'llie value - added of industry in 2000 accomplished 52.7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10.4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t comparable prices.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export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became the two noticeable topics to advance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Output value of new products by stale -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 — state - owned industrial enlerprises with annu

al sales revenue over 5 million yuan (simply nam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the same below) accomplished 

19.44 billion yuan，up by 38.2 percent. Its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gross oulput value at current prices reached 20.3 percent. ITit: 

value of exported industrial products was 4.89 billion yuan, up 45.3 percentT and its share in sales revenue rose from 4.2 percent 

in 1999 to 5.2 percent in 2000. Major products, represenled by motor vehicles and motorcycles, continued fast developing momen

tum. l\\e output of mutor vehicles and motorcycles in 2000 nearly accounted for 0.25 million and 1.91 million vehicles, up 12.5 

and 9.2 percent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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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kept up growing, and became more powerful. 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ccomplished 10.18 

billion yuan worth of industrial value - added，up by 12.6 percent, and profited 2.41 billion yuan, which was 1.7 Umes as much 

as total profits of indusl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and up by 30.2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duslrial products were more salable. Sales revenue by all indusl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accomplished 94.33 

billion yuan, up 12.7 percent, and L .3 -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gross output value at current prices. Ratio of sales to pro- 

duclion climbed to 98.6 percent, 1.1-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at of 1999.

Reduclion of losses and lun\ing around economic perfoimances of stale - owned made breakthrough advance. Obvious improve

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efficiency was scored in 2000. llie industrial overall efficiency index reached 83.8 percent, 16.5 -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e figure of the previous year. Tot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profited 1.40 billion 

yuan in 2000, however lost 0.90 billion yuan in 1999. Of this total, state - controlled enterprises profited 0.37 billion yuan in 

2000 and lost 1,49 billion yuan in 1999, slate - controlled enterprises of large &  medium size profited 0.65 billion yuan in 2000 

and lost 1.33 billion yuan in 1999, The situation of high loss was ended，concerning with state - owned induslrial enterprises ’ losl 

have lasting for six yeare and overal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lost have lasting for four yeare. Tlie goal set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for 

reduction of losses and turning around economic performances within three yeais had realized basically.

Construction industry developed steadily. In 2000, 13.0 billion yuan of value - added was accomplished, up 11 percent. Hie 

number of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by 4 - grade and abov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taled 16,285. On - going housing space was 

60.6 million square meters，an increase of 10.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the completed housing space was 31.0 million 

square meters, an increase of 4.2 percent. The profits totaled 0.45 billion yuan’ up by 8.1 percent.

m  _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With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for weslem region development,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speeded up. TTie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2000 accomplished 65.58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16.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7.2 -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average ndtional giuwth level. Investmenl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in 2000 was 26.29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24.3 percent.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was 1 3 . %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24.1 percent.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was 9.20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0.3 percent，of which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technical update reached 3.69 billion yuan, 

up 10.9 percent, and olher investments totaled 16.12 billion yuan, up 9.6 percent.

Investment structure improved. Among inveslment by state sector and by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investment in primaiy in

dustry accomplished 1.40 billion yuan, up 61.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vestment in secondary industry, 10.43 billion 

yuan, up 19.2 percent; and investmenl in tertiary industry, 39.52 billion yuan, up 17.5 percent-

Major construclion projects made successful progress. In 2000, aggregate investment in major projects at and above municipal 

level totaled 17.65 billion yuan，accounting for 27.0 percent of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9  projects, such as express high

ways of Chongqing~Chandshou and Chaiigshou~Fuling, Egongyan Bridge over Yangtze River, and extension projects of H u a n^ - 

uedu waterworks, had been compleled in succession and put into operation. Another 21 projects such as Chongqing~Huaihua Rail

way, JiaochangkouXinshancun Light Railway and Wuqiao Airport in Wanzhou District were under construction.

IV. Urban Planning

Urban public utilities came lo improve. Total inveslment in ui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as 19.79 billion yuan, up by

4.9 percent. Of this total, inveslment in electrical network innovation in downtown reached 0.58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1.5 

limes; and that in rural totaled 3.46 billion yuan’ over fulfilling the target scheduled at the year’s beginning. 4 new bridges and 

5*247 road lamps added. 49 km  of urban roads extended. At the year’s end, the length of urban roads added up to 2,540 km, and 

area of road per person owned was 5.04 square meters, up 3_ 1 percent. 0.12 million tons of water supply per day was newly add

ed; water consumption for everyday use per pereon - day reached 173.16 liter, up 3.6 percent. 500 operating buses and trolleys, 

and 1500 taxies were updated. 2.05 million square meters of green area were added, including 0.95 million meters of public ̂ reen 

area. Public green area per capita reached 2.47 square meters’ up 4.2 percent. Green - covering rate in constructed area was 

20.4%. 97 public W.C. and 75 rubbish stations were rebuilt or repaired. 96 wheels for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were added or 

updated _ Rate of packed rubbish in downtown reached 39.8 percenl.

V.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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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develupnienl took on a new look. Cargo volume transported by various means totaled 35.44 billion ton - km, an 

increase of 4.9 percent comparing with the previous year. Of this total, the cargo handled by railway was 17.58 billion Ion - k m， 

up 4.1 percenl; by highway, 7.25 billion ton - km, up 4.8 percent; by waterway, 10.57 billion ton - km, up 6.3 percent; and 

by airway, 0.03 billion ton - km, down 17.5 percent. The volume of passenger transporlalion was 27.05 billion pereon - km, an 

increase of 5.7 petxxint. Of this total’ passenger carried by railway numbered 5■ 41 billion person_ k m ，up 2.9 percent; l)y high

way, 17.01 billion person - km, up 9.7 percenl; by waterway, 3.11 billion person - km, down 3.4 percent; and by airway，I .51 

billion person - km, down 5.0 percent. Ports handled 24.48 million Ions of cargo, a decrease of 5.8 percent.

Poslal and telecommunicalion services developed rapidly. TTie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2000 totaled 8.58 billion yuan, up 65.2 percenl over the previous year. 'Hie length of distant optical - fiber cables was 1,644 kin. 

,Fhe tolal capacity of fixed and mobile telephone exchanges reached 6.50 million gales. New fixed telephone subscribers numbered 

0.70 million, which added total subscribens up lo 2.68 million, and telephone subscribers in urban was 1,87 million; new mobile 

telephone subscribers numbered 0.80 million, making tolal subscribera up to 1.60 million. There were 13.9 lelephones per 100 

populationsf 4.9 percent over 1999. Up to 2000, subscribers to CH INANET services totaled 0.10 million.

VI. Domestic IVade and Prices

Marketing of consumer goods increased steadily. In 2000，the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valued 64.36 billion yuan, 

up 7.9 percent over ihe previous year. Of this total, retail sales in uiban areas totaled 36.16 billion yuan, up 9.0 percent, sharing 

56.2 percenl of total retail sales; while in rural areas totaled 28.20 billion yuan, up 6.6 percent，sharing 43.8 percent. In leims 

of diHerent industries，the sales of the wholesale and retail Irudes valued 38.32 billion yuan, up 12.5 percent, accounting for 59.5 

percenl of total retail sales; the sales of catering trade valued 5.46 billion yuan, up 12.2 percent, accounting for 8.5 percent; an(j 

of other induslries valued 20.58 billion yuan, down 0.6 percent, accounting for 32.0 percenl. Transactions al fair markets were 

brisk. Major markets, whose annual sales revenue were over 100 million yuan, dealt business worth of 24.06 billion yuan in 2000. 

Local products strengthened compelilion. Lucal pitxlucts represented by gaiments, leather shoes and food shared 32.4 percenl of 

marketing, and 1.9-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vious year. Sales revenu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accomplished 

7.84 billion yuan, up 32. 4 percent, of which sales revenue of private residential buildings was 5.05 billion yuan, up 38.0 

percent，and 95.5 percent of sales revenu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Tlie prices conlinuously declined. Consumer price of urban households registered 96.7 percent» down by 3.3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alyzed by different Lypes, I he price of food dropped 6.9 percent, clothing dropped 9.6 percent, an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iiicalions dropped 11.2 percent. On the olher hand, medicine and medical articles, residence, and ser

vices increased by 0.5 percent, 1.2 percent and 12.3 percent respectively.

VII.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ourism

Foreign trade grew rapidly. The total volume of exports and impoits in 2000 was 1.79 billion US dollars，up by 47.5 perc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The volume of impoits was 1.0 billion US dollars, up 1.03 times, and volume of exports was 

0.79 billion US dollars, up 9.7 percent.

In 2000, exports of local products marked 0.93 billion US dollais, as 94.0 percent of lolal exports. Exports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valued 0.52 billion US dollars, sharing 52.2 percent of tolal exports，and up by 2.57 times. Of this total，molor 

vehicles exported 1.03 million vehicles worth of 0.37 billion U S  dollars, up 8.6 times and 6.1 limes respectively. Exports of hi -  

tech products reached 0.12 billion US dollar, up 19.2 percent, as 12.0 percent of tolal exports.

In 2000, projects signed on foreign capital utilization numbered 237, up 19.1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lie amount of 

agreemenls and contracts on foreign capitals lo be utilized totaled 0.87 billion US dollars, up by 23.9 percent. Hie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lilized was 0.35 billion US dollars, up 5.6 percent, of whic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0.24 billion yuan， 

up by 2.2 percent. rHie amount of contracted projects, labor co — operations, design and consultancy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errito

ries) reached 0.09 billion US dollan>, up 1.07 times’ with 0.06 billion US dollar worth of business volume accomplished, up

51.0 percent.

Tourism grew rapidly. During 2000’ a total of 30.70 million pereon - limes of domestic tourisls visited Chongqing，up by

23.9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representing I he best historic level. Tolal income from domestic tourism accounted for 13.71 

billion yuan, up by 36.6 percent. Chongqing received 0.27 million person - times of overeeas tourists in 2000 with foreign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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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come from tourism worth of 0.14 billion US dollans，up by 43.9 percent and 42.3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respec

tively . Holiday periods for tourism made fpxjwirig progress. During 3 “gold times" of Spring Festival, May 1 and October 1 holiday 

periods, there were 7.32 million pereon -  limes of lourists visited Chongqing, a share of 23.6 percenl of total tourists during 2000.

VIII ■ Finance and Banking

The local financial revenue on budget in 2000 was 10.45 billion yuan, up 16.2 percent over 1999, of which financial revenue 

at municipal level was 4.08 billion yuan, up 18.8 percent, and financial revenue at district (county) level was 6.36 billion yuan, 

up 14.6 percent. llie loc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budget was 20.25 billion yuan, up 24.7 percent, of which financial expendi

ture at municipal level was 8.87 billion yuan，up 36.0 peiuenl, and at district (county) level was 11.37 billion yuan, up 17.1 

percent.

At the end of 2000, deposit balance in all banking institutions totaled 190.47 billion yuan, up 20.5 percent comparing with 

the end of 1999. Of ihis total, enterprise deposits was 64.55 billion yuan, up 18.7 percent; saving deposits of households totaled 

108.54 billion yuan, up 19.4 percent. Loan balance reached 188. 13 billion yuan, up 16.7 percent comparing with the end of 

1999. Among new loans, short - term loans totaled 124.68 billion yuan，up 15.4 percent; circulating asset loans of medium - term 

9.53 billion yuan, u p 40.7 percent; medium &  long - term loans, 47.07 billion yuan, up 14.6 percent. There was a total of 3.44 

billion yuan worth of cash withdrawn, 5.74 billion yuan more than that of the previous year.

4 new stocks issued successfully in 2000, i.e. Wujiang Electricity, Chongqing Gangjiu, Jiulong Electricity and Yangtze W a 

terway Traffic. There were 28 listed companies totally« becoming the secondary in the western region. Up to 2000，10.6 billion 

yuan worth of fund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ssuing new slocks and issuing stock rights.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was 80.3 billion 

yuan. 23.16 billion yuan worth of certificated national debts was issued, an increase of 1.04 billion yuan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he insurance premium in 2000 totaled 2.76 billion yuan, up 9.46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Tie premium of properly 

insurance was 1.06 billion yuan，up 5.1 pen^nl; and the premium of life insurance was 1.31 billion yuan, down 0.5 percent; 

premium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insurance on unforeseen accidents was 0.39 billion yuan，up 44.0 percent. TTie total insurance in- 

demnily valued 0.87 billion yuan, down 5.1 percent. 0.51 billion yuan was paid for indemnity of property insurance, up 3.7 per

cent; 0.25 billion yuan paid for indemnity of life insurance, down 32.9 percent; and 0.10 billion yuan for indemnity of health in

surance and insurance on unforeseen accidents, up 18.3 percenl.

IX. Science, Tedinique and Education

Hi - tech industry pn^ressed rapidly. In 2000，oulput value of hi - tech industry was 46.47 billion yuan, up 23.2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its share of industrial gross output value varied from 26.0 percent in 1999 to 30.0 percent in 2000. 

Output value of hi - tech products was 19.6 billion yuan, up 50.7 percent, as 12.8 percent of industrial gross output value.

33 key scientific results at municipal level were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with 19.05 million yuan worth of fund. State Intel

lectual Property Bureau received 1,780 applications for patent from Chongqing, up 39. 7 percent. 1158 patents from Chongqing 

were authorized’ up 7.5 percenl. Registered volume of technical contracts totaled 3.0 billion yuan. More than 4,000 projects were 

shown in Chongqing Hi - Tech Fair, and 229 key projects were signed with 5.39 billion yuan.

lnfoimation construction made greal achievements. Chongqing Broadband Networks Co. ’ Ltd. foimed with registered capilal 

worth of 0.19 billion yuan. Construction of Chongqing Univereity Science and Technique Garden started working, and Biologic In

cubating Garden went successfully. Chongqing University Hi - tech Slock Co.，Ltd. and Chongqing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ique Stock Co.， Ltd. came into existence.

'Fhe lotal income from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rade of Hi - tech Developmenl Zone was 15.8 billion yuan, up 26.4 percenl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dustrial gross output value of Hi - lech Development Zone accomplished 10.6 billion yuan, up 21.0 per

cent. And ils financial revenue was 0.16 billion yuan, up 31.4 percent; foreign exchanges from exports totaled 77.99 million US 

dollars, up 95.0 percent. Industrial gross output value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 was 7.29 billion yuan, up

16.0 percent; foreign exchanges from exports totaled 14.76 million US dollars, up 1. 13 times; financial revenue 0. 13 billion 

yuan • Private technical enlerprises look on good tendency • The total income from technology ’ industry and trade of more than 3000 

private lechnical enteiprises reached 11.0 billion yuan.

In 2000, 50,000 undergraduates and 2,700 postgraduates newly enrolled in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6,100 

persons more than that of 1999. New students enrolled in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numbered 23,100. New sludenls in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numbered 545, 600, and in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numbered 31,300. At the year’s end, there were 

126,300 undergraduates studying in 22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84,500 students in 62 specialized setx>mlary 

schools. A  total of 1.48 million students were in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77,700 students in vocational secondaiy schools，rnui 

2.76 million pupil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enrollment rale of primary - school - age children of primary education reached 99.9 

percent，enrollment rate of ju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ccounted for 93.6 percent，and enrollment rale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70.9 

percent. 83,600 students totally enrolled in 19 adult insl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other 2 districls (counties) finished nine —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rogram and the elimination plan of illiteracy amoii^ 

young &  middle - aged people in 2000，with 5. 17 percent of population coverage for nine -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rogram, 

and 14,700 young & middle - aged illiteracies were eliminated. At the end of 2000，33 districts (counties) had realized I he two 

compulsory education goals，which covered 85.8 percent of population totally.

X. Culture, Public Health Care and Sports

Vigorous progress was scored in Culture. Jin Zi of Sichuan opera, by Chongqing Sichuan Opera ITieatre, obtained great award 

and awards for performance，director, piuduction and music of the 9th Wenhua Award by the Cultural Ministry. Aciubatics of 

ors Sparkling won gold award in the 5th National Jinshi Acrobatic Competitions.

In 2000，various types of newspapens issued 0.49 billion copies, books issued 0.11 billion volumes, down 7.6 percent and

8.9 percent respectively. And magazines of various types issued 35 million volumes, up 15.9 percent. 101 kinds of 2 - Yuan Col

lection of Practical Knowledge in Rural Areas issued jointly by 3 presses were published over 2 million copies. Cultural relics pro

tection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progressed smoothly. In 2000 , 75 projects of underground relic excavation, 135 piujecls of 

ground relic protection were finished, and excavation area totaled 0.13 million square meters.

Construction and connection of C A T V  skeleton transmission networks speeded up. Equipment installation of main optical - fi

ber cables from Chongqing to 21 districts (counties) such as Yubei District, Changshou County and Fuling District, etc. complet

ed. Chongqing C N T  programs were available in these 21 districts (counties) . Another 41900 households could watch C M T  pro

grams. Networks for 15,600 households were innovated. 2,290 villages put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through. About 92.5 per

cent of people in Chongqing enjoyed watching T V  and listening to radio. "Hie goal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ccessible to Ev

ery Village" was realized basically.

Public health further developed. By the end of 2000, there were 4 ，832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with a total of 65,700 beds, of 

which 58,600 beds were in hospitals. Chongqing had 88,600 health workers, including 44,900 doctors, as well as 20,800 senior 

and junior nunses •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re seen in sports. In 2000，Chongqing athletes attended 21 items and 54 times of competitions in 

national championships. 38 persons in 10 sports items and 24 small sports items gained top 8 positions t including 4 golden medals, 

4 silver medals and 3 copper medals. Chongqing athletes also obtained medals 6 golden medals t 1 silver medal and 1 copper medal 

of Asian competi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ian Liang, Chongqing native athlete, won 1 golden medal and I silver 

medal of Diving in Sydney Olympic Games. Chongqing Loncin Football Team won championship of FA Cup, as the first national 

football championship in the weslem region. Chongqing Jianshe 1 - go Team continued to hold championship of China 1 - go Higher 

Competition. Sports lottery issued 72_0million yuan. 46,800 person - times participated in civil physical test. Swimming and Div

ing Gy m in Yuanjiagang Sports Center was being built.

XI. People's Life and Re - employment

Household income increased continuously. rYhe annu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accounted for 6,276 

yuan in 2000，an increa^ of 6.4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annual per capita expenditure for consumption of urban waa 

5,475 yuan, up 2.3 percent •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was 1，892 yuan’ up 3.1 percent • And annual per cap

ita expenditure for consumption of rural was 1,396 yuan, up 0.5 percent.

In 2000, 130,900 laid - o£f staff and workers were reemployed under assistant and guidance, of which 120,700 re - employ

ees were foimerly from stale - owned enterprises. 81,000 urban un - employees found new jobs under assislant and guidance. Ur

b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was 3.5 percent. Some 4,500 laid - off staff and workers’ and 6,500 unemployed persons were em 

ployed by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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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2.10 million stall and worker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unemployment security program with 0.19 billion yuan of un

employment premium collecled. Relief system of retirement security program at municipal level came to be perfect. Basic retirement 

pensions were paid for 0.78 million retirees in full and on time. Reliremenl pensions of 0.76 million retirees were provided by so

cial security. The rate of relirenient pensiutis provided by social security reached 98.0 percent. At the year's end, a total of 1.05 

million household - times and 2.05 million penson - times received 0.16 billion yuan worth of the minimum living expense assur

ance, which was paid by finance, up 39.2 percent’ 37.1 percent and 53.3 percent respectively. In 2000 , 0.43 billion yuan worth 

of social - welfare lottery tickets were issued. 68 homes for aged folks in rural areas were newly built and 121 homes were enlarged.

XII. Enviraun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lrenglhened. Total discharged volume of 12 kinds of major pollutants haiming air and water was un

der national standard level. 5,169 industrial polluting enterprises participated the plan of “pollution controlling, pollution sources 

and environmenlal quality up to standard”，and 5，157 enterprises were up to the standard, l̂ ius* the rate up to the standard 

reached 99,8 percent. **Unpolluted Energy” project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an all round way. 929 coal boilers and 1,429 tea - 

boilets below 10- ton capacity in downtown were prohibitive or changed to use unpolluted eneigy, sharing 80.6 percenl and 99,5 

percent of each total. 189 hospitals with 50 beds and over carried out the work of treating vims and genn wastewater, and treatment 

rate amounted lo 97.0 percenl. C N G  vehicles quickened popularization. Up to 2000, more than 1,600 motor vehicles of various 

types were reequipped into C N G  vehicles. 10 C N G  stations were established. Output value of C N G  vehicles and relative industries 

was about 0.2 billion yuan.

Air quality further improved. Tlie frequency of air quality up to national 1】level or better than II level in downtown ascended 

from 46.2 percent in 1999 to 51.1 percent in 2000. Annual average daily volume of T S P  in downtown was 247 mg/m3, S 0 2  149 

mg/m3 in 2000. Ground waler up to the standard was over 90 percent.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of solid wastes reached 63.0 

percent. And average environmenlal noise in urban areas was 56.9 db.

Ecologic construction got new results. In 2000，the plan of nalural forest protec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58.06 million mu  was 

protected. 3.85 million mu of artificial forestry was completed, of which the afforested area was 2.24 million m u  (including 0,68 

million mu  of grain for green), and drea of seal for green was 1.61 million mu. 2,700 square km  of soil erosion was treated.

X m . Relocation， and Anti - poverty

3.92 billion yuan was invested in relocation project. Houses were built for 103,000 relocated inhabitants, including 33,000 

rural inhabitants. 2.86 million square melere of housing space were rebuilt. Wuqiao Development Zone and Tiancheng Development 

Zone in Wanzhou District, governments of Yunyang County and Fengjie County moved to new sites. Infrastructure of new sites of 

Zhongxian County, Kaixian County and Fengdu County, etc. developed smoothly. In 2000, 7,324 rural relocated inhabitants were 

resettled in 11 provinces (municipality) outside Chongqing, another 3,787 inhabitants were resettled in 5 counties (cities) of 

Chongqing, and 14,000 inhabitants resettled outside Chongqing voluntarily.

Great development was achieved in anti - poverty work. Anti - poverty project of “ solving basic requirements for food and 

clothing for 3.60 million depressed people in 5 years” basically finished. 2,954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took active part in anti - 

poverty. They helped to introduce 172 projecls and 0.17 million yuan of assets into depressed areas, and donated articles worth of 

17 million yuan. 31 new Hope primary schools were built. 9,300 children unable to go to school were assisted. A  total of0.39 mil

lion people in rural areas met i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food and clothing. 0.40 million people in depressed areas were relieved 

from drinking diiliculty. Wuxi County and Chengkou County realized the goal of poverty relief. By the end of 2000, depressed dis

tricts (counties) of Chongqing have all realized the goal of poverty relief.



重庆市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重 庆 市 统 计 局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日

根据国务院决定,在2000年 11月 1日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在市委、市府的 

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参加,在全市人民的积极支持配合下，经过20 

多万普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圆满完成普査登记任务。经过事后质量抽查,证明普 

查登记的质量符合要求。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快速汇总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普查的全部资料正在进 

行计算机数据处理,现将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全市的总人口为3090.45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同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7 月 1 日0时的人 

口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 203.83万人,增长7.06%,平均每年增加19.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66% 。

二、人口出生和死亡

1999年丨1月 1日至2000年 10月31日期间，全市出生人口为30.37万人，死亡人口为21.29万人，出生率为 

9.84%«,死亡率为6.90%«,自然增长率为2.94%«。

三、人口分布

全市的人口分布如下：

万州区 164.73万人 涪陵区 113.40万人

渝中区 66.52万人 大渡口区 24.68万人

江北区 61.02万人 沙坪坝区 78.82万人

九龙坡区 87.83万人 南岸区 59.29万人

北碚区 64.54万人 万盛区 26.57万人

双桥区 4.23万人 渝北区 84.39万人

巴南区 88.67万人 黔江区 44.25万人

长寿县 87.42万人 綦江县 96.34万人

潼南县 85.94万人 铜梁县 79.39万人

大足县 90.52万人 荣昌县 65.95万人

壁山县 60.73万人 梁平县 85.03万人

城口县 22.58万人 丰都县 77.38万人

垫江县 86.22万人 武隆县 39.78万人

忠 县 95.35万人 开 县 140.81万人

云阳县 121.98万人 奉节县 87.17万人

巫山县 57.23万人 巫溪县 48.38万人

石柱县 48.47万人 秀山县 50.77万人

酉阳县 59.38万人 彭水县 58.58万人

江津市 132.35万人 合川市 142.01万人

永川市 98.47万人 南川市 63.29万人

四、家庭户人口

2000年 11月 1 曰0时,全市共有家庭户928.98万户，家庭户人口为2984.27万人，占

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21人，比1990年的3.56人下降了 0.35人。

五、性别构成

全市人口中，男性为丨604.95万人，占51.93%,女性为1485.50万人，占48.07% ,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 

女性的比例)为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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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龄构成

全市人口中,0- 14岁的人口为677.78万人，占21.93%; 15-64岁的人口为2168.57万人，占70.17% ;65岁及 

以上的人口为244.10万人，占7.90%。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2.07个百分

点。

七、民族构成

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892.15万人，占93.58%,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98.30万人，占6.42%。与 1990年第四 

次人口普査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 154.57万人,增长了 5.65%,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 49.26万人,增长了 33.05% 。

八、各种受教宵程度人口

全市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86.58万人，占2.80%;接受髙中（含中专)教育的265.67万人，占 

8.60%;接受初中教育的909.02万人，占29.41%;接受小学教育的1340.85万人，占43.39%(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 

的人口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与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全市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程度的由 

1070人上升为2802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6230人上升为85%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2860人上升为29413人,具有 

小学程度的由45000人下降为43386人。

全市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214.78万人。与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相比,文盲率由15.04%下降为6.95% ,下降了 8.09个百分点。

九、城乡人口

全市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022.78万人，占总人口的33.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067.67万人，占总 

人口的 66.91% 。

注：1、本公报为初步汇总数。

2、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査以2000年 11月 1 日0时(北京时间）为标准时间,普查登记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上常住的人。

3、全市总人口包括直接登记和按普查误差间接估计的人口，各区县人口不包括间接估计的人口。

4、家庭户人口不包括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的人。

5、城乡人口是按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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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综合

1一1行政区划（2000年） 
ADMIMSTRATIVE DIVISIONS (2000)

单位：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unit)

地 区 Region

乡

Townships

镇

Towns

街道办亊处

Urban Sub

district Offices

居委会

Neighbourhoods

村委会

Village

Committees

全市总计 Total 809 685 92 2525 20569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45 32 14 217 1070

# 陵区 Fuling District 22 18 5 71 726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 - 13 172 1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 3 4 99 32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1 2 9 103 51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 12 13 174 87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 12 6 119 191

南岸区 Nanfan District - 9 7 100 71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 17 2 105 301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3 5 2 46 92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 2 1 14 14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4 27 5 71 622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12 29 2 124 367

y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S - 10 516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14 22 - 36 569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10 23 - 68 585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9 22 - 25 561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8 25 - 44 571

大足县 Dazu County 10 22 - 35 502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10 20 - 70 539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6 20 - 46 454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8 26 - 28 664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35 6 — 14 371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13 18 - 21 685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12 13 - 25 542

^武 隆 县 Wulong County 36 10 - 20 427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19 23 - 26 773

开县 Kaixian County 27 28 - 48 1052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40 25 - 44 828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65 16 - 18 829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37 11 - 18 567

巫溪县 Wuxi County 47 10 - 32 607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Shizbu County 54 4 - 11 496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Xiushan County 40 9 - 8 538

<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Youyang County 72 10 - 17 727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Pengshui County 61 3 - 18 623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14 49 - 153 928

合川市 Hechuan City 8 50 6 147 915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 31 3 106 631

V 麻川市 Nanchuas City 21 16 — 22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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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 SURVEY

1 _ 2行政区划一览表（2000年） 
ADMINISTRATrVE DIVISION TABLE(2000)

地区 Region 街道、镇乡 Uiban Sub~districts, Towns and Townships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高笋* 、太白岩、牌楼、万安、双河口、红光、沙河、钟鼓楼、周家坝、映水坪、枇杷坪、陈家坝、五桥、百安坝 

14个街道办亊处；龙宝、高絳、凉风、襄渡、武陵、龙沙、响水、天城、熊家、小周、高梁、李河、高升、三正 

、分水、培文、余家、后山、弹子、长岭、新田、太龙、龙驹、长滩、白羊、新乡、太安、白土、走马、罗田、董 

家、大 周 3 2 个镇：九池、柱山、甘宁、璀池、郭村、石桥、鹿山、河口、岩口、龙古、国家、鹿井、铁峰、孙 

家、铁炉、大碑、葵花、黄泥、三元、大兴、桥亭、新袁、凉水、向家、凤仪、恒合土家族、梨树、赶场、中山、 

谷雨、双流、茨竹、溪口、普子、地宝、黄柏、盐井、石龙、双石、油沙、燕山、长坪、马头、团结、大 田 45 

个乡。

涪陵区

Filling

District

教仁、崇义、江东、江北、荔枝5个街道办亊处：白涛、焦石、淸溪、南沱、珍溪、百胜、李渡、龙桥、致韩、义 

和、镇安、蔺市、堡子、新妙、龙潭、音羊、马武、石 沱 1 8个镇； 酒店、山窝、龙塘、罗云、卷洞、丛林、中 

峰、仁义、石龙、惠民、增福、两汇、明家、同乐、石和、新村、聚宝、太和、梓里、天台、大木、土地坡 22 

个乡。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七星岗、较场口、解放碑、朝天门、望龙门、南纪门、菜园坝、两路口、王家坡、上淸寺、大溪沟、大坪、化龙桥 

13个街道办亊处。

大波口区 

Dadukou 

District

新山村、跃进村、九宫庙、茄子溪4个街道办事处；八桥、建胜、跳磴3个镇。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华新街、石马河、大石坝、观音桥、五里店、寸滩、江北城、郭家沱、唐家沱9个街道办事处；鱼嘴、复盛2个镇 

和五宝1个乡。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井口、詹家溪、石井坡、童家桥、渝碚路、天星桥、土湾、新桥、山洞、歌 乐 山 13 

个街道办事处； 單家岗、歌乐山、井口、陈家桥、曾家、虎溪、西永、土主、育木关、凤凰、回龙坝、中 梁 12 

个镇。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杨家坪、谢家湾、石坪桥、黄桷坪、中梁山、石桥铺6个街道办事处；九龙、华岩、西彭、铜罐驿、陶家、白市驿 

、巴福、走马、金凤、含谷、石桥、石板12个镇。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南坪、龙门浩、海棠溪、弹子石、大佛段、铜元局、花园路7个街道办事处：南坪、南山、峡口、涂山、鸡冠石、 

黄桷桠、长生桥、迎龙、广阳9个镇。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天生、朝阳2个街道办亊处；歎马、龙凤桥、天府、童家溪、澄江、蔡家W 、东阳、北溢泉、施家梁、水土、复兴 

、静观、柳荫、三圣、偏岩、石坝、金刀峡17个镇。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万盛、东林2个街® 办事处：万东、南梢、莆年、关坝、丛林5个镇：南天、金桥、录星3个乡。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龙滩子1个街道办事处：双路、通桥2个镇。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双凤桥、双龙湖、人和、回兴、龙溪5个街道办事处：沙坪、石坪、木耳、大竹林、礼嘉、鸳鸯、王家、兴隆、茨 

竹、大湾、中河、龙兴、洛确、石船、统景、麻柳佗、大盛、永庆、石鞋、舒家、明月、悦来、张关、天堡塞、古 

路、关兴、高嘴27个镇：华秦、龙安、白岩、黄印4个乡#

巴南区

Ba*aaa

District

李家沱、土桥2个街道办事处：鱼洞、鹿角、惠民、木洞、育山、丰盛、二圣、双河口、麻柳嘴、五布、东泉、姜 

家、天星寺、天》、接龙、小观、花石、石龙、石滩、一品、安澜、跳石、圣灯山、百节、界石、南彭、公平、花 

溪、南泉29个镇：淸溪、淸和、白鹤塘、凉水、双新、和平桥、龙岗、陈家、仁流、南龙、忠兴、石岗12个乡.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联合、冯家坝、灌水、马喇、两河5个镇；九龙、白合、黑溪、西泡、沙坝、工农、石会、后坝、南海、中塘、栅 

山、青冈、舟白、县坝、灌西、水市、犁弯、五里、小庄、鹅池、学堂、杨柳、新安、新华、石家河、蒲花、金溪 

、新花、黎水、杉岭、新民、白石、黄溪、金洞、早化、平溪、石钟、水田、白土、太极、邻鄂、蓬东、寨子、正 

阳、# 坝45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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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0NTTNUED*1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凤城、朱家、狮子滩、葛兰、晏家、江南、邻封、但渡、云集、双龙、龙河、石堰、云台、海棠、沙石' 新市、付 

何、渡舟、八颗、洪湖、万顺、称沱22个镇、扇沱、石回、焦家、华中、飞龙、合兴、罗围、乐温、义和、黄葛、 

天台、大坝、三平、芦池14个乡•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古南、三江、石角、东溪、赶水、打通、石壕' 永新、三角、隆盛、郭扶' 篆塘、盖石、镇紫、丁山、土台、安稳 

、扶欢、蒲河、永城、乐兴、新盛、中峰23个镇；万兴、古剑、三会、紫荆、横山、莲石、髙庙、高靑、羊角、大 

罗 时 乡 。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梓潼、双江、花岩、桂林、柏梓、崇龛、古溪、宝龙、飞跃、新华、玉溪、群力' 米心、上和、龙形、塢坝、太安 

、永胜、新胜、小波、卧佛、五桂22个镇；田家、永安、文明' 红花、安兴、龙项、樣子、别口、寿桥9个乡。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巴川、旧县、安居、平滩、虎峰、西泉、少云、蒲吕、侣俸、土桥、二坪、水口、白羊、石鱼、维新、髙楼、福果 

、大庙、华兴、围龙、全徳、永嘉、安溪、西河、太平25个镇；永淸、小林、双山、中和、岚峰、庆隆、新复、斑 

竹8个乡。

大足县

Dazu

County

龙岗、龙水、中敖、三驱、玉龙、万古、邮亭、宝顶、弥陀、宝兴、复隆、石马、拾万、金山、回龙、国梁、雍溪 

、珠溪、龙石、铁山、季家、高升场22个镇：米粮、化龙、城南、高坪、天宝、天山、古龙、沙坝、元通、宝山10 

个乡。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昌元、广顺、峰高、路孔、直升、安富、淸江、仁义、河包、古昌、吴家、观胜、淸流、铜鼓、盘龙、远觉、双河 

、淸升、荣隆、龙集20个镇：五福、保安、新峰、十烈、大建、合靖、石河、治安、葛桥、许溪丨0个乡。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瑩城、狮子、河边、福禄、大兴、丹凤、来风、青杠' 丁家、广普、三合、马坊、正兴' 石院、大路、蒲元、保家 

、六壙、八塘、七塘2(H"镇：梅江、龙江、健龙、云坪、五龙、依凤6个乡。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梁山、合兴、仁贤、金带、聚奎、礼让、明达、龙门、新盛、文化、七桥、屏锦、回龙、荫平、云龙、和林、袁驿 

、碧山、虎城、竹山、七星、福禄、石安、柏家、大观、城南26个镇；城北、复平、城东、安胜、铁门、龙胜、曲 

水、紫照8个乡•

城口县

Cheogkou

County

葛城、坪现、明通、修齐、高观、庙坝6个镇：棉沙、髙恭、龙田、箭竹、箭岭、北屏、新执、高桷、左W 、后裕 

、黄溪、沿河、明月、中溪、鸡鸣、咸宜、周溪、寥子、桃元、明中、無麦、杉木、岚天、石坊、治坪、红花、厚 

坪、河鱼、渭河、黄安、东安、罗江、白芷、双河、余坪35个乡•

丰都县

Fongdu

County

名山、虎威、社坛、三元、许明寺、董家、树人、十直、镇江、高家镇、兴义、双路、江池、龙河、武平、包鸾、 

湛普、三合18个镇：崇兴、红沙、青龙、双龙场、保合、龙孔、都tf、栗子、三建、厂天、三现、太平规、暨龙13 

个乡.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桂溪、新民、沙坪、周嘉、普厢、永安、高安、高峰、五洞、太平、澄溪、鹤游、坪山13个镇；曹回、长龙、沙河 

、杠家、大石、黄沙、汪家、包家、白家、永平、三溪、裴兴12个乡。

武降县

Wulong

County

巷口、桐梓、火炉、江口、羊角、土坎、白马、长坝、鸭江、平桥丨0个镇：后坪、鱼子' 接龙、土地' 白果、核桃 

、泡沟、石桥、H 角山、浩口、文复、黄草、中嘴、黄莺、龙洞、车盘、碑垭、木根、双河、白云、铁矿、东山、 

赵家、凤来、庙斑、和顺、兴顺、龙规、石蜂、天星、广杨、蒲板、11吉、茶园、送月、中溪36个乡。

忠县

Thrmgriftn

County

忠州、新生、任家' 乌杨、洋波、东溪、复兴、石宝、汝溪、野鹤、官坝、石黄、马灌' 金鸡、新立' 双桂、拔山 

、花桥、永丰、三汇、白石、洽甘井、黄金23个镇：望水、菩广、曹家、石子、磨子、涂井、咸隆、新场、金声、 

丰收、兴峰、髙洞、黄钦、精华、庙垭、泰来、巴营、两河、大岭19个乡。

开县 

Kftixian County

汉丰、镇东、镇安、丰乐、厚现、白鹤、东华、温泉、郭家、和谦、大进、河堪、正规、教好、高桥、九龙山、中 

和、三合、义和、临江、竹溪、铁桥、南雅、岳溪、长沙、南门、赵家、渠口28个镇••大慈、大徳、金峰、白桥、 

渾家、梓潼、关坪、满月、红园、关面、白泉、锦竹' 岩水' 紫水、麻柳、天白' 天和' 三汇口、太原、中兴、巫 

山、跳思、五通、龙安、花林、兼菩、开竹27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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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CONTINUED-2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云阳、云安、江口、双江、风鸣、盘石、龙角、宝坪、古陵、红狮、南溪、长洪、双土、桑坪、路阳、农坝、高阳 

、渠马、关市、黄石、巴阳、沙市、鱼泉、盛堡、人 和 2 5 个镇：硐村、毛坝、栖霞、宝塔、院庄、泥溪、耀灵 

、云峰、票草、新津、龙洞、洞鹿、石门、后叶、养鹿、九龙、上坝、水磨、外郎、里市、普安、堪坪、新阳、塔 

栩、大阳、白龙、建全、双水、帆水、莲花、风桥、淸水、富家、青山、困坝、千丘、文龙、向阳、龙壙、水口 

40个乡。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永安、白帝、草堂、汾河、永乐、康乐、大树、竹园、公平、朱衣、甲高、羊市、吐样、青龙、兴隆、新民16个 

镇：新城、江南、梅子、靑莲、寂静、黄村、曲龙、平安、建农、新政、金风、高治、龙池、石岗、明水、青正、 

红土、万胜、三江、康坪、黄井、黄泗、高雅、安坪、新治、杨坪、上庄、太和、梅魁、马驿、云雾土家族、九里 

、石罐、荆竹、庙湾、含瑞、龙桥土家族、长安、鹤峰、长函、九树、尖峰、五马、尖角、明堂、冯坪、双潭、奇 

峰、天池、岩湾、前进、九盘、平皋、槽木、双店、桃树、茅田、大寨、野茶、罗汉、桃李、合营、范家、金子、 

新贺65个乡。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巫峡、福田、龙溪、大昌、庙宇、双龙、官阳、骠坪、抱龙、官渡、铜 鼓 1 1 个镇：五龙、白云、白果、红椿、 

大山、龙井、两坪、望霞、建平、南陵、曲尺、大溪、金坪、龙雾、钱家、何土尚、起阳、平河、庙堂、当阳、鴛 

鸯、三溪、田家、月池、楚阳、竹贤、石碑、青峰、洛阳、邓家、雪花、笃坪、培石、新花、双庙、新营、平南 

37个乡。

巫溪县

Wuxi

County

城厢、风凰、宁厂、上磺、古路、文峰、徐家、白鹿、尖山、下堡10个镇：花栗、菱角、大同、胜利、大河、后河 

、天星、万古、长桂、黄阳、峰灵、红岩、蒲莲、塘坊、梓树、金盆、朝阳洞、咸水、建楼、正溪、中坝、鱼鲭、 

乌龙、高竹、渔沙、中鹿、皂角、田坝、马坪、龙台、中岗、通城、兰英、花台、双阳、丛树、沈家、高楼、天元 

、中梁、土城、和平、兴寨、易溪、长渡、双台、前河47个乡。

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

Shi zhu 

County

南宾、西沱、临溪、黄水4个镇：大歇、风凰、灯盏、华丰、双庆、河坝、大河、三店、永和、下路、金彰、天泉 

、三树、三星、五斗、三汇、六塘、王家、河嘴、黎家、马武、黄鹤、洗新、新乐、漆辽、木坪、都会、万宝、石 

流、中兴、王场、黎场、沿溪、坡口、万朝、沙子、栗新、金竹、金岭、湖镇、卷店、蚕溪、中益、官田、悦来、 

鱼池、龙沙、桥头、三益、东木坪、冷水、枫木、洋洞、石家54个乡。

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 

Xiushan 

County

中和、平凯、洧溪场、石耶、洪安、石堤、龙池、溶溪、梅江9个镇：莲花、涌图、肖塘、官庄、红岩、迎风、岑 

溪、中平、官桥、官舟、峨溶、龙贡、平马、雅江、海洋、大溪、保安、里仁、美萃、妙泉、宋农、涌洞、干州、 

川河、茅坡、青田、玉屏、溪口、三合场、美沙、龙风、塘坳、峻岭、孝溪、吏目、钟灵、中溪、兰桥、巴家、晏 

龙40个乡。

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

Youyang

County

钟多、龙潭、龚滩、黑水、兴隆、酉水、酉酬、麻旺、李溪、丁市10个镇：钟岭、涂市、钟南、山羊、板溪、铜鼓 

、红井、小坝、银岭、毛坝、马鹿、花园、花田、大涵、土坪、泡木、木叶、细沙、小咸、五福、老寨、沙滩、可 

大、柏溪、新溪、沙田、后溪、田坝、偏柏、泉孔、泔溪、米旺、亮桠、桃鱼、腴地、车田、» 海、龙东、白竹、 

木桶、苦竹、井岗、育华、蚂蟥、天山、南媵界、南龙、小河、小岗、铜西、双桥、板溪、楠木、官淸、董河、宜 

居、铺子、万木、后兴、后坪坝、天馆、中坝、沿岩、罾潭、两》、淸泉、苍岭、双泉、岭口、庙溪、浪坪、大河 

口 72个乡。

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

Pengshui

County

汉葭、郁山、高谷3个镇；城郊、岩东、下岩西、文武、青定水、火石、葡萄、龙射、平安、下塘、共和、鹿鸣、 

合理、大河现、木桷、东流、乔梓、迁桥、羊头铺、长涛、凤鸣、普子、三义、桐荣、砂石、棣棠、太元、联合、 

连湖、石柳、朱砂、龙溪、走马、淸平、芦塘、喿柘、鹿臀、同河、小厂、桐楼、诸佛、珍加、梅子桠、新田、新 

场、鹿角、大园、鞍子、新化、善感、双龙、石盘、万足、上岩西、大厂、廉栗、朗溪、龙塘现、大进、润溪、龙 

洋61个乡.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几江、德感、白沙、四面山、珞璜、油溪、石门、吴滩、石縝、永兴、龙门滩、先铎、李市、西湖、双溪、碑槽、 

龙吟、嘉平、滩盘、罗坝、傅家、羊石、稿子、壙河、东胜、广兴、长冲、金刚、葸云、和平、高歌、津福、蔡家 

、柏林、仁沱、贾B 、杜市、朱杨、夏坝、李堂、夹滩、吴市、马宗、中山、骆马来山、临峰、秦家、鵝公、两岔 

49个镇；大桥、嘉乐、紫云、月佗、习家、金泉、淸溪沟、长林、麻柳、洞塘、沙埂、现龙、舭罗、风场14个乡。

合川市

Hechuan

City

合阳城、高石坎、南津街、凉亭子、东津沱、钓鱼城6个街道办事处；盐井、草街、滩子、十壙、官渡、双风、狮 

滩、福寿、云门、天星、髙龙、大石、尖山、利泽、古楼、铜溪、油桥、张桥、滑沱、皂角、太和、龙井、隆兴、 

木莲、佛盐、三庙、七间、炉山、合隆、燕窝、二郎、龙凤、钱塘、沙鱼、金子、泥溪、龙市、涞滩、码头、肖家 

、双龙湖、渭溪、黄土、香龙、小两、宝华、三汇、淸平、土场、保合50个镇：九岭、小河、风山、赤水、会龙、 

佛门、响水、大沔8个乡。

永川市

Yongchuan

Citv

中山路、胜利路、南大街3个街道办亊处：大安、石竹、陈食、临江、双竹、何埂、松既、朱沱、仙龙、五间、来 

苏、宝峰、永荣、红炉、双石、三教、板桥、靑峰、黄瓜山、金龙、聚美、张家、吉安、王坪、永隆、茶店、莲花 

、大河、万寿、花桥、寿永31个镇：涨谷1个乡。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隆化、三泉、南坪、神童、文凤、大观、兴隆、太平场、白沙、水江、石墙、金山、头渡、大有、合溪、鸣玉16个 

镇：石莲、岭坝、木凉、乾丰、鱼泉、青龙、骑龙、徳隆、庆元、古花、马嘴、民主、冷水关、石溪、福寿、沿塘 

、峰岩、河图、土溪、铁村庄、中桥21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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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重庆位于北纬28度10分-32度13分,东经105度11分- 110度11分之间，地处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丰 

富的西部地区的结合部，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西南工商业 

重镇和水陆交通枢纽。1997年3月丨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与北 

京、天津、上海同为四大直辖市。

地势.•重庆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南部靠大巴山和武陵山两座大 

山脉。

面积:重庆幅员面积82403平方公里,南北长450公里，东西宽470公里。2000年全市共辖14个区：万州区、涪陵区、 

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区、双桥区、渝北区、巴南区、黔江区;4个县级 

市: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22个县:长寿县、綦江县、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壁山县、开县、忠县、 

梁平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垫江县、武隆县、丰都县、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

河流: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

气候:重庆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夏热冬暖,光热同季,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润多阴等特点。全年 

平均气温18.201,年总降雨量丨010.90毫米。

NATURAL ENVIRONMENT (2000)
Location：

Chongqing locates al 28。10’ ~ 32° 13 * north latitude and 105° 11 * - 110°11’ east longitude. Chongqing has a fkvourablf 

geographical location wilh a vast hinterland. With Hubei Province and Hu'nan Province to the east, Guizhou Province lo the south, 

Sichuan Province to the west, Shaanxi Province lo ihe north, Chongqing is a laî 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enter, and enjoys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was established on March 14, 1997.

Topography ：

Chongqing* s eastern is lower than the western, lots of hills in the noithwesl and the middle areas, with Daba Mountain and 

Willing Mountain to the southeast.

Area：

Covering an area of 82,403 square kilometres, the municipality is 470 kilometres wide from east to west and 450 kilomelres 

lo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re is a total of 14 districts in Chongqing： Wanzhou, Fuling Yuzhong(cenler of Chongqing), D a d uk ou » 

Jiangbei, Shapingbaf Jiulongpo, Nan’an, Beibei» Wansheng, Shuangqiao, Yubei, Ba’nan，Qianjiang;4 cities al county level in 

Chongqing： Jiangjin, Hechuan, Yongchuan, Nanchuan. And 22 counties in Chongqing： Changshou, Qijiang,Tongnan,T o r i g l , 

Dazu, Rongchang, Bishan, Kaixian, Zhongxian, Liangping, Yunyang, Fengjie, Wushan, Wuxi, Chengkou» Dianjiang» Wulong, 

Fengdu, Shi zhu f Pengihui, Youyaiifi, Xiushan.

River：

Hie main rivers are Yangtze River, Jialing River, Wujiang River, Fujing River, Qijiang River and Daning River.

Climate：

Chongqing has a subtropical humid monsoon climate wilh four distinct seasons. Summer of Chongqing is hoi and winter is 

wamiiwith a long frost - free period. Annual average temperalure is 18.20T). And annual preciplation is over 1010.9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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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然资源（1999—2000年） 
NATURAL RESOURCES(1999-2000)

项 目 Item 1999 2000

土地资源(万公顷） Land Resonrces(10 000 hectares)

林地面积 Area of Forest Land 297.07 297.40

牧草地面积 Area of Grassland 23.71 23.86

水域面积 Area of Waters 26.67 26.74

未利用地面积 Area of Unused Land 151.40 150.61

林木资源 Forest Resources

活立木总蓄积量(万立方米） Total Standing Stock Volume(10 000 cu.m) 7183 7446

森林面积(万公顷） Forest Area(10 000 hectares) 172.70 177.90

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 Stock Volume ofForest(10 000 cu.m) 6261 6647

森林覆盖率(%) Forest-covcrage Rate(%) 23.1 23.1

水资源（当年量） W*ter Resoorces(current quantity)

降水深（毫米） Depth of Reciptation(mm) 1239.90 1241.40

地表泾流量(亿立方米） Surface Runoff(100 million cu.m) 625.00 597.75

#地下水量 Shallow Ground Water Volume 63.26 95.45

入境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 Water Volume Entry(100 million cu.m) 4618.89 4438.44

水力资源蓮藏量(万千瓦） Hydropower Resources(10 000 kw) 1388 1388

#可开发量 Developable Resources 760 760

矿产资源(保有储置）（万喲 Mineral Resources (Ensured ResevesKlO 000 tons)

天然气（亿立方米） Natural Gas(100 million cu.m) 1100 1100

煤 Coal 204530 212196

铁 Iron Ore 3314 3985

锰 Manganese Ore 2468 2846

钒 Vanadium Ore 440 440

铅 Lead Ore 62 138

锌 Zinc Ore 62 62

铝 Aluminum Ore 3146 2946

汞 Mercury Ore 804 804

锶 Strontium Ore 434 471

镓 Gallium Ore 113 113

萤石 Fluorite Ore 31 78

熔剂用灰岩 Limestone for Flux 11402 11336

冶金用白云岩 Dolomite for Metallurgy 8329 8292

冶金用石英岩 Quartzitc for Metallurgy 1044 1164

铸型用砂岩 Placer for Mould 1126 1126

酎火粘土 Refractory Clay 1390 1390

重晶石 Baryte 408 408

毒重石 Witherite 324 350

电石用灰岩 Limestone for Calcium Caii)ide 109 109

盐矿 Salt Mine 188117 189480

磷矿 Phosphorus Ore 24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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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气象基本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 N  CLIMATE (2000)

月份 Month

降雨童
(毫米）

Precipitation (ml)

平均气温

Average 

Temperature (*C)

日照时数

(时）

Sunshine Hours 

(hour)

平均风速 

(輝 ）

Average Wind 

Speed (m/s)

平均气压

(百帕）

Average Air 

Pressure (pa)

全年 Whole Year 1010.90 18.20 961.10 1.50 983.10

1月 January 13.90 7.80 0.00 1.30 991.70

2月 February 6.20 9.10 30.20 1.30 989.90

3月 March 33.70 14.10 75.60 1.50 985.40

4月 April 115.20 17.80 79.20 1.70 982.10

5月 May 95.50 23.70 183.90 1.70 978.10

6月 June 96.10 25.20 82,40 1.50 974.20

7月 July 229.80 28.50 168.40 1.10 971.50

8月 August 123.50 26.50 80.70 1.50 975.30

9 月 September 174.60 23.20 76.30 1.70 980.90

1 0 月 October 61.00 19.60 90.20 1.60 985.50

1 1月 November 40.00 13.10 59.90 1.60 990.60

1 2 月 December 21.40 9.70 34.30 1.30 992.00

注i此表为重庆市区资料

Note: Ihis table is the data of Chongqing dow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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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6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量与速度指标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指 标 Item

1990 1995 1996

人口与就业 Population 麄 Dd Employment

人口（万人） Populatioii(10 000 persons)

年末总人口 Year-end Population 2920.90 3001.77 3022.77

农业人口 Agriculture 2427.92 2442.33 2445.65

非农业人口 Non-agriculture 492.98 559.44 577.12

男性人口 Male 1520.83 1566.86 1577.97

女性人口 Female 1400.07 1434.91 1444.80

就业(万人） Employment(10 000 persons)

从业人员数 Employment 1569.34 1709.26 1687.46

#职工人数 Staff and Workers 285.68 294.25 294.63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8.81 10.47 10.95

宏观经济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国民核算 National Accounting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100 million yuan) 298.41 1009.47 1179.09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99.58 261.52 284.89

第二产业 118.53 427.19 493.21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80.30 320.76 400.99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DP  by Expenditure Approch(100 million yuan)

#最终消费 Final Consumption

居民消费 Household Consumption

政府消费 Government Consunq)tion

资本形成总额 Gross Capital Formatioii

固定资本形成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存货增加 Changes in Inventory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100 million yuan)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69.31 270.97 320.73
#国有单位 State-owned 52.86 143.32 159.77

集体单位 CollectiveK)wned 4.95 42.44 51.32

个体经济 Individuals 9.22 37.05 59.89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27.64 69.27 88.40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20.18 68.41 67.16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1.75 46.88 55.62

财政(亿元） Pnblc Flnance(100 million yuan)

地方预算内財政收入 Local Budgetary Financial Revenu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 Taxes

45.77 54.74

#工商各税 33.99 37.81

地方预算内財政支出 Local Budgetary Financial Expenditures 

Price Indices (preceding year*100X*/o)

66.22 79.42

物价总指数(上年=100)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101.4 119.4 109.7

利用外资(亿美元）
UtlUzatioii of Foreign Capital (USD 100 
million)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on Signed Contracts 

and Agreements
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 1.91 11.25 3.59

实际利用外资额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 1.45 6.16 4.42

#外商直接投资额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0.03 3.79 2.19

产 业 Sector

农业 Agriculture

耕地面积（万公顷） Cultivated Area(10 000 hectares) 165.15 162.91 162.21

乡村从业人员（万人） Rural Employment(10 000 persons) 1270.37 1350.62 1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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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AGGREGATE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ED INDICES AND GROWTH RATES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速度指标（°/。） 

Indices and Growth Rate

1997 1999 2000

指 数 （2000比以下各年）

Index (2000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1990
1991

1995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平均增tC速度 

Average Growth

1996

2000

3042.92 3059.69 3072.34 3091.09 105.8 103.0 102.3 101.6 101.0 100.6 0.5 0.6

2448.34 2445.66 2437.18 2430.20 100.1 99.5 99.4 99.3 99.4 99.7 0.1 -0.1

594.58 614.03 635.16 660.89 134.1 118.1 114.5 111.2 107.6 104.1 2.6 3.4

1588.10 1596.88 1602.42 1611.68 106.0 102.9 102.1 101.5 100.9 100.6 0.6 0.6

1454.82 1462.81 1469.92 1479.41 105.7 103.1 102.4 101.7 101.1 100.6 0.5 0.6

1689.89 1686.71 1693.73 1695.00 108.0 99.2 100.4 100.3 100.5 100.1 1.7 -0.2

289.29 278.25 266.61 254.04 88.9 86.3 86.2 87.8 91.3 95.3 0.6 -2.9

10.85 10.10 10.08 10.15 115.2 96.9 92.7 93.5 100.5 100.7 3.5 -0.6

1350.10 1429.26 1479.71 1589.34 289.7 156.2 140.5 126.5 116.7 108.5 13.2 9.3

304.51 298.67 284.28 283.00 143.1 113.3 107.9 104.3 101.9 101.5 4.8 2.5

563.40 585.38 604.39 657.51 360.1 164.5 146.7 130.5 121.9 110.5 17.0 10.5

482.19 545.21 591.04 648.83 409.7 178.0 154.9 135.3 118.4 109.5 18.1 12.2

1350.10 1429.26 1479.01 1597.53 126.4 116.6 108.4

827.15 862.15 924.14 994.39 124.3 117.7 107.3

670.51 678.54 716.36 760.02 115.4 112.8 105.6

156.64 183.61 207.78 234.37 162.6 135.5 113.0

536.51 599.06 592.58 690.58 139.2 117.4 112.8

392.66 516.31 558.99 633.43 168.8 125.1 111.1

143.85 82.75 33,59 57,15 44.5 67.3 138.0

370.95 498.15 562.87 655.81 946.2 242.0 204.5 176.8 131.6 116.5 31.3 19.3

176.31 259.85 283.90 313.25 592.6 218.6 196.1 177.7 120.6 110.3 22,1 16.9

55.10 59.93 66.46 73.06 1476.0 172.1 142.4 132.6 121.9 109.9 53.7 11.5

66.91 63.73 109.71 138.11 1497.9 372.8 230.6 206.4 216.7 125.9 32.1 30.1

120.87 186.49 211.43 262.93 951.3 379.6 297.4 217.5 141.0 124.4 20.2 30.6

65.43 89.29 91.75 92.03 456.0 134.5 137.0 140.7 103.1 100.3 27.7 6.1

67.50 97.30 112.51 139.63 7978.9 297.8 251.0 206.9 143.5 124.1 93.0 24.4

74.53 85.80 89.89 104.46 228.2 190.8 140.2 121.7 116.2 17.9

44.46 51.36 57.04 66.34 195.2 175.5 149.2 129.2 116.3 14.3

115.16 135.95 162.37 202.46 305.7 254.9 175.8 148.9 124.7 25.0

103.3 96.4 99.3 96.7 95.4 81.0 88.1 93.6 100.3 97.4 3.3 4.1

7.71 7.51 7.01 8.69 455.0 77.2 242.1 112.7 115.7 124.0 42.6 -5.0

9.82 5.52 3.27 3.45 237.9 56.0 78.1 35.1 62.5 105.5 33.5 -10.9

3.85 4.31 2.39 2.44 8133.3 64.4 111.4 63.4 56.6 102.1 163.2 -8.4

1 6 U 8 160.11 159.43 158.32 95.9 97.2 97.6 98.2 98.9 99.3 -0.3 -0.6

1320.91 1316.95 1342.99 1352.60 106.5 100.1 101.7 102.4 102.7 100.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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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现价） （亿元）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亿米）

化学纤维（万吨）

机制纸及纸板（万吨）

摩托车（万辆）

原 煤 （万吨）

发电量（亿千瓦时）

生 铁 （万吨）

钢 （万吨）

钢 材 （万吨）

金厲切削机床（台）

内嫌!机 （商品量） （万瓦时) 

水 泥 （万吨）

塑料制品（万吨）

化学农药（万吨）

硫 酸 （万吨）

盐 酸 （万吨）

烧 碱 （万吨）

汽 车 （万辆） 

ft筑业

建筑业企业人数（万人）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交通运输业 

客运量（万人）

铁路

公路

水运

农林牧渔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 （亿元)

Gross Oû >ut Value of Farming,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1990 constant 

pricesXIOO million yuan)

Output of Major Farm Products(10 000 tons) 

Grain

Oil-bearing Crops 

Sugarcane 

Tobacco 

Fiber Crops 

Silkworm Cocoons 

Tea 

Fruit 

Meat 

Pork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1990 constant 

pricesXIOO million yuan)

OuQj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Cloth(100 million meters)

Chemical Fiber(10 000 tons)

Machine-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10 000 

tons)

Motorcycles(10 000 vehicles)

Coal(10 000 tons)

£lectricity(100 million lewh)

Pig fron(10 000 tons)

Steal(10 000 tons)

Steel Products(10 000 tons)

Metal-cutting Machines(unit)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10 000 lcwli) 

Cement(10 000 tons)

Plastic Products(10 000 tons)

Chemical Pesticides(10 000 tons)

Sulphuric Acid(10 000 tons)

Hydrochloric Acid(10 000 tons)

Caustic Sode(10 000 tons)

Motor Vehicles(10 000 vehicles)

Construction

Employment10 000 persons)

Gross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100 million 

yuan)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Floor Space Completed(10 000 sq.m) 

Transportation

Passenger Traffic (10 000 persons)

Railway

Highway

Waterway

170.09 215.32 221.27

1087.53 1186.46 1172.14

22.02 25.10 23.60

20.55 8.76 8.27

7.44 7.80 13.24

1.27 1.11 1.09

4.35 5.21 2.74

1.81 1.74 1.55

35.08 59.55 56.62

96.28 124.59 129.94

86.09 110.91 114.18

6.41 12.13 14.07

375.23 1053.10 1216.04

3.02 4.68 4.99

1.88 3.14 2.85

17.96 26.29 21.02

38.22 220.17 178.53

2332.71 3104.83 2170.19

73.75 127.62 122.68

115.14 136.51 132.21

121.06 150.69 160.67

109.61 120.68 129.29

1894 4082 2290

143.30 662.51 650.70

351.85 820.57 780.61

5.24 11.27 10.89

0.48 0.74 0.82

25.24 48.84 51.36

4.10 6.65 7.66

8.11 8.64 9.75

2.18 11.47 12.42

20.89 28.24 64.43

22.07 81.05 205.30

905.58 1678.02 4065.24

450.19 656.38 2276.97

20332 39731 43123

1932 1962 1725

15638 34379 37410

2741 3352 3900

续表1

指 标 Item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1990 1995 1996

: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粮食 

油料 

甘蔗 

烟叶 

麻类 

蚕茧 

茶叶 

水果 

肉类 

#猪肉 

水产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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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速度指标 (%) 

Indices and Growth Rate

1997 1998 1999 2000

指 数 （2000比以下各年）

Index (2000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1990
1991

1995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Growth

1996

2000

228.61 234.16 233.76 236.04 138.8 109.6 106.7 103.3 100.8 101.0 4.8 1.9

1184.63 1155.36 1143.05 1131.21 104.0 95.3 96.5 95.5 97.9 99.0 1.8 -0.9

23.34 25.11 24.09 31.06 141.1 123.7 131,6 133.1 123.7 128.9 2.7 4.4

8.08 7.28 7.59 9.06 44.1 103.4 109.6 112.1 124.5 119.4 -15.7 0.7

16.47 8.00 9.57 10.41 139.9 133.5 78.6 63.2 130.1 108.8 0.9 5.9

1.12 0.75 0.68 0.84 66.1 75.7 77.1 75.0 112.0 123.5 •2.7 -5.4

2.81 2.92 2.42 2.91 66.9 55.9 106.2 103.6 99.7 120.2 3.7 -11.0

1.50 1.53 1.44 1.45 80.1 83.3 93.5 96.7 94.8 100.7 -0.8 -3.6

60.72 74.10 71.70 81.68 232.8 137.2 144.3 134.5 110.2 113.9 11.2 6.5

137.39 140.00 140.50 143.91 149.5 115.5 110.8 104.7 102.8 102.4 5.3 2.9

119.66 121.61 120.61 122.45 142.2 110.4 107.2 102.3 100.7 101.5 5.2 2.0

15.83 17.86 19.13 20.03 312.5 165.1 142.4 126.5 112.2 104.7 13.6 10.6

1285.17 1288.00 1436.76 1530.00

5.33 3.99 2.17 2.26

2.92 2.49 2.17 2.17

23.27 19.73 11.20 10.70

181.89 126.90 174.93 191.07

2931.06 2573.99 1183.22 1149.90

148.16 158.67 158.27 167.90

138.54 145.61 154.94 167.20

138.93 163.94 173.58 179.69

120.56 131.01 135.10 156.98

1607 785 1715 2010

740.46 598.67 1020.60 1228.75

977.37 1173.59 1197.60 1402.78

9.35 7.46 4.34 4.62

0.97 1.06 1.16 1.04

52.23 59.47 61.83 50.65

5.57 4.32 3.44 7.36

8.48 6.44 6.02 8.87

16.07 15.74 21.85 24.59

382.4 155.2 144.3 134.5 132.1 1 1 1 . 1.2

68.98 80.46 75.49 73.37 351.2 259.8 113.9 106.4 91.2 97.2 6.2 21.0

244.06 289.62 317.59 348.66 1579.8 430.2 169.8 142.9 120.4 109.8 29.7 33.9

4451.06 5275.68 5481.86 6088.49 672.3 362.8 149.8 136.8 115.4 111.1 13.1 29.4

2562.73 2837.02 2974.82 3083.72 685.0 469.8 135.4 120.3 108.7 103.7 7.8 36.3

46999 49772 53290 57667 283.6 145.1 133.7 122.7 115.9 108.2 14.3 7.7

1835 1875 2130 2140 110.8 109.1 124.1 116.6 114.1 100.5 0.3 1.8

41143 44872 48343 53170 340.0 154.7 142.1 129.2 118.5 110.0 17.1 9.1

3937 2888 2694 2240 81.7 66.8 57.4 56.9 77.6 83.1 4.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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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指 标 Item

1990 1995 1996

空运 Civil Aviation 21 38 88

货运貴（万吨） Freight Traffic(10 000 tons) 15545.51 22795.70 25818.20

铁路 Railway 2722 2960 3112

公路 Highway 11093 18253 20214

水运 Waterway 1730 1582 2491

空运 Civil Aviation 0,51 0.70 1.20

港口货物吞吐童（万吨） Freight handled at Ports(10 000 tons) 572.50 853.00 1076.00

邮电通倌业 PostaJ and Telecommimication Services

邮电业务总置（亿元） Business Volume(100 million yuan) 1.90 10.96 15.99

函 件 （万件） Letters(10 OOOpcs) 11544 14633 14100

报刊期发数（万份）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Distributê  10 000 
copies)

16037 16453 15572

市内电话（万户）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  10 000 
subscribers)

5.70 32.10 56.33

国内商业 Domestic Trad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100 million 
yuan)

137.12 371.81 445.48

#国有经济 State-owned 46.43 89.72 98.88

集体经济 Collective-owned 37.04 67.21 70.76

个体经济 Individuals 35.26 96.37 126.46

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亿元）
Transaction Value of Free Markets in Uiban and

36.61
Rural Areas(100 million yuan) 

Foreign Trade

216.80 280.05

对外经济贸*

进出口总值（亿美元）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USD 100 million) 6.81 14.19 15.85

进口总值 Imports 3.54 5.71 9.91

出口总值 Exports 3.27 8.48 5.94

国际旅游 International Tourism

国际旅游人数（万人） International Tourists(10 000 persons) 6.96 14.29 16.18

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m(USD 10 000)
1823 6333 7090

金M  (亿元） Fbuuice(100 mlDfton yuan)

金》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Deposit Balance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Loan Balance

教有、科技、文化 Educatloii3icence,Techiiology and Culture

教11 Education

专任教师（人） Full-time Teachers(person)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 迪 er Education 8677 9409 9400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4726 4542 4505

苷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64056 67498 69503
小学 Primary Schools 110580 117497 117711

在校学生数（万人） Student Enrollment10 000 persons)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4.93 7.34 7.99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4.08 6.27 6.95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iy Schools 108.08 97.71 101.27

小学 Primary Schools 239.32 263.86 273.71

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Transaction Value of Technology Hxchanges(10 
000 yuan)

32466 3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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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2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速度指标（％) 

Indices and Growth Rate

1997 1998 1999 2000

指 数（2000比以下各年）

Index (2000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增长速度 

Average Growth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1

1995

1996

2000

84 137 123 117 557.1 307.9 133.0 139.3 85.4 95.1 12.6 25.2

25293.00 26494.00 26390.00 27889.08 179.5 122.3 108.0 110.3 105.3 105.7 8.0 4.1

2937 2780 2790 2848 104.6 96.2 91.5 97.0 102.4 102.1 1.7 •0.8

20626 22129 22202 23646 213.2 129.5 117.0 114.6 106.9 106.5 10.5 5.3

1729 1582 1395 1392 80.5 88.0 55.9 80.5 88.0 99.8 -1.8 -2.5

1.00 3.00 3.00 3.08 603.9 440.0 256.7 308.0 102.7 102.7 6.5 34.5

2548.70 2477.30 2599.80 2448.00 427.6 287.0 227.5 96.0 98.8 94.2 8.3 23.5

23.35 34.59 51.95 85.82 4516.8 783.0 536.7 367.5 248.1 165.2 42.0 50.9

12159 12715 13266 11542 100.0 78.9 81.9 94.9 90.8 87.0 4.9 -4.6

28025 30922 33532 31232 194.7 189.8 200.6 111.4 101.0 93.1 0.5 13.7

108.91 123.52 148.22 186.93 3279.5 582.3 331.8 171.6 151.3 126.1 41.3 42.2

507.93 553.70 596.26 643.58 469.4 173.1 144.5 126.7 116.2 107.9 22.1 11.6

101.68 92.02 101.01 96.17 207.1 107.2 97.3 94.6 104.5 95.2 14.1 1.4

76.29 63.52 57.55 60.37 163.0 89.8 85.3 79.1 95.0 104.9 12.7 -2.1

114.07 161.01 200.81 207.18 587.6 215.0 163.8 181.6 128.7 103.2 22.3 16.5

352.23 411.29 461.29 493.57 1348.2 227.7 176.2 140.1 120.0 107.0 42.7 17.9

16.78 10.34 12.10 17.85 262.1 125.8 112.6 106.4 172.6 147.5 15.8 4.7

8.98 5.20 7.20 7.90 223.2 138.4 79.7 88.0 151.9 109.7 10.0 6.7

7.80 5.14 4.90 9.95 304.3 117.3 167.5 127.6 193.6 203.1 21.0 3.2

25.94 16.37 18.49 26.61 382.3 186.2 164.5 102.6 162.6 143.9 15.5 13.2

10548 8837 9726 13705 751.8 216.4 193.3 129.9 155.1 140.9 28.3 16.7

1082.20 1306.04 1580.80 1904.70 176.0 145.8 120.5

1156.10 1358.61 1611.68 1881.30 162.7 138.5 116.7

9432 9498 9987 10449 120.4 111.1 111.2 110.8 110.0 104.6 1.6 2.1

4538 4615 4791 4125 87.3 90.8 9L6 90.9 89.4 86.1 -0.8 -L9

70661 72333 76158 81766 127.6 121.1 117.6 115.7 113.0 107.4 1.1 3.9

119881 121062 120229 119014 107.6 101.3 101.1 99.3 98.3 99.0 1.2 0.3

8.06 8.32 10.16 13.25 268.8 180.5 165.8 164.4 159.3 130.4 8.3 12.5

7.88 9.15 9.20 8.45 207.1 134.8 121.6 107.2 92.3 91.8 9.0* 6.1

100.29 108.37 128.26 147.79 136.7 151.3 145.9 147.4 136.4 115.2 -2.0 8.6

285.43 288.44 280.27 276.13 115.4 104.7 100.9 96.7 95.7 98.5 2.0 0.9

60628 92951 325345 296594 913.6 863.6 489.2 319.1 91.2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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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指 标 Item

1990 1995 1996

文化 Culture

图书出版数量（万册） Books Published(10 000 copies) 16653 15219 13023

电视覆盖率（％) Population Coverage Rate of TV Programs(%) 73.0 75.0 78.9

家廑、生活 Family and Living Standards

家庭 Family

家庭总户数（万户） Housefaolds(10 000 households) 833.78 879.35 888.56

城市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人） Population of Per Urban Housebold(person) 3.12 3.01 3.08

农村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人） Population of Per Rural Household(person) 4.21 3.90 3.85

螬姻 Marital Statistics

内地居民登记结婚对数（万对） Marriages of Inland Residents(10 000 couplcs) 

Divorces of Inland Residents (10 000 couples)

26.44

内地居民登记离婚对数（万对） 1.68

居住 Residence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Per Capita Residential Space of Urban 

Households(sq.m)
8.90 8.13 8.00

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Per Ĉ )ita Residential Space of Rural 

Households(sq.m)
19.37 23.50 24.44

生活 Living Standards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yuan)
1695.78 4391.50 5042.2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yuan) 586.73 1270.41 1479.05

城乡储蓄存款余額(亿元）
Saving Dq>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cnts(100 million yuan)

工资和禰利 Wages and Welfare

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a(100 million 

yuan)
57.33 130.93 145.49

职工平均工资(元）
Average Annu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yuan)
2025 4508 5010

离休、退休、退职职工人数（万人） Retired VCSR and RRSW(10 000 Persons) 

Pensions for Retired VCSR and RRSW(100

62.24 85.89 85,88

离休、退休、退职费(亿元） 11.65 33.00 42.99
million yuan)

卫生 Public Health

医院、卫生院（个） Hospitals(unit) 2154 2505 2567

医生（人） Doctors(person) 28824 31169 30733

床位数（张） Hospital Beds(bed) 62568 67243 66339

市政建设 Municipal Engineering

自来水管供应量（万立方米） Tap Water Supply(10 000 sq.m) 84548

排水管道长度（公里） Length of Sewer Pipelines(km) 1856.60

公共汽(电)车总数(辆）
Number of Public Buses and Trolley 

Buses(vehicles)
3019

城市道路长度（公里） Length of Urban Roads(lan)

Parks Gardens and Qreen Areas(hcctare)

2652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公顷） 9402

注：1.1999年、2000年工业数据为田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隹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ffl有企业， 

2.市政建设数据统计范围为市辖区、县及县级市.

与往年不可比（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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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3

总量指标 

Aggregate Indicators

速度指标（％) 

Indices and Growth Rate

1997 1998 1999 2000

指数（2000比以下各年）

Index (2000 as percentage of the following years)

平均埔长速度 

Average Growth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991

1995

1996

2000

11279 11678 12250 11198 67.2 73.6 86.0 99.3 95.9 91.4 -1.8 -6.0

84.5 86.4 90.1 93.7 128.4 124.9 118.8 110.9 108.4 104.0 0.5 4.6

897.78 907.17 922.73 938.87 112.6 106.8 105.7 104.6 103.5 101.7 1.1 1.3

3.06 3.01 3.03 3.05 97.8 101.3 99.0 99.7 101.3 100.7 -0.7 0.3

3.82 3.71 3.68 3.70 87.9 94.9 96.1 96.9 99.7 】00.5 -1.5 -1.0

25.30 22.30 21.00 19.02 71.9 75.2 85.3 90.6

1.90 1.99 2.00 2.07 123.2 108.9 104.0 103.5

8.65 9.21 9.51 10.72 120.4 131.9 134.0 123.9 116.4 112.7 -1.8 5.7

24.71 26.50 26.67 29.58 152.7 125.9 121.0 119.7 111.6 110.9 3.9 4.7

5322.60 5466.88 5895.97 6275.98 370.1 142.9 124.5 117.9 114.8 106.4 21.0 7.4

1692.36 1801.17 1835.54 1892.44 322.5 149.0 127.9 111.8 105.1 103.1 16.7 8.3

580.70 724.54 909.10 1085.30 186.9 149.8 119.4

158.17 160.19 168.68 182.94 319.1 139.7 125.7 115.7 114.2 108.5 18.0 6.9

5502 5710 6300 6980 344.7 154.8 139.3 126.9 122.2 110.8 17.4 9.1

84.04 83.11 88.57 92.66 148.9 107.9 107.9 110.3 111.5 104.6 6.7 1.5

42.41 45.58 52.57 58.51 502.2 177.3 136.1 138.0 128.4 111.3 23.2 12.1

2553 2438 2351 2250 104.5 89.8 87.7 88.1 92.3 95.7 3.1 -2.1

43178 43423 44453 44940 155.9 144.2 146.2 104.1 103.5 101.1 1.6 7.6

69591 65934 66003 65666 105.0 97.7 99.0 94.4 99.6 99.5 1.5 -0.5

83168 72218 71932 70722 83.6 85.0 97.9 98.3

2046.87 2112.11 2508.67 2805.94 151.1 137.1 132.9 111.8

3341 4034 4255 4656 154.2 139.4 115.4 109.4

2826 2866 3056 3299 124.4 116.7 115.1 108.0

9432 9852 10141 10387 110.5 110.1 105.4 102.4

revenue over 5 million yuan. So it is not con̂ )arable with previous year (the same below).
2. Data of urban planning refers to district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unicipality, counties and cities at coun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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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
STRUCTURAL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单位: %  (%)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人口与就业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人口 Population

农业、非农业人口结构 By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农业 Agriculture 83.1 81.4 80.9 80.5 79.9 79.3 78.6

非农业 Non-agriculture 16.9 18.6 19.1 19.5 20.1 20.7 21.4

性别结构 By Sex

男 Male 52.1 52.2 52.2 52.2 52.2 52,2 52.1

女 Female 47.9 47.8 47.8 47.8 47.8 47.8 47.9

就业 Employment

产业结构 By Industry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70.3 59.6 59.0 57.2 56.2 57.0 53.4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6.8 18.2 17.4 17.2 16.8 16.6 17.3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12.9 22.2 23.6 25.6 27.0 26.4 29.3

登记注册类型结构 By Registration

国有单位 State-owned 13.4 12.7 12.9 12.7 11.9 11.1 10.5

城镇集体单位 Urban Collectiv&owBed 4.8 4.1 4.0 3.7 3.2 2.9 2.4

其他经济类型单位 Other Ownerships 0.7 0.8 1.0 1.6 2.0 2.3

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 Urban Private and Self-enq)loyed 0.7 2.8 3.5 4.4 5.2 5.9 7.3

乡打劳动者 Rural Laborers 81.1 79.7 78.8 78.2 78.1 78.1 77.5

宏观经济 Microeconomic Indicators

国民核算 National Accounting

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 GDP by Industry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33.4 25.9 24.2 22.6 20.9 19.2 17.8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39.7 42.3 41.8 41.7 41.0 40.9 41.4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26.9 31.8 34.0 35.7 38.1 39.9 40.8

投资 Investment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39.9 25.6 27.6 32.6 37.4 37.6 40.1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29.1 25.2 20.9 17.6 17.9 16.3 14.0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2.5 17.3 17.3 18.2 19.5 20.0 21.3

其他投资 O&crs 28.5 31.9 34.2 31.6 25.2 26.1 24.6

资金来源结构 By Source of Fund

#国家预算内资金 State Budgetary Appn̂ riation 3.5 3.0 9.1 11.0

国内贷款 Domestic Loans 24.2 31.0 28.0 28.3

债券 Bonds 0.5 0.4 0.4

利用外资 Foreign Investment 9.2 4.1 3.2 2.4

自筹和其他投资 Fundraising and Others 62.6 61.5 50.1 58.3

财政 Public Finance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结构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ures

#科技支出 Science and Technology 0.7 0.8 0.9 0.8 0.8 1.1

农业支出 Agriculture 6.0 6.3 6.2 7.9 8.6 9.9

教育 Educatim 

Utilization of Foreign Fund

20.6 18.0 17.0 14.2 13.6 13.6

利用外资

实际利用外资结构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对外借款 Foreign Loans 91.0 33.2 47.0 37.1 19.0 26.2 28.8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3 61.6 49.6 39.2 78.1 73.1 70.8

外商其他投资 Other Foreign Investment 6.7 5.2 3.4 23.7 2.9 0.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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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D-1

单位：％ (%)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能源消费 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消费总量结构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煤炭 Coal 74.6 74.9 75.4 73.6 71.0 67.5 64.4

天然气 Natural Gas 12.9 12.1 11.6 12.8 10.2 11.2 12.3

油料 Oil 5.8 4.8 4.3 4.7 6.5 6.3 6.1

电力 Electricity 6.7 8.2 8.7 8.9 12.3 7.0 8.8

衣ilk Agriculture

农林牧渔业产值结构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iy

农业 Fanning 62.8 58.0 57.5 56.8 56.3 56.8 56.4

林业 Forestry 3.8 3.8 3.8 3.4 4.0 3.0 2.6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31.9 35.9 36.2 36.9 36.6 36.8 37.5

渔业 Fishery 1.5 2.3 2.5 2.9 3.1 3.4 3.5

工业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结构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47.4 43.5 40.7 40.2 43.8 42.6 44.0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52.6 56.5 59.3 59.8 56.2 57.4 56.0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业总产值结构 Gross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土木工程建筑业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95.8 95.0 92.8 93.0

线路管理设备安装业 Line and Equipment Industry 3.5 4.9 6.0 5.2

建筑物装修装饰业 Building Decoration 0.7 0.1 1.2 1.8

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货运量结构 Freight Traffic

按运输方式分 B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铁路 Railway 17.5 13.0 12.1 11.6 10.5 10.6 10.2

公路 Highway 71.4 80.1 78.3 81.6 83.5 84.1 84.8

水运 Waterway 1M 6.9 9.6 6.8 6.0 5.3 5.0

民用航空 Civil Aviation

S 内商业 Domestic Trad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构成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市 City 49.6 57.8 58.1 54.7 55.1 55.6 56.2

县 County 17.1 13.5 12.9 14.1 13.9 13.8 13.8

县以下 Below County Level 33.3 28.7 29.0 31.2 31.0 30.6 30.0

对外经济贸易 Foreign Trade

进出口总值结构 In̂ orts and Exports

进口 Imports 51.9 40.3 62.6 53.5 50.3 59.5 44.3

出口 Exports 48.1 59.7 37.4 46.5 49.7 40.5 55.7

国际旅游 International Tourism

来华旅游人数结构 International Tourists

外国人 Foreigners 28.6 65.5 66.9 59.7 71.0 72.3 72.5

华侨 Overseas Chinese 0.2 0.2 0.2 0.3 0.2

港澳台同胞
Compatriots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71.2 34.3 32.9 40.0 28.8 27.7 27.5

教商、科技、文化

教亩

在校学生结构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Education 

Student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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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CONTINUED-2

单位：％ (%)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大学生 Colleges aad Universities 1.4 1.9 2.0 1.7 1.7 2.3 3.0

中学生 Secondary Schools 32.4 29.2 27.8 24,8 26.1 33.4 35.1

小学生 Primary Schools 66.2 68.9 70.2 73.5 72.2 64.3 61.9

专任教师结构 Full-time Teachers

大 学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4.5 4.6 4.7 4.1 4.0 4.6 4.9

中 学 Secondary Schools 38.1 38.1 36.8 35.1 35.4 40.2 40.0

小 学 Primary Schools 57.4 57.3 58.5 60.8 60.6 55.2 55.1

生活、环境 Living Standards and Environment

生活 Living Standards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Consumption of Urban Households

食品类 Food 52.7 48.7 49.0 45.5 44.5 41.3 40.4

衣着类 Clothing 12.7 14.0 14,5 12.2 11.7 11.0 10.1

用品及其他 Articles for Daily Use and Others 34.6 31.8 31.0 36.2 36.6 39.5 40.5

居 住 Residence 5.5 5.5 6.1 7.2 8.2 9.0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Consump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食品类 Food 63.6 64.7 63.2 65.8 61.3 60.7 53.6

衣着类 Clothing 7.0 5.3 5.5 4.8 4.8 4.9 4.4

用品及其他 Articles for Daily Use and Others 15.3 17.3 18.1 17.5 20.3 20.9 27.7

居 住 Residence 14.1 12.7 13.2 11.9 13.6 13.5 14.3

福利 Social Welfare

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结构 Insurance and Welfere of Staff and Wotkers

国有单位 State-owned 86.2 85.1 55.8 53.3

城镇集体单位 Urban Collective-owned 11.9 10.7 9.0 8.3

其他单位 Others 1.9 4.2 35.2 38.4

离退休人员结构 Retired Staff and Woricers 

State-owned国有单位 78.7 78.5 56.5 56.5

城镇集体单位 Urban Collective-owncd 19.4 16.4 15.8 14,3

其他单位 Others 1.9 5.1 27.7 29.2

卫生 PnbUc Health

医生结构 

中医

Doctors

Do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cdicine 25.5 29.8 29.4 29.2

西医师 Senior Doctors of Western Medicine 

Senior Doctors Who Integrate Traditional

52.0 51.2 51.8 52.2

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 Chinese Therapeutics with Western 

Therapeutics in Practice

0.3 0.5 0.4 0.4

西医士 Junior Doctors of Western Medicine 17.5 18.5 18.4 18.2

医院床位结构 Hospital Beds

#县及县以上医院 At County Level and above 57.5 58.5 58.6 59.0

财 Environment

治理污染资金使用结构 Uses of Fund in Pollution Treatment

治理废水 Waste Water Treatment 44.6 45.2 48.3 48.1

治理废气 Waste Gas Treatment 38.4 31.7 41.9 41.9

治理固体废物 Solid Waste Treatment 14.4 20.5 3.8 3.8

治理嗓声 Noise Abatement 1.4 0.7 0.6 0.8

其 他 Others 1.2 1.9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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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人均主要社会经济活动水平 
PER CAPITA MAIN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国民核算 National Accounting

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urrent 

priccs)(yuan)
1026 3372 3914 4452 4684 4826 5157

第一产业 Primay Industry 342 874 946 1004 979 927 918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408 1427 1637 1858 1918 1971 2134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276 1071 1331 1590 1787 1928 2105

主要农产品产置 Output of Major Farm Products

粮食(公斤） Grain(kg) 374 396 389 391 377 373 367

油料(公斤） Oil-bearing Crops(kg) 7.6 8.4 11.2 7.7 8.2 7.9 10.1

猪肉（公斤） Pork(kg) 30.6 37.0 37.9 39.5 39.7 39.3 39.7

水果(公斤） Fruit(kg) 12.1 19.9 18.8 20.0 24.3 23.4 26.5

主要工此产品产置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布(米） Cloth(m) 10.4 15.6 16.6 17.6 13.1 7.1 7.3

机制纸及纸板(公斤）
Machine-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 (kg)
6.2 8.8 7.0 7.7 6.4 3.7 3.5

发电量(千瓦时） Electricity(kwh) 253.5 426.3 407.3 488.5 520.0 516.2 544.8

原煤(公斤） Coal(kg) 801.9 1037.1 720.5 966.4 843.6 385.9 373.1

钢(公斤） Steel(kg) 41.6 50.3 53.3 45.8 53.7 56.6 58.3

供材(公斤） Steel Products(kg) 37.7 40.3 42.9 39.8 42.9 44.1 50.9

水泥(公斤） Cement(kg) 121.0 274.1 259.1 322.3 384.6 390.6 455.2

批发零售贸易、« 饮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Catering Trade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yuan)
471 1242 1479 1675 1815 1945 2088

财政金M Finance

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yuan)
153 182 246 281 293 339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元）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yuan)
1915 2375 2965 3522

职工工资、雇民收入 Wages and Income

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元）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庙民人均纯收入(元）

Average Monetary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yu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tban Residents(yuan)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yuan)

2025

1696

587

4508

4392

1270

5010

5042

1479

5502

5321

1692

5710

5467

1801

6300

5896

1836

6980

6276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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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9平均每天主要社会经济活动 
AVERAGE DAILY LEVEL OF MAIN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毎天创造的财富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运输邮电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万元）

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万元）

粮 食 (吨)

油 料 (吨 )

肉 类 (吨)

#猪肉 

水 产 品 （吨）

布 （万米）

原 煤 (吨)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钢 (吨）

成品钢材（吨）

水 泥 (吨)

毎天消费量

最 终消费（万元） 

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 

非农村居民

政府消费

能涵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毎天其他轻济活动 

资本形成总额(万元） 

固定资产形成 

存货增加 

城镇新建住宅面积（平方米）

农村居民个人新建住宅面积 

(平方米）

客运量(万人） 

货运童(万吨） 

港口货物吞吐量(吨）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国际旅游人数(人） 

居民储蓄额（万元）

_____________ Item__________

Daily Producti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10 000 yuan) 

Primaiy Iadustiy 
Secondary Industry 
Industry 
Construction 

Tertiary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10 000 yuan)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Expenditures(10 000 yuan)
Grain(ton)
Oil-bearing Crops(ton)
Meat(ton)

Pork
Aquatic Products(ton) 
Cloth(lOOOOm)
Coal(ton)
Electricity 10 000 kwb)
Steel(ton)
Steel Products(ton)
Cement(ton)
Daily Consumption
Final Consultation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Household CossumptioD 
Expenditure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Government Consultation 
Expenditure
Energy Consun̂ )tion(10 000 tons of
SCE)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Other Dally Economic Activities 
Gross Capital Formation(yuan)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Changes in Inventory 

New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Urban Areas(sq.m)
New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for Rural Individuals(sq.m) 
Passenger TrafBc(10 000 persons) 
Freight TrafBc(10 000 tons)
Freight Handled at Ports(ton)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0 000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USD 10 
000)
Imports 
Exports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USD 10 000)
IntematioQal Tourists(person)
Saving Deposits of Residents (10 000

1990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1999 2000

8176 27657 32304 36990 39158 40540 43543
2728 7165 7805 8343 8183 7788 7753
3248 11704 13513 15436 16038 16559 18014

2753 10087 11590 13072 13175 13490 14452
495 1617 1923 2364 2863 3069 3562
2200 8788 10986 13211 14937 16193 17776

339 1261 1608 1984 2162 2390 2690

522 2311 2954 3558 3793 3981 4232

1254 1500 2042 2351 2463 2862

1814 2176 3155 3725 4448 5547

29795 32506 32113 32456 31654 31316 30992
603 688 647 639 688 660 851
2638 3413 3560 3764 3836 3849 3943
2359 3038 3128 3278 3332 3304 3355
176 332 385 434 489 524 549

82.74 128.22 136.71 146.03 109.32 59.45 61.92
63910 85064 59457 80303 70520 32417 31504
2021 3496 3361 4059 4347 4336 4600
3317 4128 4402 3806 4492 4756 4923
3003 3306 3542 3303 3589 3701 4301
9640 22481 21387 26777 32153 32811 38432

22662 23621 25319 27244

18360 18590 19626 20822

9308 9135 9034 9204
9052 9455 10592 11618

4292 5031 5693 6422

4.16 5.87 6.18 6.70 7.80 8.92 9.01

3757 10187 12205 13916 15170 16336 17632

14699 16413 16235 18920
10758 14146 15315 17354
3941 2267 920 1566

8500 17653 21405 29426 31953 36594 45794

34731 48997 67186 61108 55446 58078 64002

55.70 108.85 118.15 128.76 136,36 146.00 157.99
42.59 62.45 70.73 69.30 72.59 72.30 76.41
15699 23370 29479 69827 67871 71227 67068

52.05 300.27 438.08 639.73 947.67 1423.28 2351.12

186.58 388.77 434.25 459.73 283.29 331.51 489.04

96.99 156.44 271.51 246.03 142.47 197.26 216.44
89.59 232.33 162.74 213.70 140.82 134.25 272.60

39.73 168.77 121.10 269.04 151.23 89.59 94.52

191 392 443 711 448 507 729

15910 19850 24907 2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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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综合

邮电业(个）

邮电局所 

卫生(个）

#医院、卫生院 

疗养院、所 

门诊部 

专科防治所 

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所、站 

社会福利(个）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国家办 

集体和民办 

社会福利企业单位(个）

教宵事业（个）

苷通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幼儿园 

艺术辜业(个）

文化部门艺术剧团 

话剧、儿童剧、滑稽剧团

歌剧、舞剧、歌舞剧团

歌舞团、轻音乐团 

文工团、文宣团、

戏曲剧团

曲艺、杂技、木偶、皮影团

BB书馆(个〉

群众文化事业(个）

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 

文化站 

文物事业(个）

出版、发行事业(个）

出版社 

书刊印刷厂 

书店 

广播电视(座）

广攉电台 

电视台 

金M 、保酴业(个〉

# 银行系统合计 

保险系统合计

833

664

20582

108890
83088
1289

13355

1735
165

877

4

5

1

9

8

9

3

1

5

7

6

1

1

 

3
 

0
 

2
 

3
 

7
 

6
 

5
 

2
 

5
 

8

1

5

4

5

9

3

6

1

 

2
 

3
 

5
 

2
 

0
 

3
 

9
 

6
 3
 

1
 

1
 

o

 

0

9

 

6
 

5
 

2
 

0
 

2
 

9
 

2
 

2
 

1
 

1
 

1

1

5

 

6

3
 

4
 

0
 

7
 

2
 

4
 

4
 

2
 

8
 

8
 

2
 

4

»

4

 

3
 

5
 

2
 

2
 

1
 

1

809

685

20569

106691
78926
931

11311

1785

168
836

3961

9375
2250

8
191

18

51

41

2155
1129

38

1091

849

22
1630

1568
14730

6659

35

4
 

4
 

9
 

6
 

2

5

4

0

1

9

 

1
 

4
 

4
 

4
 

0
 

5
 

2
 

2
 

1
 

1

•2.9

3.2

-0.1

-2.0
-5.0
-27.8

-15.3

2.9
1.8
-4.7

34.1

-2.6
-4.3

-11.1
1.6
-5.3

-3.8

2.9

5.6

2.8
-6.8

-4.3

1.0
•3.2

10.9

-2.8

33.3

-5.0

-14.3

-3.0

-4.8

•3.0

1.7

Rural Grassroots Units (unit)
Township Governments 
Town Governments 
Village Committees 

Township Enterprises (unit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nits)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Collective-owne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unit)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unit)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Offices 

Health Care (unit)
Urban and Township Hospitals
Sanatoriums
Clinics

Specialized Prevention &  Treatment Stations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mic Stations 
Maternity and Childcare Centers 

Social Welfare Establishments (unit)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Run by Government 
Run by Communities and Private 

Social Welfare Enterprises 
Education (unit)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econdary Schools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Kindergartens 

Art Institutioiu (unit)
Art Troups of Culture Department 
Drama, Children's Plays and Comedy Troupes 
Opera Troupes, Ballet and Song and Dance Drama 

Hnsembles
Song and Dance Troups, Light Music Troups 
Cultural and Performance Troupes and 
Traditional Opera Troupes 
Chinese Folk Art, Acrobatic, Puppet Show and 

Shadow Play Troupes 
Libraries (unit)
Mass Cultural Establlflhments (unit)
Mass Art (
Cultural <
Cultural Stations 

Cultural Relic Establishments (unit)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Establishments (unit} 

Publishing Houses 
Printing Houses 
Book Stores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unit)
Radio Stations 
Television Stations 

Banking and Insurance (unit)
Total of Banking System 
Total of Insurance System 
Total of Security System

rt Centers 
I Centers

1 一 10各部门机构数（1999一2000年） 
GRASSROOTS UNITS IN VARIOUS SECTORS(1999-2000)

拆 构 数  

Number of Institutions 

1999 I 2000

2000年比上 

年增长％ 

Growth over
部 门 Sector

农村基层单位（个）

乡政府 

镇政府 

村民委员会 

乡镇企业(个）

工业企业(个〉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集体工业 
建筑业企业(个）

有企业 

集体企业

-6.4

6.3

33.3

-5.0
-7.1

-3.2

4.8

8
 

2
 

2
 

9
 

6
 

7
 

0
 

4
 

6
 

1

2
 

1

3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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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0
 

4
 

3
 

4
 

1
 

9
 

7
 

5
 

6

3
 

3
 

1

4
 

2

4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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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GENERAL SURVEY

1 一11全市地方国有单位资产总额及销售收入（2000年) 
TOTAL ASSETS AND BUSINESS REVENUE 
OF LOCAL STATE-OWNED UNITS (2000)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项 目 Item
资产总量 

Total Assets

H 有资产总*  

State-owned Assets

销售（营业）收入 

Business Revenue

总 计 Total 2553.24 686.08 63233

一、经营性企ilk Business Enterprises 185832 323.85 627.73

(一）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31.77 6.69 6.25

(二）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998.89 16635 371.23

工业 Industry 950.53 157.37 334.14

#煤炭工业 Coal 56.41 27.27 15.68

冶金工业 Metals Smelting 215.54 24.41 97.70

建材工业 ConstructioD Materials 50.77 4.03 10.31

化学工业 Chcmistiy 82.15 11.92 34.56

食品工业 Food 25.72 2.13 10.38

纺织工业 Textile 40.26 -7.34 14.91

医药工业 Medicine 47.29 8.03 17.18

机械工业 Machinery 251.43 54.15 87.50

电子工业 Electronics 11.91 -8.96 2.36

电力工业 Electricity 83.37 18.17 20.92

建筑业 Construction 48.36 8.98 37.09

(三）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827.66 150*81 250.25

#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191.05 76.53 15.89

商贸餐饮业 Sales and Catering Trade 137.14 3.94 159.92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216.29 13.14 14.02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57.95 2.32 8.54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34.40 16.90 7.79

二、非经营性单位 Non-business Units 694.92 362.23 4.60

行政事业单位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387.99 282.70 4.60

基本建设单位 Capital Construction 306.93 7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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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综合

1 — 12贫困县扶贫情况（1999—2000年） 
ANTI-POVERTY OF INDIGENT CQUNTIES(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贫困县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Indigent Comities

贫困乡（镇）（个） Indigent Countries (Towns) (unit) 648 693

贫困村(个） Indigent Villages (unit) 7244 8190

年末贫困人口（万人） Year-end Indigent Persons(10 000 persons) 135.2 122.4

当年脱贫困人口（万人） Persons Relieved from Poverty in 2000 (10 000 persons) 53.54 49.5

扶贫开发投资®  (万元） Investment In Anti-poverty &  Development(10 000 yuan) I0986S 101140

实际扶贫投资額(万元） Actual Investment in Antt-poverty (10 000 yuan) 98205 94731

扶贫成果 Achievements of Anti-poverty

当年扶持贫困户数(户） Indigent Households Assisted in 2000(household) 605957 287356

当年扶持贫困人数(万人）

贫困县当年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公斤）

Indigent Persons Assisted in 2000(10 000 persons)

Annual Rural Per Capita Grain Owned in Indigent Counties 

(kg)

213.7

368

100.2

409

贫困县当年人均纯收入(元） Annual Per Ĉ )ita Net Income in Indigent Counties (yuan) 1363 1397

当年新堆： Newly Increased in 2000

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Basic Cultivated Areas(hectare) 12842 12348

经济林面积(公顷〉 Area ofEcooomic Forestry(hectare) 17674 13476

小水库蓄水量(万立方〉 Capacity of Small Reservoirs (10 000 cu.m) 830 796

小电站装机容量(千瓦） Generating Capacity of Small Hydropower Stations(kw) 93025 89009

输变电线路(公里） Length of Power IVansmission lines (km) 2419 2844

公路里程数(公里）

当年解决饮水困难人数(万人） 

当年解决饮水困难牲畜头数(万头）

Length ofHighways(km)

Number ofPeisons Relieved from Drinking Difficulty (10 000 

persons)

Number of Livestocks Relieved from Drinking Difficulty (10 

000 heads)

2655

59.88

68.81

4261

32.85

36.94

社会扶贫 Social Anti-poverty

社会各界参加扶贫单位数(个） Units Participated in Anti-povcrty(unit) 3337 2954

社会各羿参加扶贫人数(万人） People Participated in Anti-povcrty( 10 000 persons)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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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行政区划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区划分如下：（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 

市；⑵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⑶ 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⑷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5)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6)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的特别行政区。

国土指一个主权国家管辖下的领土、领海和领空。

气候指地球与大气之间长期能量交换与质量交换所形成的一种自然环境状态，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气候既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环境要素之一,又是供给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资源。气温、降水、湿度等气象要素 
的多年平均值是用来描述一个地区气候状况的主要参数,而各种气象要素某年、某月的平均值(或总量)则可以反映 

出该时期天气气候状况的重要特征。

自然资源指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源。自然资源一般可以分成可再生资源 

和非再生资源两大类。可再生资源指在较短时间内可以再生、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 

源、生物资源和海洋资源等。非再生资源指在使用后不能再生的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和地热能源。

土地资源土地指陆地的表层部分,它主要由岩石、岩石的风化物和土壤构成。土地资源按利用类型可以分为 

农用地、建筑用地和未利用地。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水面。建筑用地包括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 

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未利用地指农用地和建筑用地以外的土地，包括滩涂、荒漠、戈壁、冰川和石山等。

耕地面积指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包括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菜地等。

林业用地面积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等林木的土地面积,包括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 

造林地、迹地、苗圃等。

草地面积指牧区和农区用于放牧牲畜或割草,植被盖度在5 %以上的草原、草坡、草山等面积。包括天然的和 

人工种植或改良的草地面积。

森林资源指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自下而上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林木指树木和竹 

子。森林指以乔木为主体的植物群落,是集生的乔木及与共同作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土壤、气候等的总体(，

活立木总蓄积量度指一定范围内土地上全部树木蓄积的总量,包括森林蓄积、疏林蓄积、散生木蓄积和四旁 

(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树蓄积。

森林面积指由乔木树种构成,郁闭度0.2以上(含0.2)的林地或冠幅宽度10米以上的林带的面积,即有林地面 

积。森林面积包括天然起源和人工起源的针叶林面积、阔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面积和竹林面积,不包括灌木林地面 

积和疏林地面积。

森林蓄积量指一定森林面积上存在着的林木树干部分的总材积。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资源总规模 

和水平的基本指标之一,也是反映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衡量森林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依据。

森林覆盖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在计算森林覆盖率时,森林面积包括郁闭度0. 

2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积、农田林网以及四旁林木的覆盖面积。森林覆盖 

率是反映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生态平衡状况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

森林覆盖率(% )=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x 100%

水资源水在自然界中以固体、液体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分布于海洋、陆地(包括土壤)以及大气之中，通 

过水循环形成水资源。水资源包括经人类控制并直接可供灌溉、发电、给水、航运、养殖等用途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 

及江河、湖泊、井、泉、潮汐、港湾和养殖水域等。水资源是发展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资源。

地表水和地下水陆地上的水因空间分布不同，可以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指分别存在于河流、湖泊、沼 

泽、冰川和冰盖等水体中水分的总称，又称陆地水。地下水指储存在地面以下饱和岩土孔隙、裂隙及溶洞中的水。

径流指大气降水扣除损耗外,从地表和地下向流域出口断面汇集的水流。径流可分为地表径流、地下径流和 

壤中流。地表径流指沿地表向河流、湖泊、沼泽、海洋等汇集的水流;地下径流指沿潜水层或隔水层间的含水层，向河 

流、湖泊、沼泽、海洋等汇集的地下水水流。

径流量指在一定时段内通过河流某一过水断面的水量，用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的丰歉程度。计算公 

式为：

径流量- 降水量-蒸发量

矿产资源矿产指由地质作用形成,富集于地壳中或出露于地表达到工农业利用要求的有用矿物。矿产是一种 

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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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

矿产保有储量指探明的矿产储过(包括工业储量和远景储量）,扣除已开采部分和地下损失量后的年末实有 

储量,是反映国家的矿产资源现状的重要指标。

流 域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干流和支流,干支流共同组成这条河流的水系。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集水区域,这 

个集水区域就称为该河流的流域。

气温指空气的温度，我国一般以摄氏度（弋）为单位表示。气象观测的温度表是放在离地面约1.5米处通风良 

好的百叶箱里测量的，因此,通常说的气温指的是离地面1.5米处百叶箱的温度。其统计计算方法为：

月平均气温是全月各日的平均气温相加,除以该月的天数而得。

年平均气温是将12个月的月平均气温累加后除以12而得。

相对 湿 度指空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当时气温下的饱合水气压之比。其统计方法与气温相同。

降 水 量 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水，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在地面上积聚的深度。其统 

计计算方法为：

月降水量是将全月各日的降水量累加而得。

年降水量是将12个月的月降水量累加而得。

曰照时数指太阳实际照射地面的时间。其统计方法与降水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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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价格计算总世指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产品产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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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丨年到 

1990年使用1980年不变价格，从1991年开始使用1990年不变价格。

平均埔长速度我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习惯上经常使用的"水平法”，又称几何平均法，是 

以间隔期最后一年的水平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或下降)速度:另一种是"累计法”,又称代表平均法 

或方程法，是以间隔期内各年水平的总和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或下降)速度。在一般正常情况下， 

两种方法计算的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比较接近,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大起大落时,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别较 

大。

本《年鉴》内所列的平均增长速度,除固定资产投资用“累计法”计算外,其余均用“水平法”计算。从某年到某年 

平均增长速度的年份,均不包括基期年在内。如建国四十三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以1949年为基期计算的，则写为 

】950~】992年平均增长速度,其余类推。

企业(单位)登记注册类型是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为划分对象，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为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大类。内 

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公司和其他企业，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包括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独资经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对不在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主要按其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进行划分。

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 

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集体 企 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人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联 营 企 业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 

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 

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 

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 

组织。

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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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 

独资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指上述企业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 

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 

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外》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由港澳台地区投资 

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 

注册资本的比例达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属于内 

资企业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 

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 

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由外国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 

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外经贸部依法批准设立,其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比例达25%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25%的,属于内资企业中的股份有限 

公司。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主要按其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划分。具体规定如下：

(1)行政机关:包括国家机关和政党机关，原则上均列为“国有”。但有特殊规定的,如供销社等,列为“集体”。

(2)事业单位:包括经国家机构编制部门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各类事业单位,不包括实行企业化管 

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划分办法如下：

①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或列人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以及经费主要来源于国有主管部门或国有上级单位的事业 

单位,列为“国有”。

②经费主要来源于集体单位的事业单位,列为“集体”。

③公民个人(或个人合伙)开办的事业单位，列为“私营”。

④上述以外的其他事业单位,如果其经费来源不明确,按管理方式进行归类。

(3)社会团体:包括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以及未纳人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范围的工会、妇联等各类社会团体。社会 

团体的划分办法如下：

①未纳入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范围的工会、妇联、共青团、青联、工商联、科协、侨联等社会团体，国家拨款 

设立的基金会或基金管理组织以及经费主要来源于国有业务主管部门或国有上级单位的社会团体，列为“国有"。

②经费主要来源于集体单位的社会团体。

③公民个人(或个人合伙)开办的社会团体,划为“私营”。

④上述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如果其经费来源不明确,改按管理方式进行归类。

三次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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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煤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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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咨询服务 

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水利服务业和水利业，公路、内河(湖)航道养护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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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 

会福利事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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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瞥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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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efers to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areas by the stale,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stipulates that the admiiustralive areas in China are divided as： 1) The whole country is divided into provinces,autononi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lly under ihe cenlral government; 2)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re divided into autonomous 

prefectures,counties,autononious counties and cities; 3) Autonomous prefectures are divided into counties, autonomous ⑶unlies 

and cities; 4) Counties and autonomous counties are divided into townships,nationality townships and towns; 5)Municipalities and 

large cilies are divided iiUo districls and counties,6 ) llie slate shall, when necessary,establish special ad/ninistralive regions.

Territory refers lo territorial land,sea and air space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sovereign state.

Cliniale refers to tlie iiaturdl environmental slalus formed by the long - time exchange of energy and mas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air, and is the results of inlerdction of many faclors. Climate is both one of the environment factore and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the living anti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being.The average values actuss several years of meteorulogical factors such as 

temperature, rainfall and huinidity are used as impoilant paramelers to describe the climate of a region, while the average values (or 

total values) of a given year of month of meteomlogical factors reflect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for thal period of time.

Natural Resources refer to material resources lhat c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nature by human being and used for production 

and liv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general can be classified as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non — renewable resources. Renewable resources 

refer to resources lhat could be renewed and recycled during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including land resource, water 

resouix̂ e,climate resource, biology resource and marine resourc-e. Non - renewable resources include resources that could not be 

renewed, such as minerals and geolhermal resource.

Land Resource Lantl refei>> to the surface of the earlh, consisting of mainly rocks and its weathering ami earth. Land resource 

can be classified, by its utilization»as land for agriculture, land for construction and unused land. Land for agriculture included 

culLivaled land, planlalion ldiul, forestlaiuU grasslanil and waters.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cluded land for residential purpose, for 

manufacturing anil niiiiiiig, for transportation aiitl for water - conservancy projects. Unused land refers to land other lhan lanil for 

agriculture and construction,including beaches,deserts,Gobi glaciers and rock mountains.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refers lo land for the cultivalion of various farm crops, including irrigated land, manual - watered 

land,tlry lantl and vegetable land.

Area of AfTorestated Land refer of Land for trees Bamboo, bushes and mangrove, including forest 一 cover land， 

bush - covered land，sparse forest land，land planned for a£foreslation and nureeries of young trees.

Area of Grassland refers to areas of grassland, grass - slopes and grass - covered hills with a vegetation - covering rate of 

over 5%  that are used for animal husbandry or harvesting of grass. It includes natural,cultivated and improved grassland areas.

Forest Resource refere to forests, , forestland and wild animals,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 that live on forest and Ireeii. 

Trees include trees and bambuo. Foresl refere to ihe population of clusters of trees and other plants, animals and microoi^anism as 

well as the earth and cliniale lhat have interuclioiis with the trees.

Total Standing Stock Volume refers lo the total stock volume of trees growing in land, including trees in forest, tress in 

sparse forest,scallered Irees and trees planted by ihe side of farm houses and along the roads, rivere and fields.

Forest Area refens lo the area of forestlatid where trees and bamboo grow with canopy density above 0.2, including land of 

natuml woods and planted woods, but excluding bush land and ihin forestland. ll reflects the total areas of afforestation.

Stock Volume of Forest refers to total slock volume of wood growing in forest area, which shows the total size and level of 

forest resources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illustration ihe richness of forest resource and the status of 

forest ecological envirunment.

Forest Coverage Rate refere to the mtio to ihe ratio of area of afforested land to total land area, This indicator shows the 

forest resources and afiforeslation pmgress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According to regulalions of the gpvemment, in addition to 

affomted land, the area of bush forest, the area of forest land inside farm land and the area of trees planted by the side of farm 

houses and along the mads, rivers and fields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area of afforested land in ihe calculation of Lhe forenl 

coverage - rale. Tlie formula for calculation forest coverage rate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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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ry coverage rate ( %  ) = (Ait;a of Afforested Land / Area of 'lolal Land) *100%

Water Resource Water exists in ihe nature in solid, liquid and gaseous stales’is distributed in the ocean，land (including 

earth) and air,and constitutes ihe water resource through ihe circulation of water. Water resource in eludes the surface water anil 

under - ground water lhal is controlled by the human being for irrigation，power - generation, water supply, navigalion and 

cultivation. It also includes rivere, Liikes, wells, springs, titles,and gulf and water area for cultivation. Water resource as an imporlanl 

natural resource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Surface Water and Underground Water Water on earth can be divided into surface water and underground water according 

to its distribulion. Surface water refere to moislure exists in rivers, lakes, swamps t glaciere, icecaps and so on. It is also called land 

waler.The underground water refere lo water deposited under - giuund in the cranny and the hole of saturated rock soil and in the 

water - enxled cave.

Runoff refers to ihe water gathered al the way out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drainage area either from the surface or under^ruuml 

after declucling the wastage of the precipilation. KiuioU can be divided inlo surface runoff, underground runoff and within soil runoff. 

Surface runoff refere lo water flaw lo the riveî , lakes, swanips, and seas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Underground runoff refers to 

water (low to riveî ，swumps，md seas tlirough ihe waler - bearing stratum of confined layer or unconfmed layer.

V d u m e  of RunoiT refers to the tolal volume of water running through a certain cross section of a river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lime,reflecting the water resource contlition in a country or a region.lli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volume or runoff is as follows,

Hunoff = Precipilation - Evaporation

Mineral Resources refer to useful minerals that can be used for industrial 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enriched in Lilhosphere or 

on earth due lo the geological pivcess.

Ensured Mineral Reserves refer lo the actual mineral reserves，which equal to the proven mineral reserves (including 

industrial reserves and prospective reserves) minus exlracled parts and underground losses.This indicator shows the current condilion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a country.

Drainage Area Each river has its own mainsiream and branches to fonn the water system of the river. Each river has its own 

calchment*s area, which is also called as ihe drainage area of the river.

Temperature refere to the air temperature’ China uses centigrade (°C) as the unit. The theimometry used for weather 

observation is pul iti a breezy shutler* which is 1.5 meters Ki^h from the ground. Therefore, the commonly used temperature refers lo 

the temperature in ihe breezy shutler 1.5 meters away from the ground/Hie calculation method is as follows:

Monthly average lemperature is the summaLion of average daily temperalure of one month divided by the actual days of lhat 

particular month.

Annual average lemperature is the summation of monthly average of a year divided by 12 months.

Relative Humidity refers to the ratio of actual water vapor pressure to the saturation waler vapor pressure under the current 

temperalure.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ihe same as lhal of temperature.

Volume of Precipitation refers to the deepness of Liquid state of solid slate (thawed) water falling from the sky to the 

ground that has not been evaporated, infiltrated or run off.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as follows：

Monthly precipilation is the summation of daily precipilation of a month.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the summation of 12 months’ precipilaLion of a year.

Sunshine Hours refer lo the actual houre of sun irradiating the earth.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the same as lhat of ihe 

precipitation.

Comparable Prices refer lo prices that are used lo remove ihe factors of price change in calculating economic a^regates，no 

as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of aggregales over time.rl'wo methods are used for calculating economic aggregates at comparable prices:

1. Multiplying the output of producls by their constant prices of certain year; 2. Deflation of data at current prices by relevanl price 

index.

Constant Price refere lo ihe average price of a given product in certain year, which i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output value 

over time. As ihe output value at constaiil prices renwvere the factor of price changes,it reflects the trend of production develupnienl 

over time. Since 1949, with ihe changes in general price level, the Slate StaLislical Bureau has issued nationally unified tx>nsl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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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s five limes： the 1952 constant prices for 1949 - 1957; the 1957 constant prices for 1957 - 1971; the 1970 constant prices for 

1971 - 1981; the 1980 coiistaiU prices for 1981 - 1990; and the 1990 constant prices have been used since 1991.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 wo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are applied in China, one is often 

called “level approach” or i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geometric average, which is derived by comparing the level of the last year of 

ihe interval with that of the begimiing year; ihe other is called 44 accumulative approach or algebraic average or equation method, 

whit.h is derived by the summalion of ihe actual figure of each year in the interval divided by the figure in the base year. Usually the 

results calculated by the Iwo methods are fairly close, but they differed sharply when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occurred wilh 

striking (luctualioiî  in gmwth.

flTi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s listed in this statistical yearbook are calculated by “level approach" except for the ̂ ix>wth ratt* 

of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ts. The base years are nol listed when ihe years are listed for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s. For instance，i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le of 43 years since 1949 is listed as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1950 - 1992 without listing ihe bast* year 

1949. And the analogy of this is also ihe same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s.

Registration Status of Enterprises is classified into 3 categories, namely domestic - fund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registration status of an enterprise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clnunistralion agencies. 

Domestic - funded enterprises includ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collective - owned enterprises,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s Ltd.，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cluded in the enterprises wilh inveslment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enl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are 

joint - venture enterprises,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sole investment enterprises and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For govemmenl 

agencie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î anizations that are nol requested to register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t 

ihey are classified mainly by their sources of funds and way of managemenl.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refer to non - corporation economic units where the entire assets are owned by the state and 

which have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lh the Kegulation of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ration of 

Corporale Enterprises. Excluded from this category are sole state - funded corporations in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lions.

Collective - owned Enterprises refer lo economic units where the assets are owned collectively and which have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lh the Hegulatiu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ration of Corporate Enterprises.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refer tu a form of colleclive economic units (enterprises) where capitals come mainly from 

employees as their shares, with certain proportion of capital from the outside, where production is organized on ihe basis of 

independent operalion, independent accounting for prufils and losses* joint work, democratic managementt and a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remuiteralion according lo work with dividend according to capital share.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refer lo economic units established by two or more corporate enterprises or corporale 

institutions of the same of different ownereliip, through joint investment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rlTiey include state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collective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joint state 一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other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refer to economic units established with investment from 2 - 5 0  investors and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ihe Regulation of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ration of Corporations, each investor 

bearing limited liability to the corporation deptinding on its share of investment，and the corporation bearing liability to its debt to the 

maximum of ils total assets.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lions include exclusive state - funded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and other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refer to economic units rcgisl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 of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nagement of Registration of Corporations, with total registered capitals divided into equal shares and 

raised ihruugh issuing slocks. Each investor bears limited Liability to the corporation depending on the holding of shares, and tlie 

corporation bears liability lo its debt to the maxinmm of its total assets.

Private Enterprises refer lo profit - making economic units invested and established by natural persons, or conlrulletl by 

natural persons using employed labor. Included in this category are private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private share 一 holding 

coiporations Lid. (̂ ivate partnerehip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 funded enterprises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por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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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 Enterprises Law and Interim Regulations on Private Enterprises.

Other Domestic - funded Enterprises refer lo domestic - funded economic units other than those mentioned above.

Joint - venture Enterprises with Funds from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refer to enterprise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invertore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ith enterpris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Si no — foreign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where the share of investment, profits ami 

risks is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with Found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established by investor from Hong Koiî, 

Macao aiid Taiwan with enterpris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Si no - foreign Cooperalive Enterprises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where the investment or provision of facilities, and the share of profits 

and risks is stipulated in the cooperative contract.

Enterprises with Sole (exclusive)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refer to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with exclusive investmenl fium investors from Hoii^ Kon^，Macao and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iw of 

i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Foreign - Founded Enterprises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fer lo share 一 holding 

corporalions Ltd.established with the approval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line with relevant state 

regulations, where the share of inveslinent from Hong Kong, Macao or Taiwan businessmen exceeds 2 5 %  of the total regislered 

capital of the corporation. In case the sliare of inveslmenl from Hong Kong,Macao or Taiwan is less than 2 5 %  of the tolai registered 

capital，the enlerprises is lo be classified as domestic - funded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 Ltd.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refer to enterprise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foreign enterprises or 

foreigiieni with enterprises in the mainland u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i no - foreign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 and other relevaiil laws, where ihe share of investment, profits and risks is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Cooperation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refer to enterprises jointly established by foreign enterprises or 

foreigners with enterpris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 Sino - foreign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where the 

inveslmenl or provision of facilities,and the share of profits and risks is stipulated in ihe cooperative contract.

Enterprises with Sole (exclusive) Foreign Investment refer to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with 

exclusive inveslmenl fium foreign invesl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on Foreign - fuiuled 

Enterprises and olher relevant laws.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Their Foreign Investment refer to share - 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established wilh the 

approval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line with relevant slate regulations, where the share of 

investment from foreign investors exceeds 2 5 %  of the total registered capital of the corporation. In case the shar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less than 2 5 %  of the total registered capilal, the enterprise is lo be classified as domestic - funded share - holding 

corporalion Lid.

Government Agencie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classified into following categories by source of funds 

and way of management taking reference of the registralion status of enterprises:

(1)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e state and party agencies,classified in principle as “state - owned” . There are exceptions, 

such as supply and markeling cooperatives,which are classified,as “collective”.

(2) institutions: include institutions of various types established with the approval by oiganization and staffing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but exclude institutions where enterprise management system is introduced. Institutions are further classified as fol

lows:

(a) Institutions whose main budget is listed in the government budget appropriations or extra - budget funds,or allocated from 

ihe budget of their competent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institutions are classified as “state - owned” .

(b) Institutions whose budge I mainly comes fium collective units. Such institutions are classified as "collective".

(c)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those mentioned above whose source of budget are nol clear.Such institutions are classified by way 

of management.

(3) Social organizations: include social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wilh the approval from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e，aiul orga

nizations that are not cover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such as trade unions, women * s federations etc. S(x:i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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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izatioiis are further classified as follows：

(a) Social oi)；anizations that are not cover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e such 

as trade unions, women* s federations, communist youth leagues, youth associations, industrial and commerce associations, scientists 

associations,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elc. , foundations and fund management oî anizalions established with foiinils from the 

stale，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hose funds mainly come from the budget of their competent govemmenl agencies. Such instituliuns are 

classified us "state - ownetl” .

(b) Social organizations whose budget mainly comes from colleclive units.Such institutions are classified as “colleutivt'” .

(c) Social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by individual or a giuup of citizens, which are classified as “private”.

(d) Social organizations other than those menlioned above whose source of budget are not clear. Such oî anizations are classi

fied by way of management,

Tltree Industries Industry structure has been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of developmenl. Primary intluslry 

refers lo extraction of tiutural resources; secondary intluslry involves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and tertiary industry provides 

services of various kinds for production and consumplion.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 is universal although it varies to some exlenl form 

counlry to country. Industry in China comprises:

Primary industry ： agriculture (including fanning,forestry,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Secondaiy industry： industry (including mining and quarrying,manufacturing,waler supply,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supply, 

sleam, hot water, gas) and construclion.

Tertiary industry: all other industries m l included in primary or secondary industry.

Due to the fact that tertiary industry involves in a large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 China, it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ore： circulalion 

sector and service sector and service sector and further into four levels ：

"Die firel level： circulation sector,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commerce，calering Iratle， 

material supply and marketing, and storage.

r[\ia second level： service sector providing services for pRnl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cluding banking, insurance, geok^ical 

survey,real estates,public utilities,service for residents,consultancy service,and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services,and service for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water conservancy, and maintenance of roads and inland water ways, elc.

The third level: service sector for upgrading scientific,educalional and cultural level of the people,including education,cul

ture ,broadcastingt televisiont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c health,sports,and social welfare, etc.

ITie fourth level： sector providing services for public needs* including government agencies, political and party organiza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s, armies, and polic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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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国民经济核算

2 - 1国内生产总值(1949一 1978年） 
GROSS DOMESTIC PRODUCT(1949-1978)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人均国内生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总值

(元）

工业 建筑业 #交通邮电业 #贸易餐饮业

Year
Gross Domestic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Transporta

tion. Postal 

and Telecom

munication 

Services

Per Capita

Product Industry Industry
Industry

Construc

tion

Industry Sales and 

Catering Trade

G D P  (yuan)

1949 13.89 9.74 2.71 2.50 0,21 1.44 0.61 0.65 87

1950 14.98 10.23 2.96 2.73 0.23 1.79 0.70 0.72 91

1951 15.90 10.72 3.35 3.09 0.26 1.83 0,75 0.79 94

1952 17.85 11.86 3.90 3.55 0.35 2.09 0.85 0.88 102

1953 21.08 13.57 5.55 4.88 0.67 1.96 0.80 0.90 119

1954 22,54 13.89 6.40 5.88 0.52 2.25 0.90 0,97 123

1955 23.02 13.86 6.88 6.45 0.43 2.28 0.92 0.98 123

1956 25.97 15.01 8.11 7.48 0.63 2,85 1.13 1,16 133

1957 26.10 13.12 9.73 9.14 0.59 3.25 1.30 1.32 129

1958 34.13 15.43 14.04 13.02 1.02 4.66 1.86 1.88 167

1959 37.21 12.02 19.64 18.13 1.51 5.55 2.19 2.21 181

1960 37.90 11.10 20.50 19.00 1.50 6.30 2.20 2.23 188

1961 28.21 10.35 11.96 11.32 0.64 5.90 1.98 1.95 150

1962 24.42 9.92 9.20 8.92 0.28 5.30 1.76 1.75 135

1963 27.08 12.08 9.76 9.34 0.42 5.24 1.62 1.66 146

1964 31.53 13.37 12.34 11.72 0.62 5.82 1.89 1.92 164

1965 36.98 16.21 14.85 13.77 1.08 5.92 1.91 1.95 184

1966 38.18 16.18 16.63 15.37 1.26 5.37 1.59 1.72 184

1967 33.37 15.21 12.84 12.01 0.83 5.32 1.53 1.81 158

1968 27.11 15.18 7.26 6.84 0.42 4.67 1.39 1.54 126

1969 31.39 14.75 11.08 10.32 0,76 5.56 1.58 1.78 141

1970 38.18 15.96 16.06 14.74 1.32 6.16 1.64 1.91 164

1971 43.82 16.71 20.38 18.97 1.41 6.73 1.72 2.02 183

1972 43,16 16.67 19.06 17.86 1.20 7.43 1.89 2,23 176

1973 43.96 18.14 17.93 16.49 1.44 7.89 2.09 2.29 174

1974 43.29 18.43 16.35 15.17 1.18 8.51 2.18 2.30 168

1975 50.44 18.81 21.71 20.16 1.55 9.92 2.45 2.54 190

1976 50.39 19.07 21.12 19.64 1.48 10.20 2.35 2.55 188

1977 56.67 21.74 24.22 22.21 2.01 10.71 2.57 2.73 208

1978 67.32 24.81 30.80 27.92 2.88 11.71 2.92 2.96 257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e:11ie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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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2 _ 2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49—1978年） 
COMPOSI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49-1978)

单位：％ __________  (%)

国内生产总 

值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邮电业 #贸易餐饮业

Yea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Industry Construction

Tertiary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 Postal and 

Telecom - 

munication 

Services

Sales and 

Catering 

Trade

1949 100.0 70.1 19.5 18.0 1.5 10.4 4.4 4.7

1950 100.0 68.3 19.8 18.2 1.6 11.9 4.7 4.8

1951 100.0 67.4 21.1 19.4 1.7 11.5 4.7 5.0

1952 100.0 66.4 21.9 19.9 2.0 11.7 4.8 4.9

1953 100.0 64.4 26.3 23.1 3.2 9.3 3.8 4.3

1954 100.0 61.6 28.4 26.1 2.3 10.0 4.0 4.3

1955 100.0 60.2 29.9 28.0 1.9 9.9 4.0 4.3

1956 100.0 57.8 31.2 28.8 2.4 11.0 4.4 4.5

1957 100.0 50.3 37.3 35.0 2.3 12.4 5.0 5.1

1958 100.0 45.2 41.1 38.1 3.0 13.7 5.4 5.5

1959 100.0 32.3 52.8 48.7 4.1 14.9 5.9 5.9

1960 100.0 29.3 54.1 50.1 4.0 16.6 5.8 5.9

1961 100.0 36.7 42.4 40.1 2.3 20.9 7,0 6.9

1962 100.0 40.6 37.7 36.5 1.2 21.7 12 7.2

1963 100.0 44.6 36.0 34.5 1.5 19.4 6.0 6.1

1964 100.0 42.4 39.1 37.2 1.9 18.5 6.0 6.1

1965 100.0 43.8 40.2 37.3 2.9 16.0 5.2 5.3

1966 100.0 42.4 43.6 40.3 3.3 14.0 4.2 4.5

1967 100.0 45.6 38.5 36.0 2.5 15.9 4.6 5.4

1968 100.0 56.0 26.8 25.2 1.6 17.2 5.1 5.7

1969 100.0 47.0 35.3 32.9 2.4 17.7 5.0 5.7

1970 100.0 41.8 42.1 38.6 3.5 16.1 4.3 5.0

1971 100.0 38.1 46.5 43.3 3.2 15.4 3.9 4.6

1972 100.0 38.6 44.2 41.4 2.8 17.2 4.4 5.2

1973 100.0 41.3 40.8 37.5 3.3 17.9 4.8 5.2

1974 100.0 42.6 37.7 35.0 2.7 19.7 5.0 5.3

1975 100.0 37.3 43.0 40.0 3.0 19.7 4.9 5.0

1976 100.0 37.9 41.9 39.0 2.9 20.2 4.7 5.1

1977 100.0 38.4 42.7 39.2 3.5 18.9 4.5 4.8

1978 100.0 36.8 45.8 41.5 4.3 17.4 4.3 4.4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c:Thc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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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国民经济核算

2—3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49—1978年） （以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l949-1978) 

(preceding year=100)

国内生产总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值 工业 建筑业 #交通邮电业 #贸易餐饮业

Yea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Industry

Construc

tion

Tertiary

Industry

Transportatio 

at Postal 
and Telecom 

-munication 

Services

Sales and 

Catering 

Trade

Per Capita 

GDP (yuan)

1950 105.4 103.0 111.0 110.4 118.2 118.6 128.2 105.6 102.2

1951 103.2 104.0 111.7 112.1 107.7 92.4 93.4 98.9 100.5

1952 109.0 107.0 114.9 113.2 135.7 118.8 112.9 116.0 105.3

1953 111.0 107.0. 139.4 134.9 184.2 114.3 109.4 124.8 109.7

1954 110.3 107.9 121.7 127.1 82.9 113.5 109.5 106.6 109.1

】955 102.5 101.5 , 110.5 113.0 82.8 99.7 94.8 99.3 99.9

1956 113.2 107.0 129.2 127.0 162.5 120.3 118.3 113.9 109.2

1957 102.1 100.1 111.1 113.1 87.2 110.2 112.4 104.9 98.3

1958 118.6 106.4 144.6 142.8 173.5 143.9 138.6 137.8 118.3

1959 97.2 76.0 138.6 138.1 145.8 119.2 107.0 103.4 97.7

1960 110.8 84.0 149.5 150.0 143.0 113.9 102.3 102.9 112.9

1961 64.7 77.8 53.8 55.0 39.0 64.1 69.5 61.5 68.2

1962 99.8 122.5 75.2 77.0 43.8 94.1 92.2 92.3 102.5

1963 114.6 121.0 106.3 105.0 147.6 108.6 103.5 112.6 112.2

1964 114.7 109.7 127.9 127.0 148.4 112.5 102.1 98.1 111.2

1965 114.3 112.9 125.0 122.0 182.6 102.7 102.7 110.1 110.4

1966 105.7 105.1 116.4 116.0 121.4 88.6 96.7 106.9 102.8

1967 90.0 95.0 79.0 80.0 67.6 96.6 96.6 102.7 87.6

1968 84.2 96.0 59.6 60.0 53.6 87.5 98.6 84.8 81.8

1969 111.8 99.0 146.5 144.9 173.0 118.3 117.0 114.8 109.0

1970 120.5 110.0 148.1 146.0 176.6 111.5 109.7 108.1 116.5

1971 111.6 102.5 127.2 129.0 107.1 108.5 104.4 105.0 108.2

1972 99.9 100.9 94.4 95.0 86.0 110.4 110.1 110.4 97.1

1973 103.0 108.3 94.8 93.0 121.2 105.7 104.8 102.1 100.5

1974 101.4 101.4 98.1 99.0 88.1 107.8 107.3 100.4 98.9

1975 111.5 95.6 133.9 134.0 132.4 116.2 108.5 110.0 108.6

1976 94.9 97.6 87.9 88.1 86.4 102.8 105.1 100.4 93.9

1977 119,7 113.6 135.8 134.0 160.6 105.1 107.5 107.2 118.5

1978 116.8 111,2 126.9 125.7 140.2 107.6 101.7 103.5 116.7

注*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e.'Hie data in value tenn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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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2 - 4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49—1978年）（1949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1949-1978)(1949=100)

年份

Year

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

(元）

Per Capita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i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

tion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交通邮电业

Transporta

tion. Postal 

and Telecom

munication 

Services

#贸易餐饮业

Sales and 

Catering Trade

194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50 105.3 103.0 111.0 110.4 118.2 118.6 128.2 105.6 102.2

1951 108.8 107.1 124.0 123.7 127.3 109.5 119.7 104.4 102.7

1952 118.6 114.6 142.5 140.0 172.7 130.2 135.2 121.1 108.2

1953 131.6 122.7 198.6 188.9 318.2 148.7 147.9 151.1 118.6

1954 145.1 132.3 241.8 240.0 263.6 168.8 162.0 161.1 129.4

1955 148.7 134.3 267.1 271.1 218.2 168.3 153.5 160.0 129.3

1956 168.4 143.8 345.2 344.4 354.5 202.5 181.7 182.2 141.1

1957 171.9 143.9 383.6 389.6 309.1 223.1 204.2 191.1 138.8

1958 203.9 153.1 554.8 556.3 536.4 321.1 283.1 263.3 164.2

1959 198.1 116.3 769.2 768.1 781.8 382.9 302.8 272.2 160.4

1960 219.6 97.8 1150.0 1152.6 1118.2 436.2 309.9 280.0 181.】

1961 142.1 76.0 619.2 634.1 436.4 279.4 215.5 172.2 123.4

1962 141.7 93.1 465.8 488.1 190.9 262.8 198.6 158.9 126.5

1963 162.4 112.7 495.2 512.6 281.8 285.4 205.6 178.9 142.0

1964 186.3 123.6 633.6 651.1 418.2 321.1 209.9 175.6 157.8

1965 212.9 139.6 791.8 794.1 763.6 329.6 215.5 193.3 174.2

1966 225.0 146.7 921.9 921.5 927.3 292.0 208.5 206.7 179.1

1967 202.4 139.3 728.8 737.0 627.3 281.9 201.4 212.2 156.9

1968 170.3 133.8 434.2 442.2 336.4 246.7 198.6 180.0 128.4

1969 190.5 132.4 636.3 640.7 581.8 292.0 232.4 206.7 140.0

1970 229.5 145.7 942.5 935.6 1027.3 325.6 254.9 223.3 163.1

1971 256.1 149.3 1198.6 1206.7 1100.0 353.3 266.2 234.4 176.4

1972 255.8 150.6 1131.5 1146.7 945.5 389.9 293.0 258.9 171.3

1973 263.6 163.1 1072.6 1066.7 1145.5 412.1 307.0 264.4 172.2

1974 267.4 165.4 1052.1 1055.6 1009.1 444.2 329.6 265.6 170.3

1975 298.0 158.1 1408.2 1414.1 1336.4 516.1 357.7 292.2 184.9

1976 282.9 154.3 1238.4 1245.2 1154.5 530.7 376.1 293.3 173.6

1977 338.6 175.4 1682.2 1668.1 1854.5 557.8 404.2 314.4 205.7

1978 395.5 195.0 2134.9 2097.0 2600.0 600.0 411.3 325.6 240.1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c:The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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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国内生产总值及构成(1978—2000年）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COMPOSITION(l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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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绝对值
Value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厂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构成(％)
Composi • 

tion(%)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a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e:The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ireat prices.

续表 CONTINUED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年份

Year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卫生体育和社 

会福利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re

教育文艺和广 

播电视

Education, 

Culture, Art, 

Radio，Film 

and Television

科研综合技术 

甩务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oical 

Services

国家机关和社 

会团体

GovemmeD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元）

Per Capita 

GDP (yuan)

7

7

9

7

1

7

7

9

9

1

6

1

3

9

6

9

5

2

4

2

4

6

7

5

8

1

3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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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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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2000年）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l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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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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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项目（2000年）
COMPOSI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0)

单位：亿兀 （100 million yuan)

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

旧
营业盈余

项目 Item

Value _ 

added

Compensati 

on of 

Laborers

Net Value of 

Production 

Tax

Deprecia ■ 

tion of Fixed 

Assets

Business

Surplus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589.34 861.91 212.12 261.39 253.92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283.00 252.95 10.06 5.19 14.80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657.51 289.14 152.04 120.41 95.92

工 业 Industry 527.48 191.86 134.67 111.68 89.27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30.03 97.28 17.37 8.73 6.65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648.83 319.82 50.02 135.79 143.20

农、林、牧、渔服务业
Services for Fanning Forestry 

Animat Husbandry and Fishery
4.83 1.90 0.03 0.37 2.53

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3.07 2.82 0.06 0.17 0.0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and Telecom -munication 

Services

98.19 44.22 6.33 41.19 6.45

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67.51 38.75 4.25 20.40 4.11

邮电通信业
Postal and Telecom - 

munication Services
30.68 5.47 2.08 20.79 2.34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154.46 65.48 14.19 26.75 48.04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and Retail 

Trade
125.42 50.16 13.35 24.10 37.81

餐饮业 Catering Trade 29.04 15.32 0.84 2.65 10.23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68.62 18.18 12.04 5.90 32.50

金融业 Finance 35.00 17.08 10.92 5.46 1.54

保险业 Insurance 4.61 1.10 1.12 0.44 1.95

其 他 Others 29.01 - - - 29.01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51.92 8.45 8.16 33.77 1.54

房地产管理业 Real Estate Management 3.08 1.55 0.19 1.34 -

房地产开发业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19.02 6.90 7.97 2.61 1.54

城市居民自有住房
Urban Individual owned 

Buildings
10.15 - - 10.15 -

农村居民自有住房
Rural Individual owned 

Buildings
19.67 - - 19.67 -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101.67 51.33 5.56 8.71 36.07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亊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are
23.40 17.40 0.02 1.44 4.54

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
Education Culture Ai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51.09 40.52 0.53 9.25 0.79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27.49 22.56 0.14 2.20 2.59

国家政党机关、社会团体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63.08 46.40 2.96 5.59 8.13

其 他 Others 1.01 0.56 — 0.45 -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c:The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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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1999—2000)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EXPENDITURE APPROACH(l999-2000)

单位：亿元 （1⑶ million yuan)

项目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479.01 1597.53 108.4

最终消费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924.14 994.39 107.3

居民消费 Household ConsumputioQ Expenditure 716.36 760.02 105.6

农业居民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329.76 335.94 101.8

自给性消费 Self-using 140.73 113.97 80.9

商品性消费 Commerce 106.07 116.89 110.1

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 Culture and Services 39.78 60.88 152.9

住房及水电消费 Water, Electricity and Residence 43.18 44.20 102.3

#住房消费 Residence 20.11 27.26 135.5

非农业居民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386.60 424.08 108.9

商品性消费 Commerce 231.07 254.80 109.5

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 Culture and Service 118.11 127. n 106.8

住房及水电消费 Water, Electricity and Resideace 37.42 42.17 111.9

#住房消费 Residence 17.98 21.87 120.8

政府消费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207.78 234.37 113.0

资本形成总额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592.58 690.58 112.8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558.99 633.43 111.1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14.00 22.81 159.7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07.76 117.52 106.9

第三产业 Tcrtiaiy Industry 437.23 493.10 110.6

存货增加 Changes in Inventoiy 33.59 57.15 138.0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iy 2.01 2.15 86.8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iy -5.90 14.54 —

第三产业 Tcrtiaiy Industry 37.48 40.46 87.6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Net Export -37.71 -87.44 -

出口 Exports 161.46 199.59 113.8

进口 Imports 198.47 287.03 122.0

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Note:The absolute figur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while the indices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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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分区县（自治县、市）国内生产总值(2000)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REGION (2000)

国内生产总

值 （万元）

第一产业

(万元）

第二产业

(万元）

第三产业

(万元）

人均国内生

指数
(%)

指数
(%)

指数
(%)

指数
(%)

产总值
(元）

地区 Regi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0 

000 yuan)

Growth

Rate

(%)

Primaiy 

Industry (10 

000 yuan)

Growth

Rate

(%)

Secondaiy 

Industry (10 

000 yuan)

Growth

Rate

(%)

Terti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Growth

Rate

(%)

Per Capita 

GDP (yuan)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649227 109.5 115660 103.0 312097 112.7 221470 108. 5 3893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693248 112.0 94236 104.0 355283 114.7 243729 110.6 6277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1106863 109. 1 126 153.8 22284^ 97.2 88?888 113.5 18976

大渡区 Dadukou District 388648 110.9 11648 104.5 275636 112.0 101364 107. 3 19145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504535 111. 5 12173 94.5 310651 112.8 181711 109.8 11021

沙坪规区 Shapingba District 837077 110.4 38884 102.2 489422 109.8 308771 112.6 12691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967650 111.9 55645 100.5 641625 112.9 270380 110. 5 13640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564614 111.0 22 餘  104.2 369419 112. 3 172705 109. 1 12309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528304 109.4 40103 101.7 278903 109. 1 209298 111. 3 8334

万液区 Wansheng District 134138 103. 3 24700 101.3 46700 100. 7 62738 106. 1 4988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55838 109. 1 1953 100.6 42351 109.2 11534 U0.9 12748

渝北区 Yubci District 428654 109.6 100720 102.4 204374 110.6 123560 113.9 5365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480000 108. 6 152370 102.7 199602 108.9 128028 115.0 5555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180114 109.0 47339 102.2 78828 112.2 53947 109.8 3692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506050 108. 3 95737 96.9 248337 109.4 161976 114.5 5747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350943 109. 3 123951 101.5 112764 111.2 114228 115.9 3703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320125 109.4 116853 101.8 75220 113.0 128052 114.8 3542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400100 110.5 97005 101.4 158983 114. 1 144112 109.8 4971

大足县 Dazu County 383538 109.5 110400 102.5 122295 113.6 150843 110.0 4178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320516 108.4 96529 101.8 119975 109.0 104012 114.6 3990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302337 110.5 55434 102.0 157855 112.4 89048 111.2 5026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235848 108. 1 73776 102.1 81800 110.4 80272 112. 9 2686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44026 105.4 18989 98.3 9806 109.6 15231 113. 3 2056

丰都县 Fecgdu County 208176 108. 1 65835 102,8 65918 113.4 76423 109.2 2699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257534 110.5 73609 104.4 93333 111.9 90592 114.9 2927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139802 110.2 48942 103.3 38819 118.5 52041 109.2 3536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228799 106.7 84621 102.2 54809 107.4 89369 110.8 2325

开县 Kaixian County 384485 107. 1 132716 100.9 124130 109.2 127639 111.4 2588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226130 108.0 95682 100.8 76178 113. 1 54270 113.6 1796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221375 108. 1 94156 103.9 44702 115. 1 82517 109.2 2235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122148 107.8 45572 101.8 26261 112.8 50315 112.4 2077

巫溪县 Wuxi County 81038 108.5 39251 104.1 18480 112.5 23307 114.0 1606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121398 93.8 43458 105.6 34851 76.4 43089 112.7 2408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127420 100. 5 52290 103.3 34910 87. 1 40220 113.0 2172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113428 102.4 52620 104. 1 22769 78.0 38039 118.0 1573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135489 109.0 61907 104.5 31768 112.0 41814 113. 1 2203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801458 110.0 207779 102.0 286549 112.6 307130 113.5 5527

合川市 Hechuan City 773782 109.4 212837 100.9 ,281713 113.8 279232 110.6 5123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560192 111.2 130714 102.7 200897 114.3 228581 113.6 ■5405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314871 108.1 93853 103.5 128164 108.2 92854 113.4 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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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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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 

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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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人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 

位的初次分配收人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 

总值的三种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人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 

总值及其构成。

国民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人初 

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 

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人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 

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人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 

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人减去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人。与国内生产总值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 

一个生产概念，而国民生产总值则是个收人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同社会总产值、国民收人的区别,从核算范围看，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人都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 

的劳动成果,而国民生产总值除计算物质生产部门劳动成果外,还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从这三个指标 

的价值构成看,社会总产值计算了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过程中增加的价 

值,即增加值，不计算中间产品和中间劳务投人的价值;而国民收人除了不计算中间产品价值外,还不包括固定资产 

折旧价值,即只计算净产值。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 

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构成。

最终 消 费 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也就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 

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 

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一)居民消费: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居民关于货物的最终消费支出 

在货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化时记录,关于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在服务提供的时候记录。居民消费支出按市场价格计 

算，即按居民支付的购买者价格计算,货物的购买者价格是购买者取得交货所支付的价格,它包括购买者支付的运 

输和商业费用。居民消费支出除了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 

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即所谓的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包括如下几种类型: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 

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 

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二)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 

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人的价值,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等 

于它的经常性业务支出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居 

民住户收取的价值。

资本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 

存货增加两项。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购置、转人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价值,扣除固定资产的销 

售和转出后的价值。可分为有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 

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减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畜和新 

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娱乐和文学艺术品原件等获得减处置u

(二)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存货增加 

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上升,负值表示存货下降。它包括生产单位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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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成品、在制品和半成品等存货等。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出口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位出售或无 

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进口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由于 

服务活动的提供与使用同时发生,因此服务的进出口业务并不发生出入境现象,一般把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服务 

作为进口，非常住单位从本国得到的服务作为出口。货物的出口和进口都按离岸价格计算。

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它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工资、奖金和津 

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它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 

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等。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就是单位直接支付给负责社会保险的政府单位(一般指劳动部门） 

的社会保险金或为本单位职工离退休、发生死亡、伤残、医疗保险等而支付的保险费。对于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 

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

•生产税净额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位生产、销售和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 

生产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具体包括销售税金及附加、 

增值税、管理费中开支的各种税、应交纳的养路费、排污费和水电费附加、烟酒专卖上缴政府的专项收人等。生产补 

贴与生产税相反,是政府对生产单位的单方面收人转移,因此视为负生产税处理,包括政策亏损补贴、粮食系统价格 

补贴、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收人等。

固定资产折旧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 

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各种类型企 

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折旧指实际计提并计人成本费用中的折旧费;不计提折旧的单位,如政府机 

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折旧则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 

折旧原则上，固定资产折旧应按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来计算,但是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 

的基础,所以暂时只能采用上述方法来计算。

营业盈余指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 

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公益金等。



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fers to gross tlomestic product calculated at market prices, which are the final products of all 

resident units in a countiy (or region)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lim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expressed in three different foims, 

i,e. value added * income, and products respectively. The form of value added refere to the total value of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duced by all resident unit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minus total value of input of materials and services of the nature of non 

一 fixed assets or the summalion of the value added of all resident units; ihe form of income includes all the income created by all 

resident units and dislributed primarily Lo all resident and non - resident units; the foim of products refers to all final goods and ser

vices minus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accounting,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calculated wilh three ap

proaches , i.e. product approach，income approach and expenditure approach respectively to reflec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ils 

composi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refere to giuss national product calculated at market price ’ which is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the income created by all ihe resident units of a counlry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lie value added created by 

the resident units of a counlry engaged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is mainly dislributed to the resident units of that country while a part 

of it is dislributed lo the non - resident units of the counlry in the form of remuneration for the laborers and property income. Simul

taneously a part of the value added created abroad is dislributed lo ihe resident units of the countiy in the form of remuneration for 

the laborers and property income. Simullaneously a part of the value added created abroad is dislributed to the resident uni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form of remuneration for the laborers and property income. rHius the concept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s foimed which 

equals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lus overseas income as remuneration for the laborers and property income minus payment abroad as 

remuneration for the laborers and property income. Unlike gross domestic product，which is a concept of productio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s a concept of income.

rHie difference among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total value of society and national income is the total value of society and na

tional income only take into account product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s. While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addition, to prod

uct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s, also lakes into account of products of non -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s. In term of the value 

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conceptions, ihe total value of society includes the total value of all products of the society; the gross na

tional product includes only the newly created value in ihe process of producing goods and services, i.e. the value added and ex

cludes the value of the input of intermediate goods and services; National in come excludes both the intennediate input and depreci

ation of fixed assets and includes only the net value of output.

G D P  Calculated wilh Expenditure Approach refers to total expenditure on final consumption, total capital formation and 

net ex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by resident units of a country in a certain period of lime. Il reflects the composition of G DP by its 

use.

Final Consumption refere to the total expenditure of resident units on final consumption of gocxls and services in a certain 

period, namely ihe expenditure of the resident units for purchas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domestic economic territory and abroa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ateri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 It excludes the expenditure of non - resident units on consumption 

in the economic territory of the country. The final consumption is classified into resident consumption and govemmenl consumption.

(1) Resident consumption refers to the total expenditure of resident households on the final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llie expenditure of residents on final consumption of goods is recorded when the change of the ownership 

of goods happens. The expenditure of residents on the final consumption of services is recorded when the services are provided. H e  

expenditure of the residents on consumption is calculated at market prices, namely the purchasere* prices that the residents pay; the 

purchasers prices of goods are the prices the residents pay when they obtain the gpods, including the transport and commercial ex

penses paid by the resi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bought by the residents direclly 

wilh money, the expenditure on goods and services obtained by the residents in other ways, i.e. the so - called fictitious expwuli- 

ture on consumption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expenditure of the residents on consumption. The fictitious expenditure of the resident 

on consump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ypes: (a)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lo the residents by the units in the form of paymenl 

in kind and transfer in kind； (b)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and consumed by the households themselves, in which the ser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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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refer only to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i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owned by the households; (c) the services of financial inleimediary 

provid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 ihe insurance services provided by ihe insurance companies.

(2) Government consumption refere to the expenditure o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ovemmenl to 

the whole society and ihe nel expenditure on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households for free chaise or 

at lower prices. 'Hie former equals to the output value of the government services minus the value of operating in come obtained by 

ihe government deparimenls. (The output value of ihe government services equals to its current operating expenditure plus deprecia

tion of fixed assets). 'Fhe latter equals to the markel value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lo the households 

minus the value received by the government fium the households.

Total Capital Formation refere to the net amount of the fixed assets and stock acquired minus those disposed’ including the 

total fixed assets fomi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stock.

(1) Tolal fixed capital formalion refer to the value of fixed assets purchased, transferred in by the resident units and those pro

duced and used by themselves in a certain period deducting the value of fixed assets sold and transferred out. It can by classified in

to total langible assels foimation and total intangible assets foimalion. The total tangible assets formalion include the value of the 

tx>iistruclion projecls, installation projects completed and ihe equipment, apparatus and instrumenls purchased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land improved, the value of draught animals, breeding stock, milk, wool and recreational animals and the newly increased eco

nomic forest in a certain period. The total intangible assets foimation includes the prospecting of minerals, the acquisition of cx>ni- 

puter software♦ the originals of recreational works and work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minus ihe disposal of them.

(2) Increase in stock refers to the markel value of ihe change in stock in a certain period, i.e.，the diTference of value be

twee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period, llie increase in stock can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A  positive value indicates ihe in

crease in stock while a negative value indicates the decrease in slock, The stock includes the raw materials« fuels and reserve mate

rials purchased by the production uni Is as well as the stock of finished products, semi - finished products, work - in - progress, 

etc.

Net Ex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refer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minus the imporls of guocls 

and services. The imports include the value of various guods and services sold or giBluitously transferred by the resident units to the 

non - resident units. The imports include the value of various goods and services purchased or gratuitously acquired by the resident 

units from the non - resident units. Because i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and the use of them happen simultaneously,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services by the resident units from abroad is usually treated as import while the acquisition of services by non - resident 

units in this country is usually treated as export, 'llie export and import of goods are calculated at FOB.

Laborers' Remuneration refere to the whole payment earned by the laborere from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they are engaged 

in. It includes wages, bonuses and allowances the laborers earned in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monetary foim and fomi in kind. It 

also includes the free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to the iaboren» and the medicine expenses, trafiHc subsidies and social insurance fee 

paid by the laborers’ working units for them. ITie social insurance fee paid by the laborers* working units refer to the social insur

ance fee paid directly by the working unit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 usually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or the insurance fee paid 

by the enterprises and instilutioiis for ihe retiremenl ♦ dealh, and medical injury treatment of the staff and workere. As the individual 

economy is concerned, since the laborers’ remunemlion is not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perating profit, both are treated la

borers* remuneration.

Net Taxes on Production refers to the diiTerence of the taxes on pnxluction minus the subsidies on production. The taxes on 

production refere to the various taxes, extra charges and fees levied on the production units on their production♦ sale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as well as on some factors of prtxiuclion, such as fixed assets, land and labor force, used in ihe produclion activities they 

are engaged in.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y include sal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value added tax, various taxes paid in the aclniitiis- 

trative expenses, road loll payable, sewage chaises, extra chaises in water and electric power consumed * special revenue turned 

over to the government by ihe monopolized trade of tobacco and liquor, etc. In contrast to the taxes on production, the subsidies on 

production is the unilateral transfer of part of the govemmenl * s revenue to the production units and is tlierefore treated as the nega

tive taxes on production. They include subsidies on the loss due to implemental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price subsidies to the 

grain irotilutionsf foreign trade corporations’ receipVs from drawback, etc.

Depredation of Fixed Assets refers U>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draw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ipulated de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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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for the purpose of compensating the wear loss of the fixed assets or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calculated in a fictitious w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ipulated unified depreciation rate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It reflects the value of trans

fer of the fixed assets in the pnxluction of ihe current period.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in variou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managed as enterprises refers to the depreciation expenses actually drawn and calculated as part of the cost. In the units，which do 

not draw the depreciation expenses, such as government agencies, institutions not managed as enlerprises as well as the houses of 

residents,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is the ficlilious depreciation, which is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ipulated unified 

depreciation rate. In principle，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should be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 - purchased value of the 

fixed assets. However, there is no aclual condition to re - evaluate all the fixed asset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above 一 mentioned 

methods are temporarily adopted al present.

Operating Surplus refers to ihe balance of the value added created by the resident units deducting the laborere* remunera

tion , nel taxes on produclion ant 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It is equivalent to the business profit of the enterprises plus subsi

dies on production, but the wages ami welfare expenses paid from the profit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fund drawn from the post - tax 

profits should be de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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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人口与就业

3 — 1主要年份总户数、总人口（户籍统计） 
TOTAL HOUSEHOLDS AND TOTAL POPULATION IN 

MAJOR YEARS(HOUSEHOLD REGISTRATION)

单位：万户、万人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households, 10 000 persons)

年份 总户数 总 人口
按性别分 

By Sex

\ ~ ~ ~ -----—. w w ,  > ̂  v w

按农业、非农业分 

By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Year Total Households Total Population 男

Male

女

Female

农业

Agriculture

非农业

Non-agriculture

1952 401.93 1776.52 927.91 848.61 -

1957 434.66 2005.18 1040.82 964.36 1692.77 312.41

1962 442.01 1797.19 916.99 880.20 1528.95 268.24

1965 455.55 1974.89 1010.19 964.70 1685.08 289.81

1970 518.02 2289.64 1173.57 1116.07 1989.66 299.98

1975 579.36 2592.59 1332.89 1259.70 2280.39 312.20

1978 601.07 2635.56 1357.98 1277.58 2304.66 330.90

1980 610.19 2664.79 1376.22 1288.57 2291.51 373.28

1985 684.46 2768.26 1437.35 1330.91 2310.89 457.37

1990 833.78 2920.90 1520.83 1400.07 2427.92 492.98---
*1995^ 879.35 3001.77 1566.86 1434.91 2442.33 559.44

1996 888.56 3022.77 1577.97 1444.80 2445.65 577.12

1997 897.78 3042.92 1588.10 1454.82 2448.34 594.58

1998 907.17 3059.69 1596.88 1462.81 2445.66 614.03

1999 922.73 3072.34 1602.42 1469.92 2437.18 635.16

2sm 938.87 3091.09 1611.68 1479.41 2430.20 660.89

3—2 主要年份人口自然变动（户籍统计） （2000年） 
POPULATION NATURAL CHANGES IN MAJOR YEARS 

(HOUSEHOLD REGISTRATION)(2000)

年份
出生 死亡 自然增长

Birth Mortality Natural Growth

Year
人口

Population

出生率 

Birth Rate

人口

Population

死亡率 

Mortality Rate

人口

PopuJation

自然增长率 

Natural Growth Rate

1957 54.20 27.32 21.78 10.98 32.42 16.34

1962 43.72 24.36 27.87 15.53 15.85 8.83

1965 74.01 38.03 21.43 11.01 52.58 27.02

1970 87.78 38.99 22.11 9.82 65.67 29.17

1975 72.03 28.06 21.33 8.31 50.70 19.75

1978 26.09 9.91 17.18 6.52 8.91 3.39

1980 29.68 11.16 17,19 6.46 12.49 4.70

1985 36.13 13.10 18.76 6.80 17.37 6.30

1990 42.53 14.62 19.59 6.73 22.94 7.89

1995 39.39 13.16 21.45 7.17 17.94 5.99

1996 41.06 13.63 21.62 7.18 19.44 6.45

1997 36.99 12.20 20.95 6 91 16.04 5.29

1998 35.51 11.64 21.64 7.09 13.87 4.55

1999 30.68 10.01 20.68 6.74 10.00 3.27

2000 35.22 11.43 24.59 7.98 10.63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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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户数、人口、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户籍统计） （2000年） 
HOUSEHOLD, POPULATION,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DENSITY 

BY REGION(HOUSEHOLD REGISTRATION)(2000)

地区 Region

户数

(万户）

Households (10 

000 households)

年末总人口 

(万人）

Year-cnd Total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平均户规模

(A/户）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Land Area (sq.km)

人口密度

(A；平方公里）

Population Density 

(person/sq.km)

全市总计 Total 938.87 3091.09 3.29 82402.95 375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52.68 167.28 3.18 3457.00 484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35.24 110.75 3.14 2946.00 376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19.28 58.23 3.02 21.90 26589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6.99 20.28 2.90 94.39 2149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15.62 46.04 2.95 213.52 2156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20.91 66.45 3.18 383.45 1733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23.45 71.21 3.04 443.03 1607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15.83 46.29 2.92 278.78 1660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20.67 63.17 3.06 755.42 836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7.69 26.93 3.50 565.58 476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1.39 4.45 3.20 37.48 1187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26.69 80.27 3.01 1452.03 553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27.85 86.12 3.09 1830.30 471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13.80 49.02 3.55 2397.00 205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28.55 88.03 3.08 1415.49 622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28.51 94.89 3.33 2182.14 435

滷南县 Tongnan County 24.69 90.71 3.67 1584.97 572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24.03 80.52 3.35 1341.73 600

大足县 Dazu County 25.53 91.89 3.60 1390.21 661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23.80 80.64 3.39 1079.01 747

壁山县 Bishan County 19.50 60.54 3.10 912.41 664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25.78 88.00 3.41 1890.00 466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6.14 21.53 3.51 3286.00 66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23.91 77.17 3.23 2901.00 266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25.54 87.84 3.44 1518.00 579

武《县 Wulong County 11.51 39.53 3.43 2901.00 136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29.16 98.06 3.36 2184.00 449

开县 Kaixian County 44.88 150.05 3.34 3959.00 379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33.86 127.07 3.75 3634.00 350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28.54 99.06 3.47 4087.00 242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17.98 59.13 3.29 2958.00 200

巫溪县 Wuxi County 14.27 50.65 3.55 4030.00 126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15.07 51.08 3.39 3013.00 170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15.22 59.05 3.88 2450.00 241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20.37 72.46 3.56 5173.00 140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17.40 61.84 3.55 3903.00 158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49.29 145.50 2.95 3200.22 455

合川市 Hechuan City 46.21 151.18 3.27 2356.21 642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31.68 103.91 3.28 1575.68 659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9.36 64.27 3.32 2602.00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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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_ 4人口按性别和性比例分（户籍统计） （2000年） 

POPULATION BY SEX AND SEX RATIO(HOUSEHOLD REGISTRATION)(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

地区 Region

男

Male

女

Female
性 别 比 （女=100)

Sex Ratio 

(Female=100)

人口 

Population

比重

Proportion

人口 

Population

比重

Proportion

全市总计 Total 1611.68 52.14 1479.41 47.86 108.94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86.22 51.54 81.06 48.46 106.37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57.13 51.58 53.62 48.42 106.55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29.44 50.56 28.79 49.44 102.26

大波口区 Dadukou District 10.20 50.30 10.08 49.70 101.19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23.44 50.91 22.60 49,09 103.72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33.95 51.09 32.50 48.91 104.46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36.28 50.95 34.93 49.05 103.86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23.52 50.81 22.77 49.19 103.29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32.29 51.12 30.88 48.88 104.57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13.53 50.24 13.40 49.76 100.97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2.31 51.91 2.14 48.09 107.94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41.46 51.65 38.81 48.35 106.83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44.56 51.74 41.56 48.26 107.22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26.17 53.39 22.85 46.61 114.53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45.37 51.54 42.66 48.46 106.35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49.24 51.89 45.65 48.11 107.86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47.98 52.89 42.73 47.11 112.29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41.93 52.07 38.59 47.93 108.66

大足县 Dazu County 48.73 53.03 43.16 46.97 112.91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41.69 51.70 38.95 48.30 107.03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31.36 51.80 29.18 48.20 107.47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46.20 52.50 41.80 47.50 110.53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11.59 53.83 9.94 46.17. 116.60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40.50 52.48 36.67 47.52 110.44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46.21 52.61 41.63 47.39 111.00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20.92 52.92 18.61 47.08 112.41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50.92 51.93 47.14 48.07 108.02

幵县 Kaixian County 79.52 53.00 70.53 47.00 112.75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67.03 52.75 60.04 47.25 111.64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52.08 52.57 46.98 47.43 110.86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31.21 52.78 27.92 47.22 111.78

巫溪县 Wuxi County 26.73 52.77 23.92 47.23 111.75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26.33 51.55 24.75 48.45 106.38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31.09 52.65 27.96 47.35 111.19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38.89 53.67 33.57 46.33 115.85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33.20 53.69 28.64 46.31 115.92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76.36 52.48 69.14 47.52 110.44

合川市 Hechuan City 79.00 52.26 72.18 47.74 109.45

氷川市 Yongchuan City 54.06 52.03 49.85 47.97 108.45

* 川市 Nanchuan City 33.04 51.41 31.23 48.59 1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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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口按农业、非农业分（户籍统计） （2000年)
POPULATION BY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HOUSEHOLD REGISTRATION)(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crsons.%)

地区 Region

总人口

Total

农业

Agriculture

非农业

Non-agriculture

人口

Population

比重

Proportion

人口

PopuUtion

比重

Proportion

全市总计 Total 3091.09 2430.20 78.62 660.89 21.38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167.28 127.66 76.32 39.62 23.68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110.75 84.95 76.70 25.80 23.30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58.23 0.35 0.60 57.88 99.40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20.28 6.04 29.78 14.24 70.22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46.04 10.23 22.22 35.81 77.78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66.45 21.79 32.79 44.66 67.21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71.21 25.12 35.28 46.09 64.72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46.29 13.67 29.53 32.62 70.47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63.17 38.14 60.38 25.03 39.62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26.93 16.14 59.93 10.79 40.07

双桥区 Sbuaogqiao District 4.45 2.49 55.96 1.96 44.04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80.27 61.94 77.16 18.33 22.84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86.12 63.40 73.62 22.72 26.38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49.02 42.91 87.54 6.11 12.46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88.03 72.07 81.87 15.96 18.13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94.89 75.87 79.96 19.02 20.04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90.71 82.25 90.67 8.46 9.33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80.52 70.39 87.42 10.13 12.58

大足县 Dazu County 91.89 81.72 88.93 10.17 11.07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80.64 66.29 82.20 14.35 17.80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60.54 50.55 83.50 9.99 16.50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88.00 79.05 89.83 8.95 10.17

城口县 Chenglcou County 21.53 19.19 89.13 2.34 10.87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77.17 67.79 87.85 9.38 12.15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87.84 77.95 88.74 9.89 11.26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39.53 34.79 88.01 4.74 11.99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98.06 87.00 88.72 11.06 11.28

开县 Kaixian County 150.05 136.21 90.78 13.84 9.22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127.07 115.35 90.78 11.72 9.22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99.06 91.19 92.06 7.87 7.94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59.13 54.08 91.46 5.05 8.54

巫溪县 Wuxi County 50.65 46.45 91.71 4.20 8.29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51.08 45.04 88.18 6.04 11.82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59.05 54.18 91.75 4.87 8.25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72.46 65.69 90.66 6.77 9.34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61.84 56.53 91.41 5.31 8.59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145.50 119.56 82.17 25.94 17.83

合川市 Hechuan City 151.18 127.25 84.17 23.93 15.83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03.91 83.34 80.20 20.57 19.80

南川市 NaochuAn City 64.27 55.59 86.49 8.68 13.51

•  216  •



3 • 人口与就业

3—6人口自然变动（户籍统计） （2000年）

POPULATION NATURAL CHANGES(HOUSEHOLD REGISTRATION)(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年份 Region

出生

Birth

死亡

Mortality

自然增长 

Natural Growth

人口

Population

出生率 

Birth Rate

人口

Population

死亡率 

Birth Rate

人口

Population

自然增长率 

Birth Rate

全市总计 Total 35.22 11.43 24.59 7.98 10.63 3.45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1.92 11.51 1.30 7.80 0.62 3.71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1.22 11.05 0.90 8.15 0.32 2.90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0.43 7.37 0.82 14.06 -0.39 -6.69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0.22 10.84 0.23 11.33 -0.01 -0.49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0.42 9.17 0.48 10.48 -0.06 -1.31

沙坪坝E Shapingba District 0.54 8.19 0.64 9.70 -0.10 -1.51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0.72 10.15 0.64 9.02 0.08 1.13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0.45 9.81 0.51 11.12 -0.06 •1.31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0.54 8.52 0.64 10.10 -0.10 -1.58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0.43 15.99 0.28 10.41 0.15 5.58

双桥E Shuangqiao District 0.12 27.40 0.04 9.13 0.08 18.27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1.08 13.52 0.68 8.51 0.40 5.01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0.83 9.61 0.84 9.72 -0.01 -0.11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0.65 13.33 0.39 8.00 0.26 5.33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1.04 11.81 0.69 7.84 0.35 3.97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1.38 14.56 0.87 9.18 0.51 5.38

瘇南县 Tongnan County 1.21 13.39 0.54 5.97 0.67 7.42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0.64 7.95 0.57 7.08 0.07 0.87

大足县 Dazu County 0.71 7.74 0.59 6.43 0.12 1.31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1.00 12.45 0.55 6.85 0.45 5.60

璺山县 Bishan County 0.67 11.14 0.41 6.82 0.26 4.32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0.80 9.11 0.68 7.74 0.12 1.37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0.25 11.68 0.19 8.88 0.06 2.80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1.02 13.22 0.58 7.52 0.44 5.70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0.98 11.14 0.61 6.93 0.37 4.21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0.50 12.65 0.33 8.35 0.17 4.30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0.98 9.96 0.82 8.33 0.16 1.63

开县 Kaixian County 1.63 10.97 1.04 7.00 0,59 3.97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1.73 13.74 0.67 5.32 1.06 8.42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12 11.31 0.70 7.07 0.42 4.24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0.81 13.78 0.47 7.99 0.34 5.79

巫溪县 Wuxi County 0.52 10.31 0.40 7.93 0.12 2.38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0.81 16.07 0.34 6.74 0.47 9.33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0.74 12.62 0.44 7.50 0.30 5.12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0.90 12.48 0.55 7.63 0.35 4.85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0.91 14.79 0.50 8.13 0.41 6.66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1.77 12.21 1.12 7.72 0.65 4.49

合川市 Hechuan City 1.67 11.06 1.33 8.81 0.34 2.25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26 12.16 0.74 7.14 0.52 5.02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0.60 9.34 0.47 7.32 0.1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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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婚姻情况（1996—2000年） 

MARRIAGES AND DIVORCES(1996-2000)

单位:对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ple)

年份

Year

内地居民登记结婚对数

Registered Marriages of Inland 

Residents (couples)

内地居民登记离婚对数

Registered Divorces of Inland 

Residents (couples)

涉外及华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对数 

Registered Foreign Marriages (couples)

1996 264353 16830 874

1997 253008 18991 1290

1998 223002 19923 1390

1999 210005 19980 1728

2000 190184 20668 2320

3—8计划生育基本情况（1986—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FAMILY PLANNING<1986-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年份 计划生育率 已婚育龄妇女人数 领独生子女证人数 领证率 采取节育措施人数 避孕率

Year
Birth Control 

Rate

Married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Women with Only- 

child Certificates

Coverage of Only- 

child Certificates

Women under 

Contraception

Contraception

Rate

1986 90.88 481.28 109.56 68.74 424.89 88.28

1987 90.16 503.67 126.44 71.91 451.19 89.58

1988 93.83 523.17 141.28 72.14 480.27 91.80

1989 92.78 540.80 151.72 70.35 491.35 90.86

1990 94.15 560.09 166.56 70.53 512.38 91.48

1991 95.11 577.54 178.27 69.31 527.88 91.40

1992 95.83 589.35 188.00 68.34 538.37 91.35

1993 93.23 599.23 199.97 548.27 91,50

1994 86.58 611.48 206.76 559.62 91.52

1995 89.22 625.71 220.32 573.38 91.64

1996 88.73 637.31 227.59 65.45 587.93 92.25

1997 91.94 644.56 230.99 64.11 588.75 91.34

1998 85.06 644.68 219.05 59.69 589.28 91.40

1999 94.09 640.70 214.79 57.43 587.94 91.77

2000 91.26 639.20 217.43 57.11 589.95 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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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各区县(自治县、市)计划生育基本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FAMILY PLANNING BY REGIQN(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计划生育率
己婚育龄妇女人 

数

领独生子女证 

人数
领证率

采取节育措施 

人数
避孕率

地区 Year
Birth Control 

Rate

Married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Women with 

Only-child 

Certificates

Coverage of 

Only-child 

Certificates

Women under 

Contraception

Contraception

Rate

全市总计 Total 91.26 639.20 217.43 57.11 589.95 92.29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95.25 36.97 9.32 36.04 33.41 90.37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96.56 23.57 12.52 74.83 22.16 94.02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98.59 7.95 4.45 66.43 6.74 84.82

大®  口区 Dadukou District 96.27 4.54 3.09 82.52 3.98 87.65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97.57 8.47 5.01 70.60 7.54 89.05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96.47 11.96 4.70 49.86 10.69 89.32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96.13 13.34 6.46 61.69 11.87 88.95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98.19 8.33 5.50 80.38 7.36 88.34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97.17 13.56 4.63 44.39 12.63 93.15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95.61 5.70 1.48 43.79 5.14 90.20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94.22 0.99 0.20 32.54 0.91 91.85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93.96 17.52 4.51 34.35 16.34 93.23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96.23 18.29 8.61 64.98 17.20 94.01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97.5】 9.54 0.37 12.47 8.68 91.01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95.11 18.99 10.16 75.85 17.86 94,02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93.90 19.66 4.44 40.32 18.46 93.90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91.34 17.79 3.22 51.66 17.05 95.86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94.78 18.33 10.37 82.23 17.55 95.79

大足县 Dazu County 96.52 18.44 6.83 75.07 17,75 96.26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94.77 17.77 8.85 89.38 16.37 92.10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93.93 14.59 7.37 71.96 13.71 93.97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93.65 19.86 9.90 77.21 18.18 91.50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92.77 4.35 0.03 2.70 3.95 90.70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92.45 15.79 2.27 25.49 15.06 95.32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92.15 17.72 4.11 44.52 16.95 95.62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98.59 7.78 1.07 25.16 7.27 93.46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93.82 20.73 10.00 81.43 19.23 92.76

开县 Kaixian County 89.54 31.17 4.26 29.24 27.51 88.24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90.97 26.20 1.48 15.41 23.35 89.12

牵节县 Fengjie County 92.94 19.37 1.47 19.89 17.34 89.56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94.69 11.18 0.35 8.13 9.98 89.24

巫溪县 Wuxi County 93.92 10.01 0.30 8.82 9.22 92.12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98.95 9.87 0.59 15.60 8.81 89.28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86.64 10.28 0.40 15.10 9.44 91.83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93.45 14.00 0.41 9.65 12.61 90.06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96.02 12.15 0.30 7.33 10.95 90.09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94.37 32.37 16.36 65.75 30.74 94.96

合川市 Hechuan City 95.45 32.94 21.07 91.39 30.81 93.51

永川市 YongchuAii City 93.63 22.42 10.60 67.69 21.18 94.44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97.78 14.71 10.38 92.46 14.02 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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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0从业人员数（1985—2000年）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1985-2QOO)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年份 合计 乡村城镇
国有 集体 其他 私营 个体

Year Total
Urban

Employment
State-owned

Collective - 

owned
Others Private Individual

Rural

Employment

1985 1432.03 269.37 189.82 71.20 0.08 8.27 1162.66

1986 1469.13 275.35 194.34 72.43 0.11 8.47 1193.78

1987 1507,33 282.39 198.78 73.36 0.31 9.94 1224.94

1988 1512.49 288,70 201.94 75.45 0.40 10.91 1223.79

1989 1540.03 291.29 205.98 74.01 0,70 10.60 1248.74

1990 1569.34 296.92 209.61 75,16 0.91 11.24 1272.42

1991 1620.67 307.87 216.94 76.64 1,23 0.93 12.13 1312.80

1992 1662.58 313.51 220.11 76.95 1.72 1.16 13.57 1349.07

1993 1658.95 310.05 217.48 70.98 4.18 2.18 15.23 1348.90

1994 1729.55 326.75 214.29 71.93 10.18 6.77 23.58 1402.80

1995 1709,26 347.06 215.99 70.53 12.19 9.40 38.95 1362.20

1996 1687.46 357.02 216.96 68.06 13.32 16.74 41.94 1330.44

1997 1689.89 368.98 215.32 62.23 16.84 19.71 54.88 1320.91

1998 1686.71 369.76 201.32 53.41 27.73 27.28 60.02 1316.95

1999 1693.73 370.74 188.19 48.35 33.94 35.02 65.24 1322.99

2000 1695.00 381.20 178.10 40.75 39.15 45.50 77.70 1313.80

3-11主要年份城镇经济单位职工人数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UNITS IN MAJOR YEARS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年份

Year

合计

Total

国有

State-owned

集体

Collective-owned

其他

Others

1949 5.34 5.34

1952 47.62 47.62

1957 71.19 71.19

1962 80.79 80.79

1965 91.96 91.96

1970 109.98 109.98

1975 L27.99 127-99

1978 154.44 154.44

1980 220.06 162.97 57.09

1985 257.63 186.74 70.81

1990 285.68 209.61 75.16 0.91

1995 294.25 212.34 69.85 12.06

1996 294.63 214,01 67.47 13.15

1997 289.29 211.13 61.64 16.52

1998 278.25 198.03 52.79 27.43

1999 266.61 185.66 47.74 33.21

2000 254.04 175.72 40.19 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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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2主要年份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UNITS IN MAJOR YEARS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年份

Year

合计 

Total Wages

国有

State-owned

集体

Collective-owned

其他

Others

1949 1368 1368

1952 18577 18577

1957 37710 37710

1962 45532 45532

1965 51159 51159

1970 60866 60866

1975 74645 74645

1978 91615 91615

1980 159426 125305 34121

1985 259688 195684 63939 65

1990 573310 454776 116718 1816

1995 1309343 1016055 222720 70568

1996 1454905 1132844 237500 84561

1997 1581684 1226641 244245 110798

1998 1601894 1221539 210394 169961

1999 1686829 1267286 194573 224970

2000 1829446 1365993 185977 277476

3 - 1 3主要年份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和指数
AVERAGE WAGES AND INDEX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UNITS IN MAJOR YEARS

单位：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uan)

年份

Year

指数

Average Wage Index 

(1949=100)

平均工资 

Average Wages

国有

State-owned

集体

Collective-owned

其他

Others

1949 284 284

1952 330 330 116.2

1957 535 535 188.4

1962 448 448 157.7

1965 588 588 207.0

1970 581 581 204.6

1975 588 588 207.0

1978 632 632 222.5

1980 737 783 606 259.5

1985 1038 1110 930 861 365.5

1990 2025 2189 1565 2256 713.0

1995 4508 4789 3162 6346 1587.3

1996 5010 5352 3603 6607 1764.1

1997 5502 5828 4016 6845 1937.3

1998 5710 6097 3987 6197 2010.6

1999 6300 6778 4089 6786 2218.3

2000 6980 7431 4534 7450 2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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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从业人员人数（2000年）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城镇经济

单位

城镇私营
企业

城镇个体 

劳动者

农村集体和 

个体劳动者

构成

分类 Type
Total Urban

Urban

Private

Enterp

Urban

Sclf-

employ-

Rural

Collective*
Compositio

nof

Employ

ment

Employ

ment

Economic

Units

owned and 

Self̂ mlpoy-
nscs niciit

ment

总计 Total 1695.00 258.00 45.50 77.70 1313.80 100.0

按产业分 By Industry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905.48 3.69 0.27 0.02 901.50 53.4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293.66 128.41 23.67 6.75 134.83 17.3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495.86 125.90 21.56 70.93 277.47 29.3

按行ilk分 By Sector

农、林、牧、渔业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905.48 3.69 0.27 0.02 901.50 53.4

釆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13.27 13.08 0.14 0.05 0.8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167.76 88.44 13.49 6.58 59.25 9.9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5.53 5.53 0.3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07.10 21.36 10.04 0.12 75.58 6.3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28 1.28 0.1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 

侑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39.95 18.67 1.29 1.46 18.53 2.4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129.00 23.61 15.37 56.56 33.46 7.6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6.33 6.33 0.4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89 1.89 0.1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250.35 7.06 4.90 12.91 225.48 14.8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are
8.78 8.78 0.5

教胄、文化艺术和广攉电 

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nd Art 

Radio»Film and Television
32.25 32.25 1.9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 

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5.67 5.67 0.3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 

会团体

Govenun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19.91 19.91 1.2

其他行业 Others 0.4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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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城镇经济独立核算单位数（1999—2000年） 
URBAN ECONOMIC UNITS WITH INDEPENDENT 

ACCOUNTING SYSTEM (1999-2000)

单位：个 (unit)

经济类型及行业 Registration and Sector 1999 2000

总计

按*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其他经济

按企业、事血、机关分

企业

事业

机关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Total

By Ownership 

State-owned 

Urban Collcctive-owned 

Other Types of Urban Ownership 

By Enterprise Institution and Agency 

Enteiprises 

Institutions

Agencies & Organizations 

By Sector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Mining and Quarrying 

Manufacturing

Electricity Gas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Constructio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Finance and Insuranc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ocial Services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tre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nd Ar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ffl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其他行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Others

37645

26738

9104

1803

12602

19533

5510

2560

144

3349

204

715

270

4569

1311

485

932

2727

12353

1294

5707

32965

22961

7721

2283

11635

16279

5051

2543

146

2962

198

624

228

748

3834

1 2 8】

598

833

2569

9422

1521

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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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3 —16城镇经济单位职工人数（2000年）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UNITS(2000)

单位：万人、％ (10 000 persons,%)

合计 Mid}

分类 Type
国有 集体 其他

Total Scate-owend
Collective-

owned
Others Composition

总计 Total 254.04 175.72 40.19 38.13 100.0

按企业、事业、机关分
By Enterprise. Institution and

Agency

企业 Enterprises 182.46 107.50 36.83 38.13 71.8

亊业 Institutions 52.18 48.91 3.27 20.6

机关 Agencies 19.40 19.31 0.09 7.6

按产业分 By Industry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3.68 2.78 0.87 0.03 1.4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i 27.24 74.83 23.47 28.94 50」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123.12 98.11 15.85 9.16 48.5

按行业分 By Sector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3.68 2.78 0.87 0.03 1.4
and Fishery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13.05 11.44 0.56 1.05 5.1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87.64 51.69 14.74 21.21 34.5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应业 and Supply

5.51 3.66 0.16 1.69 2.2

建筑业 Constmction 21.04 8.04 8.01 4.99 8.3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27 1.26 0.01 0.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业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8.26 13.67 2.78 1.81 7.2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23,42 12.09 7.57 3.76 9.2

#批发业 Wholesale Trade 12,89 7.87 3.66 1.36 5.1

零售业 Retail Trade 9.49 3.79 3.63 2.07 3.7

金黻、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Real Estate

5,18 3.53 0.75 0.90 2.0

房地产业 1.82 1.06 0.05 0.71 0.7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6.95 4.92 0.41 1.62 2.7

#公共服务业 Public Services 4.09 3.30 0.20 0.59 1.6

旅游业 Tourism 0.40 0.22 0.18 0.2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0.24 0.15 0.02 0.07 0.1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ere
8.69 6.65 2.04 3.5

#卫生 Public Health 8.26 6.23 2.03 3.3

体育 Sports 0.05 0.05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Education Culture and Art
31.66 31.55 0.09

电视业 RadioFilm and Television 0.02 12.5

#教育 Education 30.06 30.00 0.05 0.01 J1.8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it 0.84 0.80 0.04 0.3

广播电影电视业 R̂ diot Film and Television 0.76 0.75 0.01 0.3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pvices
5.61 3.46 1.82 0.33 2.2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Govermnent Agencies Party
19.82 19.72 0.10 7.8团体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其他行业 Others 0.44 0.20 0.23 0.0J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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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城镇经济单位女职工人数（2000年）
FEMALE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UNITS(2000)

单位：万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0 000 persons,0/.)

合计
占城镇经济单位

国有 集体 其他 从业人员比重
构成

分类 Type Collec As Percentage of

Total
State~ tive -

Others
Employment of Composi

owend owned Urban Economic

Units

tion

总计 Total 75.02 51.81 11.00 12.21 29.1 100.0

按企业、事业、机关分
By Enterprise Institution and 

Agency

企业 Enterprises 49.45 27.46 9.78 12.21 21.8 65.9

亊业 Institutions 20.97 19.77 1.20 39.6 28.0

机关 Agencies 4.60 4.58 0.02 23.6 6.1

按产业分 By Industry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0.83 0.68 0.14 0.0L 22.5 1.1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31.82 17.31 6.16 8.35 24.8 42.4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42.37 33.82 4.70 3.85 33.7 56.5

按行业分 By Sector

农、林、牧、渔业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0.83 0.68 0.14 0.01 22.5 1.1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2.36 1.98 0.20 0.18 18.0 3.1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24.62 12.77 4.82 7.03 27.8 32.8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1.89 1.29 0.06 0.54 34.2 2.5

应业 and Suppl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2.95 1.27 1.08 0.60 13.8 3.9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0.30 0.30 23.4 0.4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4.63 3.69 0.50 0.44 24.8 6.2

业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2.05 1.61 29.5 9.3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Catering Trade

6.96 3.30

#批发业 Wholesale Trade 3.42 2.03 0.87 0.52 20.0 4.6

零售业 Retail Trade 3.18 1.16 1.08 0.94 25.1 4.2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2.81 1.66 0.30 0.85 44.4 3.8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0.61 0.36 0.02 0.23 32.3 0.8

社会*务业 Social Services 2.84 2.04 0.18 0.62 40.2 3.8

#公共服务业 Public Services 1.60 1.32 0.08 0.20 35.5 2.1

旅游业 Tourism 0.16 0.07 0.09 36.4 0.2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0.10 0.06 0.01 0.03 41.7 0.1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its and Social 

Welfare
4.56 3.65 0.91 51.9 6.1

#卫生 Public Health 4.39 3.49 0.90 52.7 5.9

体育 Spoits 0.02 0.02 40.0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 Education Culture and Art Radio
12.98 12.94 0.03 0.01 40.2 17.3

电视业 Film and Television

#教育 Education 12.45 12.42 0.02 0.01 41.3 16.6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rt 0.33 0.32 0.01 38.4 0.4

广播电影电视业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0.20 0.20 25.0 0.3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t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1.83 1.11 0.63 0.09 32.3 2.4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Government Agencies，Party
4.72 4.70 0.02 23.7 6.3

团体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其他行业 Others 0.13 0.07 0.06 28.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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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城镇经济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2000年） 
REMUNERATION OF EMPLOYMENT OF URBAN ECONOMIC UNITS(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合计

Total

行业 Sector
国有

State-

owned

集体

Collective-

owned

其他

Others

总计 Total Remuneration 1860950 1380511 189066 291373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21145 16395 4548 202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87419 80482 1742 5195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579294 351730 62412 165152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56798 38651 806 17341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35772 62388 43822 29562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5216 15163 5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42794 123227 10065 9502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110833 64607 23392 22834

#批发业 Wholesale Trade 64497 45382 11215 7900

零售业 Retail Trade 42167 17718 10991 13458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73030 45941 7450 19639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5439 8203 304 6932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48566 35018 2196 11352

#公共服务业 Public Services 28384 23243 1163 3978

旅游业 Tourism 2891 1654 20 1217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1999 1261 155 583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iire 81370 68236 13038 96

#卫生 Public Health 77440 64387 12957 96

体育 Sports 368 368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 
业

Education Culture and Ar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257074 256416 432 226

#教育 Education 240755 240425 226 104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rt 8687 848 L 206

广播电影电视业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7632 7510 122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53395 33776 16410 3209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178957 178129 828

其他行业 Others 3848 2149 1568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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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9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总额（2000年)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合计 

Total Wages
行业 Sector

国有

State-owned

集体

Collective-

owned

其他

Others

总计 Total 1829446 1365993 185977 277476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ly and Fishery
21080 16340 4541 199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87297 80404 1736 5157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573504 350712 60565 16222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56703 38569 805 17329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33054 61008 43199 28847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5186 15133 5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40444 121049 9931 9464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109786 64009 23230 22547

#批发业 Wholesale Trade 64180 45219 11151 7810

零售业 Retail Trade 41451 17284 10896 13271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59917 41829 7433 10655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Trade 14732 7993 293 6446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47446 34374 2060 11012

#公共服务业 Public Services 28112 23093 1041 3978

旅游业 Tourism 2882 1645 20 1217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nn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1835 1117 144 57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are 80756 67795 12900 61

#卫生 Public Health 76865 63983 12821 61

体育 Sports 364 364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 

业

Education Culture and Art RadioFilm 

and Television
254524 253876 428 220

#教育 Education 238337 238013 226 98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it 8613 8411 202

广播电影电视业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7574 7452 122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53039 33429 16410 3200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178229 177403 826

其他行业 Others 3749 2070 156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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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20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2000年）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URBAN ECONOMIC UNITS(2000)
单位：元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yuan)

年平均工资 国有 集体 其他

行 业 Sector
Annual 

Average Wages
State-owned

Collcctivc - 

owned
Others

总计 Total 6980 7431 4534 7450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5618 5746 5156 7247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6217 6485 2822 5023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6109 60564 4049 7730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0323 10505 5263 10386

建筑业 Construction 6411 7346 5385 6515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10328 10374 4569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nununicatioD Services
7516 8609 3542 5197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4524 5153 2867 6024

#批发业 Wholesale Trade 4792 5552 3032 5695

零售业 Retail Trade 4220 4492 2770 6489

金《、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11614 11845 9943 12110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8189 7592 5594 9291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6897 7059 5149 6844

#公共取务业 Public Services 7016 7133 5432 6884

旅游业 Tourism 7149 7656 4850 6607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7133 7468 5815 8775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are 9352 10258 6378 15538

#卫生 Public Health 9361 10327 6374 15538

体育 Sports 7299 7299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nd Ai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8133 8140 4972 10412

嫩 育 Education 8305 8030 4626 9618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rt 10370 10603 5426

广播电彩电视业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9896 9878 11156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9112 9096 9026 9770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9051 9056 8200

其他行业 Others 7977 9479 6394 1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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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人口与就业

3- 2 1城镇经济单位新増从业人员及构成（1999一2000年) 
NEW EMPLOYMENT IN URBAN ECONOMIC UNITS 

AND ITS COMPOSITION(1999-2000)

新增从业人员(万人） 构成(％)

项目 Item New Employment Composition

1999 2000 1999 2000

总计 Total 12.47 12.61 100.0 100.0

按就业人员来源分 By Source

城镇 Urban 1.40 1.58 11.2 12.5

农村 Rural 2.58 3.29 20.7 26.1

大中专技校毕业生

Graduates from Universities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3.27 2.92 26.2 23.2

其他 Others 5.22 4.82 41.9 38.2

按就业人员去向分 By Assignment

国有经济单位 State-owned Units 8.07 7.16 64.7 56.8

集体经济单位 Urban Collective-owned Units 2.25 1.93 18.0 15.3

其他经济单位 Other Types of Urban Ownership 2.15 3.52 17.3 27.9

3 _ 2 2城镇经济单位离退休人员（1985—2000年) 
RETIRED,VCSR AND RRSW OF URBAN 

ECONOMIC UNITS(1985-2000)

单位：万人 （丨0 000 persons)

年份

Year

合计

Total Retired, V C S R  and 

R R S W

离休

VCS R

退休

Retired

退职

R R S W

1985 51.08 1.08 49.12 0.88

1990 62.24 1.74 59.06 1.44

1991 63.63 1.84 60.44 1.35

1992 66.63 1.78 63.47 1.38

1993 72.95 1.87 69.85 】.23

1994 86.05 2.15 82.36 1.54

1995 85.89 1.93 82.47 1.49

1996 85.88 1.78 82.20 1.57

1997 84.04 1.74 80.64 1.66

1998 83.11 1.54 79.81 1.76

1999 88.57 1.64 85.27 1.66

2000 92.66 1.54 89.2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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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URB

单位：人、万元、％

3—23城镇经济单位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及 

保险福利费用构成情况（2000年）
NUMBER AND COMPOSITION OF VCSR, RETIRED AND RRSW 

BAN EC<：ONOMIC UNITS AND THEIR INSURANCE AND WELFARE(2000)

(person, 10 000 yuan,0/。）

项目 Item

构成

Composition

合计

Total

国有

State-owned

集体

Collective-

owned

其他

Others

离休、退休、退职人数 Retired VCSR and RRSW 926554 523103 132774 270677 100.0

离休 VCSR 15426 6761 531 8134 1.7

退休 Retired 892152 507482 126463 258207 96.3

退职 RRSW 18976 8860 5780 4336 2.0

保险福利费用总额 Total Insurance and Welfare 585140 311896 48617 224627 100.0

离休金 Pensions for VCSR 17596 7537 524 9535 3.0

退休金 Pensions for Retired 467112 255156 42258 169698 79.8

退职生活费 Pensions for R R S W 5112 2286 1185 1641 0.9

医疗卫生费 Medical Care 71424 35574 3416 32434 12.2

其他 Others 23896 11343 1234 11319 4.1

单位：万人、％

3_24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构成（1999—2000年）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IN URBAN AREAS 
AND ITS COMPOSITION(1999-2000)

(10 000 persons,%)

项 目 Item

登记失业人数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构成

Composition

1999 2000 1999 2000

总计 Total 10.08 10.15 100.00 100.00

#女性 Female 5.48 5.26 54.37 51.82

按失ilk时间分 By Unemployment Period

6个月以上 Over Six Months 6.15 5.30 61.01 52.22

6个月以下 Less than Six Months 3.93 4.85 38.99 47.78

登记失业率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3.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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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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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每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数。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率,一般用千分率表示。 

计算公式：

出生率= 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x 1000%.

出生人数是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

年平均人数是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 

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

死亡率=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x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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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自然增长率= (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x 1000%*

人口自然增长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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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员。包括：

(1)全部职工

(2)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

(3)私营业主

(4)个体户主

(5)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

(6)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7)农村从业人员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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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单位的从业人员是指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 

人员。包括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

各单位的从业人员反映了各单位实际参加生产或工作的全部劳动力。

经济活动人口指在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从业人员和失业人

员。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指在国有经济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不 

包括:返聘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在国有经济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人员。

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其经营地址设在县城关镇(含城关镇）以上的私营企 

业从业人员。包括:私营企业投资者和雇工。城镇个体从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并持有城镇户口或在城 

镇长期居住,经批准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从业人员。包括:个体经营者和在个体工商户劳动的家庭帮工和雇工。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失业率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 

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城镇登记失业率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 

和的比。计算公式为：

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从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x 100%

职 工 指在国有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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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屑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指在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及其管理部门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

其他经济单位职工指在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



的各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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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计人成本的还是不计人成本的,不论是按国家规定列人计征奖金税项目的,还是未列人计征奖金税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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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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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资收人的髙低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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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为：

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报告期职工平均工资/报告期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指正式办理了离休、退休、退职手续,并享受相应的离休、退休、退职待遇的人员。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具体包括：

①离休金指发给离休人员的离休金等。

②退休金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退休人员的退休费等。

③退职生活费指按照规定定期发给退职人员的生活费用等。

④医疗卫生费指离休、退休、退职人员的医疗费、住院费以及住院伙食补助等费用。

⑤其他包括易地安置的离休、退休、退职人员的安家补助费；离休、退休、退职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费、书报 

费、洗理费、副食品价格补贴、房租价格补贴、水电补贴、少数民族补贴以及老干部活动经费开支的旅游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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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otal population refers to the lolal number of people alive at a certain point of time within a given area.

The annual slalislks on lotal population is taken al inidnighl, llie 31st of December.

Birth Rate (or Crude Birth Rate) refers to ihe ratio of ihe number of births to the average population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usually a year)，which is often expressed in %c. The following foimula is used:

Birth Kate = Numbtir of Births /Average Number of Populalion * 1000%o

Number of Births refers lo live births, i.e. ihe births when babies had showed any vital phenomena regardless of the of

pregnancy.

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Population is ihe average of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ti that al the 

end of the year. Sometimes it is substiluled for with ihe mid - year populalion.

Death Rate (or Crude Death Rate) refen* to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deaths to the average population (or mid - year popu

lation)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lime (usually a year)，which is often expressed in %o. H e  following formiilu is usfcl：

Death Rate = Number of Deaths/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Population * 1000%oNatural Growth Hate of Populalion refers to 

the ratio of natural increase in population (number of births minus number of deaths)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usually a year) to 

average populalion (or mid - year population) of ihe same period, which is often expressed in %o. The following formulae are ap

plied:

Natural Growth of Population = Number of Births - Number of Deaths /Average number of Population* 1000%o

Natural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 Birth Rale - Death Rale

Employees refers to the pereons who are engaged iti social labor and receive remuneration payment or earn business income, 

including：

(1) Tolal staff and workers，

(2) Re - employed retirees,

(3) Employer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4) Employers of individual economy,

(5) Employed person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economy,

(6) Employed pereons in ihe enterpiises in ihe urban areas,

(7) Employed petwns in the rural areas,

(8) Other employed pereons (including teachere in the schools run by the local people, people engaged in religious profession 

and the servicemen, elc.)

TKis indicator reflects the actual ulilizalion of lolal labor force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lime and is often used for llie reseaivh 

on China’s economic affaire and national power.

Pereons employed in various uni Is refer to all the pereons working in government agencies of various levels’ political and party 

organization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and receiving payment» including staff and workere, reemployed 

retirees, teachers in schools run by the local peopl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and Taiwan 

Working in Various units. 'Hiis indicator reflects the tolal number of laborers actually engaged in produclion or olher operations in 

various uni Is.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refers to the population, the membere of which are aged 16 and over, capable lo labor, 

participating in or desirous l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employed persons and unemployed pereons.

Staff and Workers in State - owned Economic Units refer to the pereons who work in ihe state - owned enononiic uiiils 

or their attached unils and are listed in their payrolls, excluding the retired pereons invited lo work in ihe units again, teachere in 

the schools run by the local people and foreigners and pereons coming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ti working in the stale 

- owned economic units.

Persons E m p l o y e d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 m p l o y e d  Individuals in U r b a n  A r e a s： Persons employed in private en

terprises refer to the pereons employed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which have been registered at ihe departments of industrial and c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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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ial administralion and are situated al a counly town (i.e. a lown where the county government is located) for business operation 

or at urban areas with the level higher than a county lown. The employed individuals in urban areas refer to persons who hold the 

certificates of residence in urban areas or have resided in ihe urban areas for a long lime and have been registered at the deparlinenl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niinistraLion anti approved to be engaged in individual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business, including 

self 一 employed persons as well as helpers and hired laborers who work in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s engaged in industrial or com

mercial business.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rsons and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in Urban Areas： The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r

sons in urban areas refer to the pereotis who are registered as pennanent residents in the uiiian areas engaged in non -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ged within ihe range of working age，capable to labor, unemployed but desirous to be employed and have been regislered 

al ihe local employment service agencies lo apply for a job.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in urban areas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the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nsoris lo the sum of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reons and the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rsons. 

H e  formula is as follows: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in urban areas = the number of ihe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reons/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r

sons + the 7 ihe registered unemployed pei^ons)*100%

Staff ers refer to the pereons who work in (and receive payment therefrom)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of slate

ownership，collective ownerehip，joint ownenihip, share holding, foreign ownerehip, and ownership by entrepreneurs fmm Hoii^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other lypes of ownership and their affiliated units.

Staff and Workers of Collective Owned Units in Urban Areas refer to the persons who work in collective owned units in 

urban area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tlepartmeiUs and receive payment therefrom.

Staff and Workers in Units of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refer to those who work in (and receive payment thereform) en

terprises and iiislitulioios of joint ownership, share holding« foreign ownership, and ownership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refer lo the total remuneralion payment to sla£f and woikere in various unit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lime.

The calculation of total wages is basetl on the total remuneration payment to the staff and workers. Therefore, all the wages and 

salaries and other payments to staff and workers are inclucled in the total wages regardless of their sources, category, and forms (in 

kind or cash)

Average W a g e  of Staff and Workers refeni to the average wage in money teims per person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for staff and workers in enterprises, inslitulioii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hich reflects the general level of wage income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Average Wage of Staff and Workenj =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in Reference Period/Average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e in Reference Period

Average Real W a ge of Staff and Workers refere to average wage of staff and workers after removing the effects of price 

changes, which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Average Real Wage of Staff and Workers = Average Wage of Staff and Workers in reference Period /Consumer Pric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in Reference Period

Retired or Resigned Personnel refers to the persons who have formally gone through ihe foimalilies for their reliremenl or 

quitting work and enjoy th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s.

Insurance and Welfare Funds for Retired and Resigned Staff and Worî ers：

①  Pensions for Retired Veteran Cadres: They refer to pensions and other subsidies paid to retired.

②  Pensions for Retirement ： Iliey refer to living allowance and other subsidies paid to retired staff and workers in line with lluj 

relevant government documenls.

③  Resignation Allowances for Living Expenses： TTiey refer to living allowance and subsidies paid to resigned staff and workers 

in line with relevant government instructions.

④  Expenses for Medical Care： 'Hiey refer to the costs for medical treatmentt hospitalization and food subsidies in hospital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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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ed and resigned stall and workers.

⑤ Othenj: They refer to other expenses, including moving and setllement 

and newspaper allowance, subsidy for non - staple fooils, housing subsidy, water 

and workers of national minorities，traveling cost for senior relired staff, etc.

allowance, allowance 

and electricity subsidy

for difificult familiest book 

，special allowance^for 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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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_固定资产投资

4 - 1主要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MAJOR YEAR

单位：万元、万平方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yuan, 10 000sq.m)

年份

Year

投资额总计 

Total Investment

按构成分 

By Use of Funds

建筑安装工程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设备工具器具构置

Purchaase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其他费用 

Others

1949 39 39

1952 9535 7027 1751 757
1957 21330 12563 6636 2131
1962 7769 5853 1654 262
1965 37677 24658 10280 2739
1970 62448 26528 31658 4262

1975 64359 26446 26539 11374
1978 59026 37630 16958 4438
1980 102789 71220 26265 5304
1985 364822 238027 101461 25334
1990 693140 450344 192115 50681
1991 851614 548518 234255 68841
1992 1063852 703962 261333 98557
1993 1550546 1008107 389367 153072
1994 2029178 1336181 509362 183635
1995 2709663 1707448 737819 264396
1996 3207278 2076949 733537 342156
1997 3709485 2418273 879477 411735
1998 4981452 3248271 1083808 649373
1999 5628679 3860379 1080062 688238
2000 6558116 4599909 1055220 902987

年份

Year

按报表种类分 

By Type of Forms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城乡集体 

Collective -owned

城乡私人 

Private

其他

Others

1949 39

1952 9535

1957 21330

1962 7769

1965 37677

1970 62448

1975 64359

1978 57324 1702

1980 —一- __ 64353 30024 4718 3692 2

1985 1'31698 105342 66862 51444 9476

1990 — — 276365 201809 17503 49525 110063 37875

1991 343108 239822 19185 69943 136846 42710

1992 345182 315625 33868 137945 185997 45235

1993 417023 425852 123151 276425 231216 76842

1994 579314 513433 279089 353815 278365 25162

1995 692686 684065 468845 392390 425657 46020

1996 884040 671647 556185 462120 598918 34368

1997 1208667 654264 675022 488250 635175 48107

1998 1864898 892886 973014 526638 637275 86741

1999 2114327 917501 1125135 579339 769361 123016

2000 2629302 920341 1396327 648947 829063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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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37 2 37

4372 5163 1894 7107

15475 5855 2890 20591

6860 909 259 7650

31526 6151 2492 32844

56729 5719 2460 44331

57546 6813 2903 29973

49568 9458 4093 46834.

65563 33997 24210 101499

217353 147469 86941 265993 2536.18
459576 233564^ 162803 462056 2522.36

551279 300335 — 200504 W6525 2753.33
679378 384474 272589 871892 3227.87

861460 689086 378974 1036205 3619.35

1150146 879032 595888 1377025 4045.16
1498674 1—2 1 0 9 1 — -~ _ 1886888 4964.4
1673265 1534013 973850 2306996 6026.39
2038365 1671120 1049674 3143528 6145.25

- - 1297336 3693019 6587.09
- - 1495249 3706704 7170.15
— — 1852860 4364464 8493.97

0.5

5.05 1.26

153.06 84.07

17.81 7.29

103.23 42.52

121.46 48.82

95.1 38.6

121.27 39.4

322.56 165.76

1340.52 679.97

2057.35 1620.48

2258.2 1756.46

2473.16 1947.05

2631.21 1993.87

2926.46 2119.02

3305.92 2503.18

4208.66 3313.32

4301.95 3363.04

4284.85 3267.26

4659.64 3527.28

5337.33 4087.44

续表 CONTINUED

单位：万元、万平方米 (10 000yuan,10 000 sq.m)

年份

按经济类型分 

By Ownership

Year

国有经济 

State -owned

集体经济 

Collective-owned

联营经济 

Joint-owned

股份制经济 

Share Holding

三资企业 

Foreign-funded

个体经济 

Individual

其他

Others

1949 39

1952 9535

1957 21330

1962 7769

1965 37662 15

1970 62447 1

1975 64355 4

1978 56823 2203 _ ___
1980 91150 4718 3692

1985 243927 66862 44712 9321

1990 528648 49525 92235 22732

1991 639554 69943 120515 21602

1992 739230 137945 165300 21377

1993 979597 276425 2798 32512 25320 206511 27383
1994 1364920 353815 2598 8013 13340 243119 43373

1995 1433244 424399 5834 101846 232079 370479 141782

1996 1597680 513195 6857 100805 278214 598918 111609

1997 1763147 550970 11428 354040 154602 669117 31148
1998 2598535 599304 7963 691371 402084 637275 44920
1999 2839011 664552 9951 612007 353199 1097082 52877

2000 3132534 730555 31555 877503 319730 1381098 85141

年份

Year

按用途分 

By Puipose

生产性建设

Productive

非生产性建设

Non-productive

# 住宅

# Residential 

Building

新增固定资产

New Fixed 

Assets

本年房屋施工 

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本年房屋竣工 

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Completed

# Residential 

Buildings

1949

1952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1980

1985

J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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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固定资产投资

4—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9一2000)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1999-2000)

1999 2000
指数

Item 投资额 构成 投资额 构成(％)

Invest-ment
Composition

(%)
Invest-ment

Composition

(%)
Index

1999-100

投资总額(万元） Total Investment^。000 yuan) 

By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5628679 100 6558116 100 116.5

按隶厲关系分

中央项目 Central 944990 16.8 968696 14.8 102.5

地方项目 Local 4683689 83.2 5589420 85.2 119.3

(包括无隶属关系的） (including non-relatioaship)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

By Regi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5275480 93.7 6238386 95.1 118.3

国有经济 State-owned 2460959 43.7 3044224 46.4 123.7

集体经济 Collective-owned 659343 11.7 729955 11.1 110.7

股份合作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50958 0.9 73917 1.1 145.1

国有联营 State Joint-owned 3294 0.1 0 0

集体联营 Collective Joint-owned 5209 0.1 600 11.5

国有与集体联营 State &  Collective Joint-owned 5763 0.1 5252 0.1 91.1

其他联营 Others Joint-owned 4188 0.1 26303 0.4 628.1

国有独资公司 State Sole Investment 374758 6.7 88310 1.3 23.6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 Co叫)anies 291020 5.2 534658 8.2 183.7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imited 270029 4.8 268928 4.1 99.6

私营个体 Individual 327721 5.8 552035 8.4 168.4

其他 Others 822238 14.6 914204 13.9 111.2

港澳台投资经济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206188 3.7 191108 2.9 92.7

合资经营 Joint Venture 152061 2.7 138148 2.1 90.9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6356 0.1 9162 0.1 144.1

独资 Sole Investment 25423 0.5 32783 0.5 129.0

股份有限 Share Holding Limited 22348 0.4 11015 0.2 49.3

外商投资经济 Fordgn-funded 147011 2.6 128622 2.0 87.5

合资经营 Joint Venture 116028 2.1 114598 1.7 98.8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1600 "• 4665 0.1 291.6

独资 Sole Investment 11845 0.2 8050 0.1 68.0

股份有限 Share Holding Limited 17538 0.3 1309 "• 7.5

按报表种类分 By Report Sort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2114327 37.6 2629302 40.1 124.4

更新改进 Innovation 917501 16.3 920341 14.0 100.3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1125135 20.0 1396327 21.3 124.1

其他投资 Others 1471716 26.1 1612146 24.6 109.5

按构成分 By Use of Funds

建筑安装工程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3860379 68.6 4599909 70.1 119.2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1080062 19.2 1055220 1.6 97.7

其他费用 Others 688238 12.2 902987 13.8 131.2

新增固定资产(万元）
Newly Increased Fixed Assets(10 000 

yuan)
3706704 - 4364464 - 117.7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00 Rate of Fixed Assets Put Into Use 65.9 - 66.6 - 101.1

房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lng9(10 000 
sq.m)

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7170.15 - 8493.97 — 118.5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4798.52 - 5931.11 — 123.6

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4659.64 - 5337.33 - 114.5

#住宅 . Residential Buildings 3527.28 — 4087.44 —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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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4—3按产业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9—2000年）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INDUSTRY (1999-2000)

产业 Sector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Investment

Composition^)

1999 | 2000 1999 2000

总计 Total 5628679 6558116 — -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65652 89657 1.2 1.4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217277 1423981 21.6 21.7

工业 Industry 1150119 1346282 20.4 20.5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141984 90620 2.5 1.4

制造业 Manu&cturing 638838 720209 11.3 11.0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369297 535453 6.6 8.2

建筑业 Construction 67158 77699 1.2 1.2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4345750 5044478 77.2 76.9

地貭勘査、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45964 77944 0.8 1.2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批发和零售货易、餐饮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1283111

78464

1313253

106255

22.8

1.4

20.0

1.6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26775 25944 0.5 0.4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223324 1495443 21.7 22.8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402589 481321 7.2 7.3

卫生、体育和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clferc 27813 35303 0.5 0.5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擂电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r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163360 184603 2.9 2.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cchnical 

Services
14721 10978 0.2 0.2

B 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188994 323134 3.4 4.9

其他行业 Others 890635 990300 15.8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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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固定资产投资

4一4 按资金来源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0年）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SOURSE OF FUND (2000)

单位：万兀 （10 000 yuan)

总计

指标 Item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其他投资

Total
Capital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Others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Total Fund in this Year 6497040 2839024 1081009 139578

上年末结余资金 Surplus Fund of 1999's End 620920 271241 108261 1095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Sources of Fund in this Year 5876120 2567783 972748 138483

国家预算内资金 Stat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 645500 534382 81778 11124

国内贷款 Domestic Loans 】66241】 783154 307362 24020

愤券 Bonds 902 382 0 520

利用外资 Foreign Investment 140934 82566 19218 4445

自筹资金 Fundraising 2335041 853694 521600 70424

其他资金来源 Others 1091332 313605 42790 27950

指标 Item
房地产 

Real Estate

城镇集体 

Urban Collective Units

农村集体 

Rural Collective Units

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Total Fund in this Year 1784950 57329 595150

上年末结余资金 Surplus Fund of 1999's End 238299 2024 0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Sources of Fund in this Year 1546651 55305 595150

国家预算内资金 Stat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 0 6018 12198

国内贷款 Domestic Loans 435492 11010 101373

债券 Bonds 0 0 0

利用外资 Foreign Investment 13998 0 20707

自筹资金 Fundraising 554272 24536 310515

其他资金来源 Others 542889 13741 150357

注i 本表不含城乡私人投资

Note: Town and rural private investment is not contained in this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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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全社会房屋竣工面积 

TOTAL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单位：万平方米 （10 000 sq.m)

指标 Item

房屋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2059.81 3340J4 4208.65 4301.97 4284.84 4569.64 5337J4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ii 271.09 370.95 428.91 487.9 594.11 707.35 855.05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145.34 132.02 97.66 164.78 92.72 80.47 71.37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46.16 258.25 351.76 459.92 600.04 619.56 849.42

城镇集体 Urban Collective 44.48 37.2 44.29 34.15 53.21 39.06 36.84

农村集体 Rural Collective 99.11 318.37 271.57 265.65 329.38 302.65 336.85

城镇私人 Urban Individual 70.94 248.44 244.08 397.14 390.71 489.52 510.11

农村私人 Rural Individual 1381.46 1973.26 2764.29 2484.74 2203.08 2374.34 2616.52

其 ，他 Others 1.23 1.85 6.09 7.69 21.59 46.69 61.18

指标 Item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1620.48 2540.68 3313J1 3363.04 3267.27 3527.28 4087.45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mcdon 133,11 19521 240.38 259.25 324.3 433.3 522.04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65.9 56.18 42.6 99.79 40.99 35.87 31.25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34.16 208.7 275.62 358.36 422.61 438.56 622.08

城镇集体 Urban Collective 16.22 18.69 21.86 19.06 30.42 21.37 23.92

农村集体 Rural Collective 42.54 70.47 79.72 58.55 77.21 71.75 79.86

城镇私人 Urban Individual 59.81 202.42 198.22 333.61 333.15 387.95 437.93

农村私人 Rural Individual 1267.69 1788.38 2452,3 2230.44 2023.77 2119.86 2336.09

其 他 Others 1.05 0.63 2.61 3.98 14.82 18.62 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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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全社会房屋造价（1995—2000年）

TOTAL COST OF BUILDINGS COMPLETED (1995-2000)

单位_•元/平方米 （10 000 sq.m)

指标 Item

房厘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267 291 333 304 419 429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498 531 521 608 605 608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776 797 658 827 874 687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676 736 831 852 940 903

城镇集体 Urban Collective 440 501 460 630 553 511

农村集体 Rural Collective 297 298 300 404 430 454

城镇私人 Urban Individual 295 320 294 326 368 352

农村私人 Rural Individual 170 173 190 210 216 216

其 他 Others 514 631 489 481 525 601

指标 Item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224 254 295 358 346 358

基本建设 Coital Construction 416 475 448 500 499 506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529 647 585 654 859 560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594 685 776 682 759 742

城镇集体 Urban Collective 400 391 439 589 475 438

农村集体 Rural Collective 290 295 300 397 400 425

城镇私人 Urban Individual 290 304 266 317 326 330

农村私人 Rural Individual 165 170 191 211 221 221

其 他 Others 333 342 429 409 433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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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7 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99—2000年）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F STATE-OWNED UNITS(1999-2000)

指数

指标 Item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投资总顴(万元） Total Inyestment(10 000 yuan) 2839011 3132534 110 J

按隶属关系分 By Adminbtradve Reladonshlp

Central Government Projects中央项目 888510 946085 106.5

地方项目(包括无隶厲关系的） Local Projects(mcluding Don-relatiooship) 1950501 2186449 112.1

按构成分 By Use of Funds

建筑安装工程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D 1762523 2083637 118.2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678118 672175 99.1

其他费用 Others 398370 376722 94.6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工业 

#能源工业 

原材料工业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地质勘査、水利、管理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金鼬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宵和社会服务业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By Sector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dustry 

Energy Industry 

Raw Material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Manu&cturing

Electrici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Coostmctioii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Finance and Insurance 

Real Estate 

Social Services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clfere

Education, Culture, Ar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30031

664799

431071

31831

110984

207712

346103

9083

27765

1123670

30224

21181

245323

277132

21311

155718

58630

689801

478137

71359

50486

181017

458298

6493

60519

1236131

34277

19368

163446

303627

32077

164655

195.2

103.8

110.9

224.2

45.5 

87.1

132.4

71.5 

218.0

110.0

113.4

91.4

66.6

109.6

150.5

105.7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14521 6328 43.6

B 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as
180773 314427 173.9

其他行业 Others 37480 42755 114.1

新増固定资产(万元〉 New Fixed Assets(10 000 yuan) 1540898 1872089 121.5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作） Rate of Fixed Assets Put Into Use(%) 54.5 59.8

房厘建筑 面 积 平 方 米 ） Floor Space of BuUdings(10 000 sq.m)

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traction 1757.64 1841.04 】04.7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999.27 1093.86 109.5

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trucdon 836.85 913.69 109.2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527.31 574.91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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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按各种分组的基本建设投资（1999—2000年） 
INVESTMENT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BY GROUP(1999-2QOO)

指标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投资总額(万元） Total lnvestment(10 000 yoaa) 2114327 2629302 124.4

按隶厲关系分 By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部直属项目 Ministerial Projects 333861 343539 102.9

地方项目 Local Projects 1780466 2285763 128.4

按构成分 By Use of Funds

建筑安装工程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1629738 1885296 115.7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 134623 378210 280.9

其他费用 Others 349966 365796 104.5

按建设性质分 By Type of Construction

#新建 N ew  Construction 1213251 1533346 126.4

扩建 Expansion 420065 545196 129.8

改建 Reconstruction 311179 310749 99.9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265805 355817 133.9

按大中小型分 By Project Size

大中型项目 Large and Medium Sized Project 273215 674348 246.8

小型项目 Small Sized Project 1841U2 1954954 106.2

按BB民经济行业分 By Sector

#农业 Agriculture 35912 60795 169.3

工业 Industry 425352 560820 131.8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63344 83563 131.9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362008 477257 131.8

#能灌工业 Energy Industry 307835 419380 136.2

运输、邮电
Transportatioii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Q 

Services
730436 734512 100.6

新增固定资产(万元> New Fixed Assets(10 000 yuan) 1101145 1395186 126.7

建设项目（个） Constructicni Project(umt)

施工项目 Projeot under Construcdon 1861 2099 112.8

#大中型项目 Large and Medium Sized 13 15 115.4

全部建成投产项目 Project Completed and Put into Use 845 946 112.0

#大中型项目 Large and Medium Sized ] - -

房*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10 000 sq.m)

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451.46 1693.74 116.7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733.96 943.65 128.6

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707.35 855.05 120.9

ft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433.3 522.04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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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9按行业分的基本建设投资（2000年）
INVESTMENT IN CAPTIAL CONSTRUCTION BY SECTOR(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行业 Sector

全市总计 Total 2099 10365352 2629302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19 308750 60795

工业 Industiy 203 1910266 560820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重工业 Heavy Industiy

tt采拥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14 101390 42299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Dressing 6 3151 1531

制造业 Manu&cturing 98 288397 10842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Coking 1 400 13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11 72331 30305

非金厲矿制品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6 13487 4340

黑色金厲冶炼及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2 1600 1600

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 - -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7 20868 6904

交通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18 18682 11509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cm and 

Supply
91 1520479 410097

#电力生产供应业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upply 47 1322070 377226

自来水生产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31 103851 22974

建筑业 Construction 22 56285 21950

地质勘査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73 447975 67784

#水利管理业 Water Conservancy 71 447680 67589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ovices
232 3420006 743256

ft交通运输业 Transportatioa 207 3326371 709341

邮电通讯业 Postal and Telecotnmunication Services 15 71580 25171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117 106884 55973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48 41809 18322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64 256948 78843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230 2291499 40866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ere 124 102851 31641

#卫生 Public Health 95 66544 24506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撸电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r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278 334875 165427

#教育 Education 238 280164 144570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it 9 7787 2424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22 47931 6637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Oovcz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iis
543 780963 306961

其他行业 Other Sectors 24 258310 102229

施工项目个数

(个）

Project under 

Coostructicm 

(unit)

计划总投资 

[TotalPlanned T( 

Investme

本年完成投资

Investment 

Completed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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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 10按各种分组的更新改造投资（1999一2000年）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BY GROUP (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投资总額(万元） Total Investment(10 000 yuan) 917501 920341 100.3

按构成分 By Use of Funds

建筑安装工程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249483 204738 82.1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 Purchases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623221 644693 103.4

其他费用 Others 44797 70910 158.3

按建设性质分 By Type of Construction

新建 New Construction 244842 168906 69.0

扩建 Expansion 406492 493531 121.4

改建 Reconstruction 184690 195012 105.6

按用途分 By Purpose

增产 Increasing Production 153490 153957 100.3

节能 Energy Saving 10462 16307 155.9

其他节约 Other Savings 714 8695 1217.8

增加品种 Increasing Product Variety 30439 37228 122.3

提高产品质ft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45957 33841 73.6

三废治理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7960 27619 72.8

其他 Others 638479 642694 100.7

新增固定资产(万元） New Fixed Asseta(10 000 yuan) 624764 646605 103.5

房展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lngi(10 000 sq.m)

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91.6 173.15 90.4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86.25 74.25 86.1

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15.23 71.37 468.6

桃 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8.8 31.25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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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 11按行业分的更新改造施工、建成投产项目（2000年） 
NUMBER OF INNOVATION PROJETS UNDER 

CONSTRUCTION AND PUTTING INTO USE BY SECTOR 0000)
单位：万元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yuan)

施工项目个数 

(个）
计划总投资 本年完成投资

行业 Sector Project under
Planned Total 

Investment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unit)

Completed in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930 21X0660 920341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2 973 105

工业 Industry 714 1292745 368930

»轻工业 Light Industiy - - -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 - -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Dressing

54 32219 12244

#煤炭采选业 46 22745 7861

制造业 Manu&cturing 482 1024491 246928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Coking 11500 134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97 89551 23286

非金厲矿制品业 Nonment Mineral Products 23 82998 32307

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67 57224 33178

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crrous Metals 151 30042 15801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17 45215 7489

交通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20 87878 18720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78 236035 109758

#电力生产供应业 Electricity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68 216380 104341

自来水生产供应业 8 16817 4179

建筑业 ConstructioD 1 1038 818

地质勘査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 135 135

#水利管理业 Water Conservancy 

TransportatioQ, Storage，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ndees

- - -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139 702956 505123

#交通运输业 

邮电通讯业

Transportation

Postal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58

80

63170

639636

51695

453278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nd Cataing TYade 27 14736 7642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1 80 80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5 7108 5095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15 63592 17740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Public Health, Spelts and Social Wclferc - 436 436

#卫生 Public Health — 436 436

教胄、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i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13 11436 4638

#教育 Education 10 3586 1939

文化艺术 Culture and Ait - - -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2 2901 1243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11 12524 8356

其他行业 Other Sector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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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基本建设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或效益（1999—2000年） 
NEWLY 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TY OR PROJECT EFFICIENCY 

THROUGH CAPITAL CONSTRUCTION(1999-2000)

能力名称 Item 1999 2000

水力发电(万千瓦） Hydropower(10 000 kw) 8 8.43

火力发电(万千瓦）

输电线路长度（11万伏及以上）（公里） 

变电设备能力（11万伏及以上）（万千伏安） 

新建公路(公里）

Thermal Power(10 000 kw)

The Length of Power Transmission Line (at and above 110 000 

volts)(lan)
Transfonner Equipment Capacity(at and Above 110 000 volts)(10 

000 kilovoltampere)

Length of New Highways(km)

195

69

1349

357.70

146.40

449.88

改建公路(公里） Length of Reconstruct Highways(km) 810 1319.70

新建独C 公路桥梁(延长米） Length of New Highway-bridges(m) 4176 403.50

新建独立公路桥梁(座） Number of New Highway-bridges(unit) 4 6

新扩建客、货运站(个） Number of Newly Built Passager and Freight Stations(unit) 4 12

新扩建客、货运站(平方米） Number of Newly Built Passager and Freight Statioos(sq.ni) 17900 24630

造林面积(公顷） Area of Newly Planted Forests(hectare) 14000 43113

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处） Number of Commercial Food Serviccs(unit) - -

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平方米） Number of Commercial Food Services(sq.m) - -

城市自来水供水能力(万吨/曰） Tap Water Supply Capacity 10 000 tons/day) 17 2.8

4 - 1 3更新改造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或效益（1999一2000年) 
NEWLY 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TY OR 

PROJECT EFFICIENCY THROUGH INNOVATION(1999-2000)

能力名称 Item 1999 2000

原煤幵釆(万吨/年）

输电线路长度（11万伏及以上）（公里）

Coal Mining(l0 000 tons/year)

Length of Power Transmission Line (at and above 110

000 volts)(km)

10

33

4

10.60

水 泥 (万吨/年） Cement(10 000 ton/year) 55 24

化学原料药(吨/年） Chemical Raw Material Medicine(toii/year) - -

啤 酒 (吨/年） Beer(ton/year) 80000 4200

船舶购置(艘） New Purchased Ships(vesscl) 2 5

载 重 貴 吨 位 ） Capacity of Freight(unit) - 100

轂 客 量 客 位 〉 Capacity ofPassagers(sent) 448 334

长途电缆(延长公里） Length of Long-distance Lines(km) — —

市内电话自动交换机(门） Local Telephone Exchanges(unit) 760000 573228

粮食仓库(万公斤） Capacity of Grain Storehouscs(10 000 kg) - -

粮食仓库(平方米） Area of Grain Storehouses(sq.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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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 14集体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2000年） 
MAJOR INDICATORS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F COLLECTIVE-OWNED UNITS(2000)

合计 城镇集体经

济单位投资

农村集体经 

济单位投资

投资额构成

(%)

指标 Item

Urban Rural

Total
Collective - Collective - Investment

owned Units 

Investment

owned Units 

Investment

Composition

施工项目（个）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iinit) 11763 157 11606 -

#全部投产项目 Projects Fully Put into Use 10337 68 10269 -

投产率(%) Rate of Putting into Use 87.9 43.3 88.5 -

投资額(万元） Investment(10 000 yuan) 730555 135405 595150 -

按构成分 By Use of Funds

建筑安装工程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464659 103968 360691 63.6

设备工具器具购置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200936 9877 191059 27.5

其他费用 Others 64960 21560 43400 8.9

按建设性貭分 By Type of Construction

新建 New Construction 320853 15934 304919 49.4

扩建 Expansion 144017 10377 133640 22.2

改建 Reconstruction 122634 11734 110900 18.9

按行业分 By Sector

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21460 440 21020 3.3

工业 Industry 361342 17584 343758 49.5

建筑业 Construction 43135 5555 37580 6.6

地貭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6857 190 6667 1.】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43128 4915 38213 6.6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39061 11259 27802 6.0

金融、保险业 Finance and Insurance 4076 3901 175 0.6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88199 83269 4930 121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48403 3664 44739 7.5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Public Health* Sports and Social Welfare 2666 2139 527 0.4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Education. Culture, Art,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6713 998 5715 1.1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ytechnical 

Services
- ~ - -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Government Agencies, Party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7688 903 6785 1.2

其他行业 Others 57827 588 57239 8.9

新增固定资产(万元） New Fixed Assets(X0 000 yuan) 592315 97189 495126 -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00 Rate of Fixed Assets Put into Use(%) 81.1 78.7 83.2 -

房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tldings(10 000 sq.m)

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niction 695.32 278.07 417.25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305.76 199.44 106.32 -

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449.87 113.02 336.85 -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164.96 85.10 7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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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支柱行业固定资产投资（2000年）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F PILLAR INDUSTRIAL BRANCHES (2000)

指标 Item

投资额(万元）

Investment 

(10 000 yuan)

投资额占全市投 

资额的。/。

Investment as 

Percentage of Total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汽车、摩托车 Motor Vehicles and Motorcycle 70372 29617 40755 1.1

冶金 Metallurgy 50579 1600 48979 0.8

化工 Chemistry 75009 42840 32169 1.1

注：不包括城乡私人和农村集体。

Note: Data in this table excludes private and rural collective-owned.

4—16城乡私人建房（2000年） 
BUILDING CONSTRUCTION BY INDIVIDUAL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2000)

合计 城镇私人 农村私人

指标 Item
Total

Urban Rural

Individual Individual

建房户数(户） Households with Building Construction(household) 259847 33090 226757

竣工房屋价值(万元） Value of Buildings Completed(10 000 yuan) 747242 179913 567329

tt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662095 144775 517320

竣工房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10 000 sq.m) 3126.63 510.11 2616.52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2774.02 437.93 2336.09

竣工住宅面积造价(元/平方米） Cost of Buildings CompIeted(yuan/sq.m) 239 352 216

4- 1 7商品房销售情况和空置面积
SALES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VACANT SPACE

单位：万平方米 （10 000 sq.m)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实际销售商品房屋面积
Floor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Actually Sold
23.29 95.09 141.06 260.78 416.82 429.98 579.96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69.69 120.16 215.33 359.73 364.56 491.09

办公楼 Office Buildings 3.49 5.61 13.17 10.63 16.23 20.08

个人购买商品住宅
Personal Purchases of Commerical 

Buildings
32.05 56.21 132.64 261.87 336.65 473.60

商品房屋销售额(亿元）
Sales Revenue of Commerical 

Buildings(100 million yuan)
1.76 10.42 17.25 31.31 55.48 59.20 78.37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7.09 13.17 22.24 41.76 39.36 52.87

办公楼 Office Buildings 0.79 1.13 2.25 3.00 3.45 4.47

商品房空置面积 Vacat Space of Commerlial Buildings 96.72 124.56 200.26 255.35 353.04 421.94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76.06 94.10 154.82 142.03 183.60 223.14

办公楼 Office Buildings 2.90 7.10 11.60 36.35 47.30 49.42

其中|空置一年以上 Vacant over 1 Years 77.60 150.08 179.29

轉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39.89 74.24 81.03

办公楼 Office Buildings 11,87 17.58 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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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17
1546651

435492

13998
554272
542889

2833.42
1896.18
849.42
622.08

115.4

120.0

429.98 579.96 134.9
373.09 491.09 131.6

336.65 473.60 140.7

按工程用途分

住宅
#别墅、高档公寓 

安居工程 
写字楼 
商业营业用房 

其他
资金来*  (万元）
国家预算内资金 
国内贷款 

债券 

利用外资 

自筹资金 
其他
房置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施工面积 

#住宅 

竣工面积 
#住宅

商品房销售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

个人购买商品住宅（万平方米）

By Use of Projects 
Residential Buildings 
Villas and Senior Flats 
Well Living Engineerings 

Office Buildings 
Commerical Buildings 
Others

Total Fond丨 by Source(10 000 yuan)
Stat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
Domestic Loans
Bonds
Foreign Investment 
Fuodrajsing 
Others
Floor Space of Balldiiigs(10 000 sq.m)
Floor Space under Ccmstruction 
Residential Buildings 

Floor Space under CoistnictioD 
Residaitial Buildings 
Sales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Floor Space ofSales(10 000 sq.m)
Residential Buildings

Commercial Buildings Purchased by Individuals(10 

000 sq.m)

企业个数（个）

内资企业 
# 国有 

集体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从业人员（人）

内资企业 
# 国有 

集体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土地开发及购置（万平方米）

5 from Hoag Kong, Macal

Number of Enterpri8es(oikit)
Domestic Funded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Funded by Enterpn 

and Taiwan 
Foreign Funded 
Employment^。000 persons)
Domestic Funded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Funded by Enterpreneurs from Hong Kong, Macal 

and Taiwan 
Foreign Funded

Land Development and Purchase(10 000 sq.m)

商品房销售額（万元） 

# 住宅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 住宅

实收资本合计（万元）

#国家资本金 

资产负债率％

房地产开发经营情况（万元）

经营总收入 
经营税金及附加

利 润 遞 _________________

Total Sales of Commercial Buildings(10 000 yua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verage Selling Pri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yuan/sq.m)
Residential Buildings

Total Capital Hold(10 000 yuan)

State Capital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ets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10 

000 yuan)

Total Revenue
Business Tax and Extra Charges 
Jotal Profit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91992 783709 132.4

393569 528698 134.3

1377 1351 98.1

1055 1077 102.1

1148744 1722040 149.9

56680 156121 275.4
68.9 72.7 105.5

788582
33274
48348

936822
45803
-17588

118.8

137.7

本年完成土地开发面积 

本年土地购置面积

本年完成投资总額(万元）

#土地开发投资 

商品房屋建设投资

Land Space Developed in This Year 
Land Space Purchaseed io This Year 
Investment Completed in This Year(10 000 

million yuan)
L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mmerical Build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211.12 384.68 182.2
624.53 619.21 99.1

1125135 1396327 124.1

108543 138746 127.8

893899 1138097 127.3

4一 18房地产开发主要指标（1999—2000年）
MAIN INDICATORS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1999-2000)

指 标 Item
指数

Index

1999-100

28125
69366
89333
86377
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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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固定资产投资

4_ 1 9分区县（自治县、市）房地产开发情况（2000年） 
STATISTICS ON REAL ESTATE DECELOPMENT BY REGION (2000)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lOOOOsq.n^ lOOOOyuan)

指标 Item

投资额

Investment

指数 

Index 1999=100

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合计

Total

指数 

Index 1999=100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指数 

Index 1999=100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98138 125.2 2387625 162.3 1599936 155.4

掊陵区 Fuling District 51187 130.2 1162745 146.2 814167 132.3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286428 88.2 4918377 100.1 2410830 123.8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19119 73.3 568816 126.6 479875 124.8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132293 142.1 1994181 116.5 1114844 130.3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137099 247.7 2581633 186.9 1805650 222.4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152186 105.7 2642004 128.8 1746050 133.3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140287 148.1 2556687 134.5 1744143 128.1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36162 118.6 1259438 138.2 1025756 142.5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680 74.7 17370 50.6 13108 62.9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342 162.9 15700 76.8 14300 286.0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134061 160.6 2304673 159.7 1693805 181.4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37803 136.0 720453 127.1 573048 148.3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2734 177.2 60755 125.3 34808 111.6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38082 134.2 999475 150.0 793079 164.5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11813 935.3 323187 603.3 244703 777.7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3612 112.2 101820 97.7 81788 96.2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2530 306.3 106626 1284.7 22700 436.5

大足县 Dazu County 6702 536.2 196854 806.7 107578 610.2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992 42.8 63087 93.9 54412 105.7

壁山县 Bishan County 12791 78.7 382109 119.0 309024 130.1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3944 111.0 134405 116.4 117512 115.7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 - —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1717 33.4 45962 32.5 27962 32.3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5281 204.8 172526 236.0 131875 216.2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1070 118.9 21550 82.9 19550 96.2

忠 县 Zhongxian County 2009 82.0 50523 78.2 35030 58.6

开 县 Kaixian County 790 46997 45497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347 99.1 6340 82.6 5586 85.8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691 87.2 71283 134.2 55233 132.7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 — —

巫溪县 Wuxi County — — —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 — —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 - —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563 24000 19000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 - —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21541 128.4 643576 97.6 469115 102.7

合川市 Hechuan City 11578 115.4 351449 97.7 266215 88.8

永川市 Yo^chuan City 30464 141.8 854390 207.1 651570 257.3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0291 190.5 547561 376.8 434059 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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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D-1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10 000 sq.m,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销售面积 

Floor Space Sold

合计

Total

指数

Index

1999=100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指数1999

Index

1999=100

合计

Total

指数1999

Index

1999=100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指数1999

Index

1999=100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905616 151.6 603214 141.2 561799 138.5 437126 126.0

涪陵E Fuling District 524763 146.1 424030 144.4 337269 154.2 289681 160.2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833344 101.1 479901 122.3 360659 92.4 303751 93.2

大渡口 E Dadukou District 363853 252.9 309966 238.4 217512 116.5 207867 111.8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392705 92.4 317289 94.6 359985 221.5 312241 217.1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590102 114.2 402099 132.6 396972 133.7 324329 146.8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793783 111.6 471343 99.6 420005 96.8 318413 91.2

南岸E Nan'an District 713436 173.7 522422 153.9 520148 139.6 462507 134.3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619775 308.7 480393 293.5 352728 247.7 301094 241.1

万盛£ Wansheng District 14858 115.3 13108 220.3 4952 42.3 3609 34.9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1000 222.2 800 1794 1794.0 800 -

渝北区 Yubti District 653090 145.9 544040 152.5 507210 90.1 462065 88.5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147270 75.4 115894 80.2 143058 103.2 123395 108.2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30058 194.2 20433 392.9 19120 431.6 18380 457.2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456476 134.2 350677 142.5 325529 159.4 284751 181.4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115359 961.3 81353 1506.5 100725 779.8 76147 1236.2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46910 118.0 37882 116.9 30853 103.6 28496 129.1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26720 321.9 22700 436.5 14510 186.0 3160 67.2

大足县 Dazu County 26405 306.2 19672 293.3 29159 422.0 20830 696.9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 — - -

壁山县 Bishan County 168521 116.0 135144 113.5 162325 149.4 142770 155.9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42975 59.8 38549 62.4 39691 46.7 35662 48.9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 - — -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33292 70.9 19282 61.4 44608 129.6 34458 147.7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58690 928.1 51768 46874 617.3 44708 594.3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21550 19550 21550 19550

忠 县 2iongxian County 14350 46.9 13500 51.9 14350 65.2 13500 62.2

开 县 Kaixian County 11997 11997 38263 38263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6340 82.6 5586 85.8 5780 137.6 5026 146.1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21761 256.0 21571 266.3 2635 22.5 2485 22.0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 - - -

巫溪县 Wuxi County - - - —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 - - -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 - - -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 - 6100 100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 - - -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248285 138.6 199255 149.8 207222 164.0 170119 174.9

合川市 Hechuan City 138893 97.0 105015 96.9 111937 107.6 86690 101.3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332120 189.5 265502 201.8 276520 219.5 240204 244.8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39881 167.9 116869 171.0 117759 174.1 100691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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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固定资产投资

续表2 C0NTTNUED-2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丨0 000 sq.m,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空置面积 

Vacant Space

其中：空置一年以上 

Vacant over 1 Years

合计

Total

指数

Index

1999=100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指数

Index

1999=100

合计

Total

指数

Index

1999=100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指数

Index

1999=100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305487 135.4 199052 157.4 75276 150.6 51884 136.5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126020 165.2 76574 153.2 4323 89.4 3988 166.1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1155140 106.0 553014 108.8 623795 100.4 257756 77.8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68789 128.1 45566 135.1 20880 222.6 11034 297.4

江北E Jiangbei District 301579 98.8 206751 97.1 156085 243.8 98915 251.6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313018 229.9 148021 369.8 130336 640.1 50590 509.3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341719 80.7 123710 61.0 174633 76.6 63742 63.1

南岸E Nan'an District 317287 135.1 171866 113.2 126377 105.4 62600 84.0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145885 204.3 73359 239.1 42189 123.4 12752 485.6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8974 71.6 1094 21.8 7774 126.3 1094 24.8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500 142.9 - 300 —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303677 109.8 200230 122.3 105045 93.9 63904 124.2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132981 100.2 35246 78.4 88638 413.8 22347 188.3

黔江E Qianjiang District 3253 197.2 3253 206.1 - -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282952 187.7 149782 192.3 89943 178.4 21369 148.9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33584 129.0 6752 7995 40.7 -

渔南县 Tongnan County 8144 3054 - -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8190 1638.0 2530 506.0 - -

大足县 Dazu County 9137 62.2 6041 58.8 4011 73.9 2603 78.9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 - - -

壁山县 Bishan County 55967 134.7 33462 172.4 37599 151.7 24477 271.9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5876 226.7 2887 2592 108.4 -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 - — -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55163 84.3 45433 94.3 44809 90.9 38939 113.6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4440 2680 - -

武隆县 WulaQg County - - - 一

忠 县 Zhongxian County — - - -

开 县 Kaixian County 720 720 - -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560 16.1 560 18.2 - —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9648 1766.9 19143 3578.1 - -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 — - -

巫溪县 Wuxi County - - — -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 — - —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 - — -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4000 - — —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 - - —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43871 71.4 19947 62.5 32430 149.1 15344 231.9

食川市 Hechuan City 21747 129.2 14173 159.6 - -

永川市 Yoogchuan City 124621 252.4 73824 302.9 13597 97.5 3211 683.2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6447 72.6 12664 77.9 4282 50.0 3782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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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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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其他各种经 

济类型的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按照我国现行计划管理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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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和农 

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投资包括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 

资、与大陆合资经营、与大陆合作经营、港澳台独资及其他经济的单位投资。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包括城市、县城、镇、 

工矿区所辖范围内的个人建房和农村个人建房及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

基本建设 投 资 基本建设是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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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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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单位既未列人基建计划,也未列人更新改造计划的总投资在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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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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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列人中央和各级地方本年更新改造计划的项目和虽未列人本年 

更新改造计划，但使用上年更新改造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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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建工作；（3)国有企、事业单位既未列人基建汁划也未列人更新改造计划，总投资在5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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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开发投资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在建的房屋建设工程或正在开发的土地开发工程从开始建设至报 

告期止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计划总投资’’指标包括的工程内容相一致。包括各种经济类型 

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建设公司及其他房地产开发单位统一开发的包括统代建，拆迁还建的住宅、厂房、仓库、 

饭店、宾馆、度假村、写字楼、办公楼等房屋建筑物和配套的服务设施、土地开发工程，如道路、给水、排水、供电、供 

热、通讯、平整场地等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包括非房地产企业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或经营活动,不包括单纯的土地 

交易活动。

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未列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建造和购置固定 

资产的活动。包括：

(1)国有单位按规定不纳人基本建设计划和更新改造计划管理,总投资在5万元以上的以下工程:①用油田维护 

费和石油开发基金进行的油田维护和开发工程;②煤炭、铁矿、森工等采掘采伐业用维简费进行的开拓延伸工程;③ 

交通部门用公路养路费对原有公路、桥梁进行改建的工程;④商业部门用简易建筑费建造的仓库工程。

(2)集体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单位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计划总投资 

在五万元以上的项目。农村集体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抽样调査总队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3)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及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事业单位建造和购置固定资 

产,其计划总投资在5万元以上的、未列人基本建设计划和更新改造计划的项目。

(4)城镇和工矿区私人建房投资和农村个人投资。城镇和工矿区私人建房包括市、县城、镇、工矿区所辖范凼内 

的全部私人建房,不论其房主是否系本地的常住户口均应包括:农村个人投资包括农村个人建房及购置虫产性固定 

资产的投资。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抽样调査总队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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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分为上年末结余资金,本年资金来源小计和各 

项应付款。其中本年资金来源小计又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股票、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 

源七种：

(1)国家预算内资金指国家预算、地方财政、主管部门和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拨给或委托银行贷给建设单位的基 

本建设拨款和中央基本建设基金,拨给企业单位的更新改造拨款，以及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拨款中用于基本建设的

资金。

(2)国内贷款指报告期企、事业单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人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国内 

贷款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的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主管部门拨人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包括煤代油 

贷款、劳改煤矿专项贷款等）,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国内g 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3)股票是股份制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到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4)债券是企业(公司）或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各种债券筹集到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括由银行代理国家 

专业投资公司发行的重点企业债券和重点建设债券。

(5)利用外资指报告期收到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外资金,包括统借统还、自借自还的国外贷款，中外合资项 

目中的外资，以及无偿捐赠等。其中，国家统借统还的外资,是指由我国政府出面同外国政府、团体或金融组织签订 

贷款协议、并负责偿还本息的国外贷款3

(6)自筹资金指建设单位报告期收到的,用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上级主管部门、地方和本单位自筹资金。

(7)其他资金来源指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拨款、借款、自筹资金之外,其他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

固定资产投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建设项目归哪个行业,按其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或主要用途及社会经济

活动性质来确定,基本建设按建设项目划分国民经济行业,更新改造、国有经济单位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集体 

投资根据整个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行业来划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或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只能属于一种国 

民经济行业。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联合企业(总厂)所属分厂属于不同行业的，原则 

上按分厂划分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按建设性质分建设项目的性质一般分为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恢复。基本建设按建设项目划 

分建设性质,更新改造、国有经济单位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按整个企业、事业单位的建设情况确定建 

设性质。目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是根据我国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区分的,所以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都可以分别按 

新建、扩建等划分。

(1)新建一般是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新开始建设单位。有的单位原有的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其新增加的固 

定资产价值超过原有固定资产价值(原值)三倍以上的也算新建。

(2)扩建一般是指为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厂内或其他地点增建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独立的生 

产线或总厂之下的分厂的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在原单位增建业务用房（如学校增建教学用房、医院增建门诊 

部或病床用房、行政机关增建办公楼等)也作为扩建。

(3)改建一般是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降低消 

耗和成本,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劳保安全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对现有设施、工艺条 

件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助性生产、生活福利设施）。有的企业为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进行填 

平补齐而增建不增加本单位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的车间等,也属于改建。

固定资产投资按用途分固定资产投资按工程的经济用途分为用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住宅四部 

分的建设,是研究不同用途的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比例关系的重要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国有经济单位其他固定资产 

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的用途按单项工程确定,现有企业、事业单位更新改造投资的用途按更新改造项目确定。

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 

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

(1)建筑安装工程(建筑工作量)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包括各种房屋建 

造工程,各种用途设备基础和各种工业窑炉的砌筑工程;为施工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和临时工程以及完工后的淸 

理工作等;铁路、道路的铺设,矿井的开凿及石油管道的架设等;水利工程;防空地下建筑等特殊工程；以及各种机械 

设备的安装工程;为测定安装工程质t t , 对设备进行的试行工作。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2)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指购置或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固定资产的标准按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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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规定。新建单位、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和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 

定资产标准均计人“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中。

(3)其他费用指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以外的投资完成额。它包括两种性质的费用,一种是属 

于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主要有:建设单位管理费,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勘察设计费，研究实验费、农 

林单位牲畜购置费、各种经济林木的营造费、办公和生活家具、器具购置费、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的其他费用、 

联合试运转费等;一种是属于不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主要有:施工机械转移费、生产职工培训费、农业开荒费用及 

报废工程损失费等。

基本建设项目按大中小型划分基本建设划分大中小型项目原则上应按照上级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初步设计 

所确定的总规模或总投资划分,没有正式批准设计任务书或初步设计的,按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基本建设 

投资计划中所列的总规模或总投资划分。上述两条均不具备的,按本年计划施工工程的建设总规模或总投资划分。 
生产单一产品的工业项目，按产品的设计能力划分;生产多种产品的工业项目，按其主要产品的设计能力划分。品种 

繁多,难以按生产能力划分的,按全部计划投资额划分。划分标准以国家颁发的《大中小型建设项目划分标准〉》依 

据。国家曾在1958年、1962年、1977年和1979年先后五次修订《大中小型建设项目划分标准》，因此各历史时期的大中 

型项目数不完全可比。

施工项目指报告期内曾进行建筑或安装工程施工活动的建设项目。包括报告期内新开工项目、报告期以前开 

工跨人报告期继续施工的项目以及报告期施工过并在报告期内全部建设投产或停缓建的项目。

全部建成投产项目工业项目是指设计文件规定形成生产能力的主体工程及其相应配套的辅助设施全部建成， 

经负荷试运转,证明具备生产设计规定合格产品的条件,并经过验收鉴定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与生产性工程 

配套的生产福利设施可以满足近期正常生产的需要,正式移交生产的建设项目。非工业项目是指设计文件规定的主 

体工程和相应的配套工程全部建成,能够发挥设计规定的全部效益,经验收鉴定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正式移 

交使用的建设项目。

新增生产能力指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而增加的设计能力或工程效益,它是用实物形态表示的固定资产投 

资的成果。新增生产能力的计算,是以能独立发挥生产能力或效益的单项工程(或项目〉为对象。当单项工程，（或项 

目）建成,经有关部门鉴定合格,正式移交投人生产,即可计算新增生产能力。

新增生产能力或工程效益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以建设项目或单位工程建成后的年产能力表示。如煤炭开采、石油开采等。

(2)以建设项目或单项工程建成后处理原料的能力表示。如选矿工程的年处理矿石能力，洗煤厂年洗原煤能力

等。

(3)以新增的主要设备数超：或容盘表示。如棉纺锭枚数,发电机组容量等。

(4)以建筑物容积、容世、面积或长度表示。如水库容量、铁路公路里程等。

新增生产能力的数fl—般按设计能力计算。设计能力是指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的生产能 

力，而不论投产后的实际产童如何。以设备数fl、建筑物容积、面积、长度等表示的新增生产能力（或效益），则按建成 

的实际数量计算。

房厘建筑面积竣工率指一定时期内房屋竣工面积占同期房屋施工面积的比率。它是从房屋建筑施工速度的 

角度反映投资效果和建筑业经济效益的指标。

新增固定资产指通过投资活动所形成的新的固定资产价值。包括已经建成投人生产或交付使用的工程价值 

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及有关应摊人的费用。它是以价值形式表示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果的 

综合性指标,可以综合反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果。

建设项目投产率指一定时期内全部建成投人生产项目个数占同期正式施工项目个数的比率。它是从项目建 

设速度的角度反映投资效果的指标。

固定资产支付使用率指一定时期新增固定资产与同期完成投资额的比率。它是反映各个时期固定资产动用 

速度,衡世建设过程中投资效果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未完工程占用率指年末未完工程累计完成投资额占全年实际完成投资额的比率。它反映未完工程的相对规 

模,并可从资金占用的角度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由于未完工程是指已经开工,但尚未建成交付使用的工程,有个 

跨年度问题,因此未完工程占用率会出现大于1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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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建设投资额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开发建设的供出售、出租用的住宅、厂房、仓库、饭店、度假村、 

写字楼、办公楼等房屋工程及其配套的服务设施所完成的投资额。

完成开发土地面积指报告期内对土地进行开发并已完成七通一平等前期开发工程,具备进行房屋建筑物施 

工或达到出让条件的土地面积。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指在本年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面积。

施工面积指报告期内施过工的房屋面积。包括上期跨人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新开工的房屋面积以 

及上期已经停、缓建在本期又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开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面积仍包括在施工面积中，施工房 

屋面积以每一幢房屋计算，一 幢房屋只要正式开工，即计算整幢房屋的施工面积。多层建筑应填各层建筑而积之和。

房厘竣工面积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人住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格（或达 

到竣工验收标准），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

实际销售房屋面积指已签订房屋销售合同并在报告期正式交付购房者使用的商品房屋面积，即报告期现房 

销售面积。不包括已签订预售合同尚在建设过程中的商品房屋面积,但包括报告期或报告期以前签订了预售合同， 

在报告期又竣工并交付使用的商品房屋面积。

销售给个人指实际销售给国内私人的商品房屋面积,不包括外销中销售给个人的部分。

实际销售额指报告期内实际销售房屋的总收人，即现房销售中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合同价 

款。该指标与实际销售面积指标同口径。实际销售额包括正式交付使用的商品房屋在建设前期预收的定金、预收的 

款项、结算的尾款及应付款。不包括预售但未交付使用的商品房屋所预收的款项。收取的外汇按当时外汇牌价折算 

成人民币计算。

实收资本指企业实际吸收到的所有投资人投人的资金。

经营收入总计是企业对外转让、销售、结算和出租开发产品所取得的经营收人。包括：土地转让收人、商品房 

屋销售收人、房屋出租收人、其他收人。

利润总额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反映企业最终的财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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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s the essential means for social reproduction of fixed assets. 

By means of conslruction and purchase of fixed assets,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are adopted in the national econ

omy, and new sec lore are established, wFiich prumole the atljuslmenl of economic struclure and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nxluc- 

tive foires and enhance lhe economic strengths so as lo provide the maleriaJ conditions for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This is 

significant for speeding up lhe drive of socialist nx)ciemjzation in China.

Anwimt of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ts relVrs to tiie volume of activities in conslruction and purchases of fixed assets in monetary 

terms. It is a comprehensive intlicalor, which shows lhe size，pace，proportional relations and use orientation of llie inveslmenl in 

fixed assets. l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the whole country includes lhe investment by the stale - owned urn Is» the inveslmenl 

by the urban and rural collective luiits, the invesLmenl by lhe units of olher types of ownerehjp and the investmenl by the individuals 

in lhe urban ami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Ui i m’s uurrenl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l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the whole 

couiilry is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lour part: invesUnent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lment in innovation, inveslment in real es

tates development and olher inveslmenl in fixed asseb. The inveslmenl by lhe urban and rural collective units includes the invesl

ment by lhe urban collective unils and the inveslment by the rural collective uni Is. The investment by the units of other lypes of 

ownereFiip includes the investment by lhe luiits of joint - owned economy, share - holding economy, Sino - foreign joint econo

m y , Si no - foreign cooperative economy» economy exclusively with foreign inveslment, Mainland - Hong Koiig or Mainland - 

Macao or Mainlainl - Taiwaji joint economy, Mainland - Hoiig Kong or Mainland - Macao or Mainland - Taiwan cooperative 

economy，and economy exclusively wilh invesLnient of Hong Koiig or Macao or Taiwan. Tlie investment by lhe individuals in lhe ur

ban and rural areas includes the inveslmenl in personal house building in the areas under lhe jurisdiction of city, counly, town and 

special induslrial and mining areas as well as the inveslmenl in personal house building and purchase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in 

the rural areas.

Investment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 Capital conslruction refers to the new construclion projects or extension projecls and 

the related work of the enteiprises, inslilutions or aclmiiuslrdtive unils mainly for the purpose of expanding prcxluclion capacity or im- 

piwiiig pruject efficiency. It includes： (1) projects lisled in lhe capital construclion plan of the current year of the central govem- 

menl and the ltx.al govenunents at various levels as well as lhe projecls» though not lisled in the capital construclion plan of tht? cur

rent year, but conlinued to be coiistmcted in this year» using the inveslmenl lisled in the plan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previous 

years and canied forward to this year (also using the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kept in stock of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2) new 

constmcliou pmjecls arranged bolh in llie plan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lan of innovation; extension prujecls with the newly 

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ly (or piujecl efficiency) up to lhe standard of a laî e and medium - sized project; and the prujecLs of 

moving the whole faclory lo a new site so as to improve lhe distiibul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3) new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len- 

sion projects or resloralioii projects wilh lhe toUi] investment more than 50 thousand R M B  yuan by the state - owned units，though 

listed neither in lhe plan of capital conslruction nor in the plan of innovation; the projects in lhe state - owned units of moving the 

whole faclory lo a new site so as to impnjve lhe clislribill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jects of building additional business 

houses by lhe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inslitulions and building welfare facilities by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Innovation refers lo lhe renewal of fixed assets and l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original facili

ties by the enterprises ami inslitutiotts as well as lhe corresponding supplementary projecls and the related work (excluding major 

overhaul and maintenance prujecls), It includes： (1) projects listed in the innovation plan of the current year of the central govern

ment anil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as well as lhe projects, though not listed in the innovation plan of lhe current year» 

but conlinued to be coiistrucled in lliis year, using the inveslmenl lisled in the plan of innovation of previous yeare and carried for

ward to lhe year; (2) projects of technological iimovalion or renewal of the original facilities, arranged both in the plan of innovation 

and in the plan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extension prujecls (main workshops or a branch of lhe factory) wilh the newly increased pro

duction capacity (or project efficiency) not up to the standartl of a lar̂ e and medium - sized project; and the projects of niovin̂  

the whole factory lo a new site so as to ineel lhe requirements of urban envirunmenlal protection or safe production; (3) prujecls ol 

recoiisti*uction or technologicaJ innovation wilh the total inveslmenl more than 50 ihousand K M B  yuan by the state - ownetl tiiiils, 

though listed neither in the plan of capital construe lion nur in the plan of innovation; the prujecls in lhe state - owned unils of hk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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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whole factory to a new site so as lo meet the requiremenl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safe production.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Devel叩 ment: refers lo the lolal investment of housing constmction arid land development by 

al estate development companies during ihe whole pitx:edure. Jl includes ihe investment by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⑶mpanies， 

commercial buildings coiistiuction companies and othe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units of various types of ownerehip in the coiLstnic.tion 

of house buildings, such as residential buildings, factory buildings, warehouses, hotels, guesthouses, holiday villages, oOice 

buildings, office buildings, and ihe complemenlary service facilities and l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such as roads, water supply, 

water drainage, power supply, heating, leleconimuiiications, lantl leveling and other projects of infrdstructure. It covers ifie activi

ties of I he non - real estate ⑶mpanies in real eslale devclopmenl or management, but excludes ihe activities in simple land Iraiihdc- 

tions.

Other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refers lo ihe construclion and purchases of fixed assets not listed in the inveslmenl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nient in imiovalion and investmenl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t includes:

(1) The following projects of the stale - ownetl uiiils wilh ihe total investmenl more than 50 thousand yuan, whicli mv nol in

cluded in the plan of capital construclion ajul the plan of iiinovalion： (1) projecUi of oil fields niaintenaiict* and exploitation with 山t. 

oil field maintenance funds and pelruleuni development funds; (2) opening and extending projects wilh ihe maintenaiue funds in 

coal, ore and other mining enterprises and lo îti  ̂enleipriscs; (3) project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highways uiid briilges 

with ihe highway niaintenaiice funds in i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4) projects of construclion of warehouses with tfie funtls 

of simple constiuction in ihe commercial depaitmenl.

(2) rF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iht* t:olleclive units: including the projects of construction and purchases of fixed assets 

by the urban and rural collective uiiils wilh ihe planned lolal inveslment more than 50 thousand yuan. The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ls 

by the rural colleclive units are estimated by ihe Rural Socio - economic Survey Oi^anization, SSB on the basis of the date collect

ed by the sample survey.

(3) TTie projects of construction and purchases of fixed assets by the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of joint - owned economy, 

share - holding economy, foreign - funded economy, economy funded by ihe entrepreneurs from Hoii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nd other economy with the planned lolal inveslment more lhan 50 thousand yuan, which are not included in ihe plan of capital con

struction and the plan of iruiovalion.

(4) The private investment in house coiistniclion in ihe urban areas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s us well as ihe individual 

investmenl in ihe rural areas： llie private house construclion in ihe urban areas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s includes all ihe pri

vate house construclio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ilies, counties♦ towns and 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s, no mailer whether the own

er of the house is regisleretl as ihe permanent resident in ihe locality or not. The individual investment in the rural areas includes the 

inveslment in house cuiistmction and purchase of pixxiuclive fixed assets by the individuals in the rural areas. The individual invest

ment in fixed assets in ihe rural areas is estimaled by ihe Rural !Socio - economic Survey Organization, SSB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collecled by ihe sample survey.

Sources of Funds for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re classified into： (1) balance of funds brought forward from the previ

ous year, (2) subtotal of the sources of funds in this year and (3) various payable funds. The subtotal of the sources of funds in 

lliis year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 i.e. slat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 domestic loans, stocks, bonds, foreign invest

ment, self — raised funds, and others.

(1) Stale butlgelary appropriation includes (a) the appropriation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fund of the central govemmenl, whi(.h 

are appropriated to or entrusted the banks to lend lo i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y state budget, local finance, responsible depart

ment and state specialized inveslnienl companies; (b) ihe appropriations for innovation which are appropriated to the enteiprises; 

(c) the special appropriation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arranged in ihe finance of central govemmenl.

(2) Domestic loans refer lo various funds bormwed by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banks and non - baiik financial inslilut- 

ions during ihe reference period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Domestic loans include loans issued by batiks fmm 

their self - owned funds and deposit, loans appropriated by higher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special loans by government (iiidudii 平 

loan for replacing pelroleum with coal, special Loan for refoim — through - labor coal mines)，loans arranged by local goveniment 

frooa special funds，domestic reserve loan, and working loan, etc.

(3) Stocks refer to funds raised by share holding enterprises through issuing stocks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lment in fixed as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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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nds refer to fiuuls raisetl by enterprises (companies)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rough issuing various bonds for ihe pur

pose of inveslmenl in fixed assets, The bonds include Key Enlerprise Bonds and Key Construction Program Bonds issued by ihe 

banks on behalf of the stale specialized inveslinenl companies.

(5) Foreign Inveslmenl refers tu foreign firnils bonxjweil ainl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by individual units, foreign fuiul in 

joint venlure piugmni, and grants and donations * etc.，of which foreign funds borrowed and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refer to for

eign loan borrowed by the govemnienl fmm foreign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s«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under official agreements 

signed by both parties and ihe guvemnient is responsible for ihe repayment of bolh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s of the foreign loans.

(6) Self - raised funds refer to funds received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from their higher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local guv- 

enunents, and raised wilhin enlerprises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menl in fixed assets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7) Other refer lo received during ihe reference period which are ml included in the above - menlioned source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Sector ITie classific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uy sector is determined by Lhe major prtxi-

ucls or lhe purpose of the prujecls when ihey are put inlo production or and by lhe nature of their social economic activilies. 

The investment in capilal consliuction is classified by constructiun prujecls, whil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olher investment by 

state - owned units and urban collective uiiJl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lhe sector which the whole enterprise or institution belong 

lo. in general, one projet:! or one enterprise or iiistitulion can only belong lu one sector. In order to reflect more accuralely the pmp- 

ortions among various sectors, lhe branch factories of inlegraled complex are classified intu deferent sec lore according lo their eco

nomic activitie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Type of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ng projects in general can be classified by lhe type of 

construction inlo new canslruction, expansion, reconsli-uclion and moving away.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lhe type of constru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prujecl. In inveslmenl in innovation, in olher inveslment by state - owned units and investment 

by collective - owned units, the type of conslructian is iletermined by the condition of lhe whole enterprise and restoration. llie 

current dislinction between capilal construction and imiovalion is determined by China’s curr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Here fore lhe projects of capilal cunsti-uclion and innovation can all be classified respectively into new constriction, expansion, elc.

(1) Mew consliuclion in general refers lo newly constructed units. In the case in which the value of the original fixed assets is 

quite small, and lhe value of newly added fixed assets exceed the original ones by three limes, lhe expansion Construction is consid

ered as new conslruction.

(2) Expansion refeis to ixjnslruction of new major production workshop or independent production line wilhin a factory or in 

other locations，or conslruclion branch of a factory so ab lo increase the produclion capacity of the original products. Newly con

structed business houses in iiislilutioiis and atlminislrative organizations (such an the newly constructed teaching buildings in 

schools, clinic or bed building in hospilals, anil office buildings in adminislrative agencies, etc.) are classified as expansion.

(3) Reconstruction refers to technical imiovalion and Iransfornialion of the existing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under

taken by enterprises and inslilulions for lhe purpose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mprovement in product quality, enlarging vari

ety of products, piumolin^ new generation of pnxlucts, reducing pnxluction consumption and cost,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lUiliza- 

lion of resources, slrengtheiiing treatment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and solid wastes, and safety in production, etc. through appli

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echniques, use of new equipment and new malerials (including accessory facilities for production or 

for living and welfare purposes). Coiislmclioti of new workshops for improving existing production capacity rather than increasing 

production capacity is also considered as reconslructio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Func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lo four parts, i.e. construction for primary induslry, second

ary industry, lertiary industry,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which reflect important proportions of inveslment among different iiulus- 

iries. The function of the inveslmenl in capilal cuiistmction, olher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ts by slate - owned units and the invest- 

meiU by urban collective units is tlelerminetl according to lhe specific comlilion of individual projecls. Hie function of the inveslnitint 

in innovation by enlerprises and inslituliuiis is detemi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diLion of relevant project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y Structure refers lo lhe three major parts of investment activilies, i.e. conslruclion and in- 

slallation, purchase of equiprnenl and instrument, and other expenses.

(1) Construcliun anti iiislallation ( work volume of conslrucLion) refers lo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houses and building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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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slallation of various kiiuls of fquipment anti instmmenls, inclutliiig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houses, equipment fourulations ajul in

dustrial kilns ami slovest piepaiylion works for piujecl construction, and clearing up works posl project constniction, puvetiit*nt of 

railways ami ruads, drilling of mines ami putting up of oil pifjes, coiistmction of proje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t uiulergmund con

structions for air defense ami coiislruclion of other special projects，installation of various machinery equipnient, testing operation for 

prulesting ihe quality of itisiallalion projecls. The value of equipmenl installed is not included in the value of iiistallalion pix>jet:ts.

(2) Purchase of equipmenl and instnmienls refers to the lotal value of equipment, tools, and vessels purchased or st*H - pm- 

duced, which cotne up to slamlanls for fixed assets. Equipment, tools and vessels purchased or self - produced for new workshops 

by newly established or expandecl units are categorized as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no matter whether ihcy com« up 

lo the standards for fixed assets or nol.

(3) Other expenses refer to investment compleletl，which is not included above. ITie expenses consist of tem categories: oiitr 

results in the increase of fixed assets, including administration expenses of construction units, compeiisalion for the loss oi land ami 

young cmps, subsidies for moving, and expenses on geological pruspecliiig and designing, research and tesliiigt purchase of animals 

by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anils, planting and operation of various economic forest, purchase of office and residence pur

chase of instruments and vessels, introduclion of technology and imports of equipmenl, and joint protesting of pixjjecls; another cat

egory of expenses does not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fixed assets，including expense on transportation of constmction machines, train

ing of stall ami workers, opening up wasle land, and loss of discarded projects.

Capit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by Size The classification of size of capital conslruclion projects should be dctennineil ac

cording to the total scale or total invesUnenl sel in ihe approved cunstiuction plan by higher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or in the tentativr 

design, olher wise according to the total scale or lolal inveslment set in the current capital construction plan of the state« provinces, 

aulonomous regiuns，and muiiici puli ties directly under cenlral government. Industrial projects, which produce unitary pnxlucls, are 

classified acconling to ils design capacily of products; pmjects, which produce mulli - pnxiucts, are classified by ihe design ca

pacity of the major product or the lotal planned investment.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nslruclion Projects into lai^e，m e 

dium - sized and small ones issued by the govenunenl are the bases for size divis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which was revised in 

1958, 1962, 1977, aiul 1979 respectively anti therefore, dala on projects by size are not entirely comparable frum year to year.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refer lo piujecls having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activities undertaken in ihe itilereiice pe

riod, including projecls started iti the reference period, or continued from the previous period，or completed and put into produclion 

or suspended in the reference period.

Project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Use Induslrial projects refer to the major projects and accessory facilities completed which 

result in forming pixxluclion capacily and have been checked and accepled while the living and welfare facilities have been conipleled 

and can ensure noimal production and formally put into production. Non - industrial projecls refer to the major projects and accesso

ry facilities completed which possess the designed capacity and have been checked, accepted and formally put into production.

Newly 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ty refere to the increase of designed capacity and project efficiency thiuugh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ls, which reflects the accomplislinienl of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ts in kind. The calculation of newly increased produc*- 

lion capacity is based on individual projecls, which operate independenlly. When an individual project is completed atid clieckec! 

aiul accepted and put inlo pixxluctiun, it is couiiled as newly increased pnxluction capacity.

The newly increased prxxluction capacity and pit)ject efficiency are usually expressed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forms：

(1) Annual pixxluclion capacity, such as exlraclion of coal and petroleum;

(2) Haw material processing capacity, such as ore dressing capacity of ore dressing projects, the dressing capacily of a i:oal 

washer;

(3) Number or capacity of major equipment increased, such as the number of cotton spindles increased and ihe capacity of 

generating sets increased;

(4) Physical measures of conslrucliont such as volume, capacily, area, and length, for instance, the capacily of rescivoirs, 

the length of railways or highways •

Newly increased production capacily in terms of quantity is calculated in designed capacity in general, which refers to the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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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lion capacity of a project under nomial condilions designed in constnjction documents regardless of ihe actual oulptil.

Completion Rate of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refers lo the ratio of the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in certain ptriocl 

of lime to tlie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uiitler (.：oiislm(：tion in the same period, which reflects ihe investment result and economic effi

ciency of the construclion induslry frum the angle uf ihe speed of prnjecl construction.

Newly Increased Fixed Assets refer l() ihe newly increased value of fixed assets through investment ♦ including the value of 

projects compleletl and put inlu prtxluclion, llie value of equipment, tools, and vessels considered as fixed assets, as well as ihe 

relevant expenses as invesUnenl in fixed assels.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of investmenl in fixed assets, reflecting the achie- 

venienls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ls in different periods, cliflerent sectore, and differenl regions.

Rat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Use refers to ihe ratio of i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m- 

pleled aiul pul inlu use in certain period of litue lo ihe number of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in the same period, lhis reflects ihe 

investmenl efficiency from the angle uf the speed uf pmjects construction.

Rate of Projects of Fixed Asset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Operation refere lo ihe ratio of the newly increased fixed as to 

the tulal investmenl made in the same period.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reflecting the speed of the employment of fixed as

sets and the inveslmenl efficiency.

Rate of Investment in Projects Uncompleted refere to ihe ratio of the accumulaled investment in projects uncompleled lo 

the lotal annual inveslnieiil in prujecls; lliis reflects ihe relative size of projects uncomplet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from the angle of fund ulilization. Since pmjecls uncompleled refer lo projects started but not completed, they often go beyond 

one year and therefore，the above ratio could be greater lhan 1.

Investment in Commercial Buildings refere to the investment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workshopst warehouses，hotels，of

ficial buildings and related service establishment for sale or renl by real estale developmenl enterprises.

Developed L a n d  A re a Completed refere to the land area of land developmenl and prophase development projects complet

ed, which can cany out conslruclion or reniise.

Purchased L a n d  Area in Current Year refers to ihe land area accessible by various means in current year.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refers to Lotal floor space in each story of buildings calculated frum the out

side line of building walls, including ihe space occupied by coiistmclions like pillars or walls and basements. The floor space of 

mulli — slory building includes ihe total floor space uf each story, including area occupied by separating walls, walching rkmtis, 

doorways, and pillars, but excluding protruding wall structures, artistic (Jecoralion, etc. (for example, flight of steps). The space 

of recessed veranda and caiitilevered balcony is counled by half of ihe projection area.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refers to the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in the reference period, which have 

come up lo ihe designed slaiidaixls and have been put inlo use.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Actually Sold refere to ihe sold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on hand in reporting period.

Sales to Individuals refere lo floor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sold to individuals at home.

Actual Sales Revenue refere to lotal revenue frun) actual building sales in reporting period. 

Paid - Up Capita] refers to funds actually absorbed from all investore.

Total Business Revenue refers to business revenue frum remising, sales, settlement and rent, including revenue fn>m laiul 

remising，sales revenu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income fium rent and other incomes.

Total Profits refer lo ihe balance of gain to loss during some period，reflecting the final results gained by ih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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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能源、原材料消费

5 - 1主要年份能源消费总量 
TOTAL CONSUMPTION OF ENERGY IN MAJOR YEARS

单位：万吨标准煤 （10 000 tons of SCE)

年份

Year

HEwVB 霣

Total Consumption of 

Energy

煤炭

Coal

天然气 

Natural Gas

油料

Oil

电力

Electricity

1949 91.71 88.97 2.06 0.68

1952 155.47 150.64 3.43 1.40

1957 263.73 247.95 3.41 7.00 5.37

1962 476.37 429.30 18.20 14.21 14.66

1965 342.88 295.00 19.65 9.85 18.38

1970 469.56 379.80 50.13 14.04 25.59

1975 651.21 514.03 78.58 21.99 36.61

1978 889.21 703.87 103.87 32.20 49.26

1980 985.59 752.60 129.08 40.53 63.38

1985 1241.40 938.21 160.83 62.83 79.53

1990 1516.59 1130.76 196.44 88.00 101.39

1995 2142.14 1605.08 258.36 102.87 175.83

1996 2255.87 1702.10 260.86 97.39 195.52

1997 2446.45 1800.30 312.80 115.47 217.88

1998 2846.94 2020.72 291.30 183.62 351.30

1999 3256.21 2196.93 363.32 206.44 227.68

2000 3288.73 2118.48 403.88 202.22 289.18

5 _ 2综合能源平衡表（1999一2000年） 
OVERALL ENERGY BALANCE (1999-2000)

单位：万吨标准煤 （10 000 tons of SCE)

项目 Item 1999 2000

可供诮费的能源总量 Total Energy Available for Consumption 3222.98 3250.31

一次能通生产量 Output of Primary Energy 

Transfer in

3187.45 3267.35

调进量 240.08 437.36

调出量㈠ Transfer out -305.81 475.73

能源消费总置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3256.21 3288.73

在消费总量中： Consumption by Industry

1.农、林、牧、渔业 Faiming^Forestiy^Am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84.14 180.03

2.工业 Indrstry 2177.33 2385.93

3.建筑业 Construction 34.03 35.86

4.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仓储业 Transportation,Storage,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11.82 121.38

5.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  Retail Sale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23.68 26.46

6.其他 Others 12.74 15.97

7.生活消费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257.61 253.60

城镇 Urban 118.74 121.24

乡村 Rural 138.88 132.36

在消费总童中： Consumption by Usage

(一)终端消费 Final Consunq>tion 2801.35 3019.21

#工业 Industry 2177.33 2385.93

(二)加工转换投入(~)产出(+)量 Input(-) and Output(+) in Processing and TransformatioQ -440.73 -254.35

#火力发电 Thermal Power -275.31 -225.64

洗煤 Coal Washing and Dressing -31.10 -49.86

(三)捐失量 Losses 14.13 15.17

Balance -33.23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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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5 —3煤炭、电力、天然气平衡表（实物量） （2000年） 
BALANCE OF ELECTRICITY,COAL AND NATURAL GAS (2000)

煤炭

(万吨)

电力 

(亿千瓦小 

时）

天然气 

(亿立方米）

项目 Item
Coal 

(10 000 

tons)

Electricity 

(100 million 

kwh)

Natural Gas

(100 million 

cu.m)

可供量 Total Energy Available for Consumption 2695.80 235*30 33.26

生产量 

调进量 

调出貴㈠ 

消费置

在消费量中：

Output 
Transfer in 

Transfer out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by Industry

2777.79

-149.38
1974.20

200.17

41.37

295.27

50.25 
13.40

-30.39
33.25

1.农、林、牧、渔业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200.18 16.87 —

2.工业

3.建筑业

4.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仓储业

5.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5.其他

7.生活消费 

在消费量中：

(一)终端消费 
#工业

Industry

Construction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Others
Living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by Usage 
Final Consumption 

Industiy

1586.62 
14.28

21.24

LOO
150.88

1974.20
1586.62

200.73 
12.08

6.44

6.62
4.62

47.91

295.27
200.73

26.44 
0.04

0.06

0.16

0.05
6.50

33.25
26.44

(二)用于加工转换投入量(-)产出量(+) Input(-) and (+) in Processing and Transformation -721.70 72.31 -0.01

㈢ 输S 损失 Losses in Transmission - 12.34 -

5—4汽油、煤油、柴油平衡表（实物量） （2000年） 
BALANCE OF GASOLINE,KEROSENE AND DIESEL OIL (2000)

单位：万吨 （10 000 tons)

项目 Item
汽油

Gasoline

煤油

Kerosene

柴油 

Diesel Oil

可供量 Total Energy Available for ConsnmptloD 65.66 8.34 61.44

生产童 Output - - -

调进量 Transfer in 72.05 8.36 68.57

调出置㈠ Transfer out - - -

消费置

在消费量中：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by Industiy
65.66 8.34 60.93

1.农、林、牧、渔业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3.56 - 7.60
2.工业 Industry 19.40 0.51 8.58
3.建筑业 ConstnictioD 3.31 0.03 3.65

4,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仓储业
Transpoi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24.67 5.90 35.00

5.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8.06 — 3.10
5.其他 Others 5.70 — 0.40
7.生活消费 

在消费量中：

Living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by Usage

0.96 1.90 2.60

(一)终端消费 Final Consumption 65.66 8.34 60.93

#工业 Industry 19.40 0.51 8.58

(二)用于加工转换投入量(-)产出量(+) Input(-) and (+) in Processing and Transformation 

Losses in Transmission

- - -0.51

(彐 舰 賊 - _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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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能源、原材料消费

5—5调查工业企业工业产值综合能耗（2000年） 

OVERALL ENERGY CONSUMPTION OF SURVEY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2000)

综合能源 

消费量 

(吨标准煤)

工业总产 

值 

(不变价> 

(万元）

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

仿元）

节能貴 

(吨标准 

煤）

节能率

(%)

行业 Sector
Overall 

Energy 

Consump - 

tioo (ton of

SCE)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uy 

(constant 

prices)

Ratio of 

Output 

Value to 

Energy 

Consump • 

tion (ton of 

SCE/10 

000 yuan)

Saving 

Energy 

(ton of

SCE)

Rate of 

Saviog 

Energy

(%)

工业合计 Total Industry 8792679 3699998 2.42 570972 6.5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Dressing 855952 67011 12.77 142063 16.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22481 14233 1.58 -2420 -10.8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 Mining and Dressing 85051 12482 6.81 6116 7.2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20666 15046 1.37 602 2.9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62395 42066 1.48 30288 48.5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10299 70009 0.15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156932 92601 1.69 24076 15.3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35101 11467 3.06 1491 4.2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9293 594 15.64 410 -4.4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2361849 366980 6.44 -40368 •1.7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53834 228335 0.67 -13700 -8.9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662405 122662 5.40 118982 18.0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21784 22451 0.97 2245 10.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1799242 283441 6.35 -113376 -6.3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215897 54096 3.99 61128 28.3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357670 191707 1.87 40259 11.3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1754 680 2.58 -904 -51.6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14624 9615 1.52 1538 10.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itation Equipment 194702 1617125 0.12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9405 123275 0.08 2466 26.2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lDstmmeDts，Meters，Cultural and Clerical 

Machinery
1529841 67133 22.79 308812 20.2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power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88837 5789 15.35 2084 2.3

其他 Others 122665 281201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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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5—6工业分行业能源品种消费量（2000年） 

CONSUMPTION OF VARIED ENERGY BY INDUSTRIAL BRANCH(2000)

行业

工血消费总置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厲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选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蘼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进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厲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业

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一 自 来 水 必 卿 碰

Sector

Total Industry Consumption
Mining and Quanying 

Coal Mining and Dr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g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Timber anc 
Bamboo 

Manu&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 Processing Bamboo Cane Palm 
Fiber and Straw Products

Papennakiii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c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imacc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Noo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Fezi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ofeu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Equipment for Special Puipose 

Tnnsportation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nunents Meters Cultural aod Office 
Machinery 

Other Man&cturing Indu 

Electricpower, Gas and'
Su|̂ )ly

Electricpower,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im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Water Prodv

Industry 

1 Water Prodiiuction and

TapWai auction an^uggl^

原煤

(吨）

Coal (ton)

焦炭

(吨）

Coke

(ton)

汽油

(吨）

Gaso • 

line 

(ton)

煤油

(吨）

Kero

sene
(ton)

柴油

(吨）

Diesel

Oil
(ton)

天然气

(万立方 

米）

Natural

Gas (10 
000 
cu.m)

电力 

(万千瓦 

时）

Electricity 

(10 000 
kwh)

13778662 1388536 46160 3693 48104 187749 1129430

2592160 360 2065 63 1577 305 75897

0 0 25 0 53 2524 953

14479 14674 0 0 0 0 59

7926 300 0 0 0 0 240

137724 0 42 0 242 9 7553

0 0 111 0 71 0 0

19329 0 91 0 759 6 5117

29746 69 290 4 3350 36 3993

107709 25 1052 5 564 100 10808

23569 0 30 4 1 0 2782

2J2233 37 691 26 169 258 34287

1534 0 98 0 128 0 883

2058 66 32 0 9 0 803

9634 0 55 0 23 167 734

80 0 115 0 302 0 427

89563 0 284 3 255 1 9279

1278 0 235 97 30 1 2478

181 0 15 0 11 1 306

28036 15 27 82 14 1253 643

903808 117576 8209 387 3168 101138 242600

199245 73 401 10 143 47 12741
2897 0 357 3 1140 33947 -1522

40649 0 1130 1 57 0 4318

6933 0 163 3 806 191 3990

2781725 300 1401 388 3895 22758 231461
170844 1213187 142 0 342 11808 114271

17955 918 371 4 2175 5016 96825

18266 4576 351 45 583 453 8188

22779 5479 1472 633 1480 1297 22669
57672 762 428 27 96 10 4382

57295 25873 6037 976 6634 2810 60780
22906 2252 599 14 253 546 8593

2 904 203 8 121 28 2587

3303 526 520 45 262 1 4S81

96588 486 2860 282 1980 2988 29231

6095706 2 15990 583 17285 44 93269

0 0 173 0 59 6 463
2850 76 95 0 67 0 3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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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能源、原材料消费

5 - 7平均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 
AVERAGE 10 000 YUAN GDP 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品种 Type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能源总消费置（吨标煤/万元）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SCE/10 

000 yuan)
5.08 2.12 1.91 1.81 1.99 2.20 2.07

#煤炭 Coal 3.79 1.59 1.44 1.33 1.41 1.48 1.33

天然气 Natural Gas 0.66 0.26 0.22 0.23 0.20 0.24 0.25

油料 Oil 0.29 0.10 0.08 0.08 0.13 0.14 0.13

电力 Electricity 0.34 0.17 0.17 0,16 0.24 0.15 0.18

注：各年能源品种均己折合为吨标准煤

Note: Energy types of each year are converted into SCE.

5 - 8平均每天主要能源消费量 

AVERAGE DAILY ENERGY CONSUMPTION

能湄品种 Type 1990 1995 1996 1997 1999 2000

能源总消费置（万吨标准煤）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SCE/10 000 yuan)

天然气

油料

电力

Coal

Natural Gas

Electricity

4.16 5.87 6.18 6.70 7丨0 8.92 9.01

3.10 4.40 4.66 4.93 5.54 6.02 5.80

0.54 0,71 0.71 0.86 0.80 1.00 1.(1

0.24 0.28 0.27 0.32 0.50 0.57 0.55

0.28 0.48 0.54 0.60 0.96 0.62 0.79

法 i 备年能漏曲种均己折合为吨标准煤

Note： EnKgy types of each year are converted into 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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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能源生产总量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地区)一次能源生产量的总和。是观察全国（地区）能源生产水平、规模、构 

成和发展速度的总世指标,一次能源生产a 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及其他动力能(如风能、地热能等）发电世。 

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产量、生物质能、太阳能等的利用和由一次能源加工转换而成的二次能源产量。

能源消费总量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地区)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是观 

察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世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力。不包括:低 

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利用。能源消费总a 分为三部分，即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和损失 

量。

(1)终端能源消费童一定时期内全国(地区)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在扣除了 

用于加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世和损失世以后的数量。

(2)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地区)投人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之和与产出各种能源产品 

之和的差额。它是观察能源在加工转换过程中损失量变化的指标。

(3)能源损失量指一定时期内能源在输送、分配、储存过程中发生的损失和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各种损失童。不 

包括各种气体能源放空、放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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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otal Energy Production refers to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primaiy energy by all eneigy producing enterprises in the country 

(region) in a given period of lime. It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to show lhe capacity, scale,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

ergy production of lhe countiy (region) . Tlie production of primary energy includes that of coal, crude oil, natural gas, hydropower 

and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other means such as wind power and geothemial power. However, it excludes the production of fuels of 

low calorific value, bioenei^y, solar energy and the secondary eneigy converted from the primacy energy.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refers lo lhe total consumption of energy of various kinds by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a, non _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s and households in the cuantiy (region)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It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to show 

the scale,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Tli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ncludes that of coal, crude oil and 

their products, natural gas and electricity. However, it excludes the consumption of fuel of low calozific value, bioeneigy and solar 

eneigy. Total domeslic energy consum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It refers to the lotal energy consumption by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a, non - material pro

duction sectora and households in the counlry (region)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but excludes the consumption in conversion of the 

primary energy into the secondaiy energy and the loss in the process of energy conversion.

(2) Loss During the Process of Eneigy Conversion: It refera lo the total input of various kinds of energy for conversion, minus 

the total output of various kinds of energy in the counlry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 ll is an indicator to show the Loss that occura dur

ing lhe process of eneigy converaion.

(3) Loss: It refers to lhe total of the loss of eneigy during the course of energy transport, distiibulion and storage and the loss 

caused by any objective reason in a given period of lime. Hie loss of various kinds of gas due to gas dischaiges and stocktaking is 

exclu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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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人民生活和物价

6 _ 1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情况（1999—2000年） 
IMPROVEMENT IN PEOPLE'S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城乡居民收入

职工平均工资(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yu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yuan)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yuan)

6300

5895.97

1835.54

6980

6275.98

1892.44

110.8

106.4

103.1

毎人每年生活消费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现价）（元）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粮食(公斤） 

食用植物油（公斤） 

猪肉（公斤）

食糖(公斤） 

家禽(公斤）

鲜蛋 (公斤） 

蔬菜(公斤） 

布 (含化纤布）（米） 

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平均每人唐住面积(抽样调査）

城镇住房面积(平方米） 

农村住房面积(平方米）

邮电

每万人拥有电话(部） 

每人平均交寄函件(件）

储蓄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平均毎人储蓄存款余额(元） 

教宵、生活

每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人）

Per Capita Annual Average Consumption for Living

Consumption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urrent 

prices) (yuan)

Agriculture Residents 

Non-agriculture Residents 

Grain(kg)

Edible Plant Oil(kg)

Poik(kg)

Sugai(kg)

Poultry(kg)

Fresh Eggs(kg)

Vegetable(kg)

Cloth(including chemical fibre cloth)(m)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yuan)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saniple 
survey)

In Urban Areas (sq.m)

In Rural Areas (sq.m)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Number of Telephones Per 10 000 Pefsons(unit)

Number of Letters Mailed Per Person(unit)

Savings

Balance of Saving Deposits of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100 million yuan)

Per C印ita Balance of Saving Dq>osits(yuaD)

Education and Living

Numbe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er 10 000 Pcrsons(person) 

每百户城市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台） Number of Color T V  Sets Per 100 Urban Households (unit) 

每百户城市家庭拥有组合音响(套）

每百户城市家庭拥有家用电脑（台）

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电视机(台） 

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电冰箱(台） 

卫生 

毎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毎万人拥有医生(人） 

tt业(抽样调査〉

城镇居民平均毎户就业人数(人）

Number of Component System Per 100 Urban

Households(set)

Number of Personal Computers Per 100 Urban 

Households(unit)

Number of T V  Sets Per 100 Rural Households (unit) 

Number of Refrigerators Per 100 Rural Households (unit) 

Public Health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Per 10 000 Persons(unit) 

Number of Doctors Per 10 000 Persons(person) 

Employment (sample survey)

Number of Enq>loyees Per Uiban Household (person)

2336 2466 105.6

1351 1376 101.9

6190 6544 105.7

202.18 180.42 89.2

6.50 6.47 99.5

26.41 25.86 97.9

2.40 2.43 101.3

3.57 4.09 114.6

6.04 5.79 95.9

155.29 164.19 105.7

1.07 1.06 99.1

1945 2088 107.4

9.51 10.72 112.7

26.67 29.58 110.9

911 1390 152.6

4.32 3.75 86.8

909.10 1085.30 119.4

2959 3522 119.0

33.14 43.00 129.8

120.67 132.00 109.4

26.33 33.67 127.9

10.00 13.67 136.7

93.56 95.11 101.7

3.94 5.67 143.9

21.53 21.31 99.0

14.50 14.58 100.6

1.77 1.72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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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1985—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URBAN HOUSEHOLDS (1985-2000)

年份
平均每户家庭人

口 (人）

平均每户就业人 

口 (人）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

人数(人）

平均每人可支配收

入 (元〉

平均每人消费性

支出(元〉

平均每人居住面 

积(平方米）

Year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

Average Number 

of Employees 

Per Household 

(person)

Number of Persons 

Supported by Each 

Employee (perso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yuan)

Per Capita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yuan)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sq.m)

1985 3.49 2.01 1.73 814.98 711.13 6.58

1986 3.41 2.01 1.70 987.45 893.84 6.68

1987 3.40 2.00 1.70 1113.61 1012.75 7.28

1988 3.31 1.87 1.77 1281.77 1277.5J 7.64

1989 3.18 1.71 1.86 1452.66 1322.89 8.40

1990 3.12 1.73 1.81 1695.78 1508.01 8.90

"l99T 3.10 1.88 1.65 ' ~ T m g r 7.06

1992 3.16 2.04 1.55 2200.80 1852.68 6.75

1993 3.11 1.94 1.61 2785.00 2320.28 6.98

1994 3.03 1.89 1.61 3645.97 2999.58 7.30

1995 3.01 1.87 1.61 4391.50 3931.50 8.13

1996 3.08 2.00 1.54 ^504124 4403.62 8.00

1997 3.06 1.92 1.60 5322.60 4844.98 8.65

1998 3.01 1.86 1.62 5466.88 4894.54 9.21

1999 3.03 1.77 1.71 5895.97 5352.44 9.51

2000 3.05 1.72 1.78 6275.98 5569.84 10.72

6 _ 3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1985—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RURAL HOUSEHOLDS(l985-2000)

年份

Year

平均每户常住人

口 (人〉

Average 

Permanent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

平均每户整半劳

力 (人）

Average Able

bodied and Semi

Ablebodied 

Laborers Per 

Household 

(person)

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

人口 (人）

Average Number of 

Persons Supported By 

Each Laborer 

(person)

平均每人纯收

入 (元）

Per Capita 

Average Net 

Income (yuan)

平均每人生活消费

支出(元）

Per C^ita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yuan)

平均每人居住面

积 (平方米）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sq.m)

1985 4.63 2.81 1.65 275.81 18.04

"^986 4.58 2.85 1.61 358.86 312.34 18.06

1987 4.51 2.87 1.57 385.82 346.40 18.23

1988 4.40 2.89 1.53 457.54 427.19 19.03

1989 4.31 2.92 1.47 510.09 463.47 19.29

1990 4.21 2.93 1.44 586.73 519.26 19.37

4.20 2.88 1.46 " 6 2 8 ^ 558.44 21.52

1992 4.12 2.88 1.43 677.46 573.65 21.94

1993 4.05 2.90 L39 748.08 694.60 22.01
1994 3.98 2.88 1.38 1018.24 879.26 22.55
1995 3.90 2.83 1.38 1270.41 1097.52 23.50

^996 3.85 2.70 1.43 T479.05 1328.18 24.44

1997 3.82 2.69 1.42 1692.36 1389.99 24.74

1998 3.71 2.61 1.42 1801.17 1417.08 26.50
1999 3.68 2.59 1.42 1835.54 1388.64 26.67
2000 3.70 2.63 1.41 1892.44 1395.53 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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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4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URBAN HOUSEHOLD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调査户数(户）
Surveyed Households 

(household)

Average Number of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平均每户就业人数(人） Employees Per Household 

(person)

1.73 1.87 2.00 1.92 1.86 1.77 1.72

# 全民职工人数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in State~owned Units

Number of Staff and

1.29 1.59 1.70 1.61 1.54 1.41 1.30

集体职工人数 Workers in Collective-owned 

Units

0.35 0.18 0.23 0.23 0.21 0.22 0.21

平均毎人全年实际收入

(元）

Per Capita Annual Actual 

Income (yiun)
1715.37 4414.53 5056.11 5343.06 5487.80 5915.55 6296.74

# 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 1695.78 4412.96 5054.86 5322.60 5466.88 5895.97 6275.98

Income of Staff and Workers

# 国有、集体职工收入 in State-owaed and Collectivê  

owned Units

1092.66 3531.75 4229.29 4349.09 4370.20 4349.39 4330.85

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Wages 976.82 3320.74 4021.14 3968.02 4149.69 4062.25 4104.02

奖金 Bonuses 158.82 639.95 791.93 785.48 755.26 659.05 653.52

非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Non-wages 115.84 211.01 208.14 381.08 220.51 287.14 226.84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622.71 882.78 826.82 993.97 1117.60 1566.16 1965.88

平均毎人全年消费性支出

(元）

Per Capita Annual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1508.01 3931.50 4403.62 4844.98 4894.54 5352.44 5475.17

Contumpd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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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按可支配收入分组的城市居民家庭情况（2000年） 
STATISTICS ON URBAN HOUSEHOLDS BY DISPOSABLE INCOME (2000)

按平均每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分组 

By Per Capita Monthly Disposable Income
项目 Item

100-200元 200-300元 300400 元 400-500元

100-200yuan 200-300yuan 300-400yuan 400-500yuan

调查户数(户） Survey Households (household) 1 26 75 58

比重（％) Composition (%) 0.3 8.7 25.0 19.3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人）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 2.00 3.35 3.26 3.06

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人）
Average Number of Employees Pct 

H ousehold (person)
1.00 1.66 1.69 1.71

平均每户就业面（％)
Percentage of Employed PersonsPer

Household (%)
50.0 49.6 51.8 55.9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人〉
Number of Persons Supported by 

Each Employee (person)
2.00 2.02 1.93 1.79

平均每人每月实际收入(元）
Per Capita Monthly Actual Income 

(yuan)
197.35 261.59 357.29 452.23

平均每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元）
Per Capita Monthly Disposable 

Income (yuan)
196.73 260.51 355.69 450.72

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元〉
Per Capita Monthly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yuan)
199.44 261.33 350.94 398.76

按平均每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分组

项目 Item
By Per Capita Monthly Disposable Income

500-600ic 600-700元 700-800元 800元以上

500-600yuan 600-700yuan 700-800yuan
gOOyuan and

调查户数(户） Survey Households (household) 51 37 22 30

比重（％) Composition (%) 17.0 12.3 7.4 10.0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人）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 2.85 2.89 2.97 2.86

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人）
Average Number of Employees Per 

Household (person)
1.51 1.82 1.97 1.91

平均每户就业面（％)
Percentage of Employed PersonsPer

Household (%)
53.0 63.0 66.3 66.8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人）
Number of Persons Siqjported by 

Each Employee (person)
1.89 1.59 1.51 1.50

平均每人每月实际收入(元）
Per Capita Monthly Actual Income 

(yuan)
554.75 647.42 748.45 1052.91

平均每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元）
Per Capita Monthly Disposable 

Income (yuan)
553.05 645.81 744.65 1051.07

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元）

Per Capita Monthly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yuan)

532.23 524.55 550.87 8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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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及构成（2000年）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AND ITS COMPOSITION (2000)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困难户

项目 Item T rtiirAct Medium

Overall
WvOl

Difficult Low Income Income by

Average
iiiwuiiic

Households
Households Households Lower

Households

实际收入(元） Actual Income(yiian) 6296.74 3171.40 2860.57 4033.16 4659.52

#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

Income of Staff and Workers in

6275.98 3159.30 2845.27 4006.90 4642.49

#国有、集体职工收入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owned 

Units

4330.85 1837.79 1521.77 2932.60 2920.80

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Wages 4104.02 1809.18 1485.15 2829.47 2831.41

#奖金 Bonuses 653.52 132.64 87.19 375.74 291.86

非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Non-wages 226.84 46.95 36.63 103.13 89.39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1965.88 1315.27 1338.79 1100.56 1738.72

实际收入构成(X)
Composition of Actual Income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职工的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Wages 65.2 57.0 51.9 70.2 60.8

#奖金 Bonuses 10.4 4.2 3.0 9.3 6.3

职工的非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Non-wages 3.6 1.5 1.3 2.6 1.9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31.2 41.5 46.8 27.2 37.3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项目 Item
Medium Income 

Households

Medium Income 

by Upper 

Households

High Income 

Households

Highest Income 

Households

实际收入(元） Actual locome(yiiaii) 5829.41 7274.77 8791.60 12634.98

#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 5813.07 7251.70 8755.64 12612.79

有、集体职工收入

Income of Staff and Workers in 

State-owned and Collcctive-owncd 

Units

4052.59 4700.96 6553.88 9541.36

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Wages 3896.38 4439.97 6332.86 8567.87

#奖金 Bonuses 594.72 639.97 723.62 2467.55

非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Non-wages 156.21 260.99 221.02 973.50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1776.82 2573.81 2237.72 3093.61

实际收入构成作）
Composition of Actual Income 

(•/•)
100.0 100.0 100.0 100.0

职工的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Wages 66.8 61.0 72.0 67.8

林奖金 Bonuses 10.2 8.8 8.2 19.5

职工的非工资性收入 Income From Non-wages 2.7 3.6 2.5 7.7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30.5 35.4 25.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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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及构成（2000年) 
PER CAPITA ANNUAL LIVING EXPENDITURES OF URBAN 

HOUSEHOLDS AND ITS COMPOSITION (2000)

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困难户

项目 Item

Overall

Average

Lowest

Income

Households

Difficult

Households

Low Income 

Households

Medium 

Income by 

Lower 

Households

消费支出(元）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yuan)
5475.17 3127.33 3161.57 3876.47 4386.74

食品 Food 2214.03 1632.54 1568.23 1856.59 2056.36

#粮食 Grain 173.06 172.02 183.73 175.82 183.61

油脂 Oil and Fats 84.16 80.75 85.42 96.95 92.98

肉禽及制品 Meat Poul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504.80 381.19 365.43 484.46 495.93

蛋类 Eggs 69.10 61.15 57.84 70.14 68.35

菜类 Vegetable 216.17 183.17 176.56 197.22 234.32

奶及奶制品类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106.85 65.38 45.13 68.60 101.00

衣着 Clothing 551.14 210.35 173.48 322.06 406.85

#服装 Garments 394.90 140.67 116.61 208.68 285.53

家庭设备及服务
Household Appliances Articles and 

Services
476.45 113.79 84.43 207.24 234.34

医疗保健 Medicine and Medical Services 293.23 166.03 186.11 271.56 189.44

交通与通讯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doas 406.44 140.44 117.37 198.76 268.86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785.74 455.05 643.74 535.47 635.18

居住 Residence 494.04 332.74 304.52 400.70 446.36

杂项商品与服务 Miscellaneou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254.10 76.39 83.69 84.09 149.35

消费支出构成00
Composition of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食品 Food 40.4 52.2 49.6 47.9 46.9

衣着 Clothing 10.1 6.7 5.5 8.3 9.3

家庭设备及服务
Household Facilities Articles and 

Services
8.7 3.6 2.7 5.3 5.3

医疗保健 Medicine and Medical Services 5.4 5.3 5.9 7.0 4.3

交通与通讯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7.4 4.5 3.7 5.1 6.1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Recreatio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ervices
14.4 14.6 20.4 13.8 14.5

居住 Residence 9.0 10.6 9.6 10.3 10.2

杂项商品与服务 Miscellaneou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4.6 2.5 2.6 2.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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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项目 Item
Medium

Income

Households

Medium Income 

by Upper 

Households

High Income 

Households

Highest Income 

Households

消费支出(元）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yuan)
5227.31 6240.35 6656.68 10144.54

食品 Food 2268.79 2343.61 2655.36 2721.35

#粮食 Grain 170.92 178.57 159.79 155.71

油脂 Oil and Fats 85.71 80.23 71.61 72,87

肉禽及制品 Meat Poul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541.90 526.75 581.45 485.38

蛋类 Eggs 70.43 68.36 73.53 72.43

菜类 Vegetable 209.92 209.97 222.16 208.11

奶及奶制品类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106.42 110.69 105.08 193.07

衣着 Clothing 488.88 652.06 730.68 1274.35

林服装 Garments 343.23 485.10 532.90 932.88

家庭设备及服务
Household j >̂pliances Articles and 

Services
455.04 850.74 534.15 996,54

医疗保健 Medicine and Medical Services 266.84 367.72 275.69 628.71

交通与通讯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392.16 473.91 593,92 961,57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679.90 710.85 928.06 2011.10

居住 Residence 477.35 561.17 603.69 681.83

条项商品与服务 Miscellaneou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198.35 280.29 335.13 869.09

消费支出构成》)
Composition of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loD
100.0 100.0 100.0 100.0

食品 Food 43.4 37.6 39.9 26.8

衣着 Clothing 9.4 10.4 11.0 12.6

家庭设备及服务
Household Facilities Articles and 

Services
8.7 13.6 8.0 9.8

医疗保健 Medicine and Medical Services 5,1 5.9 4,1 6.2

交通与通讯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7.5 7.6 8.9 9.5

供乐、教育文化服务
Recreatio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Services
13.0 11.4 13.9 19.8

雜 Residence 9.1 9.0 9.1 6.7

杂項裔A 与雇务 Miscellaneou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3.8 4.5 5.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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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8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主要商品数量 
PER CAPITA PURCHASES OF MAJOR COMMODITIES IN 

URBAN HOUSEHOLD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粮食(公斤） Grain(kg) 125.97 80.27 72.57 71.14 66.52 68.29 69.12

鲜菜(公斤） Fresh Vegetable(kg) 158.65 114.60 111.49 106.79 104.71 113.08 121.29

食用植物油(公斤） Edible Plant Oil(kg) 7.93 8.05 9.26 8.47 9.46 8.90 9.77

猪肉(公斤） Pork(kg) 30.47 25.12 24.22 22.01 20.76 22.84 23.27

牛羊肉(公斤） Beef and Mutton(kg) 1.63 1.25 1.97 2.48 1.99 2.03 2.25

家禽(公斤） Poultry(kg) 7.12 8.61 8.34 8.96 9.59 10.47 11.95

鲜蛋(公斤） Fresh Eggs(kg) 6.31 10.14 10.74 11.13 10.53 10.15 10.32

鱼虾(公斤） Fisb and Shrimp(kg) 6.06 6.87 7.30 6.95 8.70 8.16 7.80

食糖(公斤） Sugar(kg) 3.60 2.84 2.93 2.72 2.50 2.72 3.03

卷烟(盒） Cigarettes(pack) 49.84 34.90 31.39 26.60 27.84 31.35 31.04

酒 (公斤） Wine(kg) 10.98 9.50 7.62 6.92 8.12 8.31 9.20

棉布(米） Cotton Cloth(m) 0.90 0.30 0.20 0.16 0.18 0.13 0.08

化纤布(米） Chemical Fiber Cloth(m) 0.62 0.17 0.17 0.08 0.03 0.04 0.08

呢绒(米） Woolen Fabric(m) 0.45 0.19 0.10 0.03 0.01 0.01 -

绸缎(米） Silk and Satin(m) 0.71 0.42 0.27 0.08 0.07 0.03 0.02

男士服装(件） Men's Clothing(piece) - 2.67 2.59 2.37 2.25 2.48 2.33

女士服装(件） Women's Clothing(piece) - 3.94 4.00 3.74 4.02 4.14 4.07

各式童装(件） Children's Clothing(piece) - 1.17 1.30 1.07 1.00 1.06 1.34

皮鞋(双） Leather Shoes(pair) 1.09 1.28 1.35 1.06 0.99 1.06 1.01

肥皂(块） Soap(cake) 5.10 2.99 1.85 1.76 1.15 3.03 4.34

洗衣粉(公斤） Washing Powder(kg) 1.16 0.76 0.47 0.44 0.55 0.78 0.85

6 - 9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MAJOR DURABLE CONSUMER GOODS OWNED 
PER 100 URBAN HOUSEHOLDS AT YEAR-END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电风扇（台） Electric Fans (unit) 219.33 215.70 211.00 205.67 209.33 210.67 209.33

电冰箱(台） Refrigerators (unit) 82.00 93.30 96.70 98.67 98.00 99.33 99.67

洗 衣 机 （台） Washing Machines(unit) 83.00 91.70 94.00 89.67 95.00 95.00 94.67

彩色电视机(台） Color T V  Sets (unit) 

Hi-Fi Stereo Component 

System (set)

73.67 98.70 107.30 107.00 116.67 120.67 132.00

组合音响(套） 1.00 11.70 17.00 15.33 25.00 26.33 33.67

影碟机(台） Radio Cassette Players (unit) - - - 13.67 32.00 41.67 55.33

照像机(架） Cameras (unit) 30.33 37.70 48.70 53.33 58.67 61.00 58.00

中高档乐器(件）
Medium and High Grade 

Musical Instruments (piece)
13.00 7.33 8.33 8.67 11.33 8.67 8.00

空调器(台） Air Conditioners (unit) 0.67 29.30 52.00 59.33 68.33 74.33 81.33

家用电脑(台） Personal Computers (unit) - - - 4.00 5.00 10.00 13.67

移动电话(部） Mobile Telephones (unit) - - - 2.00 7.33 12.67 18.33

住宅电话(部） Household Telephones (unit) - 25.67 45.33 56.67 69.00 69.70 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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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主要年份价格总指数 
GENERAL PRICE INDICES IN MAJOR YEARS

年份

Year

以1950年为100 

1950=100

以1978年为100 

1978:100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General Retail Price Index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General Retail Price Index

1952 106.1 108.7

1957 114.0 116.5

1962 145.8 158,1

1965 125.1 133.1

1970 129.2 137.9

1975 131.2 140,2

1978 135.4 145,1 100.0 100.0

1980 148.3 160.1 109.5 110.3

1985 179.4 191.7 132.4 132.0

1990 299.0 317.4 220.7 218.4

1995 653.8 632.8 482.5 435,3

1996 717.2 671.4 529.3 461.9

1997 741.2 682.6 546.8 470.4

1998 714.5 645.1 527.1 444,5

1999 709.5 622.5 523,4 428.9

2000 686.1 594.5 506.1 409.6

6—11价格分类指数（上年=100)
PRICE INDICES BY CATEGORY (preceding year=100)

Item 1990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101.4 119.4 109.7 103.3 96.4 99.3 96.7

98.6 122.6 108.2 102.6 93.7 96.5 93,1

97.8 121.1 110.4 100.9 93.4 94.4 85.3

122.7 105.7 109.9 86.6 94.4 93.3

123.3 119.5 94.4 96.8 93.9 93.6

92.6 124.5 104.0 100.7 84,4 93.6 92.8

92.6 131.6 118,7 95.2 94.5 102.3 92.4

108.8 126.8 109.0 101.3 89.4 90.9 90.4

123.3 103.7 100.4 87,5 86.4 88.3

102.8 101.5 95.3 96.9 96.0 94.1

101.1 99.8 90.4 94.6 95.9 92.4

112.1 103.7 100.2 100.4 96.2 96.0

102.4 113.6 99.0 102.4 95.8 98.8 100,5

89.5 93.2 93.1 96.8 90.5 88.8

90.4 103.8 112.7 100.0 94.4 96.1 99.3

121.1 115.5 121.9 112.4 110.9 101.2

112.8 120.2 122.8 105.3 104,8 115.0 112.3

100.0 100.3 109.9 102.9 123.0 100.0

149.2 100.0 111.3 224.2 100.0 143.5 109,6

131.2 103.1 114.7 105.3 100.9 104.9 100.6

126.6 115.5 101.6 119.7 98.7 97.4

174.1 131.1 123.7 105.0 123.6 126.8 137.5

100.0 125.0 106.4 101.0 101.0 125.7 126.1

101.2 133.2 112.0 100.6 102.4 100.6 97,6

128.6 104.2 280.2 100.0 100.0 101.9 112.3

101.1 U63 106.1 101.7 94.5 96.5 95.5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食品 

#粮食 

肉禽及其制品 

鲜菜

衣着

哦装  

家庭设备及用品 

#耐用消费品 

家庭日杂用品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工具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居住 

服务项目 

#电讯费 

邮费 

交通费 

洗理美容费 

文娱费 

学杂保育费 

修理及其他服务费 

医疗保键服务 

商a •售价楮总指數

Food

Grain

Meat Poul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Eggs

Aquatic Products 

Vegetable 

Clothing 

Garments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Articles 

Durable Consumer Goods 

Daily Use Household Articles 

Medicine and Medical Article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Housing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Posts

Traffic

Bathing and Hairdressing 

Recreation

Tuition and Child Care 

Repair and Other Services 

Medical Services 

General Retail Pri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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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分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2000年)(上年=100) 
MONTHLY CONSUMER PRICE INDICES AND RETAIL PRICE INDICES(2000)

(preceeding year=100)

Item 全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Total Jan. Feb. Mar Apr. Mav. JUD.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96.7 98.6 97.7 94J 94.3 92J 94.2

Food 93.1 96.7 96.0 92.6 92.0 88.7 90.8

Grain 85.3 85.9 86.8 83.7 81.1 79.5 80.4

Meat Poul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93.3 93.4 93.2 88.2 92.7 93.0 95.0

Eggs 93.6 93.2 92.9 84.1 83.8 83.7 89.6

Aquatic Products 92.8 97.0 101.4 94.3 93.9 83.9 84.3

Vegetable 92.4 112.2 114.9 110.9 98.0 71.7 79.5

Clothing 90.4 94.9 91.9 90.1 89.8 87.0 90.0

Garments 88.3 93.6 90.3 87.7 88.0 86.1 88.0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Articles 94.1 95.1 93.8 93.6 93.7 90.5 93.9

Durable Consumer Goods 92.4 92.5 90.8 89.9 90.7 89.4 91.5

Daily Use Household Articles 96.0 94.2 96.7 96.7 96.8 92.5 97.1

Medicine and Medical Articles 100.5 96.4 99.1 99.1 98.7 98.7 】00.2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88.8 90.5 87.1 87.4 89.8 87.3 90.2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99.3 95.3 96.0 95.5 96.1 95.3 97.6

Residence 101.2 103.0 101.1 99.5 101.9 100.3 99.2

Services 112.3 110.2 109.7 100.6 100.8 104.3 105.1

Telecommunication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Posts 109.6 157.4 157.4 100.0 100.0 】_ 100.0

Traffic 100.6 103.0 101.1 100.2 100.2 100.2 100.2

Bathing and Hairdressing 97.4 94.2 94.2 94.2 94.2 94.2 94.2

Recreation 137.5 100.0 100.0 100.0 100.0 138.6 150.7

Tuition and Child Care 126.1 128.3 128.1 100.0 100.5 101.7 101.1

Repair and Other Services 97.6 89.8 89.8 98.6 98.6 98.6 98.6

Medical Services 112.3 114.1 114.1 U4.1 114.1 114.1 114.1

Genera! Retail Price Index 95.5 97.0 96.1 94.4 94.4 92.0 94.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食品

罐 食

肉禽及其制品

鲜菜 

衣着 

#服装 

家庭设备及用品 

#耐用消费品

家庭日杂用品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工具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居住 

服务项目 

#电讯费 

邮费 

交通费 

洗理美容费 

文娱费 

学杂保育费 

修理及其他服务费 

医疗保链服务

Item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Jul. Aue. SCD. Oct. Nov. Dcc.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食品

#粮食

肉禽及其制品 

蛋

水产品

鲜菜

衣着

#服装 

家庭设备及用品 

»酎用消费品 

家庭日杂用品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工具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居住 

服务项目 

#电讯费 

邮费 

交通费 

洗理美容费 

文娱费 

学杂保育费 

修理及其他服务费 

医疗保健服务

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

Food

Grain

Meat Poultry and Related Products 

Eggs

Aquatic Products 

Vegetable 

Clothing 

Garments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Articles 

Durable Consumer Goods 

Daily Use Household Articles 

Medicine and Medical Article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tional Educational and 

[Articles 
Residence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Posts

Traffic

Bathing and Hairdressing 

Recreation

Tuition and Child Care 

Repair and Other Services 

Medical Services 

General Retail Price Index______

Recreatio 

Cultural i

94.8 94.9 98.4 100.2 100.2 100J

92.0 92.3 91.9 94.2 94.9 95.6

81.5 83.4 83.8 89.9 93.0 94.4

98.6 95.0 90.8 92.5 92.7 95.1
88.2 100.4 96.7 101.5 104.8 104.2

85.2 87.6 91.6 95.6 97.1 102.1

75.9 85.8 93.9 92.1 88.0 85.5

89.5 87.7 89.2 93.3 90.3 91.3

87.3 84.2 85.9 92.0 87.5 88.9

92.4 95.0 95.9 95.6 95.6 94.5
91.4 93.4 95.5 95.0 95.4 92.9

93.6 96.7 96.7 96.8 97.3 97.3
98.9 98.0 102.0 105.5 104.4 】04.4

90.2 86.7 85.4 90.1 90.1 90.2

97.3 95.7 106.6 106.4 104.8 104.8

100.7 101.0 101.5 101.4 102.5 102.0
106.0 105.9 126.4 126.6 126.5 125.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2 100.2 100.2 100.2 101.0 101.0
100.0 100.0 100.0 101.0 101.0 101.0

157.9 159.6 164.6 160.3 160.3 157.5

101.1 100.4 162.5 163.2 163.2 163.2

98.6 98.6 100.0 103.3 100.0 100.0
112.5 112.5 112.5 112.5 112.5 100.0

94.9 95.2 96.2 97.5 96.7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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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RURAL HOUSEHOLD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调査户数(户） Surveyed Households (household)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调査户人口（人） Surveyed Population(person) 7586 7028 6938 6884 6671 6615 6660

常住人口 Residents Population 7586 7028 6938 6884 6671 6615 6660

整半劳动力
Able-bodied and Semi-ablebodied 

Laborers
5274 5087 4853 4836 4700 4666 4731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Average Population Residents Per 

Household
4.21 3.90 3.85 3.82 3.71 3.68 3.70

平均每户整半劳力
Average Able-bodied and Semi

ablebodied Laborers Per Household
2.93 2.83 2.70 2.69 2.61 2.59 2.63

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 

人口 (含本人）

Average Number of Persons Supported 

By Each Laborer (including the laborer 

himself or herself)

1.44 1.38 1.43 1.42 1.42 1.42 1.41

平均每人年收入(元）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yuan) 808.59 1896.59 2246.53 2475.33 2542.14 2484.69 2594.95

总收入 Total Income 808,59 1896.59 2246.53 2475.33 2542.14 2484.69 2594.95

纯收入 Net income 586.73 1270.41 1479.05 1692.36 1801.17 1835.54 1892.44

现金收入 Cash Income 453.63 1019.08 1229.89 1372.38 1552.73 1532.58 1627.80

按纯收入分组户数占 

调畜户比重(%)

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By Per 

Capita Annual Net Income(%)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0元以下 Below 200 Yuan 2.4 0.3 0.2 0.1 0.0 0.0 0.0

200-400元 200-400 Yuan 28.7 2.2 0.8 0.3 0.3 0.0 0.0

40(H600元 400-600 Yuan 35.5 7.9 2.3 2.0 0.9 1.2 0.9

600-800元 600-800 Yuan 20.0 14.2 7.9 4.5 4.3 4.2 4,1

800-1000元 800-1000 Yuan 8.1 18.8 11.0 8.0 7.8 8.6 8.8

1000-1200元 1000-1200 Yuan 3.3 16,3 13.0 11.5 9.0 10.2 8,7

1200~1500元 1200-1500 Yuan 1.3 15.7 22.5 19.9 17.2 15.3 15,4

1500~2000元 1500-2000 Yuan 0.6 14.0 21.3 25.5 25.5 23.8 23.5

2000~2500元 2000-2500 Yuan 0.1 5,7 11.5 15.3 15.4 15,4 14.5

2500~3000元 2500-3000 Yuan 0.0 2.9 4.3 6.2 8.3 9.2 10.0

3000-4000元 30CKM000 Yuan 0.0 1.5 3.9 4.9 6.9 7.3 8.2

4000元以上 4000 Yuan and Over 0.0 0,5 1.3 1.8 4.4 4.8 5,9

平均毎人经营耕地面

积 (亩）

Per Capita Management Cultivated 

Are«(mu)
1.01 0.95 0.93 0,92 0.99 0.99 1.02

平均毎人生产性固定 

资产* 值 (元）

Per Capita Original Value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yuan)
131.80 343.93 477.80 482.16 490.11 489.84 544.00

#役畜、产品畜
Draught Animals and Commodity 

Animals
33.80 67.98 91.01 83.83 85.98 81.49 76.29

大中型铁木农具
Large and Medium Wood and Iron 

Farm Tools
12.63 27.37 33.81 35.35 35.07 36.05 54.35

澹机械
Machinery of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3.42 7.40 8.49 22.48 14.18 20.38 18.01

工ik机城 Industrial Machinery 3.19 9.72 11.40 10.78 13.18 5.38 31.28

iS• 邮 械 Transportation Machinery 7.46 14.47 42.06 46.63 37.68 36.18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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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4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收入、总支出和纯收入 
PER CAPITA ANNUAL TOTAL INCOME,TOTAL EXPENDITURES AND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单位：元 (yuan)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年总收入 Annual Total Income 808.59 1896.59 2246.53 2475J3 2542.14 2484.69 2594.95

基本收入 Basic Income 765.69 1748.22 2019.74 2230.90 2265.25 2231.19 2416.73

工资性收入 Wages 88.18 251.03 276.47 318.88 414.81 500.58 623.32

#非企业组织中劳动收入 Form Non-enterprises 30.42 34.25 43.23 45.29 55.37 62.66 75.10

本地企业中劳动收入 From Local Enterprises 10.33 61.47 65.52 70.26 74.18 85.16 92.06

外出从业收入 From Outwork 47.43 135.31 142.93 164.74 215.66 280.57 363.47

其他收入 Others 0.00 20.00 24.79 38.59 69.60 72.19 92.69

家庭经营总收入
Total Income from Household 

Business Operation
677.51 1497.19 1743.27 1912.02 1850.44 1730.61 1793.41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635.75 1379.65 1610.30 1768.57 1666.26 1543.32 1603.62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22.04 63.09 69.14 71.29 89.79 84.23 49.41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19.72 54.45 63.83 72.16 94.39 103.06 140.38

转移性收入 Transfer Income 37.09 119.70 194.67 229.50 253.82 232.21 169.69

S非常住人口寄回和带回收

入

Income from Non-permanent 

Residents
9.13 37.62 85.52 99.16 108.05 95.83 52.41

亲友赠送收入
Income from Relatives as 

Presents
20.6] 40.72 55.87 60.75 58.20 53.77 69.61

调查补贴 Survey Subsidies 6.57 8.21 9.43 12.40 15.74 16.96 9.71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 Income 5.81 28.67 32.12 14.93 23.07 21.29 8.53

全年总支出 Annual Total Expenditure 806.20 1775.27 2214.23 2272.66 2212.38 2109.85 2165.60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Expenditure for Household 

Business Cost
220.66 520.21 668.92 675.98 581.69 515.02 543.49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216.78 509.67 631.39 651.89 560.84 494.79 482.63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0.51 7.06 22.22 13.77 9.07 7.99 14.11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3.37 3.48 15.31 10.32 11.78 12.24 46.75

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Expenditure for Purchasing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5.65 21.90 34.14 30.23 20.24 12.95 34.20

税费支出 Taxes and Fees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

25.62 50.02 54.88 58.22 62.05 58.45 58.03

生活消费支出 519.26 1097.52 1328.18 1389.99 1417.08 1388.64 1395.53

食品 Food 330.10 710.47 839.94 914.48 868.84 843.25 747.55
#主食 Staple Food 126.19 265.42 307.16 310.65 277,15 248.40 ' 186.81
副食 Non-staple Food 162.97 349.11 411.43 471.78 439.65 446.08 410.64
其他食品 Other Food 33.96 69.33 89.09 98.54 106.53 105.46 100.97
在外饮食 Food in Outside City 6.52 21.19 26.30 26.37 38.14 35.79 42.26

衣着 Clothing 36.10 57.77 72.77 66.79 67.68 67.72 61.96
居住 Residence 72.97 139.46 175.96 165.19 192.75 186.98 199.07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Household Appliances Articles 

and Services
52.23 52.55 66.30 65.77 71.26 67.01 66.76

医疗保健
Medicines and Medica] 

Services
6.35 34.43 43.44 40.64 48.35 50.22 68.87

交通和通讯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dozu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7.56 16.50 20.82 23.17 33.87 37.11 61.31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Recreational Articles and 

Services

12.67 77.46 97.73 103.12 117.88 119.29 154.52

其他商品和服务
Other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1.28 8.88 11.22 】0.83 16.45 17.06 35.49

转移性支出 Transfer Expenditure 31.41 80.82 121.77 108.81 117.80 124.77 127.04

#寄给和带给非常住人口
Taking to Non-permanent 

Residents
1.75 3.42 2.65 1.75 3.16 4.85 2.68

财产性支出 Property Expenditure 

Depreciation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3.60 4.80 6.34 9.43 13.52 10.02 7.31

附：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8.78 22.93 31.85 32.15 32.67 32.65 36.26

纯收入 Net Income 586.73 1270.41 1479.05 1692J6 1801.17 1835.54 18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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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人民生活和物价

6—15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消费品消费量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MAJOR CONSUMER GOODS IN 

RURAL HOUSEHOLD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粮食 (原粮）（公斤） Grain (unprocessed)(kg) 253.52 248.86 245.23 245.50 237.13 236.49 210.00

#细粮 (公斤〉 Wheat and Rice(kg) 192.74 185.30 174.22 176.08 178.50 186.82 171.09

蔬菜(公斤） Fresh Vegetable(kg) 163.83 147.46 149.90 173.02 171.83 166.11 175.60

食油（公斤） Edible Oil (kg) 3.56 4.86 5.34 5.46 5.79 5.88 5.59

肉类(公斤） Meat(kg) 20.99 22.74 24.71 23.91 25.64 27.32 26.54

家禽(公斤） Poultry(lcg) 0.51 0.80 1.14 1.39 1.64 1.80 2.01

蛋类(公斤） Eggs(kg) 2.24 2.75 3.15 3.39 4.35 4.99 4.58

鱼虾（公斤） Fish and Shrimp(kg) 0.38 0.64 0.89 1.12 1.21 1.60 1.47

食糖(公斤） Sugar(kg) 1.58 1.85 1.90 1.93 2.10 2.3：J 2.26

酒 (公斤） Wine(kg) 4.01 5.65 6.24 6.39 6.50 6.77 7.26

棉布 (米） Cotton Cloth(m) 0.82 0.42 0.45 0.24 0.18 0.23 0.22

化纤布(米） Chemical Fiber Cloth(m) 1.43 1.29 1.05 0.97 1.05 1.08 1.08

毛线及毛线制品（公斤） Knitting Wool and Knitwear(kg) 0.32 0.09 0.11 0.09 0.08 0.09 0.08

6- 1 6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NUMBER OF DURABLE CONSUMER GOODS OWNED PER 100 RURAL 

HOUSEHOLDS,AT YEAR-END

指标 Item 1990 |
1995 |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自行车(辆〉 Bicyclcs(unit) 19.48 26.80 23.27 19.47 22.72 21.56 16.11

电风扇（台） Electric Fans(unit) 25.65 104.87 88.67 91.27 114.33 116.72 121.50

洗衣机(台） Washing Machines(unit) 0.32 1.87 3.20 2.80 5.72 5.89 8.94

电冰箱(台〉 Refrigerators(unit) 0.06 0.93 1.53 2.73 3.33 3.94 5.67

摩托车(辆） Motorcycles(vehicle) 0.06 0.60 1.33 1.20 2.06 2.56 3.67

黑白电视机(台） Black and White T V  Sets(unit) 34.29 64.33 67.07 69.93 72.00 69.50 63.78

彩色电视机(台〉 Color T V  Sets(unit) 0.52 4.07 7.20 11.20 18.67 24.06 31.33

收录机(台〉 Radio Cassette Players(unit) 9.42 19.20 19.33 19.13 21.56 19.78 11.44

照相机(架） Cameras(unit) 0.19 0.33 0.40 0.67 1.33 1.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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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城镇居民家庭就业人口指城镇居民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人的人口。就业人口包括通过国 

家统筹规划和指导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等方式,在国有、集体所有制、中外合资、中 

外合作、外资在华独资的企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单位工作或从事个体劳动的有固定性职业或临时性职业的人口。被 

聘用和留用的离退休人员也计人就业人口。本指标可以反映城镇居民的就业情况,是计算就业面，负担系数的重要 

资料。

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全部的实际现金收人，包括经常或固定得到的收人和一次性 

收人。不包括周转性收人,如提取银行存款、向亲友借人款、收回借出款以及其他各种暂收款。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购买商品和用于服务的全部支出，共分八类：食品；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及服务。购买商品支出是指从 

商店、集市、饮食业、工作单位食堂以及直接从工厂和农村购买各种商品的支出，包括自用的和赠送亲友的在内；服 

务支出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用于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支出，包括各种修理费、加工费.洗 

理美容费、医疗费、学杂费、娱乐费、保姆费、劳务费、物业管理费等。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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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它是 

反映农民家庭实际收人水平的综合性的主要指标。农民家庭纯收人，既包括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经营收人，又 

包括取自在外人口寄回带回和国家财政救济、各种补貼等非经营性收人;既包括货币收人,又包括自产自用的实物 

收人。但不包括向银行、信用社和向亲友借款等属于借贷性的收人。

农村居民家庭整半劳动力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成员中有劳动能力并经常参加实际劳动的人员。是生产的基 

本要素指标之一,是发展生产增加农民家庭收人的重要源泉。按规定,农村男18周岁至50周岁、女18周岁至45周岁为 

整劳动力；男16周岁到17周岁、51周岁到60周岁，女16周岁到丨7周岁、46周岁至55周岁为半劳动力。农民家庭整半劳动 

力，既包括在上述规定劳动年龄内和在劳动年龄以外有劳动能力并经常参加实际劳动的男女整半劳动力；也包括农 

民家庭常住人员中属于职工的劳动力。但不包括在劳动年龄内已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

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年内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它是用来反映和研究农民 

家庭实际生活消费水平髙低的重要指标。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包括用于吃、穿、住、烧、用等生活消费品开支和文 

化、生活服务费用开支两大部分。

农村居民家庭商品性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用其货币收入,在市场上购买食品、衣着、家庭用家 

具器皿、日用杂品、燃料、耐用消费品、以及文教卫生用品等生活消费总量。包括向国有商店、集体商店和集市贸易市 

场以及其他流通渠道购买的全部生活消费品。农民家庭商品性生活消费支出.是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用来反映和分析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的商品化程度,及其由自给性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 

指标,也是研究和预测农民家庭对市场消费品：求,制定商品供应计划的重要依据。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商品的零售价格是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的价格，是工业、商业、餐饮业和其他 

零售企业向城乡居民、机关团体出售生活消费品和办公用品的价格。通过系统地调查、搜集和整理市场商品零售价 

格资料，编制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此反映市场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其目的在于掌握商品价格的 

变动动态，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还可在此基础上编制出其他各种派生价格指数，为研究市场流通， 

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科学依据。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消费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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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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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Employed Population in Urban Households refers Lo urban residents engaged in certain work and receiving payment for 

their labor or income from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 including ihose who work in stale - owned or collective units, joint ventures, 

foreign - ownetl uiiils and private uiiils with pennanent or lemporaiy jobs. The self - employed individuals mul reemployed reliives 

are also basic dala for calculating employment rate and dependency ratio.

Actual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refers to the lolal actual cash income of the sample households, including regular or 

fixed income aiul occasional income. The income of a ciix:ulating nature such as withdrawal from bank deposits, loans bomjwed fmm 

relatives or friends, repaymenl of loans received anti various temporary colleclion of money are excluded.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refeni lo the income of the sample households, which can be used for daily ex

penses, i.e. tolal income minus income tax.

Expenditure for Consumption of U r b a n  Households refers to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 sample households for ⑶nsumptimi 

of commcHlilies and services. The expenditure is classified inlo 8 items： food, clothing, household appliances, articles and servic

es, medicine and medical sei-vices, Iransporlalion anti communications,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rî sidence» 

niiscellaneou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Expenditure for purchases of commodities refers lo total purchases of comrncxlities fmm 

shops, markets, catering trade, canteens, ami from factories and peasants directly, including the conmiodities are purchased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or for gifls to relatives anti frientls. Expenses for services refer lo expenditure of the sample households for vu- 

rious cultural and living seivices. All expenses for impair, processing, balhiiig and hairdressing, metlical t.aies, luilion, recreation, 

child care, labor and residential manâ erneiil are included.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refers to the lolai income of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during a year 

after lhe deduction of lhe expenses for piuductive ami non - productive business operation, the payment for taxes and the payment 

for tolleclive urn Is for their contracted lasks. The nel income can be spent for investments in pnxluctive and non - prxnluctive coii- 

slruclion, for consumption in daily life aiul for savings deposit. ll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to show the actual level of the iiKHMne 

of the peasants' household. The net income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includes nol only the income from the pnxluclivt; and non - 

pnxluctive business operation, but also the income from the non 一 business operation, such as lhe money reniitletl or brought lwck 

by the members of lhe household who are in olher places, the government relief payment and various subsidies. It inciuties nol only 

the nwney income, but also the income in kind. But lhe income from borrowing from banks, friends aiul relatives is exclutled.

Able - bodied and Semi - able - bodied Laborers of Rural Households refer lo pemianent residents of rural households 

who are able to work and actually engaged in social labor, which are one faclor of production and sources of rural housefwld income. 

According l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male aped 18 - 50, female aged 18-45 is considered as able - bodied laborers; male aged 

16 - 17 aiul 51 - 60, female aged 16 - 17 and 46 - 55 are considered as semi - able - bodied laborers. Those who are nor in lilt1 

above age range but able to work aiul aclually engaged in social labor are also considered as able - bodied or semi - able - lxxlitrd 

laboreRi, while those who are witlun the above age range but unable lo work are nol counted as able - Lxxlied or soini - able - 

bodied laborers.

Expendi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for Consumption refere to tolal expenses of rural households on daily life, iiiclndiiî  

expenses on footl, clothing, housing, fuel, articles for daily use, and expenses on cultural life and services. This indicator is ust*tl 

to show lhe actual coiisuniption level of peasants.

Expendi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on Commodities refere lo lotal expenses of the peimanenl resitlenls of the rural htms^- 

holtls on piuchasjes of fotxl, clothing, funiiture, household appliances, articles for daily use, fuels, durable gocxls, aiu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medicinal articles, including purchases fmm states - owned shops, colleclive shops, free nuirkets, anti etc. Kxpen- 

tlilure of peasants for purchase of comrmxlilj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asant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which reflects lhe extent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peasants' consumption anti the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self - sufficient economy toward comnuxlily wono- 

m y . ll provides basis for lhe analysis and reseaix;h of peasants* market demand and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lan of commodity sup- 

ply_

Retail Price Index refcre Lo lhe pric:es at which industrial, commercial，catering and olher retail enterprises sell tlaily t on- 

aumer goods and products for office use to urban anti rural residents and inslitul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ll reflects the generul 

change in prices of retail commodities in a ceitain period of time. Formation of retail price index aims to keep abreast of price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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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lion of retail comnxKlities and provide ih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central govemmenl in working out economic policies. Other deri

vative indexes can been formulaled based on retail price index, provid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studying market circulation and the 

new accounting system of national economy.

Consumer Price Index reflects the relative change in prices of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For

mation of consumer price index aims lo study ihe impact uf consumer price changes on the actual living cos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

dents and to provide scienlific basis for cenlral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drawing up consumer policy, price policy, 

wage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and in accuuiitiiig the nation economy. It is also a key index reflecting ihe fluctuation of infla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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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7—1城市建设用地（1996—2000年）
LAND USED FOR CITY CONSTRUCTION (1996-2000)

指 标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城市面积 City Area 23465.23 23335.61 23335.97 23340.39 23221.14

建成区面积 Developed Area 355.71 389.84 406.89 419.04 439.22

# 主城区 Urban Proper 157.78 161.08 162.58 163.68 180.00

注：7-1至7-12表统计范围为市辖区、县和县级市。

Note: The statistical range of 7-1 to 7-12 includes district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unicipality, counties and cities at county level.

7—2按用途分城镇建设用地面积（2000年）
LAND US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BY PURPOSE (2000)

单位：平方公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q.km)

全市

Total

项 目 Item
各区市合计 

Total of Districts 

(cities)

各舁合计 

Total of Counties

合计 Total 406.46 315.52 90.94

居住用地 Land Used for Residence 143.06 112.40 30.66

公共设施用地 Land Used for Public Utilities 54.23 42.06 12.17

工业用地 Land Used for Industry 90.40 75.65 14.75

仓储用地 Land Used for Storage 14.20 10.94 3.26

对外交通用地 Land Used for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18.88 14.31 4.57

道路广场用地 Land Used for Roads and Squares 38.05 27.16 10.89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Land Used for Municipal Public Utilities 12.04 7.61 4.43

绿化用地 Land Used for Afforestation 20.22 13.65 6.57

特殊用地 Land Used for Special Purpose 15.38 11.74 3.64

7—3市政设施（1996—2000年） 
MUNICIPAL ENGINEERING (1996-2000)

项 目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道路长度（公里） Length of Roads(km) 2652 2826 2866 3056 3299

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Area of Roads(10 000 sq.m) 2151.60 2316.38 2501.82 2791.06 3205.34

桥梁数（座） Number ofBridges(unit) 722 740 794 847 894

# 立 交 桥 （座） Stereoscopic Traffic Bridges 42 56 61 67 83

路灯盏数（盏） Number of Street Lights(unit) 83255 97828 108566 120430 131605

排水管道长度（公里） Length of Sewer Pipelines(km) 1856.60 2046.87 2112.11 2508.67 2805.94

污水年排放量（万立方米）

污水处理厂座数（座）

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万立方米/曰）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

Discharged Volume of Polluted Water (10

000 cu.m)

Number of Polluted Water Treatment 

Works (unit)

Treatment Opacity of Polluted Water 

Treatment Works (10 000 cu.m)

Treated Volume of Polluted Water (10 

000 cu.m)

80663

2

0.90

20779

61205

3

8.20

21838

54136

3

8.20

20830

53719

3

8.51

19975

49853

5

13.50

19722

防洪堤长度（公里）
Length of Flood Protecting 

Embankment(km)
101.10 120.21 118.93 153.84 1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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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4城市供水及供气情况（1996—2000年） 
WATER AND GAS SUPPLY IN CITY (1996-2000)

指 标 1996 1997 1999 2000

城市供水 Water Supply in City

Year-end Conqjrehensive Porductive 

年末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万立方米/日） Ca[acityofWatcr Supply(10 000

cu.m/day)

年末供水管道长度（公里） 

全市供水总量（万立方米）

# 生产用 

生活用 

比 重 （°/。）

# 生产用 

生活用 

用水人P  (万人）

#非农业用水人口 

人均日生活用水（升）

城市供气

天然气供气总量（万立方米） 

# 家庭用

天然气用气户数（户）

#家庭用户

天然气用气人口（万人） 

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吨） 

#家庭用貴

液化石油气用气户数（户） 

#家庭用户

液化石油气用气人口（万人）

Year-end Length of Water Supply 

Pipelines(kin)

Total Volume of Water Supply (10 000 

cu.m)

For Productive Use 

For Residential Use 

Composition(%)

For Productive Use

For Residential Use

Number of Residents with Access to Tap 

Water(10 000 persons)

Non-agricult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Daily Consumption of Tap 

Water for Residential Use (liter)

G as Supply in City

Total Natural Gas Supply(10 000 cu.m)

Used by Residential Households

Households with Access to Natural 

Gas(household)

Residential Households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Natural Gas(10 

000 persons)

Total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Supply(10 000 tons)

Used by Residential Households

Households with Access to Liquefied 

Petroleum Gas(household)

Residential Households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Liquefied 

Petroleum Gas(10 000 persons)

354.10 363.84 367.97 398.20 426.82

5230 5298 5596 6187 6367

84548 83168 72218 71932 70722

44066 44936 32192 29860 27764

33782 37070 38440 40836 41885

52.1 54.0 44.6 41.5 39.3

40.0 44.6 53.2 56.8 59.2

620.20 620.2】 685.30 704.08 720.92

471.00 482.03 511.74 525.25 548.83

54.47 59.77 56.09 58.00 58.10

111980 110316 111684 117034 76329

25710 46714 62549 45611 38648

791433 943590 丨024668 丨377456 1239457

781034 932406 1006043 1349018 1232998

249.60 310.71 321.66 336.81 377.36

13968 38217 79407 67420 58158

7302 22188 35005 36087 27553

118268 177008 292945 252035 280039

68648 129451 158715 182914 210607

34.40 41.86 51.22 58.52 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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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7 _ 5全社会公共交通（2000年) 
PUBLIC TRAFFIC (2000)

全市

项 目 Item 各区市合计 各县合计

Total
Total of Districts 

(citics)
Total of Counties

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辆）
Year-end Operating Public Buses and 

Trolley Buses(vehicle)
4656 4379 277

公共汽车 Public Buses 4495 4218 277

#小公共汽车 Mini Public Buses 1534 1284 250

电车 Trolley Buses 161 161 0

客渡运营船数（艘） Number of Operating Ferries(vehicle) 106 42 64

客运总量|(万人次）
Total Passenger Traffic(l0 000 person- 

times)
80133 78844 1289

公共汽车 Public Buses 70316 69358 958

# 小公共汽车 Mini Public Buses 10809 9922 887

电车 Trolley Buses 8657 8657 0

客渡 Ferries 1160 829 331

出租汽车数（辆） Number ofTaxies(vehicle) 15580 14696 884

7—6城市公共交通情况（1996—2000年) 
CITY PUBLIC TRAFFIC (1996-2000)

项 目

营运客车

年末营运车辆数（辆） 

年末营运线路网长度（公里） 

全年客运 总 量 （万人次） 

平均每日客运量（人次）

轮渡

年末实有轮渡总数（艘） 

客 运量（万人次）

坩车

缆车道条数（条） 

车辆数（辆） 

客运量（万人次）

客运架空素道 

索道条数（条） 

客车数（辆） 

客运量（万人次）

出粗汽车 

车辆数（辆）

Item

Operating Public Vehicles

Year-end Number of Operating Public 

Vehicles (vehicle)

Year-end Length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Routes(km)

Total Passenger Traffic(10 000 person-times)

Average Passenger Traffic Per Day (10 000 

person-times)

Ferries

Year-end Total Ferries (vessel)

Passengers Traffic (10 000 person-times) 

Cable Cftrs

Number of Cable Car Line (line)

Number of Vehicles (vehicle)

Passengers Traffic (10 000 person-times) 

Ropeway of Building on Stilts 

Number of Ropeway (line)

Number of Vehicles (vehicle)

Passengers Traffic (10 000 person-times) 

Taxis

Number of Vehicles(vehicle)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3019 3341 4034 4255 4656

1830 1956 2013 2110 2260

54330 57761 66160 71393 78973

1488493 1582493 1812603 1955973 2163644

79 91 98 105 106

2444 1474 1274 1226 1160

2 1 1 4 4

4 2 2 8 8

55.40 141.20 478.20 601.20 721.30

2 2 2 2 2

4 4 4 4 4

645.40 578.40 438.30 428.00 367.59

8689 103 LL L0908 12691 1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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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城市房屋建筑及住房状况（1996—2000年）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CONDITION IN CITY (1996-2000)

项 目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Developed Areas(sq.km) 355.71 389.84 406.89 419.04 439.22

征用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Land Put in Requisition for State 

Construcrtion Projects(sq.km)
8.98 18.91 15.93 8.16 20.30

市区人口密度（A/平方公里）
Population Density of Urban Districts 

(persons/sq.km)
613 623 628 633 659

年末实有房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Year-cnd Total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10 

000 sq.km)
13967 16537 19539 18564 20297

年末实有住宅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Year-end Total Floor Spa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10 000 sq.km)
6556 8785 9777 10669 11820

#房管部门直管房
Managed by Housing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624 824 845 725 678

私有住宅 Private Housing 1351 3623 4692 4149 5877

年末住宅居住面积（万平方米） Year-end Residential Area(10 000 sq.m) 3377.10 4446.18 4974.56 5523.92 6120.32

每人平均住宅居住面积（平方米） Per Capita Residential Area (sq.m) 6.94 8.52 9.16 9.95 10.77

年末缺房户（万户）
Households with Housing Problems (year- 

end)(10 000 households)
79718 58414 30962 23300 U622

# 拥挤户 Households with Crowding 30418 21119 11788 7706 4507

本年解决缺房户（万户）
Number of Solved Houselolds with Housing 

Problems(10 000 households)
21180 24229 13881 8538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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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及支出（1996—2000年) 
REVENUE AND EXPENSE OF CITY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FUND (1996-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合计
Total Revenue of City Maintenance 

麄nd Con§truction Fund
185317.11 202181.36 319100.77 324307.30 300354.99

# 城市锥护建设费
Revenue of City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36652.33 29702.52 34954.29 36979.60 39660.28

公用事业附加 Additional Revenue of Public Utilities 12444.59 13757.30 13194.86 16427.20 15787.21

国家预算内资金 State Budgetary Fund 3250,00 23900.00 62844.00 52696.00 28056.00

地方财政拨款 Local Financial Appropriate Fund 1080.90 6573.03 9770.10 9674.79 11682.34

国内贷款 Domestic Loans 93890.20 69940.30 66859.00 149512.10 127362.00

利用外资 Foreign Investment 9900.00 0 75457.00 8609.00 0

企事业自筹 Fundraising 1140.56 1763.60 6158.00 13885.84 26768.10

重点建设附加 

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 

市政公用设施使用费

Additional Revenue of Major Projects

Corresponding Revenue of Municipal 

Public Utilities

Revenue of Using Municipal Public 

Utilities

2400.00

4036.14

10866.79

1051.00

7706.75

3621.28

1173.00

8378.37

3312.60

1214.00

9223.10

6931.30

13363.71

6560,55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合计
Total Expense of City Maintenance 

and Constractlon Fond
178640.43 203384.86 327901.27 343653.67 301160.50

按用途分 By Purpose

#基建支出 Expense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44426.20 64537.91 149818.56 196332.54 172701.02

更改支出 Expense of Innovation 51894.09 19993.20 33391.48 33780.75 22506.29

维护支出 Expense of Maisteaance 44890.04 40739.96 63751.33 52883.78 44361.88

按行业分 By Sector

房产 Real Estate 3101.97 1710,45 2684.60 1265.03 430.66

供水 Water Supply 16190.80 12424.22 31841.90 15443.75 4769.80

天然气 Natural Gas Supply 203.00 45.60 70.00 1280.00 1666.10

公共交通 Public Transportation 3413.00 8288.90 6553.30 4002.00 15783.80

市政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 92846.11 64369.00 157203.68 196974.27 163211.64

D 林綠化 Paiks，Gardens and Green Areas 8588.77 12873.42 20587.28 18566.12 11461.73

环塊卫生 EaviroDmental Sanitation 6377.24 12448.43 13045.87 20300.39 228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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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1996—2000年） 

INVESTMENT IN CITY INFRASTRUCTURE (1996-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电、煤、水生产供应业

Tot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663839

165050

845627

307740

1727037

497156

1973653

362664

2239595

528070

#电力

交通运输邮电业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39465

359534

275679

448522

440287

998949

322049

1248777

485102

1275039

#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228194 292843 600629 774117 787229

#邮电通信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29928 154854 394122 462038 478869

市政建设 Municipal Construction 139255 89365 230932 362212 436486

7 - 1 0用于公用事业和市政建设的投资额（1999一2000年)

INVESTMENT IN PUBLIC UTILITIES 
AND MUNICIPAL CONSTRUCTION (1999=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1999 2000

公用事业 Public Utilities 41928 47558

供水 Water Supply 23757 17697

燃气 Gas Supply 4553 11670

公共交通 Public Traffic 13618 18191

市政建设 Municipal Construction 240938 322028

园林绿化 Paries, Gardens and Green Areas 9002 11783

环境卫生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10853 9524

市政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 221083 3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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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1园林绿化（1996—2000年）

PARKS, GARDENS AND GREEN AREAS (1996-2000)

项 目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绿化覆盖面积（公顷） Coverage Area of Afforestation(hectarc) 9967 10071 10711 11538 11414

园林绿地面积（公顷） Area of Gardens and Green Area(hectare) 9402 9432 9852 10141 10387

公共绿地面积（公顷） Area of Public Green Area(hectarc) 1104.40 1184.62 1295.60 1485.53 1588.31

平均每人占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Per Capita Average Public Green Areas(sq.m) 2.26 2.33 2.46 2.73 2.81

动物园、公园个数（个） Number of Parks and Zoos(unit) 62 71 76 76 75

动物园、公园面积（公顷） 

全年游园人次数（万人次）

Area of Parks and Zoos (hectare)

Visitors to Parks and Zoos in the Year (10 000 

person-tiraes)

947.80

957

957.47

1223

1025.44

922

1053.75

1020

1054.26

1053

7 —12环境卫生（1996—2000年）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1996-2000)

项目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座数（座）
Number of Rubbish Hannlesslified 

Treatment Sites (unit)
11 11 14 15 15

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处理能力（吨/日）
Treatment Capacity of Rubbish 

Hannlesslified Treatment Sites(ton/day)
2209 2512 2826 3018 3285

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万吨）
Volume of Rubbish Hannlesslified 

Treatment (10 000 tons)
99.03 96.07 115.62 139.41 143.74

赛便无害化处理场座数（座）
Number of Dejecta Harmlcsslified 

Treatment Sites (unit)
6 6 6 6 6

粪便无害化处理场处理能力（吨/曰）
Treatment Capacity of Dejecta 

Hannlesslified Treatment Sites(ton/day)
157 221 221 221 221

粪便无害化处理童（万吨）
Volume of Dejecta Hannlesslified 

Treatment (10 000 tons)
127.63 142.40 152.75 155.01 178.37

公共厕所（座） Public Restrooms(unit) 3351 3354 3253 3180 3212

# 水 冲 式 （座） Water Closet 1481 1739 1761 1795 1771

环卫机械总数（台）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Equipment 

(vehicle)
579 590 638 661 646

# 垃圾车 Vehicles of Garbage Disposal 375 374 407 418 409

扫路车 Vehicles of Sweeping Roads 14 15 20 36 30

冲洗车 Vehicles of Washing Roads 134 147 158 157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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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3城市环境保护 
C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自然保护区数

(个）
Number of Nature Reserves (unit) 9 9 9 9 11 16 31

自然保护区面积

(万公顷）
Are of Nature Reserves (10 000 ha) 15.03 15.03 15.03 15.03 15.14 22.16 60.70

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Percentage of Nature Reserves in 

比 重 （％) the Land Area (%)
1.8 1.8 1.8 1.8 1.8 2.7 7.4

生态示范区数（个）
Number of Demonstration Zone of 

Ecology (unit)
- - 2 2 2 2 2

生态示范区面积 

(万公顷）

Area of Demonstration Zone of 

Ecology (10 000 ha)
- - 43.47 43.47 43.47 43.47 43.47

生活污水排放童 

(万吨）

Discharged Volume of Sanitary 

Sewage (10 000 tons)
23393 36726 37909 39092 40011 42574 43953

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 

(万吨）

Discharged Volume of C O D  in 

Sanitaiy Sewage (10 000 tons)
10.80 12.24 12.64 12.75 13.04 13.84 14.17

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Discharged Volume of S02 from 

Living (10 000 tons)
19.43 18.27 17.52

生活烟尘排放量 

(万吨）

Discharged Volume of Dusts from 

Living (10 000 tons)
18.42 10.09 9.55 9.18

当前完成限期治理项目

数 （项）

Number of Completed Treatment 

Projects within Lunited Time (unit)
224 172 1709

完成限期治理项目投资

额 （万元）

Con^letcd Investment in Treatment 

Projects within Limited Time (10 

000 yuan)
3464 2744 104250

烟尘控制区数

(个/平方公里）

Number of Districts Where Dusts 

are under Control (unit/sqJcm)
33/254.50 42/274.36 42/274.36

环境嗓声达标区数

(个/平方公里）

Number of Districts Where Noises 

are up to Standards (unit/sq.km)
26/144.40 33/164.00 34/165.94

工业污染治理施工项目

数 （个）

On-going Project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unit)
126 220 300 561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完成 

投 资 （万元）

Completed Investment in Project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10 000 yuan)
8960 9892 10733 33524

工业污染治理竣工项目

数 （个）

Completed Project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reatment (unit)
130 191 229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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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4工业“三废”排放处理及综合利用情况（1990—2000年） 
DISCHARGE, TREAT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AND SOLID WASTES BY INDUSTRY (1990-2000)

工业废水（万吨）

Industrial Waste Water(10 000 tons)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标立方米）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年份 排放总量 经过处理的 处理排放达标量

Year

Discharged Volume Treated Volume Up to Discharge Standards

Total Volume of 

Industrial Waste Gas 

Discharged 100 

million cu.m)

Discharged Volume of 

Sulphur Dioxide(10 

000 tons)

1990 61235 12243 23749 1648 82.38

1991 47589 17119 22528 1912 82.30

1992 50585 22029 24043 2234 89.38

1993 46066 16148 23853 1848 88.68

1994 43771 13928 22277 2102 90.88

1995 44000 15719 21158 1979 89.23

1996 50987 31503 23714 1570 54.38

1997 40529 37515 22864 2323 42.17

1998 93997 77080 31259 1713 73.64

1999 90220 107366 32901 1839 75.88

2000 84344 112792 36427 1908 66.42

工业粉尘（万吨） 工业烟尘（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万吨）

年份

Industrial Dusts (10 

000 tons)

Industrial Smokings 

(10 000 tons)
Industrial Soild Wastes (10 000 tons)

Year

排放量 排放量 产生童 排放量 处置童 综合利用量

Discharged Volume Discharged Volume
Produced

Volume

Discharged

Volume
Treated Volume Utilized Volume

1990 12.79 670 209.12 78.22 308.77

1991 9.92 130.62 215.56 367.25

1992 15.27 124.50 176.62 413.20

1993 12.17 94.11 148.38 432.00

1994 11.47 80.39 197.37 404.00

1995 12.80 4.68 684 93.00 185.00 480.00

1996 15.96 4.50 735 55.03 82.55 530.13

1997 19.66 10.70 L148 73.58 120.99 623.05

1998 14.42 14.42 1368 40.90 79.40 597.00

1999 18.24 14.06 1511 290.52 42.40 655.47

2000 22.01 12.18 1305 238.42 37.64 6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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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工业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2000年） 
DISCHARGED VOLUME AND TREATMENT OF WASTE GA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Y SECTOR(2QOO)

工业废气排放 

总量 燃烧过程中 

废气排放量

生产工艺过

(亿标立方米) #经过消 程中废气排 #经过净化

烟除尘的 放ft 处理的
行业 Sector

Total Volume 

of Industrial 

Waste Gas(100 

million cu.m)

Volume of Volume of

Waste Gas is Soot & Waste Gas in

the Process 

of Fuel 

Burning

Dust

Removed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urified

总 计 Total 1907.90 1130.29 969.30 777.61 665.29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36.39 25.66 21.92 10.72 10.72

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 

业

Food, Beverage and Tobacco 

Industry
19.94 19.84 17.85 0.10 0.07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10.19 10.19 9.21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0.19 0.19 0.10 - -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 Paper Products 16.15 15.76 8.27 0.39 0.13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0.22 - 0.22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  Coking 4.67 0.23 0.12 4.44 4.44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201.49 94.27 75.17 107.22 49.47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9.42 9.42 9.23 0.01 0.01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48.78 44.23 44.23 4.55 4.55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1.99 1.98 1.82 0.02 0.02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1.17 0.75 0.70 0.42 0.39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517.72 289.70 259.63 228.02 197.13

#水泥制造业 Cement Manufacturing 430.11 224.79 203.08 205.32 179.1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409.59 95.30 11.01 314.29 305.8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48.34 5.83 2.79 42.51 39.62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Machinery，Electrical

3.65 3.63 3.06 0.01 0.01

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80.52 17.99 15.11 62.53 50.7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Production &  Supply of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495.50 494.52 488.31 0.98 0.96

其他行业 Others 1.98 0.80 0.77 1.1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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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 

量(吨）

二氧化硫 

去除ft

(吨）

烟尘排放 

ft(吨）

烟尘去除 

量(吨）

工业粉尘 

排放量 

(吨）

工业粉尘 

去除量 

(吨）

行业 Sector Volume of 

Sulphur 

Dioxide 

Discharged

(ton)

Volume of 

Sulphur 

Dioxide 

Removed

(ton)

Volune of

Soot

Volume 

of Soot

Volume 

of Dust

Volume 

of Dust

-

Discharg

ed (ton)

Removed

(ton)

Discharg

ed (ton)

Recovpr-

ed (ton)

总 计 Total 664240 167562 121783 1457313 220127 446098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7807 11616 1684 46528 3677 8000

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 

业

Food, Beverage and Tobacco 

Industry
9953 935 1602 6745 168 10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5703 337 944 3167 14 82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64 33 34 30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 Paper Products 3172 279 516 1153 44 80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  Coking 2605 - 2504 71 167 11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49797 15835 6033 80150 3356 5409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3990 1699 411 4151 63

化学纤维制进业 Chemical Fiber 10681 - 621 48653 - -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1759 219 314 591 1 3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58 3 8 23 … 1

非金厲矿物制进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186783 16382 56173 120739 204203 365048

#水泥制造业 Cement Manufacturing 126679 15853 25768 116002 200674 362680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16455 95 1754 1007 6344 6357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nous Metals
719 310 157 590 16 638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Machinery, Electrical

3074 10 250 596 162 7

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8220 1391 1860 4430 190 98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Production & Supply of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302344 118418 33538 1138622 1721 2238

其他行业 Others 51056 - 13380 67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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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 16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利用情况（2000年） 
DISCHARGE, TREAT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OLID WAST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Y SECTQR(2000)

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 

量(万吨）

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 

利用量 

(万吨)

工业固体 

废物贮存

量(万吨）

工业固体 

废物处置

量(万吨>

工业固体 

废物排放

量(万吨>

行业 Sector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Produced(l 

0 000 tons)

Volume of

Utilized in
Volume of 

Accumu

lated (10 

000 tons)

Industrial

a Compre

hensive 

Way(10 

000 tons)

Volume of 

Treated (10 

000 Cons)

Solid

Wastes

Discharge

ed(10000

tons)

总 计 Total 1304.84 626.01 225J9 37.64 238.42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628.27 122.73 84.28 11.90 214.52

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 

造业
Food，Beverage and Tobacco Industry 32.53 31.73 0.22 0.27 0.43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3.14 2.89 0.01 0.08 0.16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0.06 0.04 - 0.02 -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  Paper Products 1.61 1.47 0.05 0.03 0.0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0.08 0.08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  Coking 8.81 4.47 2.84 1.50 -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118.06 81.91 21.27 9.27 5.68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4.59 3.88 0.01 0.35 0.35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6.64 6.46 - 0.18 -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0.95 0.90 - 0.04 -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0.02 0.02 - - -

非金厲矿物制造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78.68 72.21 18.4 1.72 1.12

#水泥制造业 Cement Manufacturing 65.53 51.75 18.03 - 0.6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160.80 124.39 31.26 3.19 1.99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irous 

Metals
1.61 1.43 0.08 0.20 0.04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1.05 0.69 - 0.33 0.03

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Machinery,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Manu&cturing 

Production &  Supply of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11.73

232.37

8.20

162.38

0.77

66.20

3.33

5.03

0.37

2.86

其他行业 Others 13.84 0.13 - 0.20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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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工业固体废 

物历年累计 

贮存量 

(万吨）

工业固体废 

物历年累计 

贮存占地面 

积

(万平方米）

“三废”综合 

利用产品产值 

(万元）

‘‘三废”综合 

利用产品利润 

(万元）

行业 Sector
Total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is(10 000 

tons)

Total Areas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Accumulate 

d Over the 

Years (10 

000 sq.m)

Output Value of 

Products Made 

from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  

Solid Wastes 

(10 000 yuan)

Profits 

Obtained from 

Comprchensiv 

e Utilization of 

Waste 

Gas,Waste 

Water &  Solid 

Wastes(10 000 

yuan)

总 计 Total 7568.47 773.07 59593 10963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6013.15 519.01 2921 354

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 

造业
Food, Beverage and Tobacco Industry 3.44 0.69 603 259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0.07 0.22 84 26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 - 2 -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  Paper Products 0.55 0.06 678 73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 - 33 31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  Coking 128.37 6.06 293 63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进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233.54 13.07 10282 2838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0.66 0.17 256 178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 - 1247 249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 0.18 493 42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 - 56 18

非金扃矿物制造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71.31 5.77 18962 1742

#水泥制造业 Cement Manufacturing 60.16 4.27 15627 167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25.87 43.29 5751 367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crrous 

Metals
0.25 0.02 730 624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0.04 0.05 351 133

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Machineiy,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  Supply of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77.92

1013.13

10.09

174.34

4880

11945

1761

2194

其他行业 Others 0.17 0.05 2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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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工业废水排放量（2000年） 
DISCHARGED VOLUME OF WASTE WAT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Y SECTOR (2000)

工业废水排 

放总童 

(万吨）

工业废水拌 

放达标量(万 

吨）

汇总工业企 

业数(个） #处理排放

达标量

行业 Sector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nit)

Total

Volume

(10000

tons)

Up to the 

Discharge 

Standards (10 

000 tons)

Treatment 

Up to the 

Discharge 

Standards

总 计 ToUl 1296 84344.00 63612.24 36426.91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nying 81 6040.07 5582.38 4822.97

食品、烟草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业
Food, Beverage and Tobacco 

Industry
127 3616.23 809.08 731.20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iy 57 1014.14 791.76 251.37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9 22.60 19.28 19.06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mg &  Paper Products 44 14336.69 7301.46 7072.25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13 4.63 4.29 3.18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Processing &  Coldng 7 24.59 6.65 6.36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129 22938.02 19234.39 10809.28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33 1986.34 1736.89 1373.88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4 3719.44 3719.44 1091.90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22 160.40 159.01 3.24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11 31.95 31.74 4 96

非金厲矿物制造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320 1730.81 1379.35 407.67

#水泥制造业 Cement Manufacturing 152 1296.41 1077.15 249.4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24 11472.90 7215.37 3009.06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17 1228.97 1222.21 221.26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49 412.69 365.07 226.57

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

Machinery,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243 6832.73 5849.10 1882.15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Production &  Supply of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82 8714.63 8136.25 4454.52

其他行业 Others 24 56.17 48.52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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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8工业“三废”排放、处理及综合利用情况（1999一2000年） 
DISCHARGE, TREATMENT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AND SOLID WASTES B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999-2000)

项目 Item 1999 2000

废水 Waste Water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
Total Volume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Discharged (10 

000 tons)
90220 84344

工业废水处理量(万吨） Volume of Waste Water Treated (10 000 tons) 107366 112792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万吨）
Volume of Waste Water up to the Discharge Standards

(10 000 tons)
58380 63612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Rate of Waste Water up to the Discharge Standards 66.38 80.30

废气 Waste Gas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
Total Volume of Waste Gas Discharged (10 000 million 

cu.m)
1839.33 1907.90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Volume of Sulphur Dioxide Discharged (10 000 tons) 75.88 66.42

烟尘排放量(万吨） Volume of Soot Discharged (10 000 tons) 14.06 12.18

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 Volume of Industrial Dust Discharged (10 000 tons) 18.24 22.01

工业粉尘去除量(万吨） Volume of Industrial Dust Removed (10 000 tons) 33.33 44.61

废物 Solid Wastes

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万吨）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Produced (10 000 

tons)
1511.47 1304.84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Discharged (10 000 

tons)
290.52 238.42

工业固体废物历年累计贮存总量(万吨）
Total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10 000 tons)
7434.35 7568.47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万吨）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Treated 42.40 37.64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万吨>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Utilized (10 000 tons) 655.47 626.01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Rat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Utilized 64.32 71.00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万元）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利润(万元）

Output Value of Products Made from Comprehensive 

Utillatl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  Solid Wastes 

(10 000 yuan)

Profits Obtained from Comprehensive Udlizatl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  Solid Wastes (10 000 

yuan)

80554

11719

59593

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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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工业污染治理情况(1997—2000) 
TREATMEN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1997-2000)

项目 Item 1997 1998 1999 2000

资金来源合计(万元） Total Funds(10 000 yuan) 8960 9892 10733 33524

建设资金 New Construction Funds 124 1094 2737 445

更改资金 Innovation Funds 453 1219 1774 594

综合利用利润留成 Profits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822 586 570 4523

环境保护补助资金 Subsid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43 1806 1316 1868

环保贷款 Loa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912 2302 3846 2595

其他 Others 5506 2886 490 23499

资金使用合计(万元） Total Expendltures(10 000 yuan) 8960 9892 10733 33524

治理废水 Treatment of Waste Water 3993 4469 5180 11458

治理废气 Treatment of Waste Gas 3443 3136 4495 18232

治理废物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s 1294 2031 413 283

治理嗓声 Noise Abatement 122 66 65 169

其他 Others 108 190 580 3382

当年安排治理项目（个）
Projects for Pollution Treatment in the 
Year(niilt)

126 220 300 561

当年竣工项目（个） Completed Projects in the Year(uiiit) 130 191 229 520

当年竣工项目新壜设计处理利用

“三废”能力

Tremtment Capacity of Completed Projects 
In the Year

废水(吨/日） Waste Watcr(ton/day) 123672 103833 156283 170045

废气(标立方米/时） Waste Gas (cu.m/hour) 732947 403873 800327 1334534

固体废物(吨/日） Solid Wastes(toii/day) 45175 89782 38040 5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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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年底自来水生产能力指年底城建部门管理的自来水厂和自备水源的社会单位取水、净化、送水、出厂输水干 

管等环节的实际生产能力。

年底供水管道长度指从送水泵到用户水表之间所有管道的长度。

全年供水总量指公用自来水厂和自备水源的社会单位全年的供水总量,包括有效供水量及损失水进。

生 活 用 水 量 指居民日常生活与公共福利设施的用水量。包括居民、饮食店、旅馆、医院、理发店、浴池、洗衣 

店、游泳池、商店、学校、机关、部队等单位的用水量。

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指城市用水的非农业人口数(不包括临时人口和流动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之 

比。计算公式：

用水普及率=(城市用水的非农业人口数/城市非农业人口数）X 100%

人工煤气生产能力指城市煤气厂制气、净化、输送等环节的综合实际生产能力。

输气管道长度指由压缩机、鼓风机、储气罐的出口到用户立管之间的全部管道长度。

全年供气总量指全年售给各类用户的全部煤气量。包括工业用量、家庭用量和其他用量。

城市用气菁及率指使用煤气(包括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的城市非农业人口数(不包括临时人口和 

流动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之比。计算公式：

城市煤气普及率=城市用气的非农业人口数/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 100%

年底实有铺装道路长度指除土路外,路面经过铺装宽度在3.5米以上的道路,包括高级、次髙级道路和普通 

道路。

城 市 桥 梁 指城市范围内，修建在河道上的桥梁和道路与道路立交、道路跨越铁路的立交桥，以及人行天桥。 

包括永久性桥和半永久性桥,不包括临时性桥、铁路桥、涵洞。

城市下水道总 长 度 指所有排水总管、干管、支管及暗渠、检查井、连接井进出水口等长度之和。

城市污水曰处理能力指污水处理厂每昼夜处理污水量的设计能力。

年末实有公共汽（电 )车 指年底可参加营运的全部车辆数,包括年底营运车辆数和库存查封未参加营运的车 

辆,不包括非营运车辆,如架线车、油罐车、工程车、货车及其他专用车辆和借人的客运车辆。

营运线路长度指设置的固定营运线路长度,包括郊区营运线路长度。不包括临时行驶的线路长度。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指城市公共绿地、专用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郊区风景名胜区的全部面积。

公 共 绿 地 指供游览休息的各种公园、动物园、植物园、陵园以及花园、游园和供游览休息用的林萌道绿地、广 

场绿地。不包括一般栽植的行道树及林荫道的面积。

工业废水排放置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水、外排的直接冷却 

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 

水应计算在内）。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指各项指标都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外排工业废水量,包括未经处理外排达标的 

和经过处理后外排达标的和两部分。国家排放标准见GB8978 - 88。

工业废水处理量指报告期内各种水治理设施实际处理的工业废水量,包括处理后外排@ 和处理后回用_的工 

业废水量。虽经处理但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废水量也应计算在内。计算时,如 间 和 厂 排 放 口 均 有  

治理设施,并对同一废水分级处理时,不应重复计箅工业废水处理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指企业厂区内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排人空气的含有污染物的气体的总 

量，以标准状态(273K,101325Pa)计。

二氣化硫排放最指企业在燃料燃烧工艺过程中排人大气的二氧化硫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指企业厂区内的燃料燃烧产主的烟气中夹带的颗粒物的量。

工业粉尘排放量指企业在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重量。如钢铁企业的耐火材料粉尘、焦化企业的筛 

焦系统粉尘.烧结机的粉尘、石灰窑的粉尘、建材企业的水泥粉尘等，不包括电厂排人大气的烟尘。

工Jlk圃体麽物产生量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总fi,包括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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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放射性废物和其他废物等;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和掘进废石 

(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酸性或碱性废石是指采掘的废石其流经水、雨淋水的PH值小于4或 PH值 

大于10.5者。

危 险 废 物 指列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爆炸性、 

易燃性、易氧化性、毒性、腐蚀性、易传染疾病等危险特性之一的废物。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指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 

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如用作农业肥料、生 

产建筑材料、筑路等。综合利用量由原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统计。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指以综合利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设施或专设的 

集中堆存场所内的tf。专设的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或贮存设施必须有防扩散、防流失、防渗漏、防止污染大气、水体的 

措施。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指将固体废物焚烧或者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场所并不再回取的工业固 

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处置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过）。处置方法如:填埋(其中危险废物应安全填埋）、焚烧、 

专业贮存场(库)封场处理、深层灌注、回填矿井等。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指将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排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场所以外的量。不包括矿山开采 

的剥离废石和掘进废石(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指利用“三废”(废液、废气、废渣)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产品产值(现行价），已经销 

售或准备销售的，应计算产品产值;但留作生产上自用的，不应计算产品产值。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利润指利用“三废”(废液、废气、废渣)生产的产品，销售后所得到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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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ap Water at the Year — end refere to the actual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lhe watei - 

works adniimsteretl by the urban conslruclion depaitmenl and those owned by enl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laking the capat:ily of the 

main links, such as water inflow, puriflcalion, conveyance and outflow of the trunk pipelines inlo accoujil.

Length of Water Supply Pipelines at the Year - end refeis lo the lotal length of all the pipelines belwmi the water 

pumps and llie users' walt:r nielere.

Annual Volume of Water Supply itfers U) the luial volume of water supplied by lhe public water - works and ihost* owned 

by individual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whole year, including both lhe effective water supply anti loss during [\w wulrr 

supply •

Consumption of Water for Residential Use refers lo lhe water consiimplion of households for daily life and iht* wuler con

sumption of public welfare facilities, including llie consumption of resUJuianU, hotels, hospitals，barber shops, public bathhouses, 

laundries, swinmiitig pools, shops, schools, iastitulioiis, army units and other unils.

Percentage of Urban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Tap Water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urban non - agricullural pupulalion 

(excluding temporary and mobile pupululion) with access to tap waler lo the lotal urban non - agricultural populdlion. The formula 

is：

Percentage of Populalion wilh Access to Tap Waler = Urban Non -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ilh Access to Tap water/Urban Non 

-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 100%

Production Capacity of Gasworks Gas refeî  to the actual comprehensive pnxluction capacity of the urban gasworks in gas 

generation, puriflcalion aiul delivery.

Length of Gas Pipelines refeî  lo tlie lotal pipeline length between lhe outlet of the compressor, blower or gas trnik and lhe 

shaft pipe of useî j.

Volume of Gas Supply refere to lhe lolal volume of gas sold to usere in a year, including the volume fur induslrial use, 

residenlial use and olher vises.

Percentage of U r b a n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G a s  lefens lo the ratio of lhe urban non -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ith ac

cess to gas (including gas, liquefied petroleiun 片as aiu.1 natural gas) to lhe urban non -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xcluding temporary 

and mobile population). The formula is ：

Percenlage of Populalion with Access lo Gas = Urban Non - a^nuultural Populalion with Access to Gas/Urbaii Non - agricul

tural Populalion * 100 %

Length of Paved R oad s at the Y e a r  -  end refers to lhe length of roads with a paved surface, and with a width of more 

than 3.5 melers, including high — quality，medium - quality and ordinary roads.

Urban Bridges refer to bridges over river courses; great separaled junctions and overpasses in urban areas. Permanent 

bridges and semi - permanenl bridges are included. lemporary bridges, railway bridges and culverts are excluded.

Length of U r b a n  Se wage Pipes refers to ll圯 tolal length of general drainage, trunks, branch and blind drainage, iiisptx*- 

lion wells, connection wells, itilels aiul oullels, elc.

Number of Public Vehicles (Buses and Trolley - Buses) at the Year - end refers to the total number of operational 

buses available at lhe year - end, including the year - end operalional vehicles and vehicles in slock. Non - operational vehicles 

such as stringing care, lank caw, machine - shop caî , liucks and olher special vehicles and lhe bonoweil passenger vehicles aie 

excluded.

Length of Routes in Operation refens Lo the length of designated regular routes in operation, including lhe length of sub

urban routes in operalion. rHie length of temporary operational lines is not included.

A rea  of U r b a n  Ga rdens a nd  G re en Areas refers to the lolal area of urban public green land, special green lantl, prxxluc- 

tion green land, pruleclion green land and suburban scenic spots.

Public Green Areas refers to gieen areas of various parks, zoos，botanical gardens, cemeteries, amusement parks, tree - 

flanked boulevards ̂ reen - lantl squares for tourism and relaxing. Areas with Irees planted along - side the streets and boulevards 

are excluded.

Volume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Discharged refers to lhe volume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discharged, ihrough all out

lets* lo lhe outsid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cluding wasle waler produced, direct - cooling water, underground waler from 

mines lhat does nol meet the slaiulard of dischai>?e, aiul the (lomestk sewage mixed up wilh industrial wasle water when discharged,

Disposal Capacity of Urban Sewage refers lo the designed 24 - hour capacity of sewage disposal al the sewage tre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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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excluding disc hailed imlirecl - cooling waler.

Volume of Waste Water up to the Standard for Discharge refers to the volume of dischai^ed industrial wastewater thal， 

with or wilhoul ti’eaUneiU, has come up U) the national or local standards for discharge.

Volume of Treated Industrial Waste Water refers to ihe volume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after being treated and purified 

through various water ti'eatiTienl facilities in the reference period, including the volume dischai^ed or recovered after being treated. 

TTie volume of wastewater I hat fails lo meet ihe national or lucal slamlarcls after trealmenl is also included. If there are treatment fa

cilities both at the outlets of workshops and al ihe oullels of the faclory, anti the same volume of wastewater has been treated lwit«, 

duplication should be avoid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volume of treated industrial wastewater.

Volume of Waste Gas Emission refers to waste gas emilted from burning of fuels and from production process in the an^i 

of ihe faclory, ami is measured by I lard cubic melenj each year under rnimal condition.

Volume of Sulphur Dioxide E refers to the volume of sulphur dioxide to the air in the process of fuel burning or

in the production piucess.

Volume of Industrial Soot Discharged refers lo the vulume of solid soot in the smoke discharged in the process of fuel 

burning in the area of ihe factory.

Industrial Dust Discharged to the total weighl of solid dust discharged b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pixxluction

process, sucli as dust of lefractorv imtcrials fruni iit>n plants, dust frum coke - screemng system or from sintering machines of cok

ing plants, dust (rum litue kilns, (.emciU dust from building material enterprises, etc.，but excluding smoke and dust discharged by 

power plants.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Produced refere lo the lolal volume of solid, semi - solid or high - concentration liq

uid residue piuduced by induslrial enterprises in iheir pruduclion process, including dangerous wastes, residues from melling, 

powdered coal ash, gangue, chemical residues, tailings, radioactive residues and other residues, but excluding stripped or dug 

stones in mining (excepl gangue and acid or alkali stones which are slones washed or soaked by water with a P H  value smaller than 

4 or larger lhan 10.5.)

Dangerous Wastes refers lo the wastes which are listed by ihe govemmenl as the dangerous wastes or ihe wastes which are 

explosive, inflamniable，uxidizable, poisonous t corrusive or lial)le lo cause infectious diseases or have other dangerous chaiacleristic 

spec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ihe standards or methods tipulated by ihe government for identifying the dangerous wastes.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Utilized in a Comprehensive Way refers lo the volume of solid wastes fruni which 

useful mateiials can be extracled or which can be changed to be utilizable resources, energy or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volume 

of induslrial solid wastes stoied up in ihe previous yeare and utilized in ihe currenl year, such as the solid wastes utilized as fertili

zers, building materials, fur making ix>acls or for olher purpose. Stalistical date un ulilizatiu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is collected 

by solid wastes pnxluciiig units.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Stored up refers to ihe volume of induslrial solid wastes temporarily stored up or piled 

with special facilities or piled in the special sites fur the purpose of utilization or trealmenl in future. The special facilities or special 

sites foi storing up solid wastes should have ihe measures against spreading or being washed away to other places t pemiealiiig the 

soil or causing air pollulion or water cuiitdniiiialion.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Treated refere lo solid wastes disposed of in a non - recoverable place lhal meet the 

requiremenl of euviruiurienlal proteclion, such as burying (The tlaiigeiuus wastes should be buried safely)，buniirig, piling in desig

nated sites, pouring waler into the tleep slrala, filling of uld mines, etc. (including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s piled up in the previ

ous years).

V o l u m 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Discharged refers lo the volume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pitwluced and discharged at 

the places outside the special facilities or special sites fur prevenlin^ againsl pollulion, excluding stripped or dug stones in mining 

(except gangue ami acid or alkali waste slones).

Output Value of Products Made from Utilizati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and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refenj to 

ihe value of pruclucls (calculated al currenl prices) made by induslrial enterprises using recovered waste waler, wasle gjw or solid 

waales as main raw materials. Only ihe value of ihe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sold or are ready, to be sold should be included. 

The value of the pnxlut.ls，which will be used in the pfuduclion of ihe enleiprises, should nol be included.

Profit Obtained from Utilization of Waste Gas, Waste Water and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refere to profit oblaint*d 

from selling or own - consumpliun of piuducls made b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sing recovered waslewater waste gas or solid wastes as 

main raw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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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各类市场情况

8 _ 1房产市场交易（2000年） 
REAL ESTATE MARKETINGS (2000)

全市

Total
项目 Item

各E 市 

Total of Districts 

(cities)

各县 

Total of Counties

房产买卖 Housing Business

成交面积（万平方米） Area (10 000 sq.m) 623.35 385.88 237.47

#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534.83 327.78 207.05

办公用房 Office Buildings 13.79 8.74 5.05

商业营业用房 Commercial Buildings 74.73 49.36 25.37

成交金额（万元） Amount(10 000 yuan) 505832.52 375000.69 130831.89

#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332901.02 250497.97 82403.05

办公用房 Office Buildings 14149.51 9377.10 4772.41

商业营业用房 Commercial Buildings 158579.56 115125.62 43453.94

房产租赁 Housing Rent

出租面积（万平方米） Area (10 000 sq.m) 68.03 49.W 18.84

#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38.91 29.30 9.61

办公用房 Office Buildings 1.47 0.31 1.16

商业营业用房 Commercial Buildings 19.60 11.53 8.07

租金收入（万元） Income( 10 000 yuan) 3761.37 920.05 2841.32

# 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278.64 225.00 53.64

办公用房 Office Buildings 403.52 8.36 395.16

商业营业用房 Commercial Buildings 3072.21 679.69 2392.52

向个人出售住宅 Housing Sold to Individuals

新建住宅出售 New Housing Sold

面 积 （万平方米） Area(l0 000 sq.m) 301.09 201.56 99.53

销 售 额 （万元） Sales(10 000 yuan) 258594.36 211716.26 46878.10

旧住宅出售 Old Housing Sold

面 积 （万平方米） Area(10 000 sq.m) 204.89 125.08 79.81

销 售 额 （万元） Sales(10 000 yuan) 62590.62 38157.37 24433.25

8—2城乡集市贸易情况 
FREE MARKE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构成

Composition(%)
指数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集市数(个） Number of Free Markets(unit) 2232 2332 100.0 100.0 4.5

城市 Utban Areas 

Rural Areas

755 802 33.8 34.4 6.2

农村 1477 1530 66.2 65.6 3.6

集市贸» 成交颧(万元） Transaction V  丨 lue(10 000 yuan) 4612850 4935715 100.0 100.0 7.0

城市 Urban Areas 2812061 2983096 61.0 60.4 6.1

农村 Rural Areas

Of the Transaction Value

1800789 1952619 39.0 39.6 8.4

在集市贸易成交額中

粮油类 Grain and Oil 347132 358647 7.5 7.3 3.3

肉禽蛋类 Meat Poultry and Eggs 1059733 1115179 23,0 22.6 5.2

水产品类 Aquatic Products 286128 309393 6.2 6.3 8.1

蔬菜类 Vegetables 881906 892175 19.1 18.1 U

干鲜果类 Dried and Fresh Fruits 296807 325515 6.4 6.6 9.7

大牲畜类 Large Domestic Animals 9856 10622 0.2 0.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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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ATISTICS ON MARKETINGS

8—3重点市场交易情况 
TRANSACTIONS OF MAJOR MARKETINGS(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单位 成交额

Name of Enterprises Transaction Value

重庆朝天门综合交易市场 721000

重庆市观音桥农贸市场 349909

沙区马家岩板材批发市场 122042

大足县龙水五金市场 109600

沙区西南物资交易市场 82703

大渡口区西南建材中心 77999

重庆市菜园坝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76800

重庆金厲材料现货交易市场 66400

重庆市学田湾小食品市场 65720

南坪市场 45988

垫江县北门市场 38670

重庆市旧车交易市场 35932

重庆市渝北区两路农贸市场 25768

重庆机动车交易市场 22901

渝州交易城蔬菜粮油批发市场 20250

重庆市巴南医鱼洞农贸市场 19688

袁家岗摩配交易中心 19396

南坪新市场 19374

南川市中心市场 18600

长寿县凤城镇消费品综合市场 18563

重庆联芳建材市场 18346

荣昌县仔猪市场 17600

# 江河东市场 17447

几江农贸市场 17284

重庆市渝中区新华家电市场 17000

扬家坪农贸市场 15637

铜元局市场 15037

重庆市涪陵南门山农贸市场 14744

龙水废金厲市场 14200

重庆市渝北区渝航商场有限公司 14000

潼南县综合贸易大度 13912

重庆市西三街水产品市场 13438

重庆龙溪建材批发市场 13000

大波口区九宫庙农贸市场 12427

簠庆市渝中区雅兰电子城 12331

重庆解放碑电脑城 12281

九龙坡区袁家岗农贸市场 11862

玉屏市场 11464

中国畜牧科技城饲料善药市场 11100

合川市合州市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1049

幵县汉大市场 11000

重庆市涪陵灌溪沟综合市场 10372

丰都县平都商场 10180

璽庆市巴南区马王坪农贸市场 9794

重庆菜园坝南园摩托车配件市场 2000

九龙商业城 1906

• 320 •



8 - 各类市场情况

8—4技术市场交易情况（1999—2000年） 
TRANSACTIONS OF TECHNOLOGY EXCHANGES (1999-2000)

单位：项、万兀 （item，10 000 yuan)

技术买方 

Purchases of Technology

技术卖方 

Sales of Technology

项目 Item 项数

Number

金额

Value

项数

Number

金额

Value

1999 2000 1999 2000 1999 2000 1999 2000

总计 Total 1374 1610 325345 296594 1374 1610 325345 296594

#企业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08 1247 313482 220328 515 225 197998 105070

科研机构 Research Institutions 35 50 760 5877 374 778 32448 47120

大中专院校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Secondary Schools
- - - - 202 205 83397 72837

技术贸易机构 Technoical Business Institutions 47 5 2827 401 171 200 4156 5918

个人及个人合伙 Individual and Its Clubiog 22 14 500 120 12 19 430 1560

8—5人才市场与人才流动情况（1999一2000年） 
MARKETINGS OF QUALIFIED PERSONS AND EXCHANGES。999-2000)

项 目 Item 1999 2000

挂牌人才市场（个） Number of Registered Marketings (unit) 25 26

人才流动机构（个） Institutions for Qualified Persons Exchanging (unit) 95 60

实有人数（人） Number of Personnel (person) 242 210

全年接收人亊档案数量（份） Number of Personal Files Received (copy) 12408 14446

现存人事档案总量（份 ） Number of Personal Files Remained (copy) 28473 39197

流动人员职称评定（人） Professional T  itles of Exchanging Persons (person) 1245 854

#评定高级职称人数 Senior Titles 7 25

评定中级职称人数 Medium Titles 98 101

评定初级职称人数 Junior Titles 1140 728

举办人才交流大会（次 ） Exchanging Meetings Held (time) 230 500

参加人才交流大会的招聘单位（万个）
Units Attended in Exchanging Meetings for 

Recruitment (10 000 units)
2.00 3.00

达成流动意向协议的人数（万人） Number of Persons Signed (10 000 persons) 1. 83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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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ATISTICS ON MARKETINGS

8—6 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交流情况（1999-2000年) 
LABOR MARKETINGS AND EXCHANGES(1999-2000)

项目 Item 1999 2000

职业介绍机构数（个） Number of Employment Agencies (unit) 272 >、 277

其中：市、区县劳动保陣部门办 Run by Labor Security Department 42 42

登记招W 人 数 （人） Number of Registered Recruitment (person) 153226 » 224561

按产业需求分 By Industiy Demand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iy 317 992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iy 23138 48639

第三产业 Teritary Industry 129771 174930

按用人单位经济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 State-owned 46292 56743

集体 Collective-owned 9155 11018

联营 Joint Ownership 41992 68417

三资 Overseas Funded 12983 16955

私营及个体 Private and Individual 36260 65927

其他 Others 6544 5501

a 记求职人数（人次） Number fo Registered Persons (person-time} 177811 275267

按人员类别分 By Type

失业人员、失业职工 Unemployed Persons, Staff and Workers 121354 197070

下岗职工 Laid-off Staff and Workers 30488 42474

农村剩余劳动力 Rural Surplus Labors 16001 24248

其他 Others 9968 11475

按职业技能分 By Labor Skill

高级职称 Senior 1052 2026

中级职称 Medium 5155 10039

初级职称 Junior 171604 263202

介绍成功人数（人）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person) 93506 147518

按就业去向用人单位经济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 Stateowned 35313 49683

集体 Collective-owned 5585 6926

联营 Joint Ownership 15996 37944

三资 Overseas Funded 4822 10412

私营及个体 Private and Individual 23574 38054

其他 Others 8216 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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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农业和农村经济

9 - 1主要年份农村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RURAL AREAS IN MAJOR YEARS

年份 乡镇个数(个） 乡村户数(万户） 乡村人口（万人） 乡村从业人员(万人）

Year
Number of Township and 

Town GovemmeDts(unit)

Number of Rural

Households。。000 

households)

Rural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Rural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1949 1446.24 650.59

1952 1546.01 692.81

1957 1685.98 762.15

1962 2108 1506.16 692.19

1965 2082 1676.21 755.99

1970 2081 1977.85 857.78

1975 2084 2264.67 921.67

1978 2066 2289.89 930.06

1980 2092 2293,18 983.73

1985 2046 571.34 2334.40 1114.12

1990 1990 687.59 2448.07 1270.37

1995 1444 705.89 2457.39 1350.62

1996 1443 708.87 2459.08 1330.41

1997 1440 708.64 2452.75 1320.91

1998 1483 709.84 2445.12 1316.95

1999 1452 710.99 2442.47 1342.99

2000 1472 710.28 2420.32 1352.60

9 - 2主要年份农业生产条件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MAJOR YEARS

年份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万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

(万公顷）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农业化肥施用量

(万吨）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时）

Year

Year-«nd Cultivated 

Area 

(10 000 hectares)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10 000 hectares)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lOOOOkw)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10 000 ton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 

(10000 kwh)

1949 196.96 5.48

1952 200.21 6.73

1957 198.53 13.40

1962 186.56 21.31 4.00 1852

1965 187.50 26.10 10.00 3791

1970 181.74 31.92 22.00 12655

1975 177.80 42.84 54.00 21045

1978 174.55 56.27 101.00 28542

1980 173.24 60.42 155.00 29.04 37953

1985 166.72 60.98 219.00 30.89 63309

1990 165.15 58.02 275.03 48.6 97091

1995 162.91 59.79 386.05 61.93 174847

1996 162.21 60.00 409.91 65.55 196788

1997 161.28 61.84 454.07 69.64 227302

1998 160.11 61.41 506.64 71.18 242934

1999 159.43 62.06 558.54 71.03 260029

2000 158.32 62.50 586.47 72,00 27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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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9一3 主要年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MAJOR YEARS (1990 constant prices)
单位：万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yuan)

年份

Year

农林牧渔总产值 

Gross Output Value

农业

Fanning

林业

Forestry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渔业

Fishery

1949 419294 333600 24176 60130 1388

1952 502696 389676 29896 81581 1543

1957 648310 493825 43212 108860 2413

1962 414060 345046 25063 42757 1194

1965 625685 473495 31422 118441 2327

1970 635440 474766 27821 130357 2496

1975 687881 525039 36096 123401 3345

1978 847795 665328 42994 135418 4055

1980 977159 704860 42819 224572 4908

1985 1408409 922727 90025 381314 14343

1990 1700902 1068597 64075 542441 25789

1995 2153210 1249919 82213 772809 48269

1996 2212690 1272353 83252 801007 56078

1997 2286052 1297521 79720 843910 64901

1998 2341558 1317367 93441 857790 72960

1999 2337590 1326710 70712 860991 79177

2000 2360366 1330868 61251 885538 82709

注：本表为农普衔接数，具有可比性。

Note: Data in this table is consistent with Agricultural Census, and can be comparable.

9 _ 4主要年份农产品产量（一）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MAJOR YEARS (I)

年份

Year

粮食(万吨）

Grain 

(10 000 tons)

油料(万吨）

Oil-bearing Crops 

(10 000 tons)

甘蔗(万吨）

Sugarcane

(10 000 tons)

烟叶(吨） 

Tobacco(ton)

#稻谷 

Rice

1949 402.68 246.57 0.90 8.78 8535

1952 470.97 281.33 3.19 10.61 9238

1957 596.55 316.39 5.13 6.86 8247

1962 378.23 191.26 1.40 1.04 2566

1965 566.17 293.32 3.87 14.47 4654

1970 564.37 307.80 2.68 9.00 1667

1975 603.72 325.84 4.13 24.87 8146

1978 814.71 345.07 7.71 31.20 22528

1980 844.25 341.59 11.57 36.64 8098

1985 954.02 461.73 18.12 30.24 36239

1990 1087.53 550.40 22.02 20.55 74393

1995 1186.46 532.63 25.10 8.76 77981

1996 1172.14 542.64 23.60 8.27 132355

1997 1184.63 552.44 23.34 8.08 164736

1998 1155.36 519.38 25.11 7.28 79970

1999 1143.05 533.01 24.09 7.59 95653

2000 1131.21 525.43 31.06 9.06 10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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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5主要年份农产品产量（二）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MAJOR YEARS( II)

年份

Year

麻类 (吨） 

Fiber Crops(ton)

茶叶(吨） 

Tca(ton)

蚕茧 (吨） 

Silkworm Cocoons(ton)

水果(万吨） 

Fruit 

(10 000 tons)

牛奶(吨〉 

Cow Milk(ton)

1949 1416 916 761 6.02 1171

1952 1889 1059 1236 7.75 1292

1957 1811 1914 1588 7.14 2621

1962 598 1981 1325 8.80 3925

1965 I04S 2369 2306 6.83 6576

1970 666 2927 6608 4.54 965】

1975 632 4884 10477 7.12 11940

1978 1659 8004 15404 7.91 15891

1980 6172 9217 25751 15.69 17277

1985 25787 16172 33130 24.70 29677

1990 12707 18103 43502 35.08 46293

1995 11092 17440 52058 59.55 40920

1996 10898 15536 27402 56.62 40188

1997 11175 14996 28072 60.72 45126

1998 7541 15299 29226 74.10 46587

1999 6826 14441 24177 71.70 46614

2000 8406 14526 29098 81.68 55987

9一6主要年份农产品产量（三）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MAJOR YEARS(UI)

年份
禽蛋

(吨）

水产品

(吨）

出槽肥猪头数

(万头)

肉类总产量

(万吨）

年末大牲畜头数 

(万头）

Year
Poultry Eggs 

(ton)

Aquatic Products

(ton)

Slaughtered Fattened 

Hogs 

(10 000 heads)

Gross Output of Meat 

(10 000 tons)

Year-end Large Animals 

(10 000 heads)

1949 3575.70 174.70 11.00 107.90

1952 4119.30 254.80 16.00 122.50

1957 6514,80 345.10 21.70 131.20

1962 3790.70 76.90 6.90 115.60

1965 6964.40 421.50 25.60 128.00

1970 7649.20 414.50 23.10 150.20

1975 10797.30 489.90 28.10 151.10

1978 13637.50 542.70 32.00 145.00

1980 15220.70 863.30 47.60 144.60

1985 86697.00 38801.90 1245.50 79.10 132.40

1990 121973.00 64054.00 1320.76 96.28 116.22

1995 192103.00 121289.00 1593.46 124.59 135.75

1996 208460.00 140656.00 1637.51 129.94 140.40

1997 234996.00 158265.00 1699.74 137.39 144.01

1998 244581.00 178607.00 1720.14 140.00 152.48

1999 262866.00 191313.00 1703.19 140.5 163.88

2000 278919.00 200345.00 1724.96 143.91 167.45

注：1990*2000年年内肉类总产量、大牲畜存栏为农业普査衔接数。

Note: Gross output of meat and year-end large animals from 1990 to 2000 are consistent with Agriculture 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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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7农村基本情况（1999一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RURAL AREAS (1999-2000)

指标 Item

绝对数

Value

构成(％) 

Composition(%)

1999 2000 1999 2000

户数(万户） Households(10 000 households) 710.99 710.28

人口 (万人） Population(10 000 persons) 2442.47 242032

乡村从业人员(万人） Rural Employment(10 000 persons) 1342.99 1352.60

按性^分 By Sex

男 Male 717.51 723.2 53.4 53.5

女 Female 625.48 629.4 46.6 46.5

按行业分 By Sector

农林牧渔业 Agriculture 955.09 921.5 71.2 68.1

工业 Industry 57.68 59.25 4.3 4.4

建筑业 Construction 71.77 75.58 5.3 5.6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7.87 18.53 1.3 1.4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Wholesale &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30.77 33.46 2.3 2.5

其他 Others 209.81 244.28 15.6 18.0

村委会个数(个） Number of Villagers' Conunlttee8(uiiit) 20630 20589

#自来水受益村数 Number of Villages with Access to Tap Water 7721 7866 37.4 38.2

通汽车村数 Villages with Highways 17348 17993 84.1 87.4

通电话村 Villages with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Offices 13190 16610 63.9 80.7

9 - 8耕地面积増减情况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CULTIVATED AREA

单位：公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ctare)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年初实有耕地面积
Year-beginning Cultivated 
Area

1652366 1633120 1629167 1622117 1612784 1601060 1594263

当年增加 Increase in the Year 1406 940 1494 1020 1124 815 562

8新开荒 Open up Undeveloped Land 758 385 838 702 379 306 253

当年减少 Decrease in the Year 2237 4893 8544 10353 12848 7612 11660

»国家基建占地
Government Capital 

Construction
1000 1848 2687 3803 4688 2707 2490

乡村集体占地
Villag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759 2133 2047 2969 2756 2090 1931

农民个人建房占地 Peasant Housing Constructioti 478 538 588 598 671 532 482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Year-end Cultivated Area 1651535 1629167 1622117 1612784 1601060 1594263 1583165

水田 Paddy Fields 853868 834976 832858 829839 825098 821695 815960

旱地 Dry Fields 797667 794191 789259 782945 775962 772568 767205

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占有耕 

地 （亩）

Cultivated Area Per Rural 

Pcrson(mu)
1.05 1.05 1.05 1.05 1.05 0.98 0.98

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占有 

耕 地 (亩 )

Cultivated Area Per Rural 

Labor Forcc(mu)
1.95 1.81 1.83 1.83 1.82 1.7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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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农业生产条件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75.03 386.05 409.91 454.07 506.64 558.54 586.47

2190 842 772 661 1878 529 10093

20596 10486 15091 15170 15600 14700 14900

55.86 60.41 59.49 76.47 74.46 45.55 85.21

56919 60509 56321 64443 78200 105200 228300

16870 43139 49380 61761 79493 101633 124711

112073 102827 135416 154087 173700 - -

12326 16155 17628 19340 21296 20992 22798

50313 53468 30844 58617 61200 - -

356 820 1005 1078 1248 1649 1739

97091 174847 196788 227302 242934 260029 278728

1092 1028 1012 931 839 814

63798 70680 70530 71303 74898 77845

580234 597868 600000 618640 614120 620560 624590

35.1 36.7 37.0 38.4 38.4 38.9 39.5

300209 312458 315327 311800 316460 318440 321450

48.60 61.93 65.55 69.64 71.18 71.03 72.00

39.70 42.17 44.00 45.92 47.21 45.84 45.96

7.28 13.52 14.31 15.25 15.53 15.63 16.27

1.48 1.56 1.88 2.27 2.21 2.54 2.54

294.28 380.59 440.11 431.80 444.58 445.52 454.78

1.39 1.53 1.59 1.77 1.86 1.96

0.91 1.01 1.08 1.23 1.28 1.39

156164 145912 149740 154585 152358 158537

7.13 7.50 8.44 7.57 7.79 10.88

1.45 1.69 1.68 1.82 1.84 1.85

农此机械拥有置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台） 

小型和手扶拖拉机(台）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万千瓦）

农用水泵(台） 

机动脱粒机(台）

磨面机、碾米机(部） 

农用载重汽车(辆） 

饲料粉碎机(部） 

渔用机动船(艘）

农村用电量及小水电

农村用电童(万千瓦时）

乡村办电站(个）

乡村办电站发电能力(万千瓦) 

农田水利

有效灌溉面积(公顷）

占耕地面积比重(%)

保证灌溉面积(公顷）

农用化肥 

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万吨）

»氮肥 

供肥 

钾肥

每公顷耕地施用量(公斤）

农用89料簿膜使用量(万吨） 

tt地膜使用量 

地膜覆釐面积(公顷） 

农用楽油(万吨） 

农药使用量(万吨）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xy(10 000 lew)

Large and Medium Agricultural 

Tractors(unit)

Small and Walking Tractors(unit)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Machinery 10 000 kw)

Pumps(unit)

Motorized Threshing 

Machines(unit)

Flour and Rice Mill(unit)

Farm Tracks(vchiclc)

Fodder Grinder(unit)

Motorized Fishing Boats(vesse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Mini-hydropower Stations in 

Rural Area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10 000 kwh)

Electricity Power Stations in 

Rural Areas(unit)
Generating Capacity of Electricity 

Power Station in Rural Areas(10

Farmland and Irrigation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hectare)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Arca(%) 

Ensured Irrigated Area(hectarc)

Farm Chemical FertUlzer

Chemical Fertilizer(netX10 000 

tons)

Nitrogenous Fertilizer

Phosphate Fertilizer

Potash Fertilizer 

Chemical Fertilizer Per Hcctare 

(kg)

Farm Plastic Film (10 000 tons)

Consumption of Farm Plastic 

Film

Covered Area by Farm Plastic 

Film(hectare)

Faun Diesel 0il(10 000 tons)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PesticidcsnO 000 tons)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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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10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99一2000年）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1999-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现价)

Gross Output Value 

(current prices)

构成

Composition

(%)

1999 2000 1999 2000

总计 Total 4168780 4126272 100.0 100.0

农业 Fanning 2496237 2447376 59.9 59.3

粮食作物 Grain Crops 1395974 1317787 33.5 31.9

经济作物 Cash Crops 125524 161165 3.0 3.9

蔬菜 Vegetables 609068 614276 14.6 14.9

茶、桑、水果 Tea Mulberry and Fruits 117900 103273 2.8 2.5

其他 Others 247771 250875 5.9 6.1

林业 Forestry 115588 108236 2.8 2.6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1409527 1419910 33.8 34.4

大牲畜繁殖增重 Breeding of Large Domestic Animals 34461 36366 0.8 0.9

猪 Hogs 924389 934496 22.2 22.6

家禽饲养 Poultry Raising 158924 154279 3.8 3.7

活的畜禽产品 Live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216061 209467 5.2 5.1

其他 Others 75692 85302 1.8 2.1

渔业 Fishery 147428 150750 3.5 3.7

指标 Item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990年不变价） 

Gross Output Value 

(1990 constant prices)

指数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总计 Total 2337590 2360366 101.0

农业 Farming 1326710 1330868 100.3

粮食作物 Grain Crops 681642 660619 96.9

经济作物 Cash Crops 82060 97205 118.5

蔬菜 Vegetables 258822 273136 105.5

茶、桑、水果 Tea Mulberry and Fruits 116332 101061 86.9

其他 Others 187854 198847 105.9

林业 Forestry 70712 61251 86.6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860991 885538 102.9

大牲畜繁殖增重 Breeding of Large Domestic Animals 24712 26167 105.9

猪 Hogs 592710 600285 101.3

家禽饲养 Poultry Raising 77369 77348 100.0

活的畜禽产品 Live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120168 128390 106.8

其他 Others 46032 53348 115.9

渔业 Fishery 79177 82709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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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1999一2000年） 
SOWN AREAS AND OUTPUT OF MAJOR FARM CROPS (1999-2000)

1999 2000

指标 Item
播种面积

(公顷）

总产量

(吨）

单位产量 

(公斤）

播种面积

(公顷）

总产量

(吨）

单位产量

(公斤）

Sown Areas 

(hectare)

Total Output 

(ton)

Yield Per Unit 

(kg)

Sown Areas 

(hectare)

Total Output 

(ton)

Yield Per Unit 

(kg)

粮食 Grain 2862143 11430451 3994 2773404 11312145 4079

谷物 Cereal 1892908 8710440 4602 1793481 8503878 4742

夏收谷物 Summer Cereal 889330 2021853 2273 827276 2017809 2439

稻谷 Rice 788576 5330086 6759 776636 5254279 6765

早稻 Early Rice 2455 14653 5969 1527 7714 5052

中稻 Middle Rice 783435 5301580 6767 773378 5237961 6773

晚稻 Late Rice 2686 13853 5157 1731 8604 4971

小麦 Wheat 531598 1214941 2285 466175 1213803 2604

玉米 C o m 519898 2027313 3899 500658 1962438 3920

高梁 Sorghum 21527 49434 2296 22861 43050 1883

其他谷物 Other Cereal 31309 88666 2832 27151 30308 1116

豆类 Bean 194393 219325 1128 219122 245952 1122

大豆 Soybean 74193 68051 917 80188 88536 1104

杂豆 Other Beans 120200 151274 1259 138934 157416 1133

薯类 Tuber 774842 2500686 3227 760801 2562315 3368

马铃薯 Potato 312267 802478 2570 308872 849265 2750

油料 Oil-bearing Crops 197151 240859 1222 226384 310559 1372

#花生 Peanut 35305 60098 1702 42157 75543 1792

油菜籽 Rapeseed 151801 173302 1142 173185 226055 1305

麻类 Fiber Crops 4737 6826 1441 6128 8406 1372

tt苎麻 Ramie 3962 6153 1553 5425 7687 1417

黄红麻 Jute and Ambary Hemp 763 657 861 675 635 941

糖料(甘蔗） Sugar Crops (sugarcane) 2096 75883 36204 2332 90557 38832

烟叶 Tobacco 63969 95653 1495 70775 104082 1471

#烤烟 Flue-cured Tobacco 49650 72005 1450 55212 76921 1393

mm Vegetables 322561 6899611 21390 344807 7818659 2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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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 12林牧渔业生产情况 
OUTPUT OF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林业 (公顷） Forestry(hectare)

当年造林面积 Current New Forest Areas 117991 112828 108980 146500 138150 138250

迹地更新面积 Update Areas 3992 3571 3220 2090 1420 150

育苗面积 Nursery Garden Areas 1914 1861 907 1840 330 2640

幼林抚育实际面积 Actual Nursery Areas 96011 84657 75830 84710 57320 53220

成林抚育面积 Forest Areas 32034 28532 26420 17620 94490 21640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年末大牲畜总头数(万头） Year-end Large Animals(10 000 heads) 116.22 135.75 140.40 144.01 152.48 163.88 167.45

#农事劳役头数 Draught Animals 92.46 106.94 110.60 113.44 105.38 105.51 119.57

年末生猪存栏头数(万头） Year-end Hogs Raised(10 000 heads) 1379.71 1468.10 1477.06 1475.25 1492.95 1512.18 1509.91

年末羊只数(万只） Year-end Sheep and Goats(10 000 heads) 85.01 100.65 114.24 131.29 129.58 149.59 160.64

年内出栏肥猪头数(万头） Slaughtered Fattened Hogs(10 000 heads) 1320.76 1593.46 1637.51 1699.74 1720.14 1703.19 1724.96

年内出栏羊只数(万只） Slaughtered Sheep and Goats (10 000 heads) 67.50 79.92 97.81 113.74 131.03 151.26 167.94

年内出栏家禽(万只） Slaughtered Poultry(10 000 heads) 3542.45 6211.87 7305.35 8590.38 8968.29 9452.27 10209.07

渔业(公顷） Fishery (hectare)

水产品养殖面积 Cultured Areas of Aquatic Products 43774 49099 51017 53428 53841 54750 56500

#池塘 Ponds 23564 26431 28109 28118 29226 29940 29630

水库 Reservoirs 17688 19840 20070 21619 21608 21630 23930

注：1990-2000年年内猪、羊存出栏、大牲畜存栏为农业普查衔接数。

Note: Data of raised hogs，sheep and goats, slaughtered hogs, sheep and goats, year-end large animals are consistent with Agriculture 

Census.

9-1 3主要农产品产量
OUTPUT OF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单位：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n)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肉类 Meat 962760 1245882 1299417 1373885 1399958 1405025 1439102

#猪牛羊肉 Poric, Beef and Mutton 891064 1147970 1183682 1244953 1266292 1263852 1287415

#猪肉 Poric 860919 1109134 1141833 1196625 1216096 1206142 1224544

禽肉 Meat of Poultry 67537 91966 109575 121569 125576 132269 141906

兔肉 Meat of Rabbit 4159 5928 6084 7240 7905 8722 9527

奶类 Milk 46293 39153 40297 45129 46587 46614 55989

#牛奶 Cow Milk 46293 39153 40188 45126 46587 46614 55987

蜂蜜 Honey 1809 2956 3306 3879 4252 4466 4437

水产品 Aquatic Products 64054 121289 140656 158265 178607 191313 200345

#养殖 Cultured Aquatic Products 59890 113541 131232 146725 163659 178545 187514

水果 Fruit 350800 592857 566177 607242 740977 717046 816841

8柑桔 Citrus 285902 471085 433002 456672 546494 526695 583944

注： 1990—2000年年内肉类总产量、猪牛羊肉产量、猪肉产量、禽肉产量为农业普查衔接数。

Note: Data of output of meat, pork, beef and mutton, poultiy meat is consitent of Agricultural 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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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 14主要农产品产量与建国以来最高年产量的比较(2000)

OUTPUT OF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OMPARISON 
WITH PEAK YEAR SINCE FOUNDATION OF PRC(2000)

指标 Item 2000年

建国以来最高产童年 

Peak Year Since Foundation of 

PRC

2000年为建国以来

最高年份（％)

年份 1 产量

粮食总产量（万吨） Gross Output of Grain(10 000 tons) 1131.21 1995 1186.46 95.3

# 稻谷 Rice 525.43 1997 552.44 95.1

小麦 Wheat 121.38 1995 156.24 77.7

玉米 Corn 196.24 1997 208.87 94.0

豆类 Bean 24.60 1958 45.34 54.3

薯类 Tubers 256.23 1996 258.86 99.0

油菜籽（万吨） Rapeseed(10 000 tons) 22.61 2000 22.61 100

麻 类 （万吨） Fiber Crops( 10 000 tons) 0.84 1985 2.6 32.3

甘 蔗 （万吨） Sugarcane((10 000 tons) 9.06 1980 36.64 24.7

烤 烟 （万吨） Cured Tobacco(10 000 tons) 7.69 1997 11.0 70.0

蔬 菜类（万吨） Vegetable 10 000 tons) 781.87 2000 781.87 100

年末生猪存栏头数（万头） Year-end Hogs Raised(10 000 heads) 1509.91 1999 1512.18 99.9

猪牛羊肉（万吨） Pork, Beef and Mutton(10 000 tons) 128.74 2000 128.74 100

# 猪肉 Pork 122.45 2000 122.45 100

禽 肉 （万吨） Meat of Poultry(10 000 tons) 14.19 1997 16.65 85.2

奶 类 （万吨） Milk(10 000 tons) 5.60 2000 5.60 100

禽 蛋 （万吨） Poultry Eggs(10 000 tons) 27.89 2000 27.89 100

水产品（万吨） Aquatic Products(10 000 tons) 20.03 2000 20.03 100

蚕 茧 （万吨） Silkworm Cocoon(10 000 tons) 2.91 1995 5.21 55.9

茶 叶 （万吨） Tea(10 000 tons) 1.45 1990 1.81 80.1

水 果 （万吨） Fruit(10 000 tons) 81.68 2000 81.68 100

注：1990-2000年年内猪牛羊肉产量、禽肉产量及猪、存栏为农业1皆查衔接数。

Note: Data of pork, beef and mutton, meat of poultry and number of hogs raised are consistent with Agriculture Census.

9_ 15全市农业商品产值和商品率（2000年）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ND 

CORRESPONGDING COMMODITY RATE (2000)

指标 Item

农业商品产值（万元）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10 000 yuan)

农业商品率（％) 

Commodity Rate (%)

总计 Total 2242714 49.7

农业 Fanning 1015904 38.8

#粮食作物 Grain Crops 296844 20.8

经济作物 Cash Crops 144921 83.9

蔬菜 Vegetables 272561 44.4

茶、桑、水果 Tea, Mulbcny and Fruits 109123 69.9

林业 Forestry 47458 38.4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1063810 65.4

林糖 Hogs 625553 60.1

禽、蛋 Poultry and Eggs 159710 68.9

逢此 Fishery U5542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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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各区、县 （市）农业商品产值和商品率（2000年）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ND 

CORRESPONGDING COMMODITY RATE BY REGION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yuan)

农业商

品率
农业商品产值

种植业 牧业 渔业 种植业 牧业 渔业

地区 Region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Farming
Animal

Husbandly
Fishery

Commodity 

Rate (%)
Farming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80409 32557 42594 3692 46.0 33.8 62.3 57.3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82746 33644 43747 4787 52.5 37.9 71.6 86.9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12849 6753 4838 1230 75.4 73.1 78.6 78.0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12511 5725 5466 1286 69.1 56.2 85.7 93.0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40514 26092 12001 2324 66.0 65.0 67.5 81.6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54728 29417 21309 3715 69.0 52.6 85.1 88.7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22935 14308 6127 2349 70.6 64.0 88.4 85.1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29190 11776 14194 3120 47.2 33.6 63.8 80.5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14756 10218 2463 1281 42.0 42.3 34.0 97.4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1149 758 350 41 43.0 78.2 55.0 39.8

渝北区 Yubci District 67160 23669 39529 3715 47.5 64.2 82.0 80.3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106829 56064 49383 1046 54.8 47.1 68.9 84.2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41433 20057 17605 111 48.2 40.7 60.8 70.5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78822 30584 41878 6110 51.3 35.9 69.8 86.8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74399 24522 43054 6273 44.5 27.5 67.0 80.0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90861 40696 39953 9421 57.1 43.3 78.4 96.7

供梁县 Tongliang County 86057 35885 37459 11868 58.8 43.0 78.8 97.1

大足县 Dazu County 60859 21324 34989 4178 40.7 24.0 66.1 71.8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73848 36921 32178 3047 52.6 48.7 56.8 60.0

璧山1 Bishan County 40451 20547 16888 2894 47.5 39.0 62.0 65.0

梁平t Liangping County 56887 29193 24807 2374 47.1 38.8 61.5 65.0

城 Chengkou County 8773 4092 3678 236 29.7 24.4 38.4 66.1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56185 21551 32109 2105 52.6 40.0 68.1 57.6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52577 21224 28416 2670 43.4 35.0 51.4 80.0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36105 19420 13884 1051 47.1 45.5 50.2 75.8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55541 11833 41017 2166 40.7 15.9 72.1 80.4

开县 Kaixian County 99463 40625 51910 2228 47.4 36.3 62.6 52.3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49277 11024 35105 1567 32.4 14.0 54.2 58.7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57230 32838 21156 1652 41.3 38.5 44.8 63.3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Wuxi County

29669 15284 12881 686 42.3 38.1 48.1 80.0

巫溪县 24418 13159 9891 94 40.1 38.6 41.8 75.2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41354 23772 16000 214 52.3 49.0 60.7 44.1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42954 22023 18993 841 49.2 37.8 74.3 86.0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39594 18621 19992 477 40.1 31.0 53.2 _ _ _ Z L 2 -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445?T 2TTT3 20000 463 43.0 35.8 61.3 90.6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193787 103823 70372 10832 61.2 54.4 71.0 95.4

合川市 Hechuan City 97216 38926 54733 3356 44.3 27.8 74.0 83.0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10948 52089 51825 5991 57.8 45.7 75.9 84.5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73376 31775 31036 3385 54.3 44.0 62.6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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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农业和农村经济

9—17乡镇企业主要指标（1997—2000年）
MAIN INDICATORS OF TOWNSHIP-OWNED ENTERPRISES(1997-2000)

单位：个、人、万元 （unit person,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1997 1998 1999 2000

企业单位数 Number of Enterprises 70855 91499 108890 106691

tt工业 Industry 34622 42087 45002 49493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17364 14905 12676 10485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53491 76594 96214 96206

从业人数 Employment 1241728 1356317 1439665 1510053

#集体企业 Collectivc-owncd Enterprises 904160 860654 777601 696364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337568 495663 662064 813689

总产值(现价） Gross Output Value(cuirent prices) 5171077 6692233 8127065 9804256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3396499 3848363 3812284 3863305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1774578 2843870 4314781 5940951

工业总产值(现价）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current prices) 3214190 4064877 4932616 6090852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2058044 2284088 2149946 2079435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1156146 1780789 2782670 4011417

乡镇企业增加值 Value-added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1234606 1587308 1921124 2318041

tt工业 Industiy 756787 963875 1153240 1419720

营业收入 Business Income 4740797 6296780 7716986 9225735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2931814 3326722 3330681 3843045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1808983 2970058 4386305 5382690

利润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150270 207093 271487 323143

应交税金 Taxes Payable 203307 265776 327546 389982

#应交所得税 Income-tax Payable 29002 34510 41047 51341

年内实际入库税金 Taxes Paid 150480 178519 204456 247828

工资总额 Total Wages 489208 602139 705651 804029

8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348396 382351 372437 376597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140812 219788 333214 427432

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1414311 1704252 1975632 2267023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1110006 1214627 1287365 1244000

私有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304305 489625 688267 1023023

银行 (倌用社)贷款余额 Bank (credit cooperative) Loans 515840 583846 594937 62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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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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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渔业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经济的各种专业农(农、林、牧、渔)场以及国家各级机关团体学校、部队;集 

体所有制的乡、镇、村各级办农场;工矿企业经营的农、林、牧、渔业,农村各种经济组织和农户经营的农林牧渔业和 

农民家庭兼营的商品性工业等。

(1)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其他农业。

种植业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棉、油料、糖料、麻类、烟叶、蔬菜、药材、瓜类和、其他农作物的种植，以及茶园、桑 

园、果园的生产经营。其他农业包括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纤维、树胶、树脂、油料以及柴草、野生药材、菌类等及农 

民家庭兼营的商品性工业。
(2)林业包括林木的栽培(不包括茶园、喿园和果园的栽培、管理和收获等活动）、林产品的采集和村及村以下合 

作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竹木采伐。
(3)牧业包括除渔业养殖以外的一切动物饲养和放牧以及野生动物的捕猎和饲养。

(4)渔业包括水生动物和海藻类植物的养殖和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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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中取消费厩肥产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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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村及村以下办工业产值划归工业。从 

1993年起,取消副业。将野生动物的捕猎划人牧业,野生植物采集和农民家庭兼营商品性工业划归农业。

粮 食 产 置 指全社会的产量。包括国有经济经营的、集体统一经营的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粮食产童,还包括工 

矿企业办的农场和其他生产单位的产量。粮食除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及其他杂粮外,还包括薯类和豆 

类。其产量计算方法,豆类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薯类(包括甘薯和马铃薯,不包括芋头和木薯）丨％3年以前按每 

4公斤鲜薯折1公斤粮食计算,从 1964年开始及以后改为按5公斤鲜薯折1公斤粮食计算。城市郊区作为蔬菜的 

薯类(如:马铃曹等)按鲜品计算，并且不做为粮食统计。其他粮食一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

油料 产 置 指全部油料作物的生产量。包括花生、油菜籽、芝麻、向日葵籽,胡麻籽(亚麻籽)和其他油料。不 

包括大豆,也不包括木本油料和野生油料。花生以带壳干花生计算。

水 产 品 产 量 指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和天然生长的水产品的捕捞量。包括海水的鱼类、虾蟹类、贝类和藻类以 

及内陆水域的鱼类、虾蟹类和贝类,不包括淡水生植物。
猪、牛、羊 肉 产 量 指当年出栏并已屠宰后除去头蹄下水后带骨肉（即胴体重)的重量。

耕 地 面 积 指年初可以用来种植农作物、经常进行耕锄的田地,除包括熟地、当年新开荒地、连续撂荒未满三 
年的耕地和当年的休闲地(轮歇地)外,还包括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并附带种植桑树、茶树、果树和其他林木的土地，以 

及沿海、沿湖地区已围垦利用的“海涂”、“湖田”等面积。但不包括属于专业性的喿园、茶园、果园、果木苗圃、林地、 

芦苇地、天然或人工草地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指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凡是实际种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论种植在耕地上还 

是种植在非耕地上,均包括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在播种季节基本结束后，因遭灾而重新改种和补种的农作物面 

积,也包括在内。

有效灌溉面积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在一般年景下当年能够进行正 

常灌慨的耕地面积。

农用化肥施用量指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数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化肥施用世要 

求按折纯量计算数量。折纯法化肥施用量是把氮肥、磷肥和钾肥分别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的百分之一 

百成份折算后的数量。复合肥按其所含主要成分折算。

农业机械总动力指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包括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收获机 

械、农用运输机械、植物保护机械、牧业机械、林业机械、渔业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内燃机按引擎马力折成瓦(特)计 

算,电动机按功率折成瓦(特)计算]。不包括专门用于乡、镇、村、组办工业、基本建设、非农业运输、科学试验和教学 
等非农业生产方面用的动力机械与作业机械。

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指直接参加农林牧渔业生产劳动的劳动力。

期初(末)畜禽存栏头(只)数 指本期期初(未)农村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和国营农场、农民个人、机关、团体、学 

校、工矿企业,部队等单位以及城镇居民饲养的大牲畜、猪、羊、家禽等畜禽的存栏头(只)数。

谷 物 指籽实主要供作粮食的作物。这类作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不包括豆类和薯 
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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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refers to ihe total volume of products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n value terms, which reflects the total scale and total result of agricultural prcxluc- 

tion during a given period of lime.

The statistical coverag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are as fallows:

In temis of ownewhip, China* s agriculture includes specialized state faims (farming, foresli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farms managed by various ̂ ovenvnent agencies, organizationsT school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rmy; farms managed by niral 

cxjlleclive organizations at levels of township, lown, ami village;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run by niiuii屯 anti 

induslrial enterprises; farming, foresliy, aiiinuil husbandry and fishery and some comnKxlity industries run by various rural collec

tive urb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faimere.

(1) Fanning includes cultivalion of farm ci\>ps aud other â ricullui'al activities

Cultivation includes the cultivalion of grain crops, beans，tubers, cotton, oil - bearing crops, sugar crops, fiber crops, tobac- 

cu, vegetables, medicinal herbs, melons and gouixls, and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ea plantations, mulberry fields anti or

chards .Othe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cludes galhering fruits, fiber, guni and resin of wild plants, oil 一 bearing plants, grass，wild 

medicinal herbs, fungus plants, and cunimoclily industries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2) Forestry refere to planting trees of various kinds (excluding tea plantationst mulberry fields and orchards), galhering of 

forest products, aiul cutting and felling of bamboo and trees by villages and other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under villages.

(3) Aiiinial husbandry refere to raising and grazing of all animals except fishery and aquaculture, and hunting and raising of 

wild animals.

(4) Fishery refere to callivation and catching of fish and other aquatic animals and cultivation and collection of seaweed and 

olher aquatic plants.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iicultme is oblained by first multiplying the output of each product or by 一 products by \is price, re

sulting in the output value of each single item. For a small number of productst annual output of which is not available or difTicult 

to get due to lhe lon^ piuduction/growing process involved, lhe outpal value is estimated through an indirect upptuac.K. The* sum of 

output value of all pixxlucts of fanning，foresli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is then equal to the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iicul- 

tuie.

Prior to 1957，Qiiiia' s gross agiicullaral output value included barnyard manure and handicraft products for self - consumption 

(clothes, shoes, stockings, and initial grain pixxiessing undertaken by peasants) . Since 1958, culling and felling of bambuo and 

trees by villages and other coopera Live oi^amzations under villag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forestry; value of barnyard manure has 

been excluded fmrn animal husbandry; self - consunied handicrafts has been excluded from sideline occupations, while the output 

value of industries run by villages and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under village had been included in sideline occupations and the out

put value of fish catches by motor fishing l̂ oals has been addeil to fishery. Since 1980, lhe value of handicraft producls made for 

sale by individuals in houseliokis had been added to sitleline occupations, Since 1984，industries run by villages and cooperalive or

ganizations under villag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ector of industry. Since 1993，the subdivision of sideline occupations has been 

canceled, and the hunling of wild animals has been classified into animal husbandry, and he gathering of wild plants and conimotlily 

industry run by rural household have been included in farming.

Grain Yield refers Lo the yield in Llie whole ⑶unlry including grains produced by state faims, collective unit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mines. Grain includes rice, wheat, com, sorghum« millet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grains as well as lubers and 

beaiis. Output of beans refers tu dry beans without polls. fFhe output of tubers (sweet potatoes and potatoes, not including larus and 

cassava) was converted into tliat of grain at the ration 4:1，i.e. four kilograms of fresh tubers was equivalent to one kilogram of 

grain up to 1963. Since 1964 the ratio for convereion has been 5:1. Tubers supplied as vegetables (such as potatoes) in cities and 

suburbs are calculated as fresh vegetables and their ouLput is not included in the output of grain. Output ol all other grains refers lo 

husked ̂ rain •

Yield of Oil 一 bearing Crops refers to the total yield of uil - bearing crops of various kinds，including peanuts, (dry, in 

shell) rapeaeeds, sesame, sunflower seeds, flax seeds, and olher oil - bearing crops. Soybeans, oil - bearing woody plants, and 

oil - bearing crops are not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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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Nit of Aquatic Products refers to catches of both artificially cultured and naturally grown aquatjc prcxiucU, including 

fish, shrimps, crabs and shellfish in sea and inland water as well as seaweed. Freshwater planls are not included.

Output of Pork, Beef and Mutton refers lo tlie meat of slaughtered hogs, callle, sheep and goals wilh head, feet, and 

ollal taken away. 

Cultivated Area (Area under Cultivation) to familaml which is plowed constantly for growing cmps, including (mJ-

livaleil land, newly cultivated land in tlie cunent year, familand lefl without cullivalion for less lhan three years and fallow land in 

the current year，rotation land, rulalioii land ol grass anil cmps, famdaml wilh some fruil trees, mulberry trees and olher Irtes and 

cullivaleil seashore land, lake laml, and cle, 'llie laiul of mulberry fields, tea plantalions, orchards, nuiseries of young planls, fur- 

esllantl, reeil land, natural and man - ituidt: grass!and and other land are not included in cultivated land.

Sown Area of Crops refeni lo area of land sown or iraiis planted with ciups regardless of being in cultivated area or non - 

cullivaletl area. Area of laml resown tlut* lo iialural disasters is also inclutletl.

Irrigated Area refere to areas lltdl aiv dTeclively imgaled, i.e. level land, which haa water source and complele sHs (/ 

irrigalion facilities to lift and move adeqiiale walei for irrigation purpos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C ons 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for F arm ing  refere to ihe quantity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ppli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year, including iiilix)genous fertilizer, phosphate fertilizer, potash fertilizer, and compound fertilizer. The consumption of chem

ical ferlilizeî  is required in calculation to convert llie ̂ iuss weighl inlo weight containing 100% effective component (e.g. 100% 

niliugen conlenl in iiilixigenuus fertilizer, 100% phosphonjus penloxide conlenl in phosphate fertilizer, 100% potassium oxide wnl- 

enl in potash fertilizer). Couipuuiiil fertilizer is converted wilh its major componenl.

Total Power of Farm Machinery itfei-s lo lolal mechanical power of machinery used in farming，forestry, animal husband

ry, and fishery, iucliKliiig sloughing, inigation and ilrainage, harvesling, transport, plant protection, stockbreeding, foitsliy aiul 

fishery. llie power of inlenial combuslion engines is required lo convert horsepower inlo walls and the power of electric inolois is 

required to be conveited inlo walls. Machinery employed for non - agricultural purposes, such as the machines used in township - 

run and village - nin iruluslry, coristmclioni non - â riuullural transport,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leaching, is excluded.

Laborers Engaged in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diery refere to ihe total laborere who are dirpctly 

engaged in produclion uf farming, forestry, aninuil husbandry ami fishery.

Number of Livestock or Poultry in Hand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the Reference Period refere to the tola! nuni-：Beginning

by rural cotber of large arumals, pigs, sheep, fowls, elc. , raised by rur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stale faims, rural individuals, govem

menl agencies, schools, industrial and enlerprises,

riod.

Cereals refer lo seeds of various kinds of crops, 

tnillet, Chinest* sorghum，elc. , except beans anti tubers.

army

which

and urban residents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the reference pe- 

are used mainly for grain. Cereals include paddy, wh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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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工业

10-1全部工业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 
NUMBER OF AL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分 类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企业单位数(万个）
Number of All Industrial 

Enterpriaes(10 000 units)
15.62 17.34 12.77 11.97 9.60 8.31 7.89

在总计中： Of the Total: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0.21 0.22 0.20 0.20 0.19 0.13 0.09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3.83 3.69 3.10 2.08 1.59 1.34 1.13

现价工业总产值(亿元） 

(现价）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100 mUUon 

yuan)(current prices)

375.23 1053.1 1216.04 1285.17 1288.00 1436.76 1530.00

在总计中： Of the Total:

H 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State-owned and State-holding 

Enterprises
257.93 497.42 496.97 525.47 562.35 611.63 653.58

在总计中： Of the Total:

集体企业 Collcctivc-owncd Enterprises 88.51 244.88 307.40 207.76 292.86 268.62 263.16

个体及私营企业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23.35 176.82 259.22 270.04 313.68 413.09 480.4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Foreign 

Countries(territones),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0.22 53.85 66.91 86.80 85.45 113.37 125.46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Other Ownership Types 28.79 310.80 411.67 551.94 432.79 556.51 4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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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1999一2000年） 
NUMBER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1999-2000)

单位：个 (unit)

类别 Type 1999 2000

总 计 Total 1975 2040

»国有控股企业 State-owned and Holding State 976 93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atton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1842 1902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766 698

集体企业 Coliective-owncd 443 370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111 124

国有联营 State Joint Owncrsip Enterprises 7 4

集体联营 Ccx)llcctive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7 7

国有与集体联营 Joint State-collective Enterprises 6 14

其他联营 Other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5 6

国有独资公司 State-funded Corporations 21 25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150 228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117 127

私营独资 Private-funded Enterprises 83 100

私营合作 Private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14 18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Private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92 150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Private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18 30

其他内资 Other Enterprises 2 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57 57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Joint-venture (with Fund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41 41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Coopmtive Enteiprises(with Fund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8 7

港澳台商独资
Enterprises with Sole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7 7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i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1 2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n-funded Enteiprises 76 81

中外合资经营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67 71

中外合作经营 Cooperation Enterprises with Sole Foreign Investment 4 4

外资企业 Entei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5 6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with Foreign Investment - -

按轻重工业分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948 965

以农产品为原料 Farm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fann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491 480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457 485

重工业 

采掘工业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

1027

99

1075

93

原料工业 Raw Material Processing 347 370

加工工业 Processing Industiy 581 612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大型企业 Large 138 136

中型企业 Medium 239 235

小型企业 Small 1598 1669

注：1.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下表同）。

2.国有控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下表同）。

Note: 1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i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refer to all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th annual sales revenue over 5 million yuan(the same below).

2)State holding enterprises refer to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enterprises(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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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1999一2000年）
GROSS OUTPUT VALUE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1999-2000)

单位：万元 （10000 yuan)

工业总产值(现价） 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

类别 Type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cuneot prices) Value (1990 constant prices)

1999 | 2000 1999 2000

总 计 Total 8585525 9623226 8428788 9574329

#国有控股企业 State-owned and Holding State 6116334 6535824 5800555 624310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丨tlon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7468686 8333071 7214727 8082519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3108235 2836257 2577394 2267459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649479 575870 654611 609039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217586 202890 212201 188487

国有联营 State Joint Ownersip Enterprises 16506 10133 17840 11560

集体联营 Coollcctive Joint Ownership Enteiprises 13862 11306 13703 12650

国有与集体联营 Joint State-collective Enterprises 7122 14355 8446 15489

其他联营 Other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8788 14931 8854 14780

国有独资公司 State-funded Corporations 819978 870692 779365 848951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477806 972112 525941 993396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1494931 1835220 1720320 2068721

私营独资 Private-funded Enterprises 188020 203552 184832 198466

私营合作 Private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15008 31183 14075 27716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Private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411410 661983 456726 731965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Private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35351 92077 37222 93429

其他内资 Other Enterprises 4604 510 3197 41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276377 409658 385959 607899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Joint-venture (with Fund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193114 309435 299157 498622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Enterprises(with Fund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28315 28383 35911 35100

港澳台商独资
Enterprises with Sole Investment from

36854 40826 33310 40883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with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18094 31014 17581 33294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840462 880497 828102 883911

中外合资经营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821371 855023 802892 848952

中外合作经营
Cooperation Enterprises with Sole

15398 17755 21790 27608
Foreign Investment

外资企业 Enterpris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3693 7719 3420 7351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iporations Ltd.with 

Foreign Investment
— - - -

按轻重工业分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29241名2 3297236 3110702 3572291

以农产品为原料 Farm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1317977 1380238 1146522 1181097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Non-farm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1606205 1916998 1964180 2391194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

5661343 6325990 5318086 6002038

采掘工业 213875 207362 124180 128469

原料工业 Raw Material Processing 1798609 2022442 1268571 1382388

加工工业 Processing Industry 3648859 4096186 3925335 4491181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大型企业 Large 4753712 4991334 4577158 4879098

中型企业 Medium 1422026 1688505 1537793 1807860

小细企业 Small 2409787 2943387 2313837 288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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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058
23513
42528

3297236
1380238
1916998
6325990
207362
2022442
4096186

4991334
1688505
2943387

90.79 9623226
63.23 6535824

.5
2

?

.6
4
 

8.
6.
5. 

3

 

1

3

总计
#国有控股企业 

按S 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社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迆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按行此分 
采捆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厲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厲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 般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进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脤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迨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胄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厲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迪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迪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g 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揉气生芦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otal
State Holding 

By RegisterAtlon 
Domestic—funded Ec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Funded by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a- funded 
By Ugb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r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o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Timbcr and Bamboo 

Mani^cturm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i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3amboo(Canet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 
Papermaking and P印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Oi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1 
Plastic I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iy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b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lnstniments)Meters,Cultura1Clehcal Machinery 
Other Manu&cturine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m̂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t Products 
;Products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Suppl]

10—4 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2000年）

单位:万元

类别 Type

单位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从业人员 

(万人）

Number of 

Entei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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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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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7
11733
12913

MAIN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 STATE - 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2000)

(10 000 yuan)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工业销售产值 工业增加值 资本金合计

1990年不变价 

1990 Constant Prices

# 国家资本金 

State Capital

# 外商资本金 

Foreign Capital

#新产品产值

Output Value of New 

Products

Sales Value of 

Industry

Value-added of 

Industry
Tot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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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94
117922
95347

1139867
996723
704580
164046
873859
94225

4081386
396021
321418
381644

2058145

66841
48778
132916
237751
139639
12658
14433
3702
12101
50197
39067
1903

17047
576206
332714
100073
45847
52609

409550
481007
169179
82741

461952
49895

2064397
198930
151497
203219
813326

2776602 856662 839214
138525 80197 77734
233497 50060 49165

19451138
15991554

8659720
6843901

8157646
6527668

17311571
7908970
650447
410550
1729017

7755190
3183235
366113
195086
709444

7292863
3128439
349287
182772
682011

4627509
2133787
2493722
14823629
591677
5925993
8305959

2227897
1010808
1217090
6431823
185368

2035321
4211134

2033425
920821
1112604
6124221
184062

2018498
3921661

12111686
3183198
4156254

5315972
1427552
1916196

5048070
1325979
1783597

总计
#国有控股企业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此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按行业分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厲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造业 
蚤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萆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进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透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业应
业
供

应
和

供
产

和
生

产
的

气
来

煤
自

Total
State Holding 

By RegisterAtlon 
Domestic—l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 owned 

Funded by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r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mnc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Manu&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3amboo>Cane^>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 
Papeimaldn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ld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lasdc Products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mments,Meters,Cultura,Clerical Machinery 
Other Manu&cturing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m3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jpp and Supp]

续1

单位:万元

类别 Type

资产总计

Total Assets

#流动资产

合计

Circulating

Funds

流动资产年 

平均余额

Anmial Average 

Balance of Value of 

Circulating Fund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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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4
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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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567
1238658
1197910
6825393
198527

2161817
4465049

1630258
760573
869685

5913085
249217

3007498
2656371

2461041
1094756
1366285
9054741
468944

4654192
3931606

6773425
3536926
211299
182474
892545

6472741
3346196
205895
189904
880699

11610003
6038242
484056
250002
744343

8500988
3982823
398284
194137
566835

2311685
63163

208426

1622915
37034
158154

1538442
39981
157329

1539133
66684
118503

721515
47653
28606

7341343
1851113
2323326

4905105
1302776
1640562

4668634
1244639
1630070

7530470
2231073
2842805

5519139
1574591
2168230

CONTINUED-1

(10 000 yuan)

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净值

Original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Annual Average Balance of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年末负债总计

Year-end Total Liabilities

#流动负债合计

Total Circulating 

Liabilities

11515782
9886082

7848443
6670644

7543343
6437886

12604348
10377659

9261960
742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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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

单位:万元

所有者权益 产品销售收入 产品销售费用

类别 Type

Creditors

Equity
Sales Renenue Cost of Sales

总计 Total 6846790 9593576 461486
#国有控股企业 State Holding 5613895 6660964 32531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adon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5701567 8395528 396584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870728 3106364 132043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166391 539830 20790

港澳台投资企业 Funded by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160549 333886 25052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n—fimded 984674 864162 39850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1560349 3182526 197895

■以农产品为原料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594870 1361083 108616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965480 1821443 89279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5286441 6411050 263591
釆掘工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281196 195125 13014
原料加工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2380425 2319930 65495
加工工业 Processing Industry 2624820 3895994 185082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
天型企业 Large 4581216 5143945 254916
中型企业 Medium 952125 1661879 98201
小型企业 Small 1313449 2787751 108369
按行业分 By Sector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248404 153755 815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19197 13344 58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32786 15523 338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Nonfen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1722 5236 3491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30643 34557 4723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Timbcr and Bamboo 492 28 5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Manu&cturing
Food Processing 43275 181160 8368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50935 109833 12467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149323 154530 22824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110664 334425 22016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iy -10538 239455 3789
取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14642 17833 1371
皮革、毛皮、羽线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9766 22503 1385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Timber3aniboo,Canet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4040 9504 291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17837 26981 2546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42575 70989 2700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21154 57687 179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1244 2343 10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ldng 21230 24293 94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457448 701479 55439

医药制造业 304899 310098 51159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164252 123190 3075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12665 36698 1836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39684 58026 269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317206 477399 2602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338065 586302 1868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349199 297735 3905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29006 92279 2061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279220
22994

404640
40395

13224
172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1740110 3008787 11403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94120 231149 12119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8762 112248 411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lnstruments>leter8>Cultura,Clehcal Machinery 89724 179322 10575
其他制逭业 Other Manu&cturing 383267 566472 30254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A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Steam.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1237469 790922 3271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71841 61788 9028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sply 114994 40671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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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1
6761
11189
10544
29512
2323
1490
1212
1942
4211
4942
318
942

51826
21421
19689
4780
5256

54311
40893
15928
9342

42833
7270

119523
18283
10302
19061
91224

50917
4479

981336
368444
56251
33523
133504

122496
31273
43144

606218
263247
278899

91059
53707
11683

508655
173316
173699

387083
135623
220130

CONTINUED-2

(10 000 yuan)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产品销售利润 利润总额 利税总额 工资总额

Sal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Sale Profit Total After-tax Profits Total Pre-tax Profits Total Wages

196913 1148363 156449 855670 742836
161239 826595 54133 604436 55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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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9.05
11.49
41.60
1.89

99.93
110.93
99.97

99.09
99.44

总计
#国有控股企业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业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按行业分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绝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____________

Total
State Holding 

By Regi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Funded by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r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n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台 amboo,Cane, 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 
Papermakiii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m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nimentst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Other Manufacturing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m̂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0-5国有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和财务评价指标（2000年）

单位:％、元

类别 Type

工业产品销 

售率

Ratio of 

Sales to 

Products

资金利税率销售利润率

Ratio of Pretax 

Profits to Total 

Industrial 

Assets

Ratio of Profits 

to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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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3
168.29
175.00

62.18
70.09
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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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FFEICIENCY INDICATORS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E ABOVE DESIGNATED SIZE(2000)

(%,yuan)

资本积累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次）
产值(不变价)利税率 固定资产成新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偾率

Ratio of 

Accumulated 

Capital to Original 

Capital

Turnover Rate of Ratio of Pre-tax Profits Ratio of Net Value Ratio of

Annual Circulating to Gross Output Value to Original Value of Circulating Rate Speed Rate Liabilities to

Funds (time) (constant prices) Fixed Assets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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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元

产权比率 资产报酬率 净资产收益率

类别 Type

Ratio of
Ratio of Profits 

to Assets

Ratio of

Equity to Income to Net

Production Assets

184.09 2.50 1.28
184.86 1.94 0.04

203.63 2.23 0.56
322.78 0.46 -6.53
290.92 3.28 1.98
155.72 4.43 6.69
75.59 4.73 4.35

196.57 3.33 2.53
258.70 4.47 4.77
158.29 2.33 1.14
180.41 2.25 0.90
110.41 1.02 -0.39
148.95 2.67 1.45
216.44 2.04 0.62

164.38 2.16 1.10
234.33 4.08 4.30
216.44 2.30 -0.25

105.40 -0.07 -1.78
50.32 10.15 10.03
47.24 0.39 -0.59
790.22 3.94 9.17
105.00 7.64 9.39
135.29 ■2.38 —

363.21 1.58 -2.76
155.24 5,24 6.29
128.87 3.96 3.12
266.50 10.20 16.94

-4074.51 1.33 61.58
82.99 3.32 3.94

230.33 4.27 0.88
197.70 1.55 -1.18
74.70 5.44 5.58
180.84 2.21 -0.34
338.48 5.11 6.61
180.57 14.50 31.20
71.79 2.00 1.49

200.27 2.48 3.46
136.76 2.74 2.12
60.79 2.85 1.91
831.07 -3.28 -27.61
140.26 2.44 1.34
259.35 2.70 -1.68
194.83 1.58 -0.66
101.77 1.79 -2.81
465.56 0.96 -11.46
212.96 2.21 0.09
309.79 1.92 -3.91
134.55 4.15 5.75
320.76 0.09 -7.95

-3768.32 0.31 ^0.68
325.35 3.12 -0.08
437.00 -0.72 -12.68

124.38 3.21 2.71
92-82 1.51 2-44
103.05 0.81 1.37

总计
#国有控股企业 

按» 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ii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业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i、型企业 

按行业分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萆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线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进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g 造业 

电力、保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____________

Total
State Holding 

By RegbteratioD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Funded by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r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n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ing
Textile Industry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Bamboo,Cane, 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5 Manufactunsg

Reproduction

Furniture Manutactunng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i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Nonmc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c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i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ruments,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Other Manu&cturing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m,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a Supply

• 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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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41
46163
30855

106453
79036
55811

38601 129584 13206
31936 101501 〖0419
22836 82598 4874

CONTINUED

(%,yuan)

人均增加值 人均总产值（现价） 人均实现利税 职工人均工资

Per Capita Value-added Per Capita Gross Output Value Per Capita Pre-tax Profits Per Capita Wages

31192
31463

105996
103372

9425
9560

8182
8815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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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

22647
29

69638
34955
85355

303587
139881

632
976
528

35093
33418

171
19032

497595
282629
124900
24053
11488

158417

522099

282559
25906

206166
29479

1874318
145447
153737
145834

566949

487565
23513
42528

总计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此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按行业分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厲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萃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萃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otal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 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oany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r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Bamboo’Canej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 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Fei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mmentSjMc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Other Manufacturing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tSteam3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0—6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2000年）

单位:万元

类别 Type

单位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从业人员 

(万人）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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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4942

8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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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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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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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STATE HOLDING INDUSTRIAL
ENTERPRISES(2000)

(10 000 yuan)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工业销售产值 工业增加值 资本金合计

#新产品产值

Output Value of New 

Products

1990年不变价

1990 Constant Prices

Sales Value of 

Industry

Value-added of 

Industry
Total Capital

[86767
：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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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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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66
；3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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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61

255

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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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15
3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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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308
158044

32942
318354

39024
156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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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11

164066
803077

38912

1246870

140949 75563
52042 16737

217571 82083

404861 253013
324840 102272

970 510
6972 4890
2635 1490

72454 29713
60277 22367

693 265
33767 15560

951016 412891
619791 299603

249486 74119
106174 36175
24972 6677
515438 174121
937520 440873

680068 167576
70404 34743

635564 311147

76384 37317

3152795 1795942
284567 150653
285371 140570

300593 162148
2042466 815860

3018479 1308841

1567795 730288 

1450684 578553
12973075 5535060
561401 171030

5167881 1771183
7243793 3592847

2730726 841409 824988
138525 80197 77734

233497 50060 49165

11936111 5205220 4961534

2053093 864091 818087
2002350 774590 74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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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57
48274
9668

5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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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1
1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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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991554 6843901 652766S总计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厣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业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按行业分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幵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厲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厲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__________

Total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Raw Matei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r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unbcr3amboo,CaDe^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c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i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ruments,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Other Manufacturing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cam3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续1

单位:万元

类别 Type

资产总计

Total Assets

#流动资产

合计

Circulating

Funds

流动资产年 

平均余额

Annual Average 

Balance of Value of 

Circulating Funds

6114

'5078 
7368 
丨7521 
500 

4670 
821

66641：

58045*
28079*
17263*
756565
351591

• 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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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6

54780
4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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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4

704317

22987

186570
31369
889804

84487
86212

100577
740284

252053 156289
8864
16091
1299

19088
595

90405
29449
115944

257643
250499

353
4917
2152

38758
31356

849
11984

486325

272619
81175
25040

12458
234000
469764

254696
49042
352946
42970

1493928
166997
230712
189959

1244118

398489
18862
41710
2451

41119
1051

62118
45130
12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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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3439
1516

35192

42107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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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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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53
28606

CONTINUED-1

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Original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Annual Average Balance of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年末负债总计

Ycar-cnd Total Liabilities

# 流动负愤合计

Total Circulating 

Liabilities

9886082 6670644 6437886 10377659 7428978

1800222

803442
996780
8085860
453586

4132185
3500089

1215420

566941
648479

5455224
288284

2788443
2378497

1179692
551860

627832

5258194
240580

2640888
2376726

2028238
1201202
827036

8349421
290743

3052901
5005777

1514350
943087
571263

5914628
181467

1830475
3902686

7258291
1325215
1302576

4857125
894039
91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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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

单位:万元

类别 Type

所有者权益

Creditors

Equity

产品销售收入 

Sales Renenue

产品销售费用 

Cost of Sales

总计 Total 5613895 6660964 325318

按轻、重工业分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990241 1454785 116482

以农产品为原料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 w  Materials 366593 845065 78845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623649 609720 37637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4623654 5206179 208836

采掘工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270658 158686 7736

原料加工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2114980 1924825 44034
加工工业 Processing Industry 2238016 3122668 157066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

大型企业 Large 4527375 4836654 241694
中型企业 Medium 485894 874206 45053
小型企业 Small 600626 950104 38571

按行业分 By Sector

采拥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241287 138849 701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19197 13344 580
黑色金厲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32786 15523 338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1796 1306 281
非金厲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27931 22034 4139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492 28 5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23044 72410 4524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17048 31262 3591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84642 82786 15182
烟苹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110262 333346 21926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29021 136387 2951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541 478 9
皮革、毛皮、羽线及其制品业 Leather, P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1757 2182 132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萃制品业 Tlmber3amboo,Cane(Pafaxi Fiber,Straw Products 450 337 27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t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nn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er 

Rubber Products 
PUstic Products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mments.Meterŝ Culturalnents,Meters, & Clerical Machinery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n̂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im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______

17674

12962
-203

20063
246699
266811

163490

9479
6450

109870
329408

339508
2458

198427

17220
1464777
51155

-18890
54157

376901

1226435
71841
114994

31639
33320

186
18467

472789
257514

116720
24008
11629

1S1894
552040
274339
26373
193639
27457

1811142
139573
103274
130031
547922

784278
61788
40671

1737

1030
12

924
26928
39379

2776
1602

433
11738
17843
3735

586
8202
914

84573
8268

3425
8116

29767

3234

9028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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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2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Sal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产品销售利润 

Sale Profit

利润总额 

Total After-tax Profit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工资总额 

Total Wages

161239 826595 54133 604436 557342

98599 230533 20455 218792 122901
90244 145232 32063 186659 56657

8355 85302 •11608 32133 66244

62640 596062 33678 385644 434441
2565 27152 -1709 14604 51571
9877 224555 28491 166824 135370
S0198 344355 6896 204216 247500

120078 578085 77691 485985 376775
25692 142295 -5051 73955 95341

15469 106215 -18507 44496 85226

1573 22167 -4540 9572 50522

416 3723 2529 3869 439

569 1088 •197 1625 4972

86 230 119 629 117

871 4601 1847 4822 2076

3 -44 -36 -30 219

175 4314 -1966 562 5371

334 3270 •224 2260 2826

7534 14946 5550 21064 6055

79590 73241 26676 137377 10469

951 14195 -6927 533 20026

2 14 •16 •3 63

16 281 -339 -220 181

4 35 -359 -346 223

128 3257 -186 1152 1918

184 5326 979 2972 3311

1 19 -44 •31 45

76 4154 245 904 636

2663 57312 -3132 23132 38476

2218 50196 7725 28211 17708

532 20657 3268 12121 19300

682 1514 -4757 -2447 3018

84 655 -1176 -591 1397

1624 17500 -12003 2109 17882

1090 48298 5855 40134 38484

746 24864 -3469 4885 15163

219 2187 •3534 -2039 3314

1451 37455 4351 11683 33036

227 5945 -1305 912 5977

39715 186760 85095 216588 63580

646 7753 -8651 -2299 12974

171 13879 •8255 -6696 9521

806 27549 -6089 1613 16168

9324 42831 -56137 -30367 90187

5601 114383 37826 111815 49972

542 5559 2550 4237 4479

387 6484 1559 4723 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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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INDUSTRY

1 0-7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和财务评价指标（2000年)

单位:％、元

工业产品销 

售率
资金利税率 销售利润率

类别 Type

Ratio of 

Sales to 

Products

Ratio of Pretax

Profits to Total Ratio of Profits

Industrial

Assets
to Sales

总计 Total 99.44 4.66 0.81

按轻、重工业分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99.19 9.02 1.41

以农产品为原料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98.77 15.32 3.79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99.73 2.66 -1.90

重工业 Heavy Industry 99.51 3.66 0.65

采掘工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96.65 3.53 -1.08

原料加工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99.53 3.79 1.48

加工工业 Processing Industry 99.65 3.57 0.22

按企此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

大型企业 Lai'ge 99.83 5.07 1.61

中型企业 Medium 99.10 4.36 -0.58

小型企业 Small 97.83 2.64 -1.95

按行业分 By Sector

采掘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96.82 2.60 -3.2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96.59 21.12 18.95
黑色金厲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93.89 3.66 -1.27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95.70 36.71 9.14
非金厲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103.47 9.99 8.38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97.62 -2.98 -127.92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103.91 0.66 -2.72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98.30 4.65 -0.71
饮料制造业 99.02 13.87 6.70
烟苹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96.08 41.61 8.00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iy 101.08 0.20 -5.08
垠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nn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80.33 -0.31 -3.37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140.84 -3.33 -15.53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荜制品业 Timber,Bamboo,Canefahn Fiber,Straw Products 89.21 -17.20 -106.59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 — —

造纸及纸制品业 Pq>ennakmg and 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td Medium Reproduction

94.26 2.16 -0.59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98.26 6.02 2.9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109.02 -4.67 -23.52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100.22 2.95 1.3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 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97.82 2.69 -0.66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99.04 5.99 3.00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101.05 5.78 2.80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100.40 -2.45 -19.81

塑料制品业 106.16 -3.84 -10.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95.80 0.46 -7.9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102.68 5.05 1.0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97.49 0.92 -1.26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101.73 -3.65 -13.40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iy Machineiy 97.24 2.31 -2.25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90.99 1.30 -4.7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98.88 8.82 4.7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102.93 -1.01 -6.2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nunents,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98.91 -3.02 -7.9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97.51 0.61 斗68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103.35 -1.97 -10.25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Steam̂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99.93 4.77 4.82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10.93
99.97

3.60
2.29

4.13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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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7
78.68
64.86

50.08
96.51

68.78
77.46
53.54 

82.02
106.62
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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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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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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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FFICIENCY INDICATO 

OF STATE HOLDING INDUST

R S A N D  

RIAL E]

FINANCIAL INDICATORS 

ENTERPRISES(2000)

(%,yuan)

资本积累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次）
产值 (不变价)利税率 固定资产成新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愤率

Ratio of
Turnover Rate of Ratio of Pre-tax Profits Ratio of Net Value Ratio of

Capital to Original 

Capital

Annual Circulating to Gross Output Value to Original Value of Circulating Rate Speed Rate Liabilities to

Funds (time) (constant prices) Fixed Assets Assets

12.86 1.02 67.48 92.12 68.91 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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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元

产权比率 资产报酬率 净资产收益率

类别 Type

Ratio of
Ratio of Profits 

to Assets

Ratio of

Equity to Income to Net

Production Assets

184.86 1.94 0.04

204.82 2.65 0.50

327.67 4.60 5.47

132.61 0.67 -2.31

180.58 1.77 -0.16

107.42 0.54 -0.98

144.35 2.32 0.77

223.67 1.48 -0.80

163.64 2.05 0.83
322.54 2,15 -3.04

233.38 1.06 -3.82

104.46 •0.17 -1.89

50.32 10.15 10.03
47.24 0.39 -0.59

438.34 7.64 8.48
103.61 4.96 5.73
135.29 -2.38 -6.99

511.66 0.47 -9.60

205.26 3.01 -1.53
157.05 4.59 5.72

267.18 10.17 16.87
-1219.31 0.39 26.93

79.34 -1.14 -3.61

296.78 -0.87 -16.42
486.23 -11.37 49.49

309.95 1.54 -1.61

365.01 4.46 4.34

-440.92 -3.02 25.90

68.30 1.41 0.85
285.50 0.53 -3.00
132.30 2.44 1.59

52.60 2.78 1.90

1020.12 -3.94 -34.08
287.18 -2.91 •28.70
369.14 0.48 -11.45
184.61 1.62 -0.44
100.31 1.91 -2.33

2763.92 -0.60 -91.58

220.30 1.23 -3.02
343.59 1.02 -7.89

115.24 3.62 4.62
456.28 -1.48 -16.76

-1610.70 0.37 -56.30
455.05 1.32 -11.11
441.91 -0.75 -12.90

122.66 3.23 2.76

92.82 1.51 2.44
103.05 0.81 1.37

总计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重工业 

采掘工业 

原料加工 

加工工业 

按企业规横分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按行业分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厲矿采选业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非金厲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萆加工业 

纺织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线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萃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进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进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扃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____________

Total
By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Non-agriculture Products as lUw Materials 
Heavy Indu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Processing Industiy 

By Size of Enterprise 
Large 
Medium 
Small 

By Sector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o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Industry
Gann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Leather, Fun,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Bamboo,Cane,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miture Manufacturing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hemical Fib 

Rubber 

Plastic Products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imication Equipment 
Instruments,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Other Manufacturing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m,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imply 
Tap Water Production ana Supply

cal Fiber 

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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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yuan)

人均增加值 

Per Capita Value-added

人均总产值（现价）

Per Capita Gross Output Value

人均实现利税 

Per Capita Pre-tax Profits

职工人均工资 

Per Capita Wages

31463 103372 9560 8815

39109 103475 14897 8368
46518 109904 24221 7352
30930 96379 4603 9490
29149 103341 7945 8950
10110 23152 1964 6934
38997 106898 11155 9052
28932 124117 7811 9466

38175 125894 13033 10104
22396 69064 5967 7692
21279 72761 3285 6293

8811 20256 1261 6655
79537 132395 37199 4222

7468 25675 2632 8051
18471 24750 11943 2216
37394 69835 14870 6402

-495 558 -571 4156

15839 79332 640 6119
25977 83844 5422 6777
47843 114724 28312 8138

394456 590867 267375 20375

9614 39481 150 5652

18540 55965 •257 5593

2188 19369 -4355 3599

2471 11212 -7335 4730

20941 105321 3458 5755

22422 84217 7490 8345

3862 9032 -1635 2354

38467 167240 7946 5588

27094 91520 4255 7077

38187 130178 12994 8156

71126 129471 12564 20007

5816 42147 -4288 5289

24802 52102 -2681 6334

15959 51938 691 5863

30844 120700 9278 8897

34101 220490 3812 11832

7471 47604 -3747 6090

16090 51743 2932 8291

14190 34338 1063 6962

73765 313646 36244 10639

12865 93199 -1473 8313

12834 148380 -6462 9190

24164 89794 993 9955

14483 69295 -3712 11023

64691
46163
30855

106681
79036

55811

24466
14242

61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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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按行业分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2000年)

单位:万元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万人）
工业总产值

类别 Type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当年价 

Current prices

采掘业 Mining ftnd Quarrying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9 6.21 13071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釆业 1 0.10 13446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1 0.08 12751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 - —

制造此 Manufacturing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9 0.54 64681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7 0.33 35832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9 0.60 111311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3 0.46 297935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28 3.75 141845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2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Timber»Bamboo,Cane，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1

家具制进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1 0.13 12221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9 0.27 34981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6 0.24 33781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 0.11 1879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  Chemical Products 46 4.92 556188

医药制选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3 1.74 256884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3 1.00 131388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6 0.49 19564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2 0.06 9707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22 1.90 160781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7 2.77 448632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6 1.26 261248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9 0.64 33558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36 3.83 313698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8 0.37 1750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50 7.49 214749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15 1.25 10134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11 0.95 13640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Instrumentŝ Metc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11 1.52 153930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19 8.17 567335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Steam̂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17 3.45 411875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Oas Productioo and Supply 2 0.23 17509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印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 0.28 26492

,366 •



10 • 工业

MAIN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Y SECTOR(2000)

(10 000 yuan)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工业销售产值 工业增加值 资本金合计

1990年不变价 

1990 Constant Prices

# 国家资本金 

State Capital

# 外商资本金 

Foreign Capital

#新产品产值

Output Value of New 

Products

Sales Value of 

Industry

Value-added of 

Industry
Total Capital

357 59418 126755 57525 158381 157573 _

一 14233 12976 8171 10913 6953 —

- 9472 12999 6146 10748 5836 -

366 57973 65759 10290 29457 9322 1800

33 31337 35890 11239 20018 18401 -

1506 111456 110467 40534 56827 28841 965】

64091 180639 285386 200235 57390 55317 -

15098 144372 142132 35276 65675 58188

一

10987 9872 11647 2135 3257 847

11733 25515 36557 7322 25414 2721 -

12913 29732 33544 9603 12020 6780 —

989 17735 18169 4181 16649 — —

50754 569941 558754 166353 260315 110105 37966

37697 328635 249397 79907 108786 53129 7135

17538 132231 132145 69653 166648 164973 -

3523 20882 19607 1725 12844 12279 -

4971 7186 11650 3532 1686 548 285

27351 147427 154724 59347 114973 20019 22373

26699 258319 460588 129107 342954 291426 41394

46757 210591 254928 44593 429377 41615 -

1402 33576 33664 8795 22264 7668 —

71677 394724 316368 83041 208907 98503 20986

5643 18577 14612 7056 10195 6219 -

1020005 2504390 2118816 502495 879818 178607 170893

43852 110456 101110 13777 71667 40841 11636

120281 301802 135566 10313 79976 52009 13587

30582 172481 151311 42686 96515 58880 8014

194031 605517 585997 118690 336050 16987 —

722 162197 410371 257276 727437 540244 —

— 10485 20412 11157 27998 27998 -

- 5789 26492 15954 59064 5906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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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

单位:万元

资产总计
流动资产年 

平均余额

类别 Type
#流动资产

Total Assets
合计

Circulating

Funds

Annual Average 

Balance of Value of 

Circulating Funds

采搞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410495 139920 14984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26543 8107 747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31851 11160 10620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 — -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113493 65512 28224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47709 16124 15592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216947 83746 78950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372232 237899 224210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304375 97464 90793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Timbcr^Bamboo,Cane,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家具制造业 11357 7081 6018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78440 34663 29898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55307 21055 2100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31238 14811 1481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 Chemical Products 1139257 449045 470215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535050 272611 263562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262648 78355 99561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93748 31190 34625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12701 7953 7177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560730 224565 209867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777570 349291 348701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crrous Metals 670967 164261 155188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88724 46726 45316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709214 380932 374403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47585 23484 2242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3267043 1898262 163791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234128 119615 11392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264044 126654 123192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nstnimeDts，Meter8,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iy 313831 164835 164164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2040537 814596 802552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Steam̂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2334337 760131 734041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111433 66887 64557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31350 26590 2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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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1

(10 000 yuan)

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Annual Average Balance of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年末负愤总计

原值

Original

净值

Net

Year-end Total Liabilities

#流动负偾合计

Total Circulating 

LiabiUcies

335542 203982 158595 196498 122419

16453 10868 8586 7215 6419

24409 18080 18470 14051 8095

40622 29603 30504 83262 63043

43173 30985 30713 29787 26768

126870 89745 82258 108435 98296

134581 94968 90401 269003 241815

229952 156172 157457 336057 244316

2244 1758 1618 6016 6016

39139 26196 26589 48684 33214

35230 23999 24402 39656 26822

22305 13902 13531 11597 10856

827464 522503 532060 767524 501418

215874 161658 158835 296791 231091

274949 138616 123212 99091 87710

63944 54119 54972 88088 18131

6594 3960 3747 9234 6332

370455 276194 253508 371155 221499

601824 317689 305621 500738 378578

573684 422829 368989 334311 246996

46962 27308 27085 80311 59309

320440 192242 173726 471035 388783

30795 18862 20210 38192 26335

1221607 890067 873704 1825486 1612528

115770 80185 74470 192692 136414

134624 86450 81603 292816 220875

151131 95881 96619 240158 182318

1013380 737795 739461 1662223 I240I20

1986166 1350100 1247828 1219791 598605

51528 29840 31967 55001 38749

134747 101328 102535 66646 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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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

单位:万元

类别 Type

所有者权益

Creditors

Equity

产品销售收入 

Sales Renenue

产品销ft费用 

Cost of Sales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213997 117875 53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19328 12979 56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一 ~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17801 12117 3734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 - -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30231 65082 3233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17923 34551 3620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108512 108852 17842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103230 327753 21650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31682 138339 2767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Bamboo,Canc’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cturing 5341 11648 1548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29756 34452 1647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15652 30130 793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e,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19641 18169 92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371733 549622 48468

医药制造业 238259 230191 42542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163556 121963 3056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5660 19562 1278

塑料制品业 3467 9194 1226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189575 154002 11727

黑色金厲抬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276832 461128 1458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336656 253846 3496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8413 34499 872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238179 303585 10191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9393 14788 43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1441557 2083893 9274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ruments,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41436 99518 644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8772 91024 299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73673 139089 8476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mg 378314 547429 28962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cam̂ 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1114545 701172 2944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56432 55290 8836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64703 2408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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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2

(10 000 yuan)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Sal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产品销售利润 

Sale Profit

利润总额 

Total After-tax Profit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工资总额 

Total Wages

1284 19775 -1266 10809 44415

403 3480 2679 3982 417

561 1931 1528 3282 880

74 5087 1602 2832 4171

340 3801 370 3062 2889

6764 17739 8760 24115 6543

79554 72676 28026 138313 9981

953 15396 -5135 2647 20986

1364 833 1219 929

164 3190 -105 1473 1711

111 5430 1761 3648 2463

75 4111 331 948 551

4730 85212 14684 51477 38226

2105 48898 8528 29022 15826

558 21363 3333 12421 19493

647 751 -4678 -2712 2422

8 1815 927 1624 919

1201 27263 1829 17102 14502

500 39765 8079 40466 29512

754 25444 -2239 6072 14722

301 4386 -2503 -269 4795

1796 49410 7882 26365 33839

129 3943 -616 667 2987

35330 215586 94925 220154 77965

560 6161 -7920 -2744 10272

150 11347 -8726 -7220 8210

697 31243 969 8322 15262

9413 42927 •55667 -29887 90154

3916 90438 41217 106010 41030

464 4519 2325 3698 3716

226 5015 3031 5074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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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按行业分大中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和财务评价指标（2000年)

单位:％、元

类别 Type

工业产品销 

售率

Rfltio of 

Sales to 

Products

资金利税率

Ratio of Pretax 

Profits to Total 

Industrial 

Assets

销售利润率

Ratio of Profits 

to Sales

采掘业

煤炭采选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96.97 3.50 •1.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96.50 24.80 20.6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101.94 11.28 12.61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 - -

制造业

食品加工业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101.67 4.82 2.46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100.16 6.61 1.07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99.24 14.96 8.05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95.79 43.96 8.55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100.20 1.07 -3.71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nn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Timber,Bamboo,Cane,Palm Fiber’Straw Products 

Furniture Manufacturiiig 95.30 15.97 7.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104.50 2.61 -0.30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99.30 8.03 5.8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96.65 3.34 1.8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 Chemical Products 100.46 5.14 2.67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97.09 6.87 3.70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100.58 5.58 2.73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100.22 -3.03 -23.91

塑料制品业 120.01 14.87 10.09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96.23 3.69 1.19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102.67 6.18 1.7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97.58 1.16 -0.88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100.31 -0.37 -7.25

苷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100.85 4.81 2.60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83.48 1.56 ■4.1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98.66 8.77 4.5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99.76 -1.46 -7.9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D Equipment 99.39 -3.53 -9.5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lnstruments,Mete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98.30 3.19 0.70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103.29 -1.94 -10.1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don and Supply 

Electricity,Steam,Hot Water Production &  Supply 99.64 5.35 5.88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116.58 3.83 4.21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00.00 3.97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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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FFICIENCY INDICATORS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Y SECTOR (2000)

(%,yuan)

资本积累率

Ratio of 

Accumulated 

Capital to Original 

Capital

流动资产周转率

(次）

Turnover Rate of 

Annual Circulating 

Funds (time)

产值 (不变价)利税率

Ratio of Pre-tax Profits 

to Gross Output Value 

(constant prices)

固定资产成新率

Ratio of Net Value 

to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流动比率 

Circulating Rate

速动比率 

Speed Rate

资产负愤率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ets

0.73 0.79 18.19 60.79 1.14 0.94 47.87

16.59 1.74 27.98 66.06 1.26 1.02 27.18

4.47 1.14 34.65 74.07 1.38 1.24 44.11

9.87 2.31 4.89 72.87 1.04 0.58 73.36

1.14 2.22 9.77 71.77 0.60 0.39 62.43

5.34 1.38 21.64 70.74 0.85 0.54 49.98

13.90 1.46 76.57 70.57 0.98 0.55 72.27

33.41 1.52 1.83 67.92 0.40 0.22 110.41

5.79 1.94 12.35 78.34 1.18 0.65 52.97

8.07 1.15 5.77 66.93 1.04 0.87 62.07

-26.13 1.43 12.27 68.12 0.78 0.50 71.70

-6.81 1.23 5.34 62.32 1.36 0.82 37.13

46.65 1.17 9.03 63.15 0.90 0.70 67.37

19.91 0.87 8.83 74.89 1.18 0.97 55.47

-7.56 1.23 9.39 50.42 0.89 0.67 37.73

-60.08 0.56 -12.99 84.63 1.72 1.08 93.96

19.81 1.28 22.60 60.06 1.26 0.94 72.70

14.81 0.73 11.60 74.56 1.01 0.79 66.19

144.95 1.32 15.67 52.79 0.92 0.59 64.40

-2766.62 1.64 2.88 73.70 0.67 0.37 49.83

•13.90 0.76 -0.80 58.15 0.79 0.47 90.52

14.29 0.81 6.68 59.99 0.98 0.69 66.42

-1.60 0.66 3.59 61.25 0.89 0.41 80.26

8.34 1.27 8.79 72.86 1.18 0.87 55.88

-17.56 0.87 -2.48 69.26 0.88 0.61 82.30

-167.95 0.74 -2.39 64.22 0.57 0.38 110.90

19.46 0.85 4.82 63.44 0.90 0.59 76.52

-24.24 0.68 -4.94 72.81 0.66 0.48 81.46

9.20 0.96 65.36 67.98 1.27 1.23 52.25

8.50 0.86 35.27 57.91 1.73 1.68 49.36

7.07 0.95 87.65 75.20 2.70 2.59 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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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元

类别 Type

产权比率

Ratio of 

Equity to 

Production

资产报釀率

Ratio of Profits 

to Assets

净资产收益率

Ratio of 

Income to Net 

Assets

采摁业

煤炭采选业

Mining and Quarrying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91.82 0.36 -0.5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37.33 11.37 10.83

黑色金厲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有色金肩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78.93 6.02 7.46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 - -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275.42 2.69 4.83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166.20 4.28 1.79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99.93 5.41 7.33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260.59 11.25 19.33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iy -1060.72 1.17 18.98

* 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Timber^Bamboo.Cane.Pahn Fiber,Straw Products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112.65 8.24 14.83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163.61 1.69 -0.7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Cultura,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253.37 5.31 8.83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59.05 1.51 1.2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 w  Chemical Materials &  Chemical Products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 Products

206.47 2.39 3.76

医药制进业 124.57 2.78 1.92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60.59 2.88 1.95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1556.36 -4.43 -47.16

塑料制品业 266.34 12.22 29.16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195.78 3.16 -0.18

黑色金駡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180.88 2.05 0.6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Nonferrous Metals 99.30 2.12 -1.63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Ordinary Machinery

954.60 0.99 -30.77

普通机械制造业 197.77 3.14 2.52

专用设备制进业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406.59 2.05 -6.5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126.63 4.00 5.33

电气机械及*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mments.Mctcrs.Cultural & Clerical Machinery

465.04 -1.98 •17.8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017.71 0.14 -132.7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25.98 3.45 0.95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439.38 -0.74 -12.75

L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Gas &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Hlectiicity,Steam,Hot Water Production Sc Supply 109.44 3.29 3.38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97.47 1.77 2.90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103.00 2.21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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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yuan)

人均增加值 

Per Capita Value-added

人均总产值（现价）

Per Capita G toss Output Value

人均实现利税 

Per Capita Pre-tax Profits

职工人均工资 

Per Capita Wages

9268 21059 1741 7156

80584 132606 39272 4113

73601 152707 39301 10541

18895 118767 5200 7658

33761 107637 9198 8677

67861 186358 40373 10954

437672 651225 302323 21816

9407 37825 706 5596

16475 94300 9407 7170

26918 128607 5417 6292

40314 141819 15314 10341

39446 177349 8941 5197

33782 112948 10454 7763

45834 147347 16646 9078

69911 131876 12467 19565

3500 39699 -5503 4914

55272 151912 25415 14382

31250 84662 9005 7636

46623 162008 14613 10657

35405 207422 4821 11689

13737 52418 -421 7490

21705 81993 6891 8845

18947 47001 1791 8020

67063 286604 29382 10405

11011 81001 -2193 8210

10842 143403 -7590 8631

28048 101143 5468 10029

14534 69470 -3660 11039

74607 119439 30742 11898

48112 75503 15946 16025

56533 93878 17980 1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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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生产、销售量（1999一2000年）
OUTPUT AND SALE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1999-2000)

产品名称 Item

生产量

Output

销售童

Sales

1999 2000 1999 2000

纺织产品 Textile Products

化学纤维(万吨） Chemical Fiber(10 000 tons) 2.17 2.17 1.23 1.31

纱 (吨） Yam(ton) 37790 51982 22442 35129

布 (万米） Cloth(lOOOOm) 21746.86 22636.99 22620.16 21421.55

印染布(万米） Printed and Dyed Fabric(10 000 m) 5237.45 4232.85 - -

呢绒(万米） Woolen Piece Goods (10 000 m) - - - -

毛线(吨） Knitting Wool (ton) 550 969 529 895

丝 (吨〉 Silk (ton) 2204 2435 1921 2387

丝织品(万米） Silk Products (10 000 m) 1364.92 1241.61 1369.1 1486.44

针棉织品折用纱线量(吨） Knitwear Refers to Cotton Y a m  Substitutes (ton) 1446 703 - -

轻工产品 Light Industry Products

电视机(部） T V  Sets(units) 273374 507759 273374 505759

# 彩色电视机 Color T V  Sets 273374 507759 273374 505759

洗衣机(台） Washing Machines(unit) 300376 348559 288757 353685

电冰箱(台） Re6igerators(unit) — - - -

电风扇(万台） Electric Fans(10 000 units) 83.1 19.71 76.96 26.01

摩托车(万辆〉 Motorcycles(10 000 vehicles) 174.93 191.07 194.07 195.51

手表(万只> Wri8twatches(10 000 units) 3.92 1.93 3.02 1.61

钟 (万只） Clocks(10 000 units) - - - -

机制纸及纸板(吨） Machine-made ?apcr and Papexboaid(ton) 111990 106966 115235 107772

曰用陶瓷制品(万件） Household Cerainics(10 000 pcs) 4921.95 6120.95 - —

日用玻璃制品(吨） Daily-use Glassware(ton) 135733 112063 - —

曰用稍铝制品(吨） Fine Aluminum Products for Daily-use(ton) 809 574 820 527

灯泡(万只） Lightbulb(10 000 units) 3057.15 175 - -

合成洗涤剂(吨） Synthetic Detergents(ton) 55296 68673 57892 69839

肥皂 (吨） Soap(ton) 9618 12088 - -

火柴(件） Match(pcs) 129400 119194 - —

干电池(折一号电池）（万只) Dry Cells(10 000 units) 33114.75 37844.82 - -

玻璃保温容器(万个） Heat Preservation Bottle and its Glass Liner(10 000 units) 713.02 - - -

卷烟(箱） Cigarettes(case) 965664 687000 901706 686573

白酒(吨） Liquor(ton) 26748 27471 26454 28307

啤酒(吨） Beer(ton) 513212 509190 510766 506619

机制糖(吨） Sugar (include native sugar)(ton) 333 1868 333 1868

罐头(吨） Canned Food (ton) 13384 11916 11576 12182

食用植物油(吨） Edible Vegetable Oil (ton) 17383 14784 -

布鞋(万双） Cloth Shoes(10 000 pairs) 575.6 420.38 -

皮鞋(万双> Leather Shoes(10 000 pairs) 145.8 93.86 - -

服装(万件） Gannents(10 000 pcs) 75.28 132.24 100.27 1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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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CONTINUED-1

生产量 销售量

产品名称 Item Output Sales

1999 2000 1999 2000

家具(万件） Fumiture(10 000 pcs) 13.81 28.14 - —

乳制品(吨） Dairy Products(ton) 17541 23409 15571 23409

无酒相饮料(软饮料）（吨〉 Non-alcoholic Beverage (soft)(ton) 187943 213285 196406 202466

屎材料产品 R a w  Material Products

原煤(万吨） Coal (10 000 tons) 1183.22 1149.9 977.37 904.09

洗賴煤(万吨） Washed and Fine Coal(10 000 tons) 158.19 89.35 - -

焦炭(万吨） Coke(10 000 tons) 135.3 136.41 55.66 126.88

发电量(万千瓦时） Electricitity(10 000 kwh) 1582739 1679041 - -

天然气(万立方米） Natural Gas (10 000 cu.m) 347438 389834 - -

生铁(万吨） Pig Iron(10 000 tons) 154,94 167.2 63.01 168.09

铁矿石(成品矿）（万吨） Mineral Iron(10 000 tons) 16.24 19.64 0.9 21.24

钢 (万吨） Steel (10 000 tons) 173.58 179.69 61.72 177.8

# 普通钢 Ordinary Steel 95.37 94.01 - -

优质钢 Fine Steel 62.09 74.08 - -

钢材(万吨） Steel Products(10 000 tons) 135.1 156.98 135.66 154.57

#大型钢材 Large 2.3 3.49 2.45 3.49

中型钢材 Medium 4.28 4.24 4,39 4.33

优质钢材 Fine 20 11.22 19.5 9.36

中厚钢材 Medium Rolled-steel 64.93 70.53 66.07 70.28

无缝钢管 Seamless Steel Pipe 3.63 3.86 3.36 3.94

供 (吨） Coppcr(ton) 3820 8590 130 4350

钼 (吨） Alummum(ton) 30009 32666 22700 25037

硫酸(吨) Sulphuric Acid(ton) 618321 506543 154128 92751

盐酸(吨） Hydrochloric Acid(ton) 34400 33829 - —

烧碱(吨） Caustic Soda(ton) 60231 73554 59657 70833

纯苯(吨） Pure Benzcne(ton) 2634 — 2634 -

电石(折合量）（吨） Calcium Caibide(equivalent)(ton) 35796 16161 14162 16095

精甲醉(商品量）（吨） Fine Methyl Alcobol(commodities)(toa) 230195 232400 - —

染料(吨） Dyestufl(ton) 1555 285 1655 273

油漆(吨） Paint(ton) 33163 32330 33113 32241

塑料制品(吨） Plastics(ton) 43382 46229 39044 45409

合成橡胶(吨） Synthetic Rubbcr(ton) 11459 13294 11437 13284

化学厣料药(吨） Chemical Raw Material(ton) 16839 17527 16979 14184

轮胎外胎(万条） Tire(10 000 units) 54.66 107.55 54.62 105,37

水泥(万吨） Cement(10 000 tons) 1197.6 1402.78 1157.75 1386,24

石棉觸A  (吨） Asbestos Products(ton) 717 667 — —

蔦 供 片 ） Tiles(10 000 pc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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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 CONTINUED-2

产品名称 Item

生产量

Output

销 «量

Sales

1999 2000 1999 2000

木材(万立方米） Timb«(10 000 cu.m) 0.35 0.02 0.15 0.22

人造板(立方米） Artificial Boards(cu.m) 6735 2258 6837 2105

机电产品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矿山设备(吨） Mining Equipment(toa) 5369 3102 - -

化工设备(吨） Chemical Industry Hquipment(ton) 140 696 - —

起重设备(吨） Hoist and Derrick(ton) 13070 14821 - -

制冷空调设备(套） Freezing equipment(set) 135 1003 - -

发电设备(千瓦） Generating Equipment(kw) 168760 149600 183620 149600

交流电动机(台） Alternating Current Motors(unit) - — - -

(万千瓦） (lOOOOkw) 76.66 89.08 73.17 87.72

电力变压器(万千伏安） Electric Transformer Products(10 000 leva) 226.34 684.27 - -

金厲切削机床(台） Metal-cutting Machines(unit) 1715 2010 1683 2124

锻压设备(吨） Forging Press Equipmcnts(umt) 1120 851 - -

汽车(辆） Motor Vehicles(vehicle) 218546 245947 212773 238979

内燃机(商品量）（万千瓦）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s (commoditiesXlO 000 kw) 1020.6 1228.75 780.47 784.34

钢芯铝绞线(吨） Aluminum Twist Wire with Steel Corc(ton) 4487 22297 - —

裸铜元线及铜电车线(吨） Copper Bart Wire and Trolleybus Wirc(ton) 1796 81 - -

泵 (台） Industry Pumps(unit) 4785 5471 - 一

风机(台〉 Air Pumps(unit) 1387 2404 - —

气体压缩机(台〉 Gas Compressors(uiut) 273 261 - -

轴承(万套） Bearings(10 000 sets) 2489.55 2956.15 - 一

工业锅炉(蒸吨） Industry Boilers(ton) 551 238 551 238

民用钢质船舶(综合吨〉 Civil Steel Ships(ton) 3050 1021 3050 978

支农产品 Farm-au Products

合成氨(吨） Synthetic Ammonia(ton) 771442 771628 85685 135542

化肥(100%> (吨） Chemical Fertilizeî ton) 742661 722577 740873 737373

#氮肥 Nitrogen Fertilizer 566292 546222 570484 558275

磷肥 Phosphate Fertilizer 164943 167355 160737 172590

配混合饲料(吨） Mingled Forage(ton) 289607 436078 251214 435456

铁制农具(万件） Small Steel Machines for Farming(10 000 units) - - - -

农膜(吨） Farm-use Membrane(ton) 2719 2210 2454 2510

农药(吨） Chemical Pesticides(ton) 11589 10377 10649 1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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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支柱行业产值（1999—2000年）
OUTPUT VALUE OF PILLAR INDUSTRIAL BRANCHES(1999-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1999 2000

现价总产值占全市的 

比重(％)

Gross Output Value at 
Cuirent Priccs as 

Percentage of City's

行业 Sector 工业总产值 

(现价）

工业销售 

产值
产销率(％)

工业总产值 

(现价>
工业销售 

产值
产销率

Total

Industry
(cuirent
prices)

Sales 
Value of 

Industry

Ratio of 
Sales to 

Products

Total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Sales 

Value of 
Industry

Ratio of 

Sales to 
Products

1999 2000

汽车、摩托车
Motor Vehicles and 

Motorcycle
3085427 3011878 97.6 3574213 3542743 99.1 35.9 37.1

冶金 Metallurgical Industry 822246 808635 98.3 866555 869861 100.4 9.6 9

化工 Chemical Industiy 1090442 1055173 96.8 1158459 1131881 97.7 12.7 12

10_1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2000年)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AS 

PERCENTAGE OF WHOLE NATIQN(2000)

产品名称 Item

全国 

Whole Nation

重庆

Chongqing

重庆占全国比重

(%)

Chongqing as 

Percentage of 

Whole Nation

化学纤维(万吨） Chemical Fibcr(10 000 tons) 694.16 2. 17 0.3

纱 (万吨） Yam(10 000 tons) 657. 47 5. 20 0.8

布 (亿米〉 Cloth(100 million m) 191.05 2. 26 1.2

合成洗涤剂(万吨） Synthetic Dctcrgcnts(10 000 tons) 297.47 6.87 2.3

屎盐(万吨） Salt(10 000 tons) 3128. 00 44. 98 1.4

机制纸及纸板(万吨） Machine-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10 000 tons) 2487. 00 10. 70 0.4

电风扇(万台） Electric Fans(10 000 units) 7661.60 19. 71 0.3

卷 烟 (万箱） Cigarcttes(10 000 cases) 3323. 40 68. 70 2. 1

罐 头 (万吨） Canned Food(I0 000 tons) 178. 20 1. 19 0. 7

白 酒 (万吨） Liquor(10 000 tons) 476.11 2. 75 0.6

啤 酒 (万吨） Bcer(10 000 tons) 2231.30 50.92 2.3

原 煤 (万吨） Coal(10 000 tons) 88010. 00 1149.90 1.3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EIectricity(100 million kwh) 13256. 00 167. 90 1.3

生 铁 (万吨） Pig Iroii(10 000 tons) 13103.00 167.20 1.3

钢 (万吨） Steel(10 000 tons) 12724. 00 179.69 1.4

成品钢材(万吨） Steel Products(10 000 tons) 13146. 00 156.98 1_ 2

水 泥 (万吨） Cement (10 000 tons) 58319. 00 1402. 78 2.4

硫 黢 (万 吨 ） Sulphuric Acid (10 000 tons) 2365. 00 50. 65 2. 1

M 碱 (万吨） Soda Ash(10 000 tons) 834. 32 8. 87 1. 1

烧 碱 (万吨） Caustic Soda(10 000 tons) 667. 88 7. 36 1. 1

农用化学ffi料(万吨） Chemical Fcrtilizcr(10 000 tons) 3185.70 72. 26 2.3

汽 车 (万 辆 ） Motor Vchicles(10 000 vehicles) 217,75 24. 59 11.3

摩托车(万轆） Motorcycles(10 000 vchiclcs) 960. 19 191.07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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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工 业 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具体包括：（1)对自然 

资源的开采,如采矿、晒盐、森林采伐等(但不包括禽兽捕猎和水产捕捞）；（2)对农副产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粮油加 

工、食品加工、札花、缫丝、纺织、制革等;（3)对采掘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炼铁、炼钢、化工生产、石油加工、机器制造、 

木材加工等,以及电力、自来水、煤气的生产和供应等;(4)对工业品的修理、翻新，如机器设备的修理、交通运输工具 

(包括小卧车)的修理等。

1984年以前农村的村及村以下办工业归属农业，1984年以后划归工业。

工业统计调査单位工业统计调查单位分为两类: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和工业活动单位。

(1)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指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①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承担民事责任;②独立拥有和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 

位签订合同;③独立核算盈亏，并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2)工业活动单位指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工业生产活动的经济单位。它包括:独立核算工业 

企业按主营业务活动(即工业生产活动)划分的主营业务活动单位和非工业企业所属的工业生产活动单位（即原非 

独立核算工业生产单位)。工业活动单位,一般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具有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 

种工业活动;②单独组织工业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③单独核算收人和支出。

国有经济工业（即过去的全民所有制工业或国营工业）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包括：中央和 

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部队、科研机构、学校、人民团体和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国有经济工业。1957年以前的 

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后均改造为国营工业，1992年改为国有工业,这部分工业的资料不单独分列时，均包括在国有 

工业内。

集体经济工业指生产资料归公民集体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包括:城乡 

所有使用集体投资举办的企业，以及部分个人通过集资自愿放弃所有权并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为集体所 

有制的企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指除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 

(单位）。包括:股份制经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经济(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 

企业）、港澳台投资经济(与大陆合资经营、与大陆合作经营、港澳台独资企业)及其他经济类型的工业。

轻 工 业 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按其所使用的原料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丨）以农产 

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指直接或间接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轻工业。主要包括: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烟草加工、纺织、 

缝纫、皮革和毛皮制作、造纸以及印刷等工业；(2)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指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主要 

包括:文教体育用品、化学药品制造、合成纤维制造、日用化学制品、日用玻璃制品、日用金属制品、手工工具制造、医 

疗器械制造、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等工业。

重 工 业 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按其生产性质和产品用途，可以分 

为下列三类：（丨)采掘(伐)工业,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包括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金属矿开采、非金属矿开采和木材 

采伐等工业;(2)原材料工业,指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本材料、动力和燃料的工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加工、炼焦 

及焦炭化学、化工原料、水泥、人造板以及电力、石油和煤炭加工等工业;（3)加工工业,指对工业原材料进行再加工 

制造的工业。包括: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设备制造工业、金属结构、水泥制品等工业，以及为农业提供的生产 

资料,如化肥、农药等工业。

根据上述划分原则,修理业中以重工业产品为修理作业对象的划为重工业,反之划为轻工业。

工 业 总 产 值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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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人库（规定不需包装的产品除 

外)的成品价值,工业性作业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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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企业的全部总产值作为轻工业总产值;一个工业企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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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 加 值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和除 

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

固定资产原价指企业在建造、购置、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它 

一般包括:买价、包装费、运杂费和安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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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净值指固定资产原价减去历年已提折旧额后的净额。

利 税 总 额 指企业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之和。

资 金 利 税 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已实现的利润、税金总额(包括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 

与同期的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之比。计算公式：

资金利税率（％)=报告期累计实现利税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X 100%

资金利税率反映每单位(通常是每万元)资金所提供的利润税金额。它是考察和评价部门或企业资金运用的经 

济效益，分析资金投人效果的主要分析指标。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指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利润与成本费用之比,是反映工业生产成本及费用投人的经济 

效益指标，同时也是反映降低成本的经济效益的指标。计算公式：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x 100%

工业埔加值率指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效益。计算 

公式：

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现价)/工业总产值(现价）x 100%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在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计算公式：

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产品销售收人/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产 品 销 售 率 指一定时期内销售产值与同期全部工业总产值之比,反映工业产品生产已实现销售的程度。汁 

算公式：

工业产品销售率（％)= 报告期现价工业销售产值/报告期现价工业总产值x 100%

产品销售收入指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取得的收入总额。

产品销售成本指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过程中的实际成本。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指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工业性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应负担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 

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

产品销售利润指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工业性劳务等主要经营业务收人扣除其成本、费用、税金后的利润。

利 润 总 额 指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最终经营成果,是企业的收人减去有关的成本与费用后的差额,收人大于相 

关的成本费用,企业就盈利,反之则亏损。

应 交 埔 值 税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应交纳的增值税额。

产 值 利 税 率 指报告期已实现的利润、税金总额(包括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与同期 

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之比,计算公式：

产值利税率（％)= 利税总额/工业总产值(不变价）x 100%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企业平均每个职工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工业生产最终成果,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 

投人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职工的平均人数来计算 

的。计算公式：

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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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本 金 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合计。企业资本金按投资主体可分为国家资本金、法人 

资本金、个人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等。资本金合计包括:企业各种投资主体注册的全部资本金。

总 资 产 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 

产、递延税项等。即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

(1)流动资产指企业可以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及各种存 

款、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

(2)固定资产指使用期限较长,单位价值较髙，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 

净值、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所占用的资金合计。
(3)无形资产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 

权、商誉等。

负 债 合 计 指企业承担并需要偿还的全部债务，即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合计项。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 

负债、递延税项等。

(1)流动负债指企业在一年内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合计。其中包括:短期借款、应 

付及预收款项、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和应交利润等。
(2)长期负债指企业在一年以上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生产周期以上需要偿还的愤务合计。其中包括:长期借 

款、应付债务、长期应付款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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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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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Industry refers to the nialerial pitxhiction sector which is engaged in extra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iucessin^ and re

processing of minerals and agricultural pnxlucls, including (1) extra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mining, salt production, 

logging (but not including hunliiig and fisliing); (2) processing and reprocessing of farm and sideline produces, such as rice husk

ing, flour milling，wine making, oil pressing，cotlon ginning, silk reeling, spinning and weaving, and leather making; (3) maiiu- 

faclure of industrial products, such as steel making, iron smelting, chemicals manufacturing, petroleum processing, machine biiild- 

ing，limber processing; waler ami gas production and electricily generation and supply; (4) repairing of industrial prtxlucbi such as 

the repairing of machinery and means of transport (including cars).

Prior to 1984，the rural industry run by villages and cooperalive organizations under village was classified into agriculture. 

Since 1984，it has been giuupecl inlo imluslry.

Units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 and Inquiry： fITiey are classified into Iwo categories ( I) corporate Induslrial enterprises with 

independent accounting system (2)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1) Corporate induslrial enterprises with inilependenl accounting system refer to enterprises engaging in indusl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which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ls：①They are established legally, having their own names, organizations, location, 

able to take civil liability; ©  Hiey possess ami use their assets independently and compile iheir own balance sheets.

(2)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refer to economic units which located in one single place and engaged entirely or primarily in one 

kind of industrial activity，including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units engaged in industrial activities untler 

the non -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r financially dependent).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 generally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ls：① 

Tliey have each one location and are engaged in one kind of industrial activity each;② TTiey operate and manage ihei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separately; ©They have account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separately.

State - owned Industry refers l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her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or income are owned by ihe state. 

Joint state - private industries and private industries thal existed before 1957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lo state industries. Statistics 

on these enterprises has been included in ihe slate - owned industries since 1957 when separation of data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Collective Own ed  Industry refers l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her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re owned collectively, including 

urban and rural enterprises invested by colleclives and some enterprises which were formerly owned privately but have been regis

tered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ministration agency as collective units through raising fund from the public.

Industry of Otfier T^pes of Ownerships refere t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nits) of the ownerships other than the slate - 

owned economy, collective economy, private economy, individual economy and joint - owned economy. They include ihe enter

prises of share - holding economy (companies limited by shares and companies limited with liabilities)，foreign - funded economy 

(Sino - foreign joint ventures, Si no - foreign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ventures exclusively wilh iheir own investment)， 

economy funded by ihe entrepreneure fiu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joint ventures and cooperalive enterprises wilh the main

land as well as ventures exclusively wilh their own invesLment) and other types of ownership.

Light Industr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which produces consumer goods and hand tools. It consists of two categories, de

pending on the maleiials used:

(1) Industries using farm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These are branches of light industry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use farm 

products as basic raw materials, including ihe manufacture of food and beverages，tobacco processing* textile, clothing, fur and 

leather manufacturing, papermaking, printing, etc.

(2) Industries using non 一 farm products as raw materials. "Hiese are branches of light industry which use manufaclured goods 

as raw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manufaclure of cultural, educational articles and sports goods’ chemicals, synthetic fiber, chemical 

products for daily use, glass products for daily use, metal products for daily use, hand tools, medical apparatus and instrument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cultural uikI clerical machinery.

Heavy Industr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which produces capital goods, and provides various secto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ith necessary material and technical basis. It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branche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produclion or the 

use of products：

(1) Mining，quarrying and logging industr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that extracts na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exlmction of polru- 

leum, coal，melal and non - metal ores and lo^gin^.

(2) Raw materials industiy refers to the industry that provides various secto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ith raw materials, 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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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wer. It includes smelling and processing of metals,⑶king and coke chemistry, chemical malerials and building materials 

such as cement, plywood, and power, petixjleiim refimiig aiul coal dressing.

(3) Maiiufacluiiiig iniluslry refere to ihe indusli-y that processes raw malerials. It includes machine - building industry which 

equips secto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industries of metal sii*uclure and cemenl products, industries pnxlucing means of â riciiltuml 

pixxliiclion, such as chemical feitilizers and pesticides.

According lo ihe above principle of classificalion, the repairing trades which are engaged primarily in repairing produ(；ls of 

heavy induslry are classified inlo heavy industry while ihese eiigageil in repairing products of light industry an* classified into light 

industry.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s tlie lotal volume of induslrial products sold or available for sale in value terms, which 

reflects ihe total achievements, and overall scale of induslrial pitxluclion during a given period. It includes ihe value of ihe finished 

pixxlucts, which are nol to be further prucesseil in the enlerprises and have been inspected, packed and put in storage, the value of 

induslrial services rendered lo other units and ihe changes in the value of the semi - finished products aiul products in pixx-ess bn- 

Iween the beginning and closing of the period (only the enlerprises with long production cycle are required lo calculate the chais

es) . The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s calculaled with "faclory melhotl". No double calculations are lo be matle within the same 

enterprise. However, double counting does uocur among diHerenl enterprises.

Oulpul value of light anti heavy industries in also classified with the "factory” method.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if ihe major 

pixxlucts of an industrial enterprise Ijelong lo light induslry products, the ga>ss oulput value of that enterprise is classified wholly inlo 

light induslry; ihe sanie principle applies lo heavy industry.

Value Added of Industry refers lo ihe final resulls of industrial trade in money terms during the refeivnce period. 'llie val

ue added is the balance that ihe lolal results of industrial procluction deduct the used or Iranaferred products and their value. It is the 

newly increased value.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refers to the original value of all fixed assets owned by induslrial enterprises, culi ulatcd 

at ihe cost paid al the lime of purchase, inslallation, re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aid assels, whidi includes expenses on purchase« package> transpurlation, and installalion, etc.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is obtained by deducting depreciation over years from the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Total Value of Profit and T a x  (Pre - tax Pnrfits) refers lo ihe s u m of the lotal profits，products sales tax anti surcharges 

anti the value added tax payable of induslrial enterprises. ll is also called Pre - tax profits.

Ratio of Pre - tax Profits to Assets refers lo ihe ratio of pre - tax profits realized in a given period to lotal assets (net fixed 

assets plus working capital)，which reflecls i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assets utilization and is calculaled as follows：

Ralio of Pre - Tax Prufils to Assets {%) = Pre - tax Profits in Reference Period/ (Average Nel Fixed Assets + Average Bal

ance of Working Capital) * 100%

Ratio of Profits to Total Industrial Costs refers U> the ratio of profits realized in a given period to ihe lotal cosls in the 

same period, which reflects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input cost and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Ralio of Profits to 'lotal Industrial Cost ( % )  : lotal Profits/Tolal Costs * 100%

Value Added Rate of Industry refers to ihe mlio of value added of industry in a given period to the outpul valiK*. in 

the same period，whicli reflects i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cutting down the inlermediale input and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Value Atlcletl Kate of Industry ( %  ) = Value A  titled of Induslry (al Current Prices)/Gross Output Value (at Current Prices) * 

*00%

Number of Times of the Turnover of Working Capital refers to the number of limes of turnover of working capital in a 

given period of time, which reflecls the speed of the turnover of working capital and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Turnover of Working Capilal ( % )  = Sales Revenue of Products/Average Balance of Total Working Capital * 100%

Sales Rate of Industrial Products refers to llw ratio of lotal sales in a given period to the gross oulpul value in the same peri

od, which reflects ihe exlent of industrial output sold and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

Sales Kate of Induslrial Pnoducls ( %  ) = Total Sales (al Current Prices)/Gross Output Value (al CuiTenl Prices) * 100% 

Sales Revenue of Industrial Products refers lo ihe revenue from ihe sales of products by industrial enlerprises and ihe rev

enue frum services provided and elc.

Saks Cost of Industrial Products refers to ihe actual cost of product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induslrial services piD- 

vide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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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and Extra Charges on Sales of Products refer to the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consumption tax, re

sourc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for education, which should be bome by the enterprises in selling pnxlucts and providing industrial

services •

Saks Profit of Products refere lo the profit gained by lhe enterprises by deducting cost, charges and taxes from the busi

ness income of lhe enterprises obtained in selling products and providing industrial services.

Total Profits refer to the final results gained by the enterprises. It is got as using the total revenue taking off related costs 

and fees. Only if the revenue is more than lhe costs« lhe enterprises gain the profits.

Value Added Tax Payable refere to the amount of the value added tax which should be paid by the enterprises in the re- 

poiting period.

Ratio of Pre - tax Profits to Gross Output value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total amount of pre -  lax profits gained ( includ

ing total profits, sal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of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value added tax payable)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lo the grnss 

output value in the same period (the ratio is expressed in percentage). The formula is as follows:

Ratio of Pre - tax Profits to Giuss Output Value { % )  - Total Amount of Pre - tax Profits/Gross Output Value (constant pric

es) * 100%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t present, the value added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a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a given period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TTie foimula used is：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 Value Added of Industry/Average Number of Staff and Woikers

For l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of lhe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among different yeare» lhe data on the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yeare prior to 1990 have been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1990 constant prices.

Capital refere to the corporation*s capital registered in lhe departments of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iy and commerce. Ac

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investors, corporations* capital can be divided into state capital, legal pereon’s capital, pereonal 

capital* foreign capital, etc. Total capilal includes total registered capital of all investors in the corporation,

Total Assets refer to all assets which ar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enterprises, including circulating assets, long - term in

vestment » fixed assetsf intangible assets and deferred assets, other long - teim assets, and deferred taxes, etc. TTie summation of 

above items is equal to tolal assets shown in the balance sheets of lhe enterprises.

(1) Grculaiing assets (working capital) refer to assets which can be cashed in or spent or consumed in an operating cycle of 

one year or over one year, including cash，all kinds of deposits, short term investment, receivables, advance payment, stock, etc.

(2) Fixed assets refer to the assets with high unit value can keep its original body in use and last for a long period, including 

the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clearance of fixed assets,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fixed assets losses in suspense. Tliese are corpo

rations' fund holdings.

(3) Intangible assets refer to the assets without material foim used by enterprises over a long lime, such as patentst non - 

patent technologies, trade marks, copyrighLiJand use right, business reputation, etc.

Total Liabilities refer to the debts thal enterprises are responsible for repayment, including liquid liabilities, long - teim 

liabilities and deferred taxes, elc. Total liabilities correspond to lhe summation item of liabilities shown in the balance sheets of lhe 

enterprises.

( L) Liquid liabilities (also called quick liabilities or immediale liabilities) refer to enteiprises total debl payable within an op

erating cycle of one year or over one year, including short term loans, payables and advance payments, wages payable, taxes pay

able and profit payable, etc.

(2) Long — term liabilities refere to tolal debt payable within an operating cycle of one year or over one year, including long - 

teirn loans, payable liabilities，long - teim payables, etc.

Creditors' Equity refers to investors * ownership of net assets of the enterprise. It is equal to the total assets of the enter

prise minus its total liabilities» including the primary input from investore, capital accumulation fund, surplus accumulation fund 

and undistributed profit. It is the stockholder ’ equily in stock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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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建筑业

11一1建筑业基本情况（1985—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CONSTRUCTION^985-2000)

年份
企业数

(个）

职工人数 

(万人)

建筑业施工产值

(万元)

建筑业增加值

(万元）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Year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Number of Stafi 

and Woricers 

(10 000 

persons)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Value-added of 

CoD5tmctioD (10 000 

yuan)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Floor Spacc 

Completed (10 000 

sq.m)

1985 298 14. 12 96201 20517 684. 85 340. 18

1986 291 17. 12 112719 26225 674. 54 345. 37

1987 303 18. 08 138515 35738 740. 55 350. 79

1988 399 20.71 183070 39989 866. 76 372. 69

1989 400 20. 60 196510 50763 853. 54 391.35

1990 445 20. 89 220685 69913 905. 58 450.19

1991 465 21.50 262155 84556 915. 31 458.23

1992 482 23. 58 340256 109961 1015. 59 490. 88

1993 607 22. 47 426228 124993 1238. 22 537. 78

1994 561 26.61 656959 203632 1456. 78 577. 22

1995 556 28. 24 810548 261437 1678. 02 656.38

1996 1473 64. 43 2052964 564293 4065. 24 2276. 97

1997 1501 68. 98 2440552 688463 4451.06 2562. 73

1998 1655 80. 46 2896198 783225 5275. 68 2837. 02

1999 1735 75. 49 3175927 871003 5481.86 2974. 82

2000 1785 73. 37 3486579 945158 6088. 49 3083. 72

注：1993年实行套衣制度，附营建筑企业有所增加;

1996年以前U 径范围包括全民、城镇集体建筑安装企业，1996年以后为资质等级四级以上的建筑安装企业(下同)：增加值是按

工程结算利润计算的。

Notc:Thc system of one suit of tables was inq>lemented in 1993,affiliated construction enteiprises increased.

The statistics before 1996 included whole pe^le-owned, collectiveK)wned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enterprises, and statistics after 

1996 included construction and infttallfttifm enterprises of grade 4 and above(the same below);Value-added is alcu-lated in terms of profits of 

project settled 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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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2建筑施工企业主要指标（2000年)

类别 Type

企业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10 

000 persons)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总 计 Total 1785 73J7 348657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Grouped by Registration Status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1764 72.97 3459110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68 11.25 654197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836 31.17 1306591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109 3.98 176976

国有联营企业 State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 - -

集体联营企业 Collective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5 0.05 3011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Joint State-collective Enterprises 2 0.09 5689

其他联营企业 Other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1 0.02 1016

国有独资公司 State Sole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8 1.56 113832

其他有限贲任公司 Other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212 10.44 528514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117 6.19 287210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306 8.22 382074

其他企业 Other Enterprises - -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iprises Fimded by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12 0.27 18505

合资经营企业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10 0.25 17063

合作经营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 - -

独资企业 Sole Corporations 1 20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1 0.02 1422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9 0.13 8964

合资经营企业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6 0.10 8617

合作经营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2 0.03 280

独资企业 Sole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1 67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holding Coiporations Ltd - - 一

按行业分 By Sector

土木工程建筑业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1556 69.86 3242062

#房厘建筑业 Building 1379 64.61 2888155

铁路公路隧道桥梁建筑业 Railways Tunnels Highways and Bridges 57 3.16 258448

线路管道设备安装业 Line and Equipment Installation 107 2.52 180643

设备安装业 Equipment Installation 64 1.67 101053

装修装饰业 Building Decoration 122 0.99 6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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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INDICATOR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2000)

房厘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年末自有机械设备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竣工产值(万元）

Floor Space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Machines Self-owned (year-end)

施工面积 竣工面积 总台数(万台） 总功率(万千瓦）

Construction Installation

Output Value of 

Completed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Under

Construction
Completed

Number (10 000 

untis)
Power (10 000 kw)

3221028 218062 2211672 6088.49 3083.72 16.25 222.28

3194674 216957 2203874 6071.90 3079.01 16.13 220.75

570583 71753 367087 680.15 273.67 2.22 53.75

1214371 72097 866101 2457.86 1366.90 7.16 82.96

166177 8663 125419 294.91 159.93 0.95 12.98

3011 — 1614 4.09 4.09 0.01 0.29

1378 2641 4520 2.89 1.09 0.10 0.51

1016 - 423 1.96 0.86 0.01 0.02

107588 4080 71818 206.23 68.71 0.21 3.60

504974 20761 313127 1159.01 485.87 2.27 26.68

264699 18390 174542 564.43 326.05 1.50 19.32

360877 18572 279223 700.37 391.84 1.70 20.64

17390 1105 3696 15.22 3.34 0.09 1.23

15958 1105 3154 12.38 2.21 0.09 1.22

20 — — — - - -

1412 - 542 2.84 1.13 0.01

8964 - 4102 1.37 1.37 0.03 0.30

8617 - 4102 1.37 1.37 0.03 0.28

280 - - - - ... 0.02

67 一

_ 一 __ ___

3102709 96856 2080400 6051.23 3048.92 15.13 209.30

2754778 92647 1902647 5957.95 3022.59 14.07 172.00

258408 40 100723 42.82 4.49 0.46 21.39

54947 120805 120601 37.26 34.80 0.64 9.75

34566 61595 70037 8.34 7.46 0.46 6.09

63372 401 10671 - — 0.48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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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3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财务和经济效益指标（2000年)

单位：万元

合 计
内资企业

Domestic-

tunded

Enteiprises

指标 Item

Total

有经济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集体经济 

Collective • 

owned 

Enterprises

施工企业单位个数(个） Construction Enteiprises(unit) 1785 1764 168 836

年平均人数(万人） Annual Persons Engaged (10 000 persons) 71.11 70.68 11.52 29.94

自有固定资产原价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Owned 1037201 1029128 246371 341198

自有固定资产小计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Owned 782154 776193 172086 255383

自有机械设备台数(万台）
Number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elf- 

owned( 10 000 sets)
16.25 16.13 2.22 7.16

自有机械设备净值
Net Value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elf

owned
371334 368929 75884 132842

自有机械设备总功率(万千瓦〉
Total Power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elf- 

owned(10 OOOkw)
222.28 220.75 53.75 82.96

总产值(现价） Gross Output Value (current prices) 3486579 3459110 654197 1306591

增加值 Value-added 945158 939009 190084 338393

实收资本 Total Capital 973460 960407 162464 316796

资产合计 Total Assets 2851585 2818966 694608 866717

流动资产 Circulating Funds 1907604 1882480 485208 571128

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782154 776193 172086 255383

无形及递延资产 Intangible and Deferred Assets 52196 51532 9056 9021

负债合计 Total Liabilities 1714822 1696856 520496 502564

流动负债 Circulating Liabilities 1559566 1544381 485080 447706

长期负愤 Long-term Liabilities 155256 152475 35416 54858

所有者权益 Crcditora' Equity 1136763 1122110 174112 364153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151791 151474 21155 57350

#利润总额 Total Profits 48213 48686 2393 17779

企业总收入 Total Income of Enterprises 2795821 2773704 593716 986548

工程结算收入 Revenue of Project Settled Accounts 2726719 2704801 566055 970141

其他业务收入 Other Revenue from Business 69102 68903 27661 16407

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6088.49 6071.90 680.15 2457.86

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10 000 sq.m)
3083.72 3079.01 273.67 1366.90

全员劳动生产率：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按总产值计算(元/人） In Terms of Gross OuQ>ut Value(yuan/persoii) 49030 48940 56788 43640

按增加值计算(元/人） bi Terms of Value-addcd(yuan/person) 13291 13285 16500 11302

技术装备率(元/人） Value of Machines Per Laborer (yuan/person) 5221 5220 6587 4437

动力装备率(千瓦/人） Power of Machines Per Laborer (kw/person) 3.1 3.1 4.7 2.8

房厘建筑面积竣工率(%> Rate of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ctcd(%) 50.6 50.7 40.2 55.6

工程质量优良品率(%) Rate of High Quality Projccts(%) 35.2 35.1 31.6 29.2

资产负愤率(%)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cts(%) 60.1 60.2 74.9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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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DICATOR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NDICATOR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2000)

(10 000 yuan)

港澳台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联营企业 

Joint-owned Enterprises

#股份合作企业

Share Holding 

Enterprises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8 109 306 12 9

0.16 3.59 7.59 0.30 0.12

6521 53972 110004 5601 2472

4901 43332 91467 4170 1791

0.12 0.95 1.70 0.09 0.03

2927 20181 50762 1638 767

0.82 12.98 20.64 1.23 0.30

9716 176976 382074 18505 8964

26303 45982 111043 3787 2362

5613 54239 140220 11159 1894

13235 123049 298742 22651 9968

5736 69734 186298 16948 8176

4901 43332 91467 4171 1790

- 4189 6825 663 1

7132 57488 140740 10746 7220

4982 54881 126830 7978 7207

2150 2607 13910 2768 13

6103 65561 158002 11905 2748

282 8380 20514 77 240

53 2627 8142 -491 18

8061 133743 295401 15416 6701

8051 131034 294076 15254 6664

10 2709 1325 162 37

8.95 294.91 700.37 15.22 1.37

6.05 159.93 391.84 3.34 1.37

60725 49297 50339 61683 74700

16439 12808 14630 12623 19683

18293 5621 6688 5463 6392

5.1 3.6 2.7 4.1 2.5

67.6 54.2 55.9 21.9 100.0

43.1 33.5 27.1 63.0 -

53.9 46.7 47.1 47.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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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4建筑施工企业技术装备情况 

MACHINERY AND EQUIPMLENT OWNED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指 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自有机械设备总台数（台）
Number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Owned(unit)
41036 63890 155568 163972 167391 169989 162517

自有机械设备总功率

(万千瓦）

Total Power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0wned(10 000 kw)
53.71 104.19 221.23 235.72 227.26 228.03 222.28

# 施工机械功率 Power of Construction Machines 37.02 70.14 176.12 188.68 181.99 183.09 183.84

自有机械设备净值（万元）
Net Value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Owned (10 000 yuan)
52264 99440 240708 278904 317200 346015 371334

技术装备率（元/人）
Value of Machines Per 

Laborer(yuan/person)
2464 3521 3736 4043 4149 4629 5221

动力装备率（千瓦/人）
Power of Machines Per 

Laborer(kw/person)
2.5 3.7 3.4 3.4 3.0 3.1 3.1

1 1 - 5建筑施工企业主要建筑材料消耗（1999—2000年） 
CONSUMPTION OF MAI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1999-2000)

指 标 Item 1999 2000

材料费用合计（万元） （现价） Total Value of Materials (10 000 yuan) 1565747 1625289

_ 材 Steel 380675 455648

木材 Timber 91232 99117

水泥 Cement 286457 310993

实物ft Consumption in Quantity

#胡 材 （万吨） Steel (10 000 tons) 151.17 178.08

木 材 （万立方米） Timber (10 000 cu.m) 91.59 101.65

水 泥 （万吨） Cement (10 000 tons) 1018.86 1148.43

• 392 •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建筑业统计单位指从事房屋、构筑物建造和设备安装活动的生产单位。根据不同的组织方式，建筑业统计 

的调查单位可分为法人建筑业企业和附营建筑施工单位。法人建筑业企业是指专门组织的独立核算的法人建筑业 

企业。它应同时具备的条件是:①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承担民事责任;②独立拥有和使 

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③独立核算盈亏,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附营建筑施工单位是指建筑 

业以外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为完成本单位固定资产建造任务而自行组织的建筑施工单位，它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是:①具有一个场所，从事或主要从事建筑安装活动;②单独组织生产经营活动;③在企业内部单独核算收支。

建筑业总产值(即自行完成施工产值） 指建筑业企业或附营建筑施工单位自行完成的按工程进度计算的建 

筑安装生产总值，建筑业产值包括：

①建筑工程产值:指列人建筑工程预算内的各种工程价值。

②设备安装工程产值:指设备安装工程价值。

③房屋、构筑物修理产值:指房屋、构筑物修理所完成的价值，但不包括被修理房屋。构筑物本身的价值和生产 

设备的修理价值。

④非标准设备制造产值:指加工制造没有定型的,非标准的生产设备的加工费和原材料价值,不论是现场还是 

附属加工厂为本单位承建工程制造的非标准设备的价值，都应计算产值。

建筑业增加值指建筑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目前建筑业增加 

值采用分配法计算，即从收人的角度出发，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人份额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建筑业增加值= 累计折旧中的本年折旧+ 主营业务应付工资+ 主营业务应付福利费+ 管理费用中的劳动、待 

业保险费+工程结算的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中的税金+ 营业利润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指在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内新开工的、上期施工跨人本期继续 

施工、上期停建本期复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不包括上期开工后又停工,本期未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

房厘建筑竣工面积指在报告期内,按照设计所规定的工程内容全部完成,达到了设计规定的交工条件,经有 

关部门检查验收鉴定合格的房屋建筑面积。

自有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指归本企业(或单位)所有，属于本企业固定资产的生产性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 

包括施工机械、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

自有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指本企业(或单位）自有施工机械、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等列为在册 

固定资产的生产性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按设定能力或查定能力计算。包括机械本身的动力和为该机械服务的单 

独动力设备,如电动机等。计算单位用千瓦，动力换算可按1马力=0.735千瓦折合成千瓦数。电焊机、变压器、锅 

炉不计算动力。

工程结算 收 入 指企业(或单位)按工程的分部分项自行完成的建筑产品价值并已与甲方在报告期内办理结 

算手续的工程价款收入，以及向甲方收取的除工程价款以外的按规定列作营业收人的各种款项，如临时设施费、劳 

动保险费、施工机械调迁费等以及向甲方收取的各种索赔款。

工程结算利润指已结算工程实现的利润。如为亏损以号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工程结算利润=工程结算收人-工程结算成本-工程结算税金及附加

企业总收入指与企业生产经营直接有关的各项收人，包括工程结算收人和其他业务收人，即：

企业总收人=工程结算收人+其他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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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Statistical Unit in Constniction refers to the establishment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and in 

the installation of equipmen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orporat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affiliated construclion 

units, depending upon their way of oi^anizdtion. A  corporale constructiun enterprise is a legal entity with independent accounting 

system, especially set up tu undertake cuiistruclion activities. It should meet the following 3 requirements：① being sel up in line 

with relevant legal basis，having its full name, organizalion and location, and capable of taking civil liabilities; ©  independently 

possessing and using its assets and assutiiing ils liabilities, and enlilled lo sign contracts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and ③ making inde

pendent accounts of its profits and losses, and capable of compiling its own balance sheel. On the other hand, the affiliated con

strue lion units are subsidiary cxjiistnicting unils that are eslablished by enterprises or inslilulions in other industries to take construe- 

liun projecls lo build up iheir fixetl assets. They should also meet 3 requirements：①engaged exclusively or mainly in conslruclion 

and installation activities with a fixed site; ©organizing independently their pixxluclion/management; and ③ with independent ac

counting capability in the enterprises lo which I hey are attached.

Gross Out 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Output Value of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refere to the gross output value 

of coiistruclion aiul inslallation prujects lliat are undertaken by constniction enterprises or affiliated constructing units, calculated in 

line with the planned schedule. It includes：

(1) Oulput value of conslruclion prujecls, that is the value of projecls covered by the project budgets;

(2) Output value of instullalion projects, lhal is ihe value of ihe inslallation of equipment;

(3) Output value of repair of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that is the value created through the repairs of buildings or structures, 

but does tiol iiiclude ihe value of builtliogjs oi. slruclures bein^ repaired and the value of the repair of produclion equipmenl;

(4) Oulpul value of nianufacturecl non - standard equipment, lhat is the value of non - standard produclion equipment (in

cluding raw nialeiials and riianufacluriiî  cost) made for ihe conslruclion projecl,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equipment is manufac

tured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r by subsidiary workshops.

Value Added of Constniction refens to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activitie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nslruclion in 

iiKJnetary terms in llie reference period. At present，the value added of construction is calculated with the method of distribulion.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sum of incomes of various production {actor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Hie formula'is as follows:

Value Added of Construction =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in the Year + Wages Payable + Welfare Expenses Payable + 

Insurance Premium and Tax for Waiting for Employment in i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 Taxes and Surchafges in Project Settle

ment + Profit Gained from Projecl Selllemenl - Profit Used as Bonus,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refers to flcwr space of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reference pe

riod, inclutling newly started buildings，buildings started earlier and continued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and buildings suspend

ed earlier but restarted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Excluded are buildings started and then suspended earlier that have not been re- 

slarled during the reference lime.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Completed refers lo the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lhal are completed in ihe reference period in ac

cordance with i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sign，up lo ihe standard for pulling them into use, and have been checked and accepted by 

concerned department as qualified ones.

Total Number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Owned by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or Units) by the End of Year 

refers to the number of machines and equipmenl owned by the enterprises (or unils)，and listed as the fixed assets of the enterprises 

(or units) by ihe end of the year, includ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for constniction，produclion and transportation.

Total Power of Machinô  and Equipment Owned by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or Units) by the End of Year 

refers to the tolal power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l owned by the enterprises (or units)，and listed as the fixed assets of the enter

prises (or unils) by the entl of ihe year，inclutl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llie 

power of ihe machinery is calculated on basis of the designed or verified capacily» covering the power of the machinery/equipment 

anti ihe separate power equipmenl serving the machinery/equipment (such as electric nxjlors) ’ but excluding weldere, traiisformere 

and boilen>. 'Hie unit use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power is kilowatt, with horsepower converted to kilowatt by 1 horsepower =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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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owatt.

Lnoome from settlement of Plt̂fects refers to the income received by the constmcti(« enterprise/unit from the completed 

portion of the project through settlement procedures with the contracted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and other chaiges to the cont

racted as operational costs, such as facility fee, labor insurance premium, moving cost oi oonstmction unit, as well as various types 

of clc ntracted.

mula

Profit £com Settlement of Projects = Income &om Settlement of Projects - Settled Cost - Settled Taxes and Other Cost 

Total Revenue of Entoprises refers to the sum of income from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including income 

from settlement of projecls and other operational income, namely:

Total Revenue of Enterprises = Income from Settlement of Projects + Other Operational Income

Settlement of PtQ)ects refers to pxdit realized through settled projects. It is calculated with the follow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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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

12-1主要年份客货运量及周转量 
VOLUME OF FREIGHT TRAFFIC 

AND PASSENGER TRAFFIC IN MAJOR YEARS

年份

Year

客运量(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10 000 persons)

客运周转量 

(万人公里） 

Passetiger-kilometers 

(10 000 person-km)

货运量(万吨）

Freight Traffic 

(10 000 tons)

货运周转量 

(万吨公里） 

Freight ton-kilometers 

(10 000 ton-km)

1952 82.00 134.00 31531

1957 120.81 842.00 132103

1962 964.56 12619 807.51 147390

1965 1706.87 23268 2365.49 141406

1970 2136.48 27461 2535.76 111415

1975 , 3602.03 40180 3225.71 276337

1978 5294.18 293741 4815.66 1189803

1980 7845.54 417025 4468.63 1106294

1985 16922.66 975571 13513.25 2004938

1990 20332.00 1068775 .15545.51 2452448

1995 39731.00 2104270 '22795.70 3359847

1996 43123.00 2272533 25818.20 3900452

1997 46999.00 2388433 25293.00 3605254

1998 49772.00 2476181 26494.00 3291566

1999 53290.00 2558000 26390.00 3379000

2000 57667.00 2704460 27889.08 3543587

12-2主要年份港口吞吐量和公路线路里程 
FREIGHT HANDLED AT PORTS AND LENGTH OF HIGHWAYS IN MAJOR

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公路线路里程

(公里）
年份 进口 出口

Year
Freight Handled at Ports (10 

000 tons)
Handled in Handled out Length of Highways (km)

1952 61.8 26.6 35.2 743

1957 356.1 73.1 283.0 1021

1962 173.5 93.4 80.1 6044

1965 217.1 115.7 101.4 7221

1970 267.0 161.0 106.0 7538

1975 228.9 108.9 120.0 9753

1978 369.8 184.1 185.7 15421

1980 378.2 194.1 184.1 16811

1985 438.3 195.4 242.9 19377

1990 572.5 275.7 296.8 21162

1995 853.0 390.0 463.0 22556

1996 1076.0 492.0 584.0 23745

1997 2548.7 977.2 1571.5 26892

1998 2477.3 1186.6 1290.7 27210

1999 2599.8 1297.3 1302.5 28086

2000 2448.0 1148.1 1299.9 2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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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主要年份邮电通信指标 

INDICATORS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MAJOR YEARS

年份

Year

邮电局、所(个）

Number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Offices (unit)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Total Business Volume from Postal 

and Telecommimication 

Services (10 000 yuan)

邮电业务收入(万元）

Business Revenue from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0 000 yuan)

1952 1023 12 133

1957 1846 33 874

1962 1747 102 1000

1965 1751 245 1461

1970 2166 267 1371

1975 1933 2190 1726

1978 1925 2650 2103

1980 1917 5071 2650

1985 1853 7268 5796

1990 2056 18999 14222

1995 2220 109627 157568

1996 2314 159929 167313

1997 2655 233471 223052

1998 2954 345932 264846

1999 2954 519537 401767

2000 3961 858200 544369

12_4邮电业务主要指标（1985—2000年）
MAIN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MAJOR YEARS(1985-2000)

年份 函件(万件） 包件(万件）
报刊期发数

(万份)
电报(万件） 传真(份）

长途电话

(万次)

市内电话

(户）

Year
Letters 

(10 000 pcs)

Parcels 

(10 000 pc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irculation 

(10 000 copies)

Telegrams

(10 000 copies)

Faxes

(copy)

Long-distance 

Calls 

(10 000 times)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subscriber)

1985 8961.47 108.71 32750.20 339.86 409 476.59 31021

1986 10210.00 115.96 34695.80 353.60 263 515.30 34177

1987 11755.26 120.03 36902.44 417.90 282 594.68 39331

1988 12432.00 158.19 40590.80 514.50 535 706.98 45797

1989 11609.34 154.41 16161.84 485.28 582 724.14 51729

1990 11544.01 188.42 16036.65 459.20 2346 873.47 57000

1991 11538.61 174.41 17540.21 499.20 10383 1227.19 71487

1992 13617.72 218.56 18216.20 540.97 30797 2132.21 106939

1993 16013.41 264.74 18463.61 508.48 31259 3518.59 163005

1994 16519.36 301.93 15491.25 404.10 35425 7021.80 253912

1995 14633.00 302.87 16452.79 313.54 71050 11650.22 320966

1996 14100.00 188.00 15572.00 221.00 99117 18288.00 563330

1997 12159.00 114.00 28025.00 127.00 114383 23527.00 1089100

1998 12715.00 113.00 30922.00 88.00 102546 23912.00 1235200

1999 13266.00 121.00 33532.00 63.11 103109 22210.00 1482196

2000 11542.00 123.00 31232.00 48.06 92700 23424,00 186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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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

1 2 - 5民用车辆、船舶拥有量 
CIVIL MOTOR VEHICLES AND CIVIL TRANSPORT VESSEL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民用车辆拥有1 ( 辆）
1 oiai civu mocor 

Vehicles(vehlcle)
108845 211370 254406 282865 329972 366645 409059

tt私人民用车辆拥有量 Private Owned 19292 22785 26556 34771 43445 46104 57836

#载客汽车 Buses and Cars 1946 10262 12144 18310 8954 10224 31238

载货汽车 Trucks 3913 12425 14397 16446 9763 10487 26590

民用汽车 Civil Motor Vehicles 62992 134792 157152 173862 165958 188405 2H296

#载客汽车 Buses and Cars 16095 58982 69769 81380 82461 95324 109255

载货汽车 Trucks 45357 72784 84375 89268 79811 89425 97980

特种汽车 Particular Motor Vehicles 1427 1639 2032 2202 2521 2665 2988

其他机动车 Other Motor Vehicles 44258 76576 97250 108999 164014 178240 197763

S摩托车 Motorcycle 28412 48061 61354 70557 112058 141930 174263

轮胎式拖拉机 Wheel Tractor 11199 12077 12726 13413 21000 22580 23500

民用船舶拥有置(艘） Civil Transport Vessels (vessel) 6503 6330 6153 5744 5471 5200 4872

#私人拥有量 Private Owned 2293 2670 3887 3029 2880 2959 2869

机动运输船 Motor Transport Vessels 1048 1569 2489 2483 2438 2466 2391

#拖轮 Tugboats 18 25 21 7 3 16 5

驳船 Barges 264 190 214 90 65 91 94

其他非机动船 Other Non-motor Vessels 981 911 1184 456 377 402 384

机动运输船 Motor Transport Vessels 2775 3276 3232 3469 3412 3360 3220

ft拖船 Tugboats 440 355 283 312 285 253 206

驳船 Barges 2664 1474 1736 1819 1682 1438 1268

其他非机动船 Other Non-motor Vessels 1064 1580 1185 456 377 402 384

12-6交通运输营运工具数 
NUMBER OF TRANSPORTATION MACHINERY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营运载货汽车(辆） Business Trucks(vehicle) 4075 11275 57589 67237 73184 80519 78754

营运载客汽车(辆） Business Buses and Cars(vehicle) 2769 8180 15274 17561 21288 24658 35863

铁路机车(辆） Freight Locomotives(vehicle) 224 264 258 267 284 230 250

铁路客车(辆） Passenger Locomotives(vehicle) 535 711 757 788 762 747 758

机动船(艘） Motor Vessels(vessel) 1315 1032 750 843 720 788 733

驳船(艘〉 Barges(vessel) 1928 1790 1400 1480 990 1112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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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TRANSPORTATIONS,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2—7客货量及港口吞吐量 

FREIGHT TRAFFIC, PASSENGER TRAFFIC 
AND FREIGHT HANDLED AT PORT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客运1 总计(万人)
Total Passenger TrafYlc(10 000 

persons)
20332 39731 43123 46999 49772 53290 57667

铁路 Railway 1932 1962 1725 1835 1875 2130 2140

公路 Highway 15638 34379 37410 41143 44872 48343 53170

水路 Waterway 2741 3352 3900 3937 2888 2694 2240

民航 Civil Aviation 21 38 88 84 137 123 117

旅客周转置总计

(万人公里）

Total Passenger-kilometen (10 000 

person-km)
1068775 2104270 2272533 2388433 2476181 2558000 2704460

铁路 Railway 374372 532000 457000 483000 491700 526000 541000

公路 Highway 433247 998251 1132396 1288392 1455763 1550000 1701444

水路 Waterway 235401 465610 575212 509570 351451 323000 311401

民航 Civil Aviadon 25755 108409 107925 107471 177267 159000 150615

货运量总计(万吨) Total Freight Trafflc(10 000 tons) 15545.51 22795.70 25818.20 25293.00 26494.00 26390.00 27889.08

铁路 Railway 2722 2960 3112 2937 2780 2790 2848

公路 Highway 11093 18253 20214 20626 22129 22202 23646

水路 Waterway 1730 1582 2491 1729 1582 1395 1392

民航 Civil Aviation 0.51 0.70 1.20 1.00 3.00 3.00 3.08

货运用转量总计

(万吨公里）

Totil Freight Ton-kUometers (10 

000 ton-km)
2452448 3359847 3900452 3605254 3291566 3379000 3543587

铁路 Railway 1177987 1590000 1701907 1712000 1636000 1689000 1758000

公路 Highway 393307 537065 594483 624940 656000 692000 725000

水路 Waterway 881036 1231491 1602474 1266624 995534 994000 1057375

民航 Civil Aviation 118 1291 1588 1690 4032 4000 3212

港口货物吞吐置

OT吨）

Total Cargo Handled at Ports 

(10 000 tons)
572.50 853.00 1076.00 2548.70 2477JO 2599.80 2448.00

进口量 Handled in 275.70 390.00 492.00 977.20 1186.60 1297.30 1148.10

出口量 Handled out 296.80 463.00 584.00 1571.50 1290.70 1302.50 1299.90

空港吞吐置 Bandied at Airports

旅客(万人）
Civil Avation Passenger Traffic 

(10 000 persons)
21 252 242 246 239 245 278

货物(万吨）
Civil Avation Freight Traffic (10 000 

tons)
0.5 4.0 4.4 5.0 5.6 6.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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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

1 2 - 8主要港口码头泊位数（2000年） 

NUMBER OF BERTHS AT MAJOR PORTS (2000)

总计 生产用 非生产用

指 标 Item

Total For Productive Use For Non-Productivc Use

码头长度（米） 泊位个数（个） 码头长度（米） 泊位个数（个） 码头长度（米） 泊位个数（个）

Length of Quay 

Line(m)

Number of 

Berths(unit)

Length of Quay 

Line(m)

Number of 

Beiths(nnit)

Length of Quay 

Line(m)

Number of 

Berths(unit)

总 计 Total 13911 151 11166 123 2745 28

重庆 Chongqing 3290 65 2910 58 380 7

洁 陵 Fuling 1541 29 1206 21 335 8

万州 Wanzhou 9080 57 7050 44 2030 13

12_9主要港口码头仓库 
WAREHOUSES AT MAJOR PORT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年末职工人数（人） Year-end Staff and Workers(person) 10297 9782 9738 9902 9772 8909 8718

仓库总面积（平方米） Total Area of Warehouses(sq.m) 49992 38156 188883 186259 186259 186259 231322

堆场总面积（平方米） Total Area of Stacking Yard(sq.m) 117021 188551 204832 200252 200252 200252 242683

集装箱吞吐量合计（吨） Containers Handled at Ports(ton) - 41057 52863 98693 98291 148365 255880

国际集装箱总1 IntematioDal Containers — 4154 9658 27757 85787 137436 204318

国内集装箱总ft Domestic Containers — 36903 43205 70936 12504 10929 51562

粲装箱吞吐量合计(TEU) Containers Handled at Ports(TEU) - 4239 5009 9051 10866 16596 30111

田际集装箱 International Containers - 238 727 2507 6990 11703 21604

S 内集装箱 Domestic Containers - 4001 4282 6544 3876 4893 8507

注：T E U是 “折合20英尺标准箱”英文缩写

Note: TEU is the abbreviation of ” 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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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邮电业务总量 
BUS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邮电业务总置(万元）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10 000 yuan)
18999 109627 159929 233471 345932 519537 858200

函件(万件） Number ofLettere(10 000 pcs) 11544 14633 14100 12159 12715 13266 11542

包件(万件） Number ofParcels(10 000 pcs) 188 303 188 114 113 121 123

特快专递(万件） Pieces of Express Mail Services(10 OOOpcs) 1.76 51,87 62.61 67.84 97.41 144.53 210.00

报刊累计数(万份）
Number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irculation 10 000 copies)
16037 16453 15572 28025 30922 33532 31232

电报(万份） Number of Telegrams。。000 copies) 459.20 313.54 221.00 127.00 88.00 63.11 48.06

传其(万份） Number of Faxes(10 000 copies) 0.23 7.11 9.91 11.44 10.25 10.31 9.27

固定电话用户长途电话 

(万次）

Number of Long-distance Calls (10 000 

times)
873 11650 18288 23527 23912 22210 23424

本地固定电话用户计次制 

电话用户合计(万户）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ofNumercial 

Rate Charge Total Subscribers(10 000 

subscribes)

7.24 37.24 66.50 126.25 156.28 197.88 268.43

#城市电话用户 Urban Telephone Subscribers 5.70 32.10 56.33 108.91 123.52 148.22 186.93

#住宅电话 Residential Telephones 1.01 28.64 50.27 63.04 93.32 114.06 153.16

#乡村电话用户 Rur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1.54 5.14 10.17 17.34 32.76 49.66 81.50

#住宅电话 Residential Telephones 0.02 2.33 4.27 11.79 24.90 43.28 73.74

年末无线寻呼用户(万户）
Year-end Subscribers of Pageing Service 

(10 000 subscribes)
0.39 22.06 33.53 46.84 71.24 75.90 80.60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万户）
Year-end Mobile Telephone Subscribers 

(10 000 subscribes)
0.08 3.62 8.99 19.15 40.73 79.90 160.00

年末因特网用户C户） Year-end Internet Subscribers (subscriber) - - 338 1974 7581 24850 100000

12-11邮政局所及邮政邮电线路 
POSTAL OFFICES AND LINES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邮政周(所)总数(处） Number of Postal Offices(unit)

邮路总长度(公里） Total Length of Postal Routes(km)

鉢农村投通线路(公里） Rural Delivery Routes(km)

Number of Long-distance Telephone
长途业务电话(路）

电报电路(路） Number of Telegraph Lines(line)

2056 2377 2314 1958 1958 1978 2018 

26964 31408 106564 117785 116139 123898 117524 

11782 20466 69439 72503 62452 60803 59060 

1514 14519 28900 24534 19297 26401 45963 

280 295 330 213 276 238 90

注：1996年前电信邮政合营，1990-199(5年邮政局（所）总数含电信。

Note: Before 1996，postal services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re managed together. So number of postal offices from 1990 

to 1996 include telecommunition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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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

12 —1 2邮电通信工具拥有量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臟 换 画 万 门 ）

局用交换■ 占 绅 (万 ⑶ ^ s = = Tei_ e 

接入局用交换机的话机(万部）

移动用户交换机容量(万户）

12.37 103.61 134.85 178.99 266.21 307.99 408.16 

5.71 52.85 79.59 114.16 172.79 199.91 270.58 

5.13 52.59 79.02 113.2 165.05 199.89 264.20 

— 7.59 14.26 29.76 63.32 169.75 220.75

12 —13邮电通信水平 

LEVEL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项 H Item 1990 1995 1996 】997 1998 1999 2000

平均每百人邮电业务总量

(元）

Total Revenue from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Per 100 

Persons(yuan)

650 3662 5309 7673 11306 16910 27764

平均每人每年发函件数(件）
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Letters Mailed Per 

Capita(piece)
3.95 4.90 4.70 4.00 4.16 4.32 3.73

平均每人每年订报刊数(份）
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ubscribed Per Capita(piece)
5.49 5.50 5.20 9.20 10.10 10.91 10.10

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部）
Number of Telephone Sets Owned Per 100 

Persons(unit)
0.24 1.30 2.60 4.20 6.75 9.11 13.86

12-14邮电通信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MAIN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ENTERPRISES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目 ftc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业务收入 Business Revenue 

业务成本 Business Cost 

营业税金及附加 Business Taxes and Surcharges 

^ d0riginalValueofFixed

14222 157568 167313 223052 264846 401767 544369 

6155 69330 101074 192376 209953 331073 407580 

476 5018 5816 7335 8738 13294 18199

29091 325586 440481 705006 897389 1467495 179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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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货(客)运置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的货物(旅客)数量。是反映运输业为国民经济和人民 

生活服务的数量指标,也是制定和检查运输生产计划,研究运输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重要指标。货运按吨计算，客运 

按人计算。货物不论运输距离长短,货物类别,均按实际重量统计;旅客不论行程远近或票价多少,均按一人一次作 

为客运量统计。半价票,小孩票也按一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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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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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吨公里和人公里为计算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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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业务总量指以货币表现的邮电部门用于传递信息和提供其他邮电服务的总数量。它综合反映了一定时 

期邮电工作的总成果,是研究邮电业务量构成和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根据邮电管理体制不同,分为中央国营业务 

总量和地方国营业务总量。它用各种邮电分类业务量,如函件件数、电报份数、长话张数、市内电话和农村电话的年 

均户数、订销报刊累计份数等,分别乘以相应的平均单价(不变价）,加总后再加上出租电路和设备的收人、代用户维 

护电话交换机和线路等设备的收人、其他业务收人求得。

电话用户指接人国家公众固定电话网,并按固定电话业务进行经营管理的电话用户。1997年以前,电话用户 

分为市内电话用户和农村电话用户。市内电话用户是指接人县城及县以上城市电话网上的电话用户；农村电话用 

户是指接人县邮电局农话台及县以下农村电话交换点，以县城为中心(除市话用户外)联通县、乡（镇）、行政村、村民 

小组的用户。从 1997年起,电话用户数分组调整为以用户所在区域划分为“城市电话用户”和“乡村电话用户”，与 

过去的按市内电话和农村电话划分方法不同。而电话用户数、电话机部数统计方法不变。

住宅电话指话机装在居民住宅里的电话。它包括私人付费、公费和免费三个部分。

无线寻呼电话用户指携带小型寻呼机，接收市话用户通过无线寻呼中心,在规定范围内向其发出声音、数字 

或文字显示信息的用户。目前,在邮电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无线寻呼电话用户，每一部寻呼机按一户计算。

移动电话用户指在邮电部门登记,通过移动电话交换机进人移动电话网、占有移动电话号码的电话用户。用 

户数量以实际办理登记手续进人邮电部门移动电话网的户数进行计算,一部或一台移动电话统计为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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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reight (Passenger) Traffic refens to the volume of freighl (passenger) transported with various means. Freight tnuisporl is 

calculaleil in tons and passenger traffic is calculated in the number of persons. Despile the type of freight and traveling distance，the 

freight transport is calculaled in the actual weight of the goods： and despile the I raveling distance and ticket price, tĥ  passenger 

traffic is calculated by the principle that one person can be couiiled only once in one travel. The passenger who travels with a half 

- price ticket or a child ticket is also calculated as one person. The freight (passenger) traffic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measure lo 

show how the transport induslry serves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 and is also and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planning ihe trans

port induslry and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speed of ihe transport industry.

Freight Ton - kilometers (Passenger - kilometers) refer to ihe sum of the products of the volume of transported cai^o 

(passengers) multiplying by the transport distance, usually using ton - kilometer and passenger - kilomeler as units for measure

ment. Nommlly，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he departure slalion and the destination station (i.e. , the payable dislance) is the 

basis lo calculate the freight ton - kilomelers. This is an impuitaiit indicator to show the lolal results of the transport industry, to 

prepare and examine the transport plan and to measure ihe efficiency, the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ihe unit cost of transport.

Business V o l u m e  of Postal a 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refere to the lotal amount of the information delivered and 

other pos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s for the customers. It is derived 

by first multiplying the business volume of different types, such as number of letters, long distance calls，city and rur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and accumulated number of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subscribed and sold, etc. by their respective average unit price 

(fixed price) and then adding these products logelher： plus the income fium maintenance of telephone exchanges and lines, aiul the 

income from other business operations. rIlie business volume of pos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icates the total achievements made 

by ihe post and telecommunicalions department during a given period of lime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study the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l the post and telecommunicalions business.

Telephone Subscribeisl refer to subscribers that are connected in the public line telephone network provided with telephone 

services. Before 1997, telephone subsoribers were classified as city subscriber and village subscribere. City subscribers referred to 

those connected to cily telephone networks in county towns and cities, while village subscribers referred to those connected to village 

telephone stations al and below counties. Since 1997, ihe classification of telephone subscribers was modified on the basis of physi

cal location of the subscribers us “urban telephone subscribers" and “rural telephone subscribers”，which is different fium llie previ

ous classification of categorizing “local telephones 'and “rural telephones”，while the definition of total subscribers and total number 

of telephones remain unchanged.

Household Telephone Subscribers refer to telephone sets installed in resident dwellings, including those wilh lelepFiont; 

chaises paid by individuals, by public unils and free of chaise.

Subscribers of Paging Services refer Lo subscribers who carry small size pagers and receive audio signals, digital signals or 

literal signals sent out by city telephone thiuugh wireless paging center within assigned area. Each pager is counted as a subscriber.

Mobile Telephone Subscribers refer to the persons who own mobile telephone number connected with the mobile lelephone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ti registered by post anti telecommunications organization. "Hie number of subscribers is calculated only 

when the subscribers who have gone thruugli all the register foimalilies and entered inlo the mobile telephone network. One mobile 

telephone is treated as a subscr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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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主要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IN MAJOR YEARS

单位：万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yuan)

年份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私营经济 个体经济 股份经济 “三资”经济 其他

Collcctive-

owned

Funded by 

Hongkong,

Year Total Retai Sales State-owned Private Individual Share Holding
Macao &  

Taiw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Others

1952 61973 19332 9941 428 31581 688

1957 108061 55533 43171 4458 1722

1962 124248 87477 27335 6987 2449

1965 134722 94009 35935 2318 2460

1970 163612 118044 40460 2120 2988

1975 217537 148811 53318 11876 3532

1978 250188 126981 112537 6599 4071

1980 366349 178516 162400 17649 7784

1985 690779 256981 261103 155266 17429

1990 1371244 464257 370361 352587 182553

1995 3718064 897174 672140 129563 963726 154940 21200 869664

1996 4454766 988817 707589 120999 1264644 158682 22535 1185871

1997 5079315 1016771 762904 226890 1140704 224542 31211 1660372

1998 5536962 920192 635189 270072 1610138 254517 73728 1766072

1999 5962570 1010078 575537 282519 2008143 102916 1983377

2000 6435817 961728 603653 481135 2071784 146116 2171401

13—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9一2000年）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999-2000)

绝 对 数 （万元） 构成
推iKr

指标 Item
Value (10 000 yuan) Composition(%)

1999 2000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总计 Total 5962570 6435817 100 100 107.9

按地区分 By Region

市 City 3316349 3615666 55.6 56.2 109.0

县 County 820106 889187 13.8 13.8 108.4

县以下 Below County Level 1826115 1930964 30.6 30.0 105.7

按*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fttion

H 有经济 State-owned 1010078 961728 16.9 14.9 95.2

集体经济 Collectivc-owned 575537 603653 9.7 9.4 104.9

私营经济 Private 282519 481135 4.7 7.5 170.3

个体经济 Individual 2008143 2071784 33.7 32.2 103.2

Funded by Entrepreneurs from 

Hongkong Macao &  Taiw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外资及港澳台经济 102916 146116 1.7 2.3 142.0

其他经济 Others 1983377 2171401 33.3 33.7 109.5

按行此分 By Sector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3404657 3831920 57.1 59.5 112.5

餐饮业 Catering Trade 486170 545585 8.1 8.5 112.2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355602 383368 6.0 6.0 107.8

其他 Others 1716141 1674944 28.8 26.0 97.6

#农民对非农居民
Retail Sales to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1611184 1577013 27.0 24.5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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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2592
2625102
194374
118180
13991

287905
399762
163278

64773 2
41829 25831
472596 387909
10919 10870
1917 1879

32639 31242 19535 3952

29267 30310 14529 3274

86859 104511 85820 7231

988379 1147366 50664 154084

21277 20210 1335 7749

43780 47415 1834 4728

29993 35411 7456 6771
16473 17991 3591 1882

398646 429085 181060 367674

280980 311825 128583 58217

371110 435656 42136 57004
43931 50081 764 4132

1682 2341

201040 216779 1104 15609

209270 185628 492 26888

66359 69546 5376 3518

20527 23507 847 1727
16423 15298 20 2285

77875 78728 13186 14900

76116 77116 2638 11898

5314222 8352061 3826288 1440042

3552016 3937413 1015604 869792

总计

限額以上批发零售贸业商品购、 

销、存总額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行业分
食品、饮料、烟草批发业 

棉、麻、土畜产品批发业

纺织品、服装和鞋帽批发业

日用百货批发业 
日用杂货批发业

五金、交电、化工批发业

药品及医疗器械批发业

能源批发业 
化工材料批发业 

木材批发业 

建筑材料批发业 
矿产品批发业 

金厲材料批发业

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

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业

再生物资回收批发业 

工艺美术批发业

图书报刊批发业

农业生产资料批发业

其他类未包括的批发业 
食品、饮料、烟草零售业 

曰用百货零售业 
纺织品、服装和鞋帽零售业 

日用杂货零售业

五金、交电、化工零售业

1 and 

ze

Total

Totai Value of Purchases Salei and 

Inventory of Goods of Wholesales 

Retail Trade above Designated Siz<

By Regi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Joint-owne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Wholesale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 
Wholesale of Cotton, Ambciy and Anim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Textiles, Garments, Shoes and 

Hats
Wholesale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Wholesale of Daily Sundry Articles 
Wholesale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Wholesale of Energy Products 
Wholesale of Chcmic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Timber 
Wholesale of Building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iner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t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s
Wholesale of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and Parts
Wholesale of Recycled Materials 
Wholesale of Art and Handicraft Products 
Wholesale of Books, Newsp^>ers and 

Magazines
Wholesaie of Mea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ther Wholesale not Classified
Retail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
Retail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Retail of Textiles, Gannents, Shoes and Hats
Retail of Daily Sundiy Articles
Retail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药品及医疗器械零售业

图书报刊零售业 

其他零售业

PR額以下批发零« 贸« 业商品« 、 

销、存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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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5 25819 21917 5709

28525 28918 25548 3062

96222 95417 81027 9062

1762206 4414648 2810684 570250

13_3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销、存总额（2000年） 
TOTAL VALUE OF PURCHASES,SALES AND INVENTORY 

OF COMMODITIES OF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Item

销售总额 

Total Sales

#零售

Retail

年末库存总额

Ycar-cnd Total 

Inventory

435890
360184
182615
103965
15492

269685
348474
155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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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4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购销存数量（2000年） （一） 
VOLUME OF PURCHASES,SALES AND INVENTRY OF COMMODITIES OF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ABOVE DESIGNATED SIZE(2000)(I)

品名 Item
商品销售总量 

Total Sales

年末库存量 

Year-end Inventory

#零售量

Retail

摩托车(辆） Motorcyclcs(vehicle) 333959 2612 914

电视机(台） Television Sets(unit) 304086 176748 9204

组合音响（台） Hi-Fi Component System(unit) 16423 15206 671

摄像机(台） Pickup Camaras(unit) 1666 1633 213

录像机(台） Vcdio Recorders(unit) 299 263 207

影碟机(台） Vedio Disc Projectors(unit) 166036 62248 22310

家用洗衣机(台） Household Washing Machines(unit) 181155 80069 13148

家用电冰箱(台） Household Re£rigerators(unit) 194637 83147 22321

房间空调器（台） Room Air-conditioners(unit) 231100 95945 16769

微波炉（台） Microowave Ovens(unit) 176860 102086 5851

化学肥料(吨） Chemical Fertilizer(ton) 873253 - 122651

化学农药(吨） Chemical Pesticides(ton) 4658 - 2834

农用塑料薄膜(吨） Farm-use Plastic Membrane(ton) 1953 - 365

13_5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购销存数量（2000年） （二）
OF PURCHASES, SALES AND INVENTRY OF COMMODITIES OF 

RADEAfi
VOLUME
WHOLE：OLESALE AND RETAIL Tl ABOVE DESIGNATED SIZE(2000)(H)

flr名 Item
商品销售总量 

Total Sales

年末库存量 

Ycar-cnd Inventory

#零售童

Retail

汽车(辆） Motor Vchicles(vehicle) 22753 8486 13775

#轿车 Cars 2847 2067 173

钢材(吨） Rolled Steel(ton) 352139 2535 31717

铜 (吨） Copper(ton) 22251 37

铝 (吨） Aluminum(tOD) 96003 1083

水泥(吨） Cement (ton) 33799 1000

煤炭(万吨） Coal(10 000 tons) 81 1 2

汽油(吨） Gasoiine(ton) 450786 139062 66056

榮油(吨） Diesel Oil(ton) 708209 184986 7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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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限额以上批发贸易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2000年）

单位：万元

指标 Item

年末资产负债 

Total Creditors Equity

流动资产 

小计

固定资产小 

计

固定资产原 

值#存货
长期投资

Total

Circulating

Assets

Inventoiy
Long-term

Investment

Total Fixed 

Assets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m i m 382504 65396 382882 425039
1083199 289043 55308 303988 329635

1388207 380418 65396 382611 424460
L024057 279441 48171 283971 304611
99059 20672 2399 19839 23201
27351 6485 41 17347 18764

518 283 25 36
86753 13700 9342 22582 27545
128033 56310 5143 34944 46451
22436 3527 300 3903 3852

1251 124 210 384

2648 1962 61 195

443526 140473 7905 122758 132654

30171 12846 1326 7200 9220
319912 101732 3453 63693 67288

54962 2928 17365 9330 12116

35924 5182 3793 11044 13018

19091 6652 764 18559 19542
8148 401 583 2391 2984

159565 37221 6668 50433 28594

103278 50420 4207 27546 36428

103764 * 51321 5116 60033 82461

98640 50813 3688 59365 81716

5124 508 1428 668 745

15039 4802 653 6134 8136

8121 178 390 350

80404 18495 3544 14350 17067

207644 31501 7115 20869 26155

17041 3267 447 4185 4423

15394 2923 422 4150 4379
9959 1601 465 3327 4666

9583 2412 92 252 381

47455 13763 5257 18084 22173

26159 7179 382 6588 6108

42443 4708 1040 6609 7783

总计 
#田有及国有控股 

按蹙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行业分

食品、饮料、烟草业

#粮食、食用油业 

烟草及其制品业

棉、麻、土畜产品业

纺织品、垠装和鞋帽业

日用百货业 

日用杂货业

五金、交电、化工业

药品及医疗器械业 

能湎业 

#石油及制品业

煤炭及制品业

化工材料业 

木材业 

建筑材料业 
矿产品业 

金属材料业

机械、电子设备业

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业

tt汽车业 

再生物资回收业

工艺美术业 

图书报刊业 

农业生产资料业

M M M __________

Total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iateratl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aed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Joint-owne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n^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Wholesale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s
Grains and Edible Oil 
Tobaccos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otton, Ambcry and 

Anim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Textiles, Garments, 

Shoes and Hats
Wholesale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Wholesale of Daily Sundry Articles 
Wholesale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Wholesale of Energy Products 
Wholesale of Petroleum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oal and Related

cts
>lesale of Chemic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Timber 
Wholesale of Building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iner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t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s 
Wholesale of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and Parts 
Wholesale of Motor Vehicles 

Wholesale of Recycled Materials 
Wholesale of Art and Handicraft 

Products
Wholesale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olesale of Mea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ther Wholesale not Classified

Product!
Who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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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4 1563527
1204739
100378
27760

176
90648
125783
14043

1941

1913

94418
66646
3901
10774

3976
9121

6

1687329
1292823
105188
38534

176
95484
134904
20220

1941

1919

290850
206479

7253
12576

18447
42862
3233

248

75687 39273 2846 603546 511411 18786 537437

6576 2051 39195 30870 2172 33041

33321 15890 381 409727 361363 3667 369144

9695 3297 612 82269 101167 506 101672

12183 3062 665 51431 51270 -611 50658

18844 7664 327 38942 24795 14271 39066
2154 956 786 11946 5437 -305 17406

23852 4060 2600 219566 200776 6840 207616

32704 9659 2674 139248 105573 3424 109539

67210 23207 4020 172964 141679 7438 150866

66594 22979 4020 165744 139147 7731 146924

616 228 7221 2532 -293 3942

3888 3204 39 22126 14253 2770 17023

350 60 8510 6176

10035 8078 126 98452 72009 7951 80503

11993 6334 2064 239407 187923 27598 215522

3173 796 1466 23287 25844 -351 25494

3173 787 1466 21580 24336 -351 23986

3170 1454 14024 13696 -129 13567

297 129 9927 9503 9503

12727 6038 217 71024 40978 -2099 38879

2326 1759 175 34324 27027 745 28632

810 1381 416 50616 34040 7590 41630

66109

6154
40583

-19403

773

-124
-5460

11950

29709

22098

18820

3279

5103

2334

17949

23885

-2207

-2406
457

424

32145

5692

8986

FINANCIAL INDICATOR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WHOLESALE 
TRADE ABOVE DESIGNATED S1ZE(2000)

(10 000 yuan)

年末资产负债 

Total Creditors Equity

无形及递延资

产小计#生产经营用
累计折旧 资产合计 流动负愤小计 长期负愤小计 负愤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Used by 

Production 

Management

Total

Depreciation

Total Intangible 

and Deferred 

Assets

Total Assets
Total

Circulating

Total Long-term 

Liabilities
Total Liabilities

Total Creditors 

Equity

291098
228836

120411
95375

19033
9495

1891609
1478077

1567381
1273056

94424
71529

1691189
1366022

200420
112055

6
 

7
 

8
 

9
 

4
 

5
 

5
 

7
 

7
 

3
 

7
 

4
 

8

1

8

0

4

7

5

7

0

 

6

1

0

1

6

7

5

3

 

7
2
4
3
3
4
5
4 

9
 

7

6

0

 

9
 

9

6̂

-3

0

1

8

8

3

9

1

0

 

2

 

9

W

8

4

4

5

6

5

 

2

9
 

4
 

8
 

4

 

0

 

0

 

5

 

8

7
 

1
 

8

8
 

9
 

2
 

4

 

8

 

3

 

1

249
744
266

16：

2897

8
 

5
 

1

9

 

7
 
6
 

0
 

o
 

5
 

7
 

7
 

5
 

3
 

8
 

1

1

 

6
 

9

7
 

8
 

2
 

8
 

7
 
o
 

1

8
 

7
 

4
 

5

• 415 •



13 • DOMESTIC TRADE

续1

单位：万元

指标 Item

损益及分配 

Profit &  Loss and Distribution

商品销售 

收(营业收

入）

商品销售收 

入净额

商品销售成 

本
经营费用

商品销售税

金及附加

Sales

Revenue

(Business

Revenue)

Net Value of 

Sales 

Revenue

Cost of Sales
Business

Cost

Sales Tax 

and Extra 

Charges

2723997 2694870 2456371 124134 4947
1956236 1929324 1742980 9740! 3883

2672574 2664855 2429828 121311 4905
1804758 1799563 1624204 89366 3607
184528 184527 172323 6531 200
50299 50293 45179 2792 123
3461 3461 3291 87 3

272436 250727 230687 11117 518
306285 305477 284627 10754 431
70807 70807 69517 664 23

14069 14015 13415 517 9

17354 16000 13128 2306 33

854399 850955 767401 37995 1771

60834 60751 56180 3190 58
580827 578204 526678 21846 1038

21958 21958 20103 1126 225

50025 50025 46209 1503 11

33436 32131 29016 3006 106
15188 15138 13963 570 71

293630 293630 272431 9809 753

271383 270529 249799 8883 385

402050 402014 348065 35387 711

388911 388910 338094 33962 626

13139 13104 9971 1425 85

45844 45712 43461 1499 62

2001 2001 1676 128 7

196746 196746 191201 3578 120

235264 235264 224600 6190 184

36416 36415 35529 677 41

32499 32498 31785 609 39
19349 19349 17403 887 103

16420 16420 15677 468 1

100103 76801 58825 8274 338

73566 73563 67561 2324 19

56219 56219 53451 1830 39

总计
#国有及国有控股 

按暨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行业分

食品、饮料、烟草业

#粮食、食用油业

烟草及其制品业

棉、麻、土畜产品业

纺织品、服装和鞋帽业

曰用百货业 
日用杂货业

五金、交电、化工业

药品及医疗器械业 

能源业 

#石油及制品业

煤炭及制品业

化工材料业 

木材业 

建筑材料业 
矿产品业 
金属材料业

机械、电子设备业

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业

#汽车业 

再生物资回收业

工艺美术业

图书报刊业

农业生产资料业 

其他批发业_____________

Animal)

Wholesa

Total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i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Joint-owne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Wholesale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s
Grains and Edible Oil 
Tobaccos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otton, Ambery and 

nal Products
esale of Textiles, Garments, 

Shoes and Hats
Wholesale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Wholesale of Daily Sundry Articles 
Wholesale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Wholesale of Energy Produci 
Wholesale of Petroleum anc 

Products
Wholesale of Coal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hemic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Timbcr 
Wholesale of Building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iner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t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acbinery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s 
Wholesale of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and Parts 
Whol^ale of Motor Vehicles 

Wholesale of Recycled Materials 
Wholesale of Art and Handicraft 

Products
Wholesale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olesale of Mea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ther Wholesale not Classified

nd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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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国内贸易

CONTINUED-1

(10 000 yuan)

损益及分配

Profit &  Loss and Distribution

商品销售利润 

Sales Profit

代购代销收入

Revenues of 

Purchase and 

Sale on a 

Comission 

Basis

主营业务利润

Profit in Major 

Management

Projects

其他业务利润

Profit in Other 

Mandgement 

Projects

管理费用

Management

Cost

財务费用 

Financial Cost

营业利润

Business

Profit

补贴收入

Subsidy

Revenue

利润总额 

Total Profits

109420 1435 110855 17091 105617 38533 -16899 3075 -9760
85059 1342 86401 11762 86251 32527 -21020 2637 -12872

108813 1435 110248 17094 104289 38465 -16493 3075 -9249
82386 1342 83728 10339 81231 31246 -17946 2600 -10061
5473 79 5552 1657 4567 945 -650 190
2199 2199 762 1963 691 323 15 536

80 80 -1 98 -2 -17 17

8405 15 8419 2198 6622 1741 2185 229 1682

9666 9666 2098 9359 3799 -467 24 -1358
604 604 41 449 45 79 48

74 74 -3 815 -743 -743
533 533 513 68 337 232

43786 22 43808 3934 35755 13273 -2142 2005 -3745

1323 1323 426 1442 949 -531 1219 94

28642 28642 863 21653 7979 -1288 137 -3467

505 6 511 528 1534 2886 -3188 58 -2721

2303 106 2409 647 2107 1644 -751 76 -561

2 2 2169 2559 1456 -1371 -1155

534 26 560 153 857 737 -886 28 -546

10638 56 10694 948 7817 4084 -638 102 -337

11462 12 11474 1378 9197 3879 1496 122 552

17852 17852 910 22893 3203 -7523 -521

16228 16228 872 22111 3177 -8377 -606

1624 1624 38 782 25 854 85

690 207 897 405 1390 454 -532 36 -595

190 190 28 101 3 113 153

1848 1 1849 1103 2869 1363 -1046 23 -958

4290 920 5210 2815 6193 3058 -623 182 23

168 168 222 1806 683 -2836 -2903

67 67 147 1677 683 -2884 -2953

957 78 1035 184 1320 279 -380 143 71

273 273 11 273 275 -23 53 -230

9364 9364 767 6072 262 3797 117 3960

3659 1 3660 96 1072 537 118 5 165

899 899 793 1802 457 484 125 -412



13 • DOMESTIC TRADE

总计 
#国有及国有控股 

按蜚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行业分 

食品、饮料、烟草业 

#粮食、食用油业 
烟草及其制品业 

棉、麻、土畜产品业 

纺织品、服装和鞋帽业 

曰用百货业 
日用杂货业 

五金、交电、化工业 

药品及医疗器械业 

能源业 

#石油及制品业 

煤炭及制品业 

化工材料业 

木材业 

建筑材料业 
矿产品业 

金属材料业 

机械、电子设备业 

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业 

#汽车业 

再生物资回收业 

工艺美术业 

图书报刊业 

农业生产资料业 

其他批发业

ToU)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ister丨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Joint-owne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Wholesale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s

Grains and Edible Oil 
Tobaccos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otton, Ambcry and Anim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Textiles, Garments，Shoes and Hats

Wholesale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Wholesale of Daily Sundiy Articles

Wholesale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Wholesale of Energy Products 

Wholesale of Petroleum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oal and Related Products

Wholesale of Chemic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Timber 
Wholesale of Building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ineral Products 
Wholesale of Metal Materials

Wholesale of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s

Wholesale of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and Parts

Wholesale of Motor Vehicles 
Wholesale of Recycled Materials

Wholesale of Art and Handicraft Products

Wholesale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olesale of Mea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ther Wholesale not Classified

单位：万元

经济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

商品经营费用率

Item

Ratio ofProfis to Busi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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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国内贸易

CONTINUED-2

(10 000 yuan)

经济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

商品销售利润率 

Ratio of Profits to Sales(%)

流动比率 

Circulating Rate(%)

速动比率 

Speed Rale(%)

资产负偾率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ets(%)

所有者权益比率

Ratio of Creditors' Equity

to Assets(%)

4.1 0.9 0.6 89.4 10.6
4.4 0.9 0.6 92.4 7.6

4.1 0.9 0.6 89.4 10.6
4.6 0.9 0.6 93.0 7.0
3.0 1.0 0.8 86.5 L3.5
4.4 1.0 0.8 78.9 21.1
2.3 2.9 1.3 32.4 67.6
3.4 1.0 0.8 76.4 23.6
3.2 1.0 0.6 77.3 22.7
0.9 1.6 1.4 75.9 24.1

0.5 0.6 0.6 119.7 -19.7

3.3 1.4 0.4 66.2 33.8

5.1 0.9 0.6 89.0 L1.0

2.2 1.0 0.6 84.3 15.7

5.0 0,9 0.6 90.1 9.9

2.3 0.5 0.5 123.6 -23.6

4.6 0.7 0.6 98.5 1.5

0.0 0.8 0.5 100.3 -0.3

3.5 1.5 1.4 145.7 -45.7

3.6 0.8 0.6 94.6 5.4

4.2 1.0 0.5 78.7 21.3

4.4 0.7 0.4 87.2 12.8

4.2 0.7 0.3 88.6 11.4

12.4 2.0 1.8 54.6 45.4

1.5 1.1 0.7 76.9 23.1

9.5 72.6 27.4

0.9 1.1 0.9 81.8 18.2

1.8 1.1 0.9 90.0 10.0

0.5 0.7 0.5 109.5 •9.5

0.2 0.6 0.5 111.1 -11.1

4.9 0.7 0.6 96.7 3.3

1.7 1.0 0.8 95.7

12.2 1.2 0.8 54.7 45.3

5.0 1.0 0.7 83.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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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2000年)

单位：万元

年末资产负债

Total Creditors Equity

流动资产 

小计

固定资产小 

计

固定资产原 

值
指标 Item

#存货
长期投资

Total

Circulating

Assets

Inventory
Long-term

Investment

Total Fixed 

Assets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总计 Total 200364 77264 20994 182578 204871

#国有及国有控股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110783 54440 2810 96848 102927

按#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ation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184731 73540 5113 163360 179984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08250 53899 2159 80138 85046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19446 2315 534 8455 9459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4761 1981 215 8000 9454

联营企业 Joint-owned 2692 1693 841 954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8690 838 143 17617 25278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9494 3239 769 28862 29132

私营企业 Private 31398 9575 1293 19447 2066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2507 626 475 921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D-ftinded Enterprises 13126 3098 15881 18743 23966

按行业分 By Sector

食品、饮料、烟萃业
Retail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s
23542 12529 919 10995 13664

#粮油食品业 Retail of Grains and Edible Oil 16597 10748 45 4058 5010

副食品业 Retail of Non-staple Food 5428 1489 872 6070 7534

日用百货业 Retail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Retail of Consumer Goods

113026 43656 18075 127303 136221

#百货业 100863 40955 17716 120253 128222

文化体育用品业 Retail of Cultural and Sports Goods 1653 838 9 1849 1470

纺织品、服装和鞋帽业
Retail of Textiles, Gannents, Shoes and 

Hats
2986 476 6043 6733

曰用杂货业 Retail of Daily Sundry Articles 254 49 8 201 343

五金、交电、化工业
Retail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11918 4304 60 1427 1525

药品及医疗器械业
Retail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11873 5762 48 8875 9832

图书报刊业
Retail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9445 2180 87 5164 5454

其他零售业 Other Retail not Classified 27320 8308 1797 22570 31099

#家具 Retail of Furniture

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配件 Retail of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and Parts
16545 6135 1769 4000 4403

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
Retail of Computers, Software and 

Office Appliances
709 414 25 596 888

• 420 •



13 • 国内贸易

FINANCIAL INDICATOR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RETAIL TRADE 

ABOVE DESIGNATED SIZE (2000)

(10 000 yuan)

年末资产负债

Total Creditors Equity

无形及递延资 

产小计#生产经营用
累计折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小计 长期负愤小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Used by 

Production 

Management

Total

Depreciation

Total Intangible 

and Deferred 

Assets

Total Assets
Total

Circulating

Total Long-term 

Liabilities
Total Liabilities

Total Creditors 

Equity

173353 41794 32288 451093 259876 39380 301984 149109

91642 16966 14244 238386 147872 28233 178513 59873

154314 36125 23755 391211 240372 39380 282480 108731

74027 15795 10882 214081 141772 19934 164111 49970

6022 2377 152 29035 16786 2896 19850 9185

6161 1475 180 13156 8655 979 9634 3522

951 151 179 3711 2036 393 2429 1282

24626 8550 1494 27973 11545 206 11906 16067

26123 5646 8955 49099 19488 11205 30693 18406

16404 2131 1913 54156 40090 3767 43857 10299

348 446 2982 1881 1881 1101

18691 5223 8533 56900 17623 17623 39277

9729 4024 891 36507 29031 3971 35080 1427

4638 1629 4 20705 22507 2765 25335 -4630

5093 2145 746 13245 5123 1205 8345 4900

117797 23865 28143 301081 168464 17367 186072 115009

113102 22019 27937 281298 157016 16041 173280 108018

1470 114 162 3673 3063 14 3077 596

6095 690 433 9463 4402 3764 8166 1297

45 149 463 142 1 143 320

1164 317 111 13677 11391 849 12395 1282

7472 1496 669 21465 20046 1444 21672 -207

4855 1826 305 15002 5825 30 5927 9075

26196 9427 1736 53435 20575 11954 32529 20906

621 403 55 22370 5885 11515 17400 4970

388 292 2 1333 754 754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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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

单位：万元

损益及分配

Profit &  Loss and Distribution

指标 Item

商品销售

收(营业收 

入）

商品销售收 

入净额

商品销ft成 

本
经营费用

商品销ft税
金及附加

Sales

Revenue

(Business

Revenue)

Net Value of
Business

Cost

Sales Tax

Sales

Revenue

Cost of Sates and Extra 

Charges

总计 Total 594319 585391 509724 30865 2775

#国有及国有控股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345638 339774 300603 18820 136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lsteration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508710 499834 441092 27798 2732

8国有企业 State-owned 333540 327784 290147 18292 1322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27548 27021 25227 978 74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16649 16192 14316 957 85

联营企业 Joint-owned 10701 10701 9880 545 2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24452 22485 17020 526 618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T.imit<xi Companies 23369 23368 19955 1618 105

私营企业 Private 72453 72284 64548 4882 52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ogkoog, 

Macao and Taiwan
8981 8981 6404 957 20

外商投资企业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76628 76576 62227 2111 24

按行业分 By Sector

食品、饮料、烟草业
Retail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s
27676 27641 24637 2464 362

ft粮油食品业 Retail of Grains and Edible Oil 10187 10155 10031 858 7

副食品业 Retail of Non-staple Food 14863 14861 12335 1446 348

曰用百货业 Retail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Retail of Consume Goods

371324 369473 317689 20350 1477

#百货业 351764 349912 300770 18627 1430

文化体育用品业 Retail of Cultural and Sports Goods 4318 4318 3564 527 12

纺织品、服装和» 帽业
Retail of Textiles, Garments, Shoes and 

Hats
9865 9865 8434 910 41

日用杂货业 Retail of Daily Sundry Articles 74 74 55 30

五金、交电、化工业
Retail of Hardware, Transpor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27494 27386 26448 712 19

药品及医疗器械业
Retail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22823 22103 18136 1944 111

图书报刊业
Retail of Books, Newsp^ers and 

Magazines

Other Retail not Classified

28965 25137 18588 2359 136

其他零售业 106097 103712 95738 2096 629

#家具 Retail of Furniture

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配件
Retail of Motor Vehicles, Motorcycles 

and Parts
68305 68305 66392 1301 11

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
Retail of Computers, Software and 

Office Appliances
5840 5840 5645 10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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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1

(10 000 yuan)

损益及分配 

Profit &  Loss and Distribution

商品销售利润 代购代销收入 

Revenues of

主营业务利润 其他业务利润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利润 补贴收入 利润总额

Sales Profit

Purchase and 

Sale on a 

Comission 

Basis

Profit in Major 

Management 

Projects

Profit in Other 

Management 

Projects

Management

Cost
Financial Cost

Business

Profit

Subsidy

Revenue
Total Profits

42028 13 42041 8162 41635 7348 2257 1675 6382

18984 18984 4094 20440 5210 -2454 1638 4209

28213 13 28226 6729 29897 7314 -1803 1675 4095

18023 18023 3237 18962 3876 -1460 1638 5229

743 743 554 1335 230 -103 37 -18

834 834 432 958 211 150 177

274 274 -1 220 21 32 17

4321 4321 144 2090 106 2380 1432

1691 5 1695 1419 2760 1644 -1281 -1397

2328 8 2337 944 3572 1227 -1519 -1345

1600 1600 9 1616 35 ■42 •50

12215 12215 1425 10122 -1 4102 2338

179 179 925 3622 920 -3328 1595 -33

-741 -741 560 1103 652 -1844 1376 -76

733 733 323 2178 246 -1374 197 41

29957 13 29970 5847 29309 4327 3111 42 5098

29086 13 29099 5636 27899 4315 3403 42 5371

217 217 87 602 1 -299 -300

481 481 171 488 225 -63 -63

-11 -11 113 102 -1 -16 -12

207 207 84 335 168 -193 -252

1913 1913 261 2744 < 1382 -1943 -2050

4053 4053 505 2372 •51 2237 35 2386

5249 5249 256 2663 379 2451 2 1306

600 600 210 546 208 53 2 56

66 66 27 92 26 -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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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续2

指标 Item

经济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

商品经营费用率 

Ratio ofProfis to Business (%)

总计 Total 53

#国有及国有控股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isteration

5.5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5.6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5.6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3.6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5.9

联营企业 Joint-owned 5.1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2.3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6.9

私营企业 Private 6.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0.7

外商投资企业 

按行业分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2.8

食品、饮料、烟萃业 Retail of Food, Beverages and Tobaccos 8.9

粮油食品业 Retail of Grains and Edible Oil 8.4

副食品业 Retail of Non-staple Food 9.7

曰用百货业 Retail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Retail of Consumer Goods

5.5

»百货业 5.3

文化体育用品业 Retail of Cultural and Sports Goods 12.2

纺织品、服装和鞋帽业 Retail of Textiles, Gannents, Shoes and Hats 9.2

日用杂货业 Retail of Daily Sundry Articles 40.5

五金、交电、化工业 Retail of Hardware, Transpoit, Electric and Chemical Products 2.6

药品及医疗器械业 Retail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Appliances 8.8

图书报刊业 Retail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9.4

其他零售业 

#家具

Other Retail not Classified 

Retail of Fumiture

2.0

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配件 Retail of Motor Vehicles，Motorcycles and Paits 1.9

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 Retail of Computers, Software and Office Appliance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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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2

(10 000 yuan)

经济效益 

Economic Efficiency

商品销售利润率

Ratio of Profits to Sales

(%)

流动比率 

Circulating Rate (%)

速动比率 

Speed Rate (%)

资产负愤率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ets (%)

所有者权益比率

Ratio of Creditors' Equity 

to Assets (%)

7.2 0.8 0.5 66.9 33.1

5.6 0.8 0.4 74.9 25.1

5.6 0.8 0.5 72.2 27.8

5.5 0.8 0.4 76.7 23.3

2.7 1.2 1.0 68.4 31.6

5.2 0.6 0.3 73.2 26.8

2.6 1.3 0.5 65.5 34.5

19.2 0.8 0.7 42.6 57.4

7.2 0.5 0.3 62.5 37.5

3.2 0.8 0.5 81.0 19.0

17.8 1.3 1.0 63.1 36.9

16.0 0.7 0.6 31.0 69.0

0.6 0.8 0.4 96.1 3.9

-7.3 0.7 0.3 122.4 -22.4

4.9 1.1 0.8 63.0 37.0

8.1 0.7 0.4 61.8 38.2

8.3 0.6 0.4 61.6 38.4

5.0 0.5 0.3 83.8 16.2

4.9 0.7 0.6 86.3 13.7

-14.9 1.8 1.4 30.9 69.1

0.8 1.1 0.7 90.6 9.4

8.7 0.6 0.3 101.0 -1.0

16.1 1.6 1.3 39.5 60.5

5.1 1.3 0.9 60.9 39.1

0.9 2.8 1.8 77.8 22.2

1.1 0.9 0.4 56.6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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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8限额以上餐饮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2000年） 
FINANCIAL INDICATOR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OF CATERING 

TRADE ABOVE DESIGNATED SIZE(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年末资产负债 

Total Creditors Equity

流动资产

小计

Total

Circulating

Assets

固定资产

小计

Total Fixed 

Assets

固定资产 

原值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

指标 Item #存货 

Inventory

长期投资

Long-term

Investment

#生产经营用

Used by 

Production 

Management

累计折旧

Total

Deprecia

tion

总计 Total 58472 7055 3250 164723 202675 110388 49299

#国有及国有控股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l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24340 2281 1533 71381 86587 59597 2240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41571 5041 3164 117095 138109 100723 32361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6002 1622 930 59659 74406 47718 16708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1408 250 50 3475 4379 1779 1269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4447 1137 1010 11527 15017 10440 3509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Joint-owne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Private

29
8528 689 320

49
13176

57
10366 8640

9
3826

股份有限公司 5171 542 837 14424 16453 15753 4117

私营企业 5986 801 17 14785 17431 16393 2923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13388 1004 86 6756 15256 8925 8500

外商投资企业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a-fUnded Enlerprises 3513 1010 40872 49310 740 8438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正餐

By Sector 
Dinner 55984 6671 3180 159260 195009 103217 47081

快餐 Fast Food 906 165 517 740 740 223

塵 饮 此 ..... Others 1582 219 70 4946 6926 6431 1995

指标 Item

无形及递延 

资产小计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小计 长期负愤小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合计

Total 

Intangible 

and Deferred

Assets

Total Assets
Total

Circulating

Total Long- 

tenn

Liabilities

Total

Liabilities

Total

Creditors

Equity

年末资产负债 

Total Creditors Equity

25097 257186 88681 80968 170248 86938

9618 106924 29727 26971 56698 50226

19367 183256 60209 36504 97299 85957
4250 80892 20441 23939 44380 36512
108 5042 2312 2 2447 2595

2924 21712 9235 3282 12673 9039
78 65 65 13

3854 26043 8257 5926 14275 11768

2557 22988 8374 1870 10444 12544

5674 26501 11525 1485 13015 13486

206 23866 26478 10694 37185 -13319

5524 50064 1994 33770 35764 14300

22736 246651 86020 80593 167212 79439
854 2431 448 448 1983
1507 8104 2213 375 2588 5516

总计 

#国有及国有控股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正餐 

快餐

細 饮 业 ______

Total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l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Joint-owne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D-fb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Dinner
Fast Foo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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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国内贸易

续表 CONTINUED

单位：万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0 000 yuan)

损益及分配 

Profit &  Loss and Distribution

指标 Item

营业收入

Business

Revenue

营业成本

Cost of 

Sales

营业费用

Manage

ment Cost

营业税金 

及附加

Sales Tax 

and Extra 

Changes

经营利润

Total

Profits

管理费用

Manage

ment Cost

财务费用

Financial

Cost

营业利润

Business

Profit

总计 Total 100679 40878 31801 5140 22859 25411 5680 -8232

#国有及国有控股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By Regl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34730 11605 10512 1954 10660 10113 1673 -1126

按®记注册类型分
六资企业 82164 36108 24701 4217 17137 17473 3007 -3344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28209 9342 7621 1656 9590 8490 1613 -513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4593 2792 1068 220 513 408 54 51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8448 3667 2805 420 1556 1676 693 -814
联营企业 Joint-owned 292 145 139 13 -5 8 -13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9911 4690 3355 560 1306 1840 66 -600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Private

7119 2321 2981 325 1492 2167 200 -876

私营企业 23592 13151 6732 1023 2685 2884 381 -579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Enterprises Funded by

8884 2795 3997 441 1651 1983 2599 -2930

外商投资企业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y Sector 
Dinner

9631 1975 3103 482 4071 5955 74 -1958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正餐 96303 39075 29845 4925 22457 24984 5669 -8197

快餐 Fast Food 3473 1409 1480 174 410 87 -7 331

m s s a _______ Others 903 394 476 41 -8 340 ______ \L

损益及分配 经济效益

Profit &  Loss and Distribu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指标 Item
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应付利润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愤率

所有者权 

益比率

Total

Profits

ought pay 

for income 

tax

ought pay 

for Profits

Circulatmg

Ratc(%)

Speed

Rate (%)

Ratio of 

Liabilities to 

Assets(%)

Ratio of 

Creditors' 

Equity to 

Assets(%)

总计 

#国有及国有控股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企业

港ft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正餐 

快餐

Total -8393 420 787 0.7 0.6 66.2 33.8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2174 175 542 0.8 0.7 53.0 47.0

By Reglsteration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3656 347 787 0.7 0.6 53.1 46.9
State-owned -2070 167 539 0.8 0.7 54.9 45.1
Collective-owned 148 11 0.6 0.5 48.5 51.5
Cooperative Share Holding -487 12 2 0.5 0.4 58.4 41.6
Joint-owned 0.5 0.5 83.3 16.7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補 13 3 1.0 1.0 54.8 45.2
Share Holding Limited

-105 8 0.6 0.6 45.4 54.6
Companies
Private -682 136 243 0.5 0.5 49.1 50.9

Enteiprises Funded by
-2693 0.5 0.5 155.8 -55.8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2044 73 1.8 1.3 71.4 28.6

By Sector
Dinner -8510 347 787 0.7 0.6 67.8 32.2
Fast Food 245 73 2.0 1.7 18.4 81.6
Others -128 0.7 0.6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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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 

消费品零售额。这个指标反映通过各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生活需要， 

是研究人民生活,社会消费品购买力、货币流通等问题的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包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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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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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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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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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售给来 

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消费品；(5)居民自费购买的中、西药品、中药材及医疗用品；（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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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旧货寄售商店自购、自销部分的商品；（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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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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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营业收人、邮局出售邮票的收人、自来水、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单位的产品供应 

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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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以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不包括个体）为总体的商品购、 

销、存。

商品购进总额指从本企业(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口）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 

品。这个指标反映批发零售贸易业从国内、国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总量。商品购进总额包括:（1)从工农业生产者 

购进的商品；（2)从出版社、报社的出版发行部门购进的图书、杂志和报纸;（3)从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企业 

(单位)购进的商品；(4)从其他单位购进的商品’如从机关、团体、企业、单位购进的剩余物资,从餐饮业、服务业购进 

的商品,从海关、市场管理部门购进的缉私和没收的商品,从居民收购的废旧商品等；（5)从国(境)外直接进口的商 

品。不包括企业(单位）为自身经营用，和未通过买卖行为而收人的商品以及销售退回、商品升溢等。

商品销售总额指对本企业(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包括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这个指标反 

映批发零售贸易业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量。商品销售总额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 

消费用的商品；(2)售给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服务业等作为生产,经营使用的 

商品；(3)售给批发零售贸易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4)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不包括：出售本企 

业(单位）自用的废旧包装用品，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 

续费的业务，购货退出的商品以及商品损耗和损失等。

批发零售贸易业年末库存指年末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单位）已取得所有权的商品。它反映各 

地区、各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单位)的商品库存情况,和对市场商品供应的保证程度。期末库存包括:（1)存放在批发 

零售贸易业经营单位(如门市部、批发站、经营处)仓库、货场、货柜和货架中的商品；（2)挑选、整理、包装中的商品；

(3)已记人购进而尚未运到本单位的商品，即发货单或银行承兑凭证已到而货未到部分;（4)寄放他处的商品，如因 

购货方拒绝承付而暂时存放在购货方的商品和已办完加工成品收回手续而未提回的商品；（5)委托其他单位代销 

(未作销售或调出）尚未售出的商品；(6)代其他单位购进尚未交付的商品。不包括所有权不属于本单位的商品、拨 

付除批发零售贸易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所属独立核算加工厂等加工生产尚未收回成品的商品、代国家物资储备部门 

保管的商品等，期末库存总额计算方法是)农副产品采购单位按购进价计算,批发单位按进货价计算,零售单位按什 

么价格核算就按什么价格计算。

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指在农村集市和城市集市上买卖双方(包括农民、非农业居民、机关、团体、工商企业、个 

体商贩)成交的全部商品金额,是反映集市贸易规模的综合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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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otal Retail Sales of C o n s u m e r  G o o d s  refer to the stun of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by ihe eslablishnients in wholesale 

trade, retail sale trade, caterijig trat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of different lypes of ownership, to urban and ni- 

ral resiilents aiul social gmups. This indicator is used to show the supply of consumer good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o honseholils 

and instilutions lo meet their demands, and i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the issues on people’s livelihoocl，on ihe pur

chasing power of consumer gout Is aiul on the ciivulation of money. The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include ： (1) conuiKxlilics sold 

to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or residenlial us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sold to th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r repair of houst;s; (2) 

and fuels sold to canteens of institutions, enteiprises, schools, military units and to canteens of hotels and lioslels that only st.rvt. 

their guests, and conmiodities produced by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or state faims and sold directly lo their eniployet*s or their can

teens; (3) grain and non - staple food, clothing, daily articles and fuels sold lo military personnel; (4) consunier ̂ kkIs sold tu 

foreigners,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compatriots fium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during their stay in tlu* niuiiiland of 

China; (5) Chinese and western metlicines, herbs and medical facilities purchased by residents; (6)newspapers, books ami maga

zines directly sold to residents and social groups by publishers, new and old commemorative stamps, special stamps, firsl - day cov

en*, stamp albums and other stamp - collection articles sold by stamp companies; (7) consumer goods purchased anil ihen sold by 

second - hand shops; (8) sloves and other heating facilities and liquefied gas sold by gas companies to households and institutions; 

and (9) commodities sold by faimers to non - agricultural residents and social groups. Excluded under this I leading are.: raw mate

rials, fuels, equipment, lools sold to enterprises, iiistilulioiis and stale farms for production purpose; conunodities sold to Irade es

tablishments for i*e - selling; commissioneil sales at second - hand shops; operational income of urban public utilities; stamps sold 

at pusl ofllces; ineomt; of water, power, gas piuduclion and supply establishments frnm the supply of their pitxlucts; and sales oi 

comniixlities among farmers.

Purchase, Sales a nd Stock of Commodities by Wholesale a n d Retail T rade refer to llie puixihast1, sales and stuck of 

commodities by wholesale mul retail establishments ol clifferenl ownership (excluding individual selleni) •

Total Purchases of Commodities refer lo the purchases of commodities by the establishments frnm other t*stal)lishiiu*iUs or 

individuals (including direct import from abroad) for the purpose of re - selling, either with or without further pnx^essing of ilk， 

commodities purchased. Iliis indicator is useil lo show the total value of purchases of commodilies by wholesale and retail establish

ments from domestic aiul overseas markets. Tlie tolal purchases include： (I)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ducls purchased fmm 

producers; (2)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purchased frnm dislribution departments of the publishers; (3) commodities pur

chased fmm wholesale and retail eslablislinients; (4) commodities purchased from other unils, such as surplus nuitehuls purchased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enterprises or institulions, commodities purchased from catering and service establislinients, confist̂ aled 

goods purchased fmni customs authorilies or market management agencies, second - hand goods and wastes purchaseil from resi

dents ; and (5) comniotlilies tlireclly imported fruni abroatl. Excluded are commodilies purchased by establishnienls (miits) for list‘ 

in iheir own business operation, commodilies obtained without buying or selling procedures, rejected commodities, elc.

Total Sales of Commodities refer to selling of commodities by the establishments 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direct export) ■ 

lliis indicator is used to show ihe total value of sales of commodities al domestic markets and export. fIlie lolal sales include： ( I) 

commodities sold to urban and rural residenls aiul social groups for their consumption; (2) commodities sold to eslablishinenls in in

dustry , agriculture，conslruclion, Iranspuilal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s, catering Iraile and pub

lic utility for their pnxluction and operation; (3) commtxlilies sold to wholesale and retail establishments for re - selling, wilh or 

witliout further pixx̂ essiiig; and (4) comnioclities for direct expurl to other counlries. Excluded are selling uf waste packaging matt.ri- 

als used by the eslablishinenls (unils) themselves, comnKxlities transferred without buying or selling procedures, coruniission in

come from brokerage in transaclioiis whose selllemenl is directly handled by buyere and sellere, rejected conmioilities in llie pur

chase, loss in commodities，etc.

C o m m o d i t y  Stock of Wholesale a n d  Retail Enterprises at Year - end refers to total comniotlilies possessed by wholesale 

and retail enterprises (units) of various types of ownerehip, which reflects the commodily stock level of various wholesale aiul rt'lail 

enterprises and the pulential for markel supply. It includes： (1) commodities located in storage, garages, couiilere, and shelves of 

operating units (such as sale stores, wholesale cenlere, and operating offices) of wholesale and retail enlerprises; (2) cormiKxlilirs 

in the prucess of selecting, sorting, anti parking; (3) commodilies not arrived but recorded as purchase in the accouiil, i.e. com- 

modi ties not arrived but payment receipts for ihe coinmcxlities from the sellere or ihe banks arrived; (4) coninwililies (lepositet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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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laces ralher than places menliont*(l alwve，for instance： cumnKxlities in the hold of purchasers temporarily due to the refusal 

of payment and commodilies not taken back after going thiuugh the formalities; (5) commodities entrusted to other anils to sell but 

not sold yet; (6) commodities purchased for olher units but not delivered yet. ComnKxlilies not included as stock are those nol 

owned by the enterprises (units), those allocated to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factories rather than wholesale and retail enterprises for 

processing but not taken back yet, and finally ihose put in slock by wholesale and retail enterprises on behalf of the stale material 

reserve units. In the calculation of lhe value of comniociities stock at lhe end of period, the value is calculated at purchasing prices 

in agricultural gqocls purchasing unils mid wholesale unils, and al lhe accounling prices in retail units.

Volume of Business (Transaction Value) at Urban and Rural Free Market refere lo the value of all goods changed 

hands between sellers anti buyers, including farmers, non - agricullural residents, inslilutions,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aiul pn- 

vate peddlers, al urban and rural free markets. It is a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used lo show the size of the transaction at tht* fret; 

Irade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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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

14—1 海关进出口总值（1987—2000年）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CUSTOMS STATISTICS)(1987-2000)

单位：万美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D 10 000)

年份

Year

进出口总值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进口总值 

Total Imports

出口总值 

Total Exports

1987 29681 12235 17446

1988 41078 18907 22171

1989 60299 31247 29052

1990 68095 35366 32729

1991 61950 22701 39249

1992 74244 33377 40867

1993 85470 44310 41160

1994 123957 52430 71527

1995 141859 57126 84733

1996 158543 99178 59365

1997 167843 89828 78015

1998 103386 51975 51411

1999 121044 72005 49039

2000 178546 79025 99522

14—2 利用外资情况（1985—2000年）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1985-2000)

单位：个、万美元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unit. US D 10 000)

年份
新签利用外资协议

协议合同金额 实际利用外资额
(合同)数 #对外借款 #外商直接投资

Year

Number of New Signed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on 

Foreign Capital to be Utilized

Total Amount of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Total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

Foreign Loans
Foreign Direct 

nvestments

1985 28 3991 2499 736 427

1986 21 2957 3596 1464 790

1987 31 3320 4509 2451 1924

1988 72 54862 13153 10574 2069

1989 39 3887 22479 20427 756

1990 81 19133 14489 13187 332

1991 110 12074 16143 12340 977

1992 516 59665 29745 14359 丨 0247

1993 795 106629 41970 14895 25915

1994 453 65266 65644 17376 44953

1995 341 112473 61554 20436 37926

1996 233 35873 44151 20772 21878

1997 289 77109 98208 36391 38466

1998 263 75099 55163 10484 43107

1999 199 70115 32699 8564 23893

2000 237 86888 34532 9953 2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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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TRADE AND TOURISM

1 4 - 3 国际旅游人数和外汇收入（1985—2000年)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ND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1985-2000)

旅游外汇收入(万

美元）

平均每人逗留天数

(天）
年份 接待旅游人数(人） #外国人 #港澳台同胞

Year
Number of Tourists 

(person)
Foreigners

Compatriots from 

Hongkong and Macao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Tourism

Average Staying Period 

Per Capita (day)

1985 49508 40460 8370 527 2.1

1986 55152 44290 8904 860 1.7

1987 60894 52177 8253 1063 1.5

1988 64181 45193 18711 1281 1.5

1989 41248 21454 19595 1027 1.6

1990 69609 19913 49570 1823 1.3

1991 81745 29625 51950 2354 1.6

1992 141165 52949 88050 3997 1.3

1993 135596 59140 76025 4819 1.4

1994 138593 93408 44180 5432 1.5

1995 142892 93625 48942 6333 2

1996 161761 108163 53238 7090 2.3

1997 259414 154919 103720 10548 2.7

1998 163738 116288 47211 8837 3.2

1999 184936 133629 51173 9726 3.2

2000 266081 192863 73218 13705 3.2

1 4 - 4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1985—2000年） 
CONTRACTED PROJECTS AND LABOR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85-2000)

年份

Year

签订合同数(个）

Number of Contracts 

(unit)

合同金额(万美元）

Value of Contracts 

(USD 10 000)

实际完成营业额 

(万美元）

Value of Business Fulfilled 

(USD 10 000)

1985 9 2109 572

1986 18 1571 337

1987 15 1540 572

1988 13 2640 2683

1989 27 2605 2574

1990 14 2971 2189

1991 16 4329 2436

1992 19 3765 2896

1993 13 9440 2704

1994 45 4106 4132

1995 33 4032 3757

1996 35 6654 3160

1997 22 2607 2725

1998 24 1969 3203

1999 235 4591 3842

2000 231 9232 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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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5海关进出口商品分类总值（1999一2000年）

TOTAL OF IMPORTS AND EXPORTS BY COMMODITY CATEGORY 
(CUSTOMS STATISTICS) (1999-2000)

单位：万美元 _______  (USD 10 000)

1999 2000

商品类别 Categories of Commodities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 n

Exports Imports Exports Imports

总值 Tatal Value 49039 72005 99522 79025

活动物、动物产品 Live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2365 39 2903 48

植物产品 Vegetables Fruits and Cereals 1189 54 1531 60

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精制食用 

油脂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s Refined Edible 

Oils and Fats
408 - 301 60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代用 

品的制品

Food, Beverage, Liquor and Vinegar; 

Tobacco and Tobacco Substitutes
1181 203 1170 338

矿产品 Minerals 1035 5000 1683 5139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Chemic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11232 4861 13095 11233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Plastic and Related Products, Rubber and 

Related Products
2021 995 2613 1275

革、毛皮及制品、箱包；动物肠线 

(蚕胶丝除外）

Leather, Furs and Related Products; Cases 

and Bags, Handbags and Similar 

Containers

220 42 327 12

木及制品、木炭、软木、编制品
Wood and Wooden Products, Charcoal, 

Cork, Weaveworks
181 36 237 88

木浆等、废纸、纸、纸板及其制品
Paper Pulp, Paper Waste, Paper, 

Paperboard and Related Products
13 264 81 342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Textile Materials and Products 6985 373 10318 528

鞋帽伞等、羽毛品、人造毛、人发 

品

Shoes, Hats and Umbrellas; Feather 

Products, Artificial Furs, Wigs
589 8 749 6

矿物材料制品、陶瓷品、玻璃及制 

品

Mineral Material Products, Ceramics 

Glass and Related Products
1139 334 1973 105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 Jeweliy，Preciouse Metals and Related 

币 Products, Artificial Jewelry, Coins
9 12 3 14

贱金属及其制品 Base Met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6838 4719 11540 6602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Recorders, Videorecorders and Accessories
5863 38476 8334 38031

车辆、肮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Vehicles, Aircraft, Ships and Relate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6319 13474 40390 11617

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
Optical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Clocks, 

Musical Instruments
781 3050 1234 3476

其他商品 Others 671 65 103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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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6海关进出口商品总值（1999一2000年）
TOTAL OF IMPORTS AND EXPORTS (CUSTOMS STATISTICS)(1999-2000)

单位：万 美 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SD 10 000)

进出口总值 出口 进口

指标 Item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Exports Imports

1999 2000 1999 2000 1999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121044 178546 49039 99522 72005 79025

一般贸易 Original Trade 104834 154398 42193 89862 62641 64536

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赠送 Do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56 15 2 - 54 15

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捐赠
Donation of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Overseas Chinese
71 9 - - 71 9

补偿贸易 Compensation Trade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 Processing and Assembly Trade 170 299 71 173 99 126

进料加工贸易 Processing Trade for Imported Material 9919 12580 6768 9418 3151 3162

边境小额贸易 Frontier Petty Trade 2 2 2 2 - -

来料加工装配进口的设备
Imported Equipment for Processing 

and Assembly Trade
-

对外承包工程货物
Contracted Project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租赁贸易 Internationa] Leasing 一 1 - 1 - -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 

备物品

Imported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as 

Investment of Foreign Funded 

Investment Enter—prises for 

Processing and Sold Inside Country

5784 10918 - - 5784 10918

出料加工贸易
Processing Trade for Exported 

Materials
1 - 1 - - -

易货贸易 Barter Trade - - - - - -

免税外汇商品
Tax-free Foreign Exchange 

Commodities
42 58 - - 42 58

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from Bonded 

Warehouse
75 217 - 51 75 166

其他 Others 90 50 2 15 8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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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7按国别（地区）分的外贸进出口总额（1999—2000年) 
IMPORTS AND EXPORTS BY REGION (1999-2000)

单位：万美元 （US D  10 000)

国 别 （地区） Region

出口

Exports

进口

Imports

1999 2000 1999 2000

总 计 Total 49039 99522 72005 79025

亚洲 Asia 25890 69588 54835 62923

阿富汗 Afghanistan 76 93 - -

巴林 Bahrain 7 28 - -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222 569 2

文莱 Brunei 1 - - -

缅甸 Burma 369 567 - 1

柬埔寨 Kampuchea 36 190 - -

塞浦路斯 Cyprus 235 3089 — -

朝鲜 North Korea - — -

香港 Hongkong 4509 5202 364 394

印度 India 1154 1710 814 1628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619 10989 234 307

伊朗 Iran 297 1093 93 690

以色列 Israel 274 125 105 18

曰本 Japan 4914 7427 46971 46784

约旦 Jordan 50 18 -

科威特 Kuwait 36 33 - -

老挝 Laos 7 55 - -

黎巴嫩 Lebanon 25 20 — -

澳门 Macao 6 15

马来西亚 Malaysia 456 681 311 110

马尔代夫 Maldives - 3 - -

蒙古

尼泊尔

Mongolia

Nepal 35

12

251 — —

阿曼 Oman 6 - 41

巴基斯坦 Pakistan 647 737 5 95

巴勒斯坦 Palestine 11 15 — -

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 785 821

卡塔尔 Qatar 1 3 — 33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62 166 17 251

新加坡 Singapore 469 949 533 179

韩国 South Korea 4002 5742 2845 9307

斯里兰卡 Sri Lanka 83 192 — 一

叙利亚 Syria 47 25 一

泰国 Thailand 1550 1282 82 215

土耳其 Turkey 59 231 33 31

阿拉伯酋长国 United Arab Emirates 561 730

也门共和国 Yemen Rep. 17 - 一

越南 Vietnam 2337 27724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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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CONTINUED-1

单位：万美元 (USD 10 000)

国 别 （地区） Region

出口

Exports

1999 2000

进口

Imports

1999 2000

中国

台湾

非洲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贝宁

博茨瓦那

布隆迪

喀麦隆

加那利群岛

中非

刚果

吉布提

埃及

赤道几内亚 

埃塞俄比亚 

加纳 

几内亚 

肯尼亚 

利比里亚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摩洛哥 

尼曰尔 

尼曰利亚 

塞内加尔 

索马里 

南非 

苏丹

坦桑尼亚

多哥

突尼斯

乌干达

布基纳法索

扎伊尔

赞比亚

津巴布韦

厄立特里亚

非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PRC

Taiwan

Africa

Algeria

Andorra

Benin

Botswana

Burundi

Cameroon

Canary Islands

Central African Rep.

Congo

Djibouti

Egypt

Bquatorial Guinea

Ethiopia

Ghana

Guinea

Kenya

Liberia

Libya

Madagascar

Mauritius

Morocco

Niger

Nigeria

Senegal

Somali

South Africa

Sudan

Tanzania

Togo

Tunisia

Uganda

Burkina Faso

Zaire

Zambia

Zimbabwe

Eritrea

Others

929

1786

13

37

11

18

14

329

2

5

33 

5

20

1

3 

1

52

361

107

428

4 

4

29

3

11

34

12

249

1576

2222

16

21

3

2

13

112

1

37

66

202

6

50

6

37

1

26

4

544

240

1

468

150

12

23

15

38

80

7

1

11

4

22

147

2231

208

258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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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美元

续2 CONTINUED-2

(USD 10 000)

出口 进 U

国 别 （地区） Region Exports Imports

1999 2000 1999 2000

欧洲 Europe 12364 14758 8607 8432

比利时 Belgium 649 702 57 94

丹麦 Denmark 240 313 85 64

英国 U K 897 1573 936 56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Germany 3373 4303 3309 2525

法国 France 885 887 623 544

爱尔兰 Ireland 11 8 6 111

意大利 Italy 2230 1986 452 468

卢森堡 Luxembourg - - 106 73

荷兰 Netherland 1838 2326 550 190

希腊 Greece 44 144 - -

葡萄牙 Portugal 140 141 —

西班牙 Spain 657 687 253 104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 2 - -

安道尔 Andorra 8 - - -

奥地利 Austria 233 182 83 130

保加利亚 Bulgaria 6 10 15 21

芬兰 Finland 70 59 397 110

匈牙利 Hungary 9 18 3 31

冰岛 Iceland 2 2 - -

马耳他 Malta 42 35 - -

摩纳哥 Monaco - 1 — —

挪威 Norway 136 142 18 62

波兰 Poland 62 84 3 49

罗马尼亚 Pomania 92 44 - -

璃典 Sweden 111 142 829 1013

璀士 Switzerland 220 342 319 511

爱沙尼亚 Esthonia 11 4 - -

拉脱维亚 Latvia 2 13 - -

立陶宛 Lithuania - 4 -

亚美尼亚 Annenia - - -

白俄罗斯 White Russia 5 - -

哈萨克 Kazakstan 39 16 - -

吉尔吉斯 Kirghizia 2 47 - —

俄罗斯 Russia 207 294 479 1684

塔吉克 Tadzhikistan - 3 - -

乌克兰 Ukraine 20 32 83 84

乌兹别克 Uzbekistan 11 15 - -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Yugoslavia 33 40 - -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Slovenia Rep. 20 13 — —

充罗地亚共和国 Croatia Rep. 50 1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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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美元

续3 CONTI NU ED ^

(USD 10 000)

出口 进口

国 别 （地区） Region Exports Imports

1999 2000 1999 2000

捷克共和国 Czech Rep. 6 22 I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1871 2731 787 19

阿根廷 Argentina 775 1128 1 15

巴哈马 Bahamas - 44 - -

巴巴多斯 Barbados - - -

巴西 Brazil 156 148 750 2

智利 Chile 63 141 36 -

哥伦比亚 Colombia 105 110 - -

多米尼克 Dominica 35 26 - -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13 4 一 —

古巴 Cuba - 10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 Rep. 14 21 - -

厄瓜多尔 Ecuador 1 4 —

危地马拉 Guatemala 32 93 - -

圭亚那 Guyana 40 39 一 -

海地 Haiti 12 13 一 -

洪都拉斯 Honduras 6 1 一 -

牙买加 Jamaica 22 29 - -

墨西哥 Mexico 127 255 一 2

尼加拉瓜 Nicaragua - 16 一 -

巴拿马 Panama 80 155 - -

巴拉圭 Paraguay 8 47 -

秘鲁 Peru 212 149 - -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1 43 -

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8 11 ~ -

苏里南 Surinam - 3 - -

特立一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6 8 - -

乌拉圭 Uruguay 87 93 - -

委内璀拉 Venezuela 68 140 — —

非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Others 2 - - -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6794 9777 6075 5079

加拿大 Canada 476 1080 104 440

美国 U S A 6318 8698 5971 4639

大洋州 Oceania 333 446 1701 2569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48 365 1686 2528

斐济 Fiji 4 12 ~ 5

新西兰 New Zealand 54 64 15 36

巴布亚新几 Papua New Guinea 22 4 ~~ —

所罗门群岛 Solomon Archipelago 2 - ~ —

萨摩亚 Samoa 2 - ~ -

大洋州其他国家及地区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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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外贸出口主要商品数量和金额（1999一2000年）
MAIN EXPORT COMMODITIES IN VOLUME AND VALUE (1999-2000)

单位：万美元 （U S D  10 000)

1999 2000

品名 Name 数量 金额 数童 金额

Volume Value Volume Value

鲜冻牛肉(吨） Fresh Frozen Beeffton) - - - -

鲜冻猪肉(吨） Fresh Frozen Pork(ton) 393 46 1924 243

蔬菜 (吨） Vegetables(ton) 3341 661 4508 783

干豆(吨） Dried PusIe(ton) 439 22 854 35

鲜、干水果及坚果(吨） Fruits and Nuts(ton) 32 2 349 11

食糖(吨） Sugar(toa) - - 30 3

茶叶(吨） Tea(ton) 1396 220 3458 407

猪肉罐头(吨） Canned Pork(ton) 3221 457 3281 422

蘑菇罐头(吨） Canned Mushroom(ton) 1911 169 342 26

猪鬃 (吨） Bristle(ton) 1277 871 1896 1284

肠衣(吨） Casings(ton) 2079 761 1911 686

填衣用羽毛、羽绒 (吨） Feathers and Dawn for Stuffing(ton) 409 151 532 281

药材(吨） Medical Materiab(ton) 1068 178 1297 232

锯材 (立方米） Wood Sawn(cu.m) 143 7 238 13

生丝(吨） Raw Silk(ton) 432 856 598 1192

黏土及其他耐火矿物(吨） Clay and Other Refractoiy Minerals(ton) 79832 732 116637 1177

重晶石(吨） Barite(ton) 6100 40 14144 88

合成有机染料(吨） Synthetic Organic Dyestuffs(ton) 672 441 492 304

医药品（吨）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ton) 1693 3399 1774 2897

轮胎(万个） Rubber Tyrcs(10 000 units) 9 234 10 56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Textile Y a m  Woven Fabrics and Related 

Products
- 4124 - 7051

玻璃制品 Glass Products — 205 - 190

家用陶瓷器(吨）
Porcelain and Pottery Ware for Household 

Usc(ton)
1214 252 2457 453

钢材(吨） Rolled Steel(ton) 8327 331 26462 682

铝 (吨） Aluminium(ton) 5455 1161 9850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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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万美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USD 10 000)

1999 2000

品名 Name 数ft 金额 数置 金额

Volume Value Volume Value

未锻造的锌及锌合金(吨) Unwrought Zinc and Zinc AlIoys(ton) 12749 1306 16250 1931

未锻造的锰(吨） Unwrought Manganese(ton) 5859 555 7499 717

钢铁或铜制标准紧固件

(吨）

Standard Fastener Made of Steel Iron or 

Coppcr(ton)
358 40 719 114

手用或机用工具(吨） Hand Tools and Tools for Machmes(ton) 3008 378 3796 463

锁 (吨） Locks(ton) 118 33 167 37

纺织机械 Textile Machinery - 15 - 13

金属加工机床(台） Metal Processing Machine Tools(set) 78908 284 57402 140

轴承(万个） Bearings(10 000 units) 330 146 488 226

电动机及发电机(个） Electric Motors and Power Generators(unit) 55 3 4764 18

原电池(万个） Primary Batteries(10 000 units) 9685 592 1425 923

手电筒(万个） Flashlights(10 000 units) 48 4 95 17

扬声器(个） Loudspeakers(unit) 306 0.15 42722 5

录音机及收录(放)音组合 

机 (台）
Sound Recording Apparatus(set) 36258 18 80287 13

收音机(个） Radios(set) 12712 5 246917 22

电视机(台） TV Sets(set) 4681 15 22008 45

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 

设备零附件(吨）

Accessories of TV Sets Radios and Radio 

CommunicatioD(ton)
66 20 86 32

电容器(吨） Electrical Capacitors(ton) 43 61 28 37

二极管、晶体管及类半导 

体器件(万个）

Diodes Transistors and Semiconductor 

Devices(10 000 units)
26647 142 16834 104

电线和电纸(吨） Insulated Wires and Cablcs(ton) 117 23 143 25

汽车和汽车底盘(辆） Motor Vehicles and Chassis(unit) 384 136 773 278

汽车；件 （价值） Parts of Motor Vehicles(value) - 292 - 343

自行车(辆） Bicycles(unit) 69786 80 114220 134

摩托车及自行车零件 

(价值）
Parts of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value) - 415 — 1931

己组装的完整表芯(万只） Assembled Complete Movements (10 000 units) 13 12 9 12

日用钟(万只） Clocks(10 000 units) 58 34 14 11

床垫、寝具及类似品 

(价值）
Mattress Beddungs and Related Products(value) — 161 - 210

灯具、照明及类似品 

(价值）
Lighting Apparatus and Related Product5(value) - 44 - 53

旅行用品及箱包（价值） Travelling Articles and Cases(value) - 71 — 125

服装及衣著附件（价值）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value) - 2522 - 3060

鞋 类 （价值） Shoes(value) 476 - 622

塑料制品（吨） Plastic Products(ton) 1543 305 3190 501

玩 具 （价值） Toys(value) — 126 - 322

伞 (万把） Umbrellas(10 000 units) 69 82 82 94

* 刷 (万个） Bristle Bmshes(10 000 units) 913 100 953 114

热水瓶(万个） Vacuum Flasks(10 000 units) - - - -

机电产品（价值）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value) 14662 — 5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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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和投资额（2000年） 
CONTRACT NUMBER AND VALUE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2000)

单位：个、万美元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unit,USD 10 000)

签定项目(合同)数 外商协议投资额 实际利用外资额

Number of Projects with 

Contracts Signed

Foreign Investment 

Through Agreements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

指标 Item

2000

至2000年底 

累计

Total at the 

End of 2000

2000

至2000年底 

累计

Total at the 

End of 2000

2000

至2000年底 

累计

Total at lhe 

End of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190 3036 35716 470270 24436 278135

按投资方式分 By Investment Mode

合资经营 Joint Venture 80 1738 7731 246522 15873 171369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19 186 6542 69438 2424 34905

独资经营 Foreign Enterprises 91 1108 21385 150539 6139 51205

股份制 Share Holding - 4 58 3711 - 20656

按行业分 By Sector

第一产业 Primaiy Industry 1 29 6 2792 377 631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102 1943 13155 268069 16168 159889

丁业 Industry 91 1763 10386 232979 15232 156039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1 180 2769 35090 212 3126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87 1064 22555 199409 7891 117615

S交通运输、仓储及邮 

电通讯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8 65 1795 16411 1485 20882

批发雩售贸易及餐饮业
Wholesale Retail Trade and 

Catering Trade
10 131 191 16226 897 24922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9 388 8682 110918 2904 51511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47 468 11241 54779 2495 19274

按主要国别(地区)分 By Country and Region

澳门 Macao - 30 - 4171 153 537

台湾 Taiwan 32 583 2804 31271 547 17509

日本 Japan 5 163 261 46531 6169 68473

美国 United States 17 348 972 46551 1642 10101

加拿大 Canada 8 42 674 3080 49 1323

香港 Hong Kong 82 1449 22764 228876 7307 123083

新西兰 New Zealand 2 10 81 256 6 268

新加坡 Singapore 5 101 666 16606 1196 10136

马来西亚 Malaysia 2 28 606 6437 57 3291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 26 400 2586 - 845

法国 France 1 9 6 2504 - 2076

英国 United Kingdom 3 24 144 23807 2473 15636

瑞典 Sweden - 4 - 1253 - 1039

韩国 Korea Rep 6 33 752 3899 228 554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2 7 38 449 19 143

泰国 Thailand 2 35 378 4984 - 642

比利时 Belgium - 3 - 276 - 298

瑜士 Switzerland - 3 — 1465 1185 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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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 10利用外资情况（1999—2000年）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新签利用外资协议(合同)数 (个）

Number of New Signed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on Foreign Capdal to Be 

UtUized(unlt)

199 237 119.1

对外借款 Foreign Loans 2 8 400.0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69 190 112.4

外商其他投资 Other Foreign Investment 28 39 139.3

协议 (合同)額 (万美元）
Total Amount of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USD 10 000)
70115 86888 123.9

对外借款 Foreign Loans 19100 50337 263.5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50688 35716 70.5

外商其他投资 Other Foreign Investment 327 835 255.4

实际利用外资額(万美元）
Total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USD 10 000)
32699 34532 105.6

对外借款 Foreign Loans 8564 9953 116.2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3893 24436 102.3

外商其他投资 Other Foreign Investment 242 143 59.1

14_11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1999一2000年） 
CONTRACTED PROJECTS, LABOR COOPERATIONS AND DESIGN &  

CONSULT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签订合同«  (个） Number of Contr丨cts(unit) 235 231 98.3

对外承包工程 Contracted Projects 11 5 45.5

对外劳务合作 Labor Cooperation 209 210 100.5

设计咨询 Design and Consultation 15 16 106.7

合同金額(万美元） Value of Contr丨ct(USD 10 000) 4591 9232 201.1

对外承包工程 Contracted Projects 1148 2790 243.0

对外劳务合作 Labor Cooperation 3338 4767 142.8

设计咨询 Design and Consultation 105 1675 1595.2

实际完成营业額(万美元） Value of Business FulfUled(USD 10 000) 3842 5721 148.9

对外承包工程 Contracted Projects 809 2095 259.0

对外劳务合作 Labor Cooperation 2963 3544 119.6

设计咨询 Design and ConsuJtation 70 82 117.1

劳务输出（人） Labor Exported 1509 1272 84.3

#技术人员 Technicians 500 7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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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12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1999—2000年）

NUMBER OF TOURISTS AND EARNINGS FROM TOURISM (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指数 

Index 1999=100

旅游人数合计(人） Total Number of Tourists(person) 24944936 30962781 124.1

#国际旅游人数 International Tourists 184936 266081 143.9

外国人 Foreigners 133629 192863 144.3

# 日本 Japan 36536 45827 125.4

美国 United States 46410 59724 128.7

法国 France 7820 10500 134.3

英国 United Kingdom 4626 11497 248.5

德国 Germany 10934 24358 222.8

新加坡 Singapore 1924 2724 141.6

加拿大 Canada 3230 3515 108.8

泰国 Thailand 2341 2323 99.2

意大利 Italy 958 1434 149.7

澳大利亚 Australia 2543 2958 116.3

华侨 Overseas Chinese 134

港澳同胞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19046 30943 162.5

台湾同胞 Compatriots from Taiwan 32127 42275 131.6

过夜平均每天来渝旅游人数(人）
Average Tourists Visiting Chongqing 

Everyday (person)
507 729 143.8

来渝旅游者平均逗留天数(天）
Average Period Tourists Staying in 

Chongqing(day)
3.2 3.2 100.0

外国人 Foreigners 3.3 3.2 97.0

华侨 Overseas Chinese 2.3 0.0

港澳同胞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3 3 100.0

台湾同胞 Compatriots from Taiwan 2.9 3 103.4

比重（国际旅游人数=100〉 Proportion(intcmational tourists: 100)

外国人 Foreigners 72.3 72.5

华侨 Overseas Chinese 0.1

港澳同胞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10.3 11.6

台湾同胞 Compatriots form Taiwan 17.3 15.9

旅游收入(万元） Earnings from Tourlsm(10 000 yuan) 1083000 1485400 137.2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TourismfUSD 10 000)
9726 13705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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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旅行社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1999—2000年） 

NUMBER OF TRAVEL AGENCIES AND STAFF AND WORKERS (1999-2000)

指数

指标 Item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年末旅行社数（个）
Number of Travel Agencies at Year- 

end(unit)
189 190 100.5

国际旅行社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ies 20 20 100.0

国内旅行社 Domestic Travel Agencies 169 170 100.6

年末旅行社从业人员数（人）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Travel 

Agencies at Year-end(person)
- 4201 -

国际旅行社 IntemationaJ Travel Agencies - 1420 -

国内旅行社 Domestic Travd Agencies - 2781 —

14一 14主要国际旅行社接待国际旅游人数（2000年)

INTERNATIONAL TOURISTS RECEIVED BY MAJOR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AGENCIES (2000)

单位：人天数 (person-day)

指标 Item 2000

重庆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Chongqing Overseas Tourist Group 358572

重庆招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Chongqing Merchants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159619

重庆新亚国际旅行社 Chongqing New Asi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80238

重庆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Chongqing Chi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50190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Chongqing China Intemaitonal Travel Service Co. Ltd 4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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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风景名胜区（2000年) 
SCENIC SPQTS(2000)

名称
Name

级别

Grade

主要特点 

Main Characteristics

面 积 （平方 

公里） 

Area (sq.km)
林地

Forest

中心游览区 

Central Sight

seeing

水面

Water

Area

地址
Address

长江三峡 国家级 江峡景观、文化遗址 480 奉节县、巫山县

缙云山 国家级 森林自然景观 14 13 1 北碚区

北温泉 国家级 山水泉洞 0.568 0.471 0.094 0.003 北碚区

钓鱼城 国家级 宋古战场遗址 2.5 0,367 0.444 0.02 合川市

四面山 国家级 林湖石瀑 280 136.4 81.7 61.7 江渖市

金佛山 国家级 原始珍稀森林 441 南川市

天坑地缝 省级 地缝式峡谷漏斗奇观 340 奉竹县

芙蓉江 省级 溶洞溪河 152.8 96.5 51.79 2.39 武隆县

小山峡 省级 山水峡谷 370 巫山县

南山、南來 省级 林泉、抗战遗址 92.5 南岸区、巴南丨X:

大足石刻 省级 石刻艺术文化 84 大足县

红池坝 省级 高山草场 358 巫溪县

百里竹海 省级 竹海景观 119 66.64 2 梁平S-

青龙瀑布 省级 髙位瀑布 60.13 25.2 8.31 万州g

小南海 省级 地震遗址湖泊 30 15.2 12 2.8 黔江区

小溪 省级 巴文化、天生桥 25 2 19 4 涪陵区

渝北统景 省级 温泉峡猿 11 6 4 1 渝北区：

黑山-石林 省级 石林溪河 60 21.4 0.04 力盛区

黑石山-滚子坪 省级 石瀑山水林 125 江津市

巴岳山-西温泉 省级 森林温泉 51 26 15 10 铜梁县

长寿湖 省级 湖泊 58.7 3 2.25 53.45 长寿县

定明山-运河 省级 民居寺庙、人造运河 16 潼南县

歌乐山 省级 森林、历史纪念地 14,2 12.2 2 沙坪坝区

东温泉 省级 温泉溪河 58.7 巴南区

龙泉 省级 74 万州因

井沟 省级 191 忠 县

靑龙湖 省级 山林湖泊 55 瑩山县

黄水 省级 504 石柱县

涞滩-双龙湖 县级 古镇寺庙、湖泊 16 合川市

金刀峡一胜天湖 县级 峡谷湖泊 50 北碚区

古剑山•清溪河 县级 山林溪河 50 綦江县

神田 县级 64 城口县

育龙峡 县级 45 城口县

方斗坪 县级 37 城口县

龙潭河 县级 34 城口县

崩溪河 县级 35 城U 县

温泉 县级 52 幵 县

凤凰山 县级 4.1 开 县

桃花源 县级 5 酉阳县

万寿山 县级 5 石柱县

官渡峡 县级 20 黔江区

张关溶洞 县级 渝北区

骆来山 县级 江津市

碑槽山 县级 江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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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重点文物（2000年） 
MAIN CULTURAL RELICS (2000)

名称

Name
时代

Era
地址

Address
备注

Remarks

古遗址

龙骨坡古人类化石遗址 旧石器时代 巫山县 三批

钓鱼城遗址 宋 合川市 _ 、二批

龙崖城遗址 宋 南川市 三批

古墓葬

小田溪墓群 战国 涪陵市 三批

荆竹坝岩棺群 汉 巫溪县 三批

石坎崖墓群 汉 江津市 三批

汇南古墓葬群 汉 丰都县 四批

笛劈石崖墓 汉 南川市 三批

沙坝子墓 宋 荣昌县 三批

秦良玉陵园 淸 石柱县 三批

古建筑

无铭阙 汉 江北区 —、：:批

丁房阙 汉 忠县 _、二批

无铭阙 汉 忠县 二批

多宝塔 宋 大足县 一、二批

碑记桥 宋 涪陵市 三批

石拱桥 宋 合川市 二批

白帝城 汉-淸 奉节县 一、二批

西山碑 宋 万县市 —、二批

塔坪寺石、铁塔 宋-淸 渝北区 三批

文峰塔 明 梁平县 三批

张桓候庙 淸 云阳县 '  二批

石宝寨 淸 忠县 —、二批

双桂堂 淸 梁平县 三批

彭氏宗祠 淸 云阳县 四批

石窟寺及石刻

北山摩崖造像 唐五代宋 大足县 一、二批

宝顶山摩崖造像 宋 大足县 一、二批

南山摩崖造像 唐宋 大足县 —、二批

石篆山摩崖造像 宋 大足县 —、二批

石门山摩崖造像 宋 大足县 一、二批

涞滩摩崖造像 宋 合川市 —、二批

白鹤梁題刻 唐-淸 涪陵市 —、二批

大佛寺摩崖造像 宋 潼南县 —、二批

大佛寺摩崖造像 明 江津市 —、二批

殚子石摩造像 元-淸 南岸区 三批

马龙山摩崖造像 淸-民国 潼南县 三批

妙高山摩崖造像 宋 大足县 四批

舒成岩摩崖造像 宋 大足县 四批

近现代重雯史迹及代表建筑

刘伯承旧居 1892年 开县 三批

杨M 公旧居 1898-1927年 潼南县 四批

赵世炎旧居 1901 年 酉阳县 三批

聂荣臻故居 现代 江津市 四批

中国西部科学院 1930年 北碚g 四批

红三军司令部旧址 1934年 酉阳县 一、二批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八路军 1938-1945年 渝中区 一、二批

重庆办事处旧址

育才学校旧址 1939-1945年 合川市 二批

邹容烈士纪念碑 1956年 渝中区 三批
桂园 1945年 渝中区 一、二批
重 庆 “11.27”烈士墓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1948年 沙坪坝区 —' 二批
人民解放纪念碑 1950年 渝中区 三批

杨M 公墓 现代 潼南县 —、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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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重庆市星级宾馆和饭店（三星以上）一 览 （2000年） 
LIST OF HOTELS (3-stars and above )(2000)

饭店规模（万

元）

客房数

(间）

床位数

(张）
员工数(人）

名称 Name 星级 Stars 经济性质
Investment (10 Rooms Beds Employment

000 yuan) (unit) (unit) (person)

重庆万豪酒店 

重庆海逸酒店 

重庆扬子江假日饭店 

重庆宾馆 

万友康年大酒店 

西亚大酒店 

重庆劲力酒店 

重庆饭店 

人民宾馆 

重庆大酒店 

建设宾馆 

大足宾馆 

雾都宾馆 

银河大酒店 

西南大酒店 

小天鸛宾馆 

重庆阳光通東度假村 

鴻都大酒店 

朝天门大酒店 

洧陵金三峡宏声度假村 

嘉陵宾馆 

重庆渝通宾馆 

涪陵嘉乐汇大酒店 

渝都大酒店 

扬子岛酒店 

江洲大酒店 

中天大酒店 

索特宾馆 

涪陵饭店 

广场宾馆 

潼南大酒店 

白鹭大庄园

Marriott Hotel 

Harbour Palaza 

Holiday Im^Yangtze

Chongqing Quest Hotel

Best Wastem Wanyou 

Conifer Hotel

Xi Ya Hotel 

Jing Li King Lead Hotel 

Chongqing Hotel 

Chongqing Renmin Hotel 

Chongqing Grand Hotel 

Jianshe Guest Hotel 

Dazu Hotel 

Wudu Hotel 

Milkyway Hotel 

South-west Hotel 

Cygnet Plaza

Sunshine Hotspring Resort 

Hotel

Hongdu Hotel

ThflOtiflnmen Hotel

Golden Gorges Hongsheng 

Holiday Village

Jialing Hotel 

Yutong Hotel 

Gallant Way Hotel 

Yudu Hotel 

Yangtze Island Hotel 

Jiangzhou Hotel 

Zhongtian Hotel 

Sote Hotel 

Fuling Hotel 

Plaza Hotel 

Tongnan Hotel 

Great Egret Manor

五星

五星

四星

四星

四星

四星

四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三星

5-star 

5-star 

4-star 

4-star 

4-star 

4-star 

4-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3-star

147000

61000

23400

8685

25000

22000

28000

6600

9000

13000

4500

7000

6783

9463

9463

1595

7691

7683

6500

7944

4216

5800

5000

7000

3000

2800

13000

3000

15000

6000

6000

4500

517

390

379

233

306 

218 

240 

200

225

226 

157 

133 

324 

162

307 

202

50

130

135

129

94

129 

106 

185 

138 

118 

200

68

222

130 

66

128

870

558

552

362

438

397

398 

386 

426 

366 

311 

266 

615 

297 

503 

376

94

281

255

250

255

259

206

313

227

216

337

132

326

242

124

292

728

533

490

660

569

475

510

630

661

453

340

258

397

497

460

453

330

227

262

280

212

308

320

284

360

253

416

142 

463 

205 

136

143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 

国 有 

B  有 

中外合资 

私 营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

国

私

国

有 

有 

有 

有 

有 

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制 

有 

营 

有

国 有 

国 有

国 有 

国 有 

国 有 

股 份 制

国

国

股

国

私

国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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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地址 电话

名称 Name Registration

Address Tel.

重庆万豪酒店 

重庆海逸酒店 

重庆扬子江假日饭店 

重庆宾馆 

万友康年大酒店 

西亚大酒店 

重庆劲力酒店 

重庆饭店 

人民宾馆 

重庆大酒店 

建设宾馆 

大足宾馆 

雾都宾馆 

银河大酒店 

西南大酒店 

小天鹅宾馆 

重庆阳光温泉度假村 

鸿都大酒店 

朝天门大酒店 

涪陵金三峡宏声度假村

嘉陵宾馆 

重庆渝通宾馆

涪陵嘉乐汇大酒店 

渝都大酒店 

扬子岛酒店 

江洲大酒店 

中天大酒店 

索特宾馆 

涪陵饭店 

广场宾馆 

潼南大酒店 

白鸳大庄园

Marriott Hotel 

Harbour Palaza 

Holiday Inn, Yangtze

Chongqing Guest Hotel

Best Wastera Wanyou Conifer 

Hotel

Xi Ya Hotel 

Jing Li King Lead Hotel 

Chongqing Hotel 

Chongqing Renmin Hotel 

Chongqing Grand Hotel 

Jiansbe Guest Hotel 

Dazu Hotel 

Wudu Hotel 

Milkyway Hotel 

South-west Hotel 

Cygnet Plaza

Sunshine Hotspring Resort Hoti 

Hongdu Hotel 

Zhaotianmen Hotel

Golden Gorges Hoogsheng 

Holiday Village

Jialing Hotel 

Yutong Hotel 

Gallant Way Hotel 

Yudu Hotel 

Yangtze Island Hotel 

Jiangzhou Hotel 

Zhongtian Hotel 

Sote Hotel 

Filling Hotel 

Plaza Hotel 

Tongnan Hotel 

Great Egret Manor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渝中E 青年路77号 63888888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渝中E 五一路 63700888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南岸E 南坪北路15号 62808888

State-owned 渝中区民生路235号 63845888

State-owned 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77号 68718888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石桥铺渝洲路33号 68600999

Private 石桥铺科园二路9号 68626666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渝中E 新华路41号 63838888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渝中区人民路173号 63856888

Joint-ventur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84号 65339888

State-owned 九龙坡E 谢家湾正街8-88号 68818888

State-owned 大足县龙岗镇工农街47号 43721888

StateK>wned 渝中区上曾家岩24号 63851788

State-owned 渝中区大同路49号 63808585

State-owned 南岸区南坪北路5号 62802901

Private 江北区建新北路78号 67868888

State-owned 重庆市南温泉 62848199

State-owned 渝中区嘉陵桥西村2号 63870566

State-owned 渝中区信义街18号 63712600

State-owned 涪陵市望州路100号 72244666

State-owned 沙坪坝双碑詹家溪 65192518

State-owned 渝北红旗河沟红锦大道18号 67525266

Shareholding 涪陵区兴华中路53号 72258888

State-owned 渝中区八一路168号 63828888

Private 渝中区邹容路82号附1号 63718888

State-owned 江津市滨江中路12号 47526888

State-owned 渝中区青年路丨8号 63739898

State-owned 万州区观音岩 58960978

State-owned 涪陵区兴华中路 72259999

State-owned 渝中区学田湾正街2号 63896868

State-owned 潼南县石院街38号 44550988

Share-holding 重庆白市驿镇三多桥村 6574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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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

14—18重庆与国外友好城市交流（1999—2000年） 
COMMUNICATIONS BETWEEN FOREIGN FRIENDLY CITIES AND 

CHONGQING(1999-2000)

指标 Item 1999 2000

出访交流考査 People Sent for Study Tour

批数 Lots 12 16

人次 Person-time 89 117

派出进修生 Sent Abroad to Engage tn Advanced Studies

批数 Lots 1 3

人次 Person-time 1 4

接待来访团组 Foreign Institutions Visiting ChoogqiDg

批数 Lots 21 8

人次 Person-time 140 87

14—19重 庆 （或区县）与国外结成友好城市一览（1982—2000年)

LIST OF FOREIGN FRIENDLY CITIES WITH 
CHQNGQING(DISTRICTS)(1982-2000)

顺 序 Order 国别 城市 Country City 缔结曰期 Concluding Date

1 法国 图卢兹 France Toulouse 1982年12月10曰 1982-12-10

2 美国 西雅图 United States Seattle 1983年6月3日 1983-6-3

3 日本 广岛 Japan Hiroshima 1986年10月23日 1986-10-23

4 加拿大 多伦多 Canada Toronto 1986年3月27曰 1986-3-27

5 英国 莱斯特 United Kingdom Leinster 1993 年 10 月 11H 1W-10-U

6 俄罗斯 沃罗涅什 Russia Voronezh 1993 年 10 月 20[1 1993-10-20

7 法国 热尔省 France Gers 1988-10-1 (万州区) (Wanzhou) 1988-10-1

8 曰本 都城市 Japan Miyakonojou 1999-11-18 (■江津市） (Jiangjm)1999-l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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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进出口总额海关进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同时改变了我国物质资源储备的货物总金额。包括对外 

贸易实际进出口货物，来料加工装配进出口货物,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物资和赠送品，华侨、港澳台 

同胞和外籍华人捐赠品,租赁期满归承租人所有的租赁货物，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边境地方贸易及边境地区小额 

贸易进出口货物(边民互市贸易除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和公 

用物品,到、离岸价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进出口货样和广告品(无商业价值、无使用价值和免费提供出口的除外），从 

保税仓库提取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货物，以及其他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总额用以观察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 

的总规模。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

利用外资指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通过对外借款、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用其他方式筹 

措的境外现汇、设备、技术等。

对外借款指由我国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通过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商业银行贷 

款,出口信贷以及对外发行债券等方式，从境外筹措的资金。

外商直接投资指外国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 

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以及外商从企业得到收益的再投资。

对外承包工程包括各对外承包公司以招标议标承包方式承揽的下列业务（丨）承包国外工程建设项目；（2)承 

包我国对外经援项目；（3)承包我国驻外机构的工程建设项目；(4)承包我国境内利用外资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5) 

与外国承包公司合营或联合承包工程项目时我国公司分包部分;（6)以服务成果向业主收费的技术服务项目（包括 

承担地形地貌测绘;地质资源勘探与普査;建设区域规划;提供设计文件、图纸、生产工艺技术资料和工程技术经济 

咨询;工程项目的可行性考察、研究和评估;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人员等）；(7)对外承包兼营的房屋开发业务。对外 

承包工程的营业额是以货币表现的本期内完成的对外承包工程的工作虽，包括以前年度签订的合同和本年度新签 

订的合同在报告期完成的工作世。

对外劳务合作指以收取工资的形式向业主或承包商提供技术和劳动服务的活动。我国对外承包公司在境外 

开办的合营企业，中国公司同时又提供劳务的,其劳务部分也纳人劳务合作统计。劳务合作营业额按报告期内向雇 

主提交的结算数(包括工资、加班费和奖金等)统计。

对外设计咨询指以服务成果向业主收费的技术服务项目。包括承担地形地貌测绘，地质资源勘探与普查，建 

设区域规划,提供设计文件、图纸、生产工艺技术资料和工程技术经济咨询,工程项目的可行性考察、研究和评估，进 

行技术指导和培训人员等;也包括承担国(境)内利用外资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的上述规定的设计咨询项目的收取 

外币部分。

国际旅游人数指来我国参观、访问、旅行、探亲、访友、休养、考察、参加会议和从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 

育、宗教等活动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的人数。不包括外国在我国的常住机构,如使领馆、通讯社、企业办 

事处的工作人员;来我国常驻的外国专家、留学生以及在岸逗留不过夜人员。

国际旅游(外汇)收 入 指人境旅游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旅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旅游支出， 

对于国家来说就是国际旅游(外汇)收人。

国际旅行社指经营对外招徕并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来中国、归国或回内地的旅游业务的 

旅行社。

国内旅行社指负责经营招徕、组团、接待国内旅客的旅游业务，以及不对外招徕,负责经营接待国际旅行社或 

其它涉外部门组织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来中国、归国或回内地的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涉外饭店指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接待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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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at Customs refer lo the value of commodities imported into and exported from the boundary of 

China. H e y  include ihe aclutd imports ajul exports through foreign tradet imported and exported goods ujider the pixxn̂ ssiiig and as

sembling trades and materials, supplies and gifts as and given giali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by the United Nalioiis and other inler- 

nalional or̂ aiuzaliotis, and conlribuliotis donated by ovei«ea« Chinese, Compatriot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Chinest1 wilh for

eign cilizenship, leasing (̂ onuiKxiities owned by tenaiil at the expiration of leasing period, the imported aiul exported commoilities 

processed with imported materials, comriiodities trading in border areas (excluding mutual exchange goods)» ihe atul (*x-

ported c;ommcKlities aiul axlicles for public use of ihe Sino - foreign joinl ventures,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nd ventures exclusively 

wilh foreign own invesUnenl. Also includetl are import or export of samples and advertising goods for whose C1K or FOB value arc 

beyond ihe permilled ceiling (excluding ̂ oocls of no Iradiiig or use value and free commodities for export) , imported gocxls sold in 

China from bunded warehouses and other imported or exported or exported goods, 'rhe indicator of the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at 

cuslonis can be used lo observe ihe lotal size of exlemal Irade in a counliy. In accordance with ihe stipulation o( ihe Cliinest* govem- 

menl，imports are calculated at CIK, while exports aie calculated at FOB.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refere to remitta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financed frum ahrxjad，by loans, foreign (li- 

rect inveslment aiul other fontis undertaken by ihe Chin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by various departments, enlerprises and olher 

economic units.

Foreign Loans a major pail of China’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refer to funds borrowed from abroad，indudii^ loans of 

foi'eign govemnienU, loans of intemalional financial commercial loans of foreign banks, export credit, and funds njist、(i

by Chinese bonds and shares issued abroa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fers to the investments inside China by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r indi

viduals (including overseas Cliinese, conipaliiols from Hong Koiig and Macao, and Chinese enlerprist's regislered abroad)，follow

ing the relevanl policies and (aws ol China, for ihe establishment of ventures exclusively with foreign own investment，Sino - foivign 

joint ventures and cooperative enteiprises or for co - operative exploralion of resources with enterprises or econoniiî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t includes the re - inveslmenl of ihe foreign enlrepreneure wilh the profits gained from the investment anc! the funds that en

terprises borrow from abruad in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projects which are approved by the relevanl department of the govenimenl.

Contracted Project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efer to projects undertaken by Chinese conlraclors (projecl contracting com- 

panics) thiDugh bidding pitx̂ ess. They include: (1) ovei^eas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mjecbs financed by foreign invesloi's; 

(2) overseas projects financed by i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its foreign - aid programs; (3) coiislmction pmjects of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Irade offices and olher inslitutions stationed abruad; (4)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financed by foreign in- 

veslnient; (5) sub — contracled prujecls to be laken by Chinese contractor through a joint umbrella project wilh foreign contmctoi 

(s); (6) lechiiical assistance prujecls in the form of service results and chaigeable to the owners (such as lopograpliic surveying, 

get)logical pmspection, development zone prugranimiiig, provision of designing documents* blueprint, materials on pnxluc*tk)n pn>- 

cess, lechnical consultation, projecl feasibilily studies and evaluation, pereonnel training, elc.); and (7) housing ilevelojjnicjit 

projects. 'Hie business income fixjm inlemalional contracted projects is the work volume of contracted projects completed during ihr 

reference period, expressed in monetary lemis, including completed work on projects signed in previous yean>.

Service C o  - 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refetb to the activities of providing technology and labor to em

ployers or contmctoi's in ihe forms of receiving salaries and wages. Labor services providing by contractual joinl venliaes of Giin̂ sc* 

international contracting corpomtions should be iiududed in the statistics of service co- 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busi

ness income of labor service co - operation is ihe income in ihe fonn of wages and salaries, overtime pay, bonuses tuui other remu

neration received from the employee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Overseas Design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 refers to projects with chaises for lechnical services from ovenjeas operators. It 

includes geographic and lopu^mphic mapping, geological resource prospecting and survey, planning of construction areas，pruvisio" 

of design clocumenls, blueprints, materials on pixxluclion process and lechniques, as well as engineering, technical and ecomm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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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aiul feasibility study reseaixh aid evaluation of projecls. Also included under this category are the above - mentioned

services of foreign - financed pnjjecls in cliina thal are paid in foreign currencies.

N um ber  of Tourists refeis to till* munijer oi foreigners, ovei^as Chinese, and compatriots from Hong Kong, Mat^to aiul 

Taiwan coining to China fi>v sî hlseeii屯，visits, lours, family reunions, vacalions, study tours and olher activilies of an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illuial, pliysicai culture aiul religious nature. This does not includ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of for

eign oî aiiizalions stationed in (Jiiiw such as embassies，consulates, news agencies, the offices of corporations and enterprises ami 

foreign experts and students residing in China and lhe persons staying briefly in china but not for passing the night.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fer to the total expenditures of the foreigners, overseas Clii- 

nese, compatriots from Hoiî  Koiî , Maiao ami Taiwan in the pmc：ess of their tourism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Tieir expenditures 

nieiUioiied alx>ve are foreign exi han^f ranungs lo Cliiiui.

Internationa) Travel Agencies refn tu lmvi-1 agencies engaged in lhe pa»molion, solicitation̂  oî anizalion and reception of 

loui's lo lhe maiiilaml of china by iureignci>>, ov̂ i-seas Chinese, Cliinese compatrioU» fnjm Hong Kong« Macao anti Taiwan.

Domestic Travel A g e n c i e s t o  liyvcl agencies engaged tin lhe pronwtion, solicitation, organization and receplion of doin- 

estic tourists, ami in the receplion oi foreigners, ovei'seas (Jhim.se，Chinese conipalriot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orĵ a- 

iiizetl by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ies or olhei depaitments concerned, without their own promolion and solicitalion prugmms.

Tourist Hotels refer to hotels that able, with lhe approval of ilepartnienls concerned, lo accommodate foreigners, ovenjea*s 

Chinese, Chinese compalriols fiuni Huiig Koiî , Macao aiu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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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15 —1全市地方财政收入（1995—2000年） 
TOTAL LOCAL FINANCIAL REVENUE(1995-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地方财政收入 Total Local Financial Revenue 722451 1211992 1439896 1400212 1500514 1721503

一、预算内收入 Local Budgetary Revenue 457708 547394 745296 858046 898912 1044570

—般预算收入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457708 547394 593060 692999 744563 872442

工商各税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es 339930 378053 444577 513640 570373 663447

增值税 Value-added Tax 94081 99498 107928 119087 127845 147717

营业税 Business Tax 110570 132389 156408 194290 211301 242542

个人所得税 Personal Income Tax 14551 22705 30823 44069 56085 72999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Regulatory Tax on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9492 8724 9786 12691 14950 6703

城市维护建设税 Building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31801 33842 35440 40146 42297 47456

房产税 Real Estate Tax 14097 15866 17640 19990 22068 25366

屠宰税 Tax on Slaughtering Animals 6286 8537 9888 9151 9760 11967

企业所得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42664 39752 55763 54929 71611 89999

企业所得税退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imbursement
-1354 -2085 -230 -2484 -7675 -6185

其他各项税收 Other Taxes 17742 18825 21131 21771 22131 24883

农业四税 4 Agricultural Taxes 59407 86807 89715 85338 73804 76002

#农业税 Agricultural Tax 38807 57297 57536 57229 42799 41483

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Operational Income of State-owned 

Assets
- - 2112 2753 11696 17408

H 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貼
Subisidies to Loss-suffering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37971 -38258 -31827 -19274 -27264 -25379

行政性收费收入 Fee Collection 14673 33496 24927 31098 38592 46241

罚没收入 Penalty 26675 30723 34747 41020 45507 57610

专项收入 Special Revenue 17080 20096 - 23121 23203 28658

其他收入 Other Revenue 37914 36477 28809 15303 8652 8455

基金预算收入 Fond Budgetary Revenue - - 152236 165047 154349 172128

#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Department of 

Industiy and Transportation
- — 60270 64562 69677 74380

文教部门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 — 18535 11996 12028 14704

社会保障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Social Security - - — - 97 —

农业部门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 一 - 44 4025 3922

土地和海域有偿使用收入
Revenue of Compensable Use of 

Land and Sea
- - - 18288 22778 31159

地方财政税费附加收入
Additional Revenue of Local 

Financial Fees
- — 67318 70157 45744 47963

二、预算外收入 Local Extra-budgetary Revenue 264743 664598 694600 542166 601602 676933

注：财政收支各年数据均为自然口径。

Note: Data of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of each year is not adj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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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FINANCE,BANKING AND INSURANCE

15—2市级地方财政收入（1995—2000年）
LOCAL FINANCIAL REVENUE AT MUNICIPAL LEVEL(1995-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地方财政收入 Total Local Financial Revenue 302807 489356 571213 453063 544877 599783

一、预算内收入 Local Budgetary Revenue 176585 182449 298968 344892 343633 408239

一般预算收入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176585 182449 173168 214287 225065 269938

工商各税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es 145543 141147 I585I2 182195 199883 233378

增值税 Value-added Tax 46938 37238 39307 45075 52030 61776

营业税 Business Tax 46047 53948 66268 84635 87596 105937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Regulatory Tax on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3443 3370 3894 5317 6338 3564

城市维护建设税
Building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24980 25782 19628 21395 23008 25911

房产税 Real Estate Tax 4350 4996 5556 6324 7469 8527

企业所得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14822 11040 18435 16243 23780 26025

企业所得税退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imbursement
- — - -2410 -6903 -6181

其他各项税收 Other Taxes 4963 4773 5424 5616 6565 7819

农业四税 4 Agricultural Taxes - - 768 1136 497 307

#农业税 Agricultural Tax

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Operational Income of State^owned 

Assets
543 68 20 667 3720 6050

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貼
Subisidies to Loss-su£fering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29175 -26180 -19599 -12647 -21798 -20684

行政性收费收入 Fee Collection 9866 28389 17856 18412 22493 25025

罚没收入 Penalty 7752 5605 5074 9038 10702 14293

专项收入 Special Revenue 7414 8649 - 9658 8407 10230

其他收入 Other Revenue 34642 24771 10537 5828 1161 1339

基金预算收入 Fund Budgetary Revenue — - 125800 130605 118568 138301

#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Transportation
- - 60260 63716 67121 73230

文教部门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 - 3595 1610 2)59 2761

农业部门基金收入
Fund Revenue of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 - - - 3345 3512

土地和海域有偿使用收入
Revenue of Compensable Use of 

Land and Sea
- - - 10815 15113 23171

地方财政税费附加收入
Additional Revenue of Local 

Financial Fees
- - 59363 54464 30830 35627

二、预算外收入 Local Extra-budgetary Revenue 126222 306907 272245 108171 201244 19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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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15—3全市地方财政支出（1995—2000年） 
TOTAL LOC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1995-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地方財政支出 Total Loc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 911283 1428299 1825788 1874X72 2194326 2678125

一、地方预算内支出 Local Budgetary Expenditures 662237 794216 1151627 1359474 1623685 2024606

一般预算支出 Genera] Budgetary Expenditures 662237 794216 1010110 1256001 1500630 1876433

生产性支出 Productive Expenditures 108452 137394 207274 258339 331059 405489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42685 56448 77654 152412 226189 258184

挖潜改造
Technical Updates and 

Transformation
31902 36687 77004 48323 47762 74243

科技三项 New Products Promotion Funds 4698 6802 8704 10149 11913 21341

支农及农业综合开发

各项事业费支出 

#农林水气 

教育事业 

社会保陣补助支出 

行政管理费

公检法及武蒈支出

城市维护费 

政策性补貼支出 

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专项支出 

其他支出 

基金预算支出 

#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支出 

商贸部门基金支出 

文教部门基金支出 

社会保陣基金支出 

农业部门基金支出 

土地和海域有偿使用支出 

地方财攻税费附加支出 

二、預算外支出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for Various Causes

Agriculture Forestry Water 

Conservancy and Meteorology

Education 

Social Security Subsidies 

Administration

Public Security Agency Procuratorial 

Agency and Court of Justice and 

Aimed Police

City MaintenaQce 

Price Subsidies

Supporting Under-developed Areas

Special E?q>eDditure

Others

Fnnd Budgetary Expenditures

Fund Expenditure of Department of 

Industiy and Transportation 

Fund Expenditure of Trade 

Department 

Fund Expenditure of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Fund E?q>enditure of Social 

Security

Fund Expenditure of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Expenditure of Compensable Use 

of Land and Sea 

Additional Expenditure of Local 

Financial Fees 

Local Extra-budgetary 

Expenditures_________________

28683 36208 42747 46167 43727 45575

289513 344771 421748 483782 555056 654292

22120 25890 29320 35599 35564 49799

136140 142627 171409 177809 203741 254532

- - - 39539 104092 205691

87764 104131 115213 119506 135537 185102

50634 66483 74674 106951 115620 142436

52368 65460 62833 U2401 91383 90341

18420 21606 39255 50555 58441 66756

915 993 19542 30655 31297 33336

17386 18293 一 20718 25498 26840

36785 35085 69571 33555 52647 66150

- - 141517 103473 123055 148173

— - 57680 66267 68833 72689

- - 一 - 560 3516

- - 18518 10800 12443 15011

- - 一 - 97 -

- - 360 637 4378 5130

- - 一 1607 1735 23040

- - 57739 24162 35009 28437

249046 634083 674161 514698 570641 65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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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市级地方财政支出（1995—2000年）
LOC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 AT MUNICIPAL LEVEL (1995-2000)

单位：万元 （lOOOO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地方财政支出 Total Loc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 306382 511072 709862 618553 829489 1078148

_ 、地方预算内支出 Local Budgetary Expenditures 187453 216118 450704 517053 652322 887431

一般预算支出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nres 187453 216118 333606 439831 560875 782397

生产性支出 Productive Expenditures 42412 50981 104195 116139 153461 210725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28547 32093 38929 73975 109581 134371

挖潜改造 Technical Updates and Transformation 6557 8929 52504 23479 26572 44146

科技三项 New Products Promotion Funds 2892 4554 6051 6991 7964 15755

支农及农业综合幵发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980 4383 5703 11154 8086 10307

各项事业费支出 Expenditures for Various Causes 50313 61813 98386 106775 128197 153883

#农林水气
Agriculture Forestry Water Conservancy 

and Meteorology
2868 3250 4725 5249 6641 11080

教育事业 Education 5084 6163 15001 26758 33357 58252

社会保陣补助支出 Social Security Subsidies 一 - - 25597 79972 174353

行政管理费 Administration

Public Security Agency Procuratorial

13235 15751 20525 23387 31949 63342

公检法及武警支出 Agency and Court of Justice and Armed 

Police

15678 20612 26195 52898 54736 72037

城市维护费 City Maintenance 30019 34339 23892 64515 41049 36080

政策性补貼支出 Price Subsidies 7813 10898 27427 38238 47727 46048

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Supporting Under-developed Areas 100 100 387 1575 935 2388

专项支出 Special Ejq>enditure 7626 7114 - 6767 10706 9088

其他支出 Others 20257 14510 32599 3940 12143 14453

基金预算支出 Fund Budgetary Expenditures - - 117098 77222 91447 105034

#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支出
Fund E]q>cnditure of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TransportatiQa
- - 57455 65288 66586 70675

商贸部门基金支出 Fund Expenditure of Trade DepartmeDt - - - - 530 3516

文教部门基金支出
Fund &q>enditure of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 - 4603 946 2721 2613

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Fund E >̂enditure of Social Security —

农业部门基金支出
Fund Ejqjcnditurc of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 - 60 - 588 906

土地和海域有偿使用支出
Expenditure of Compensable Use of 

Land and Sea
- - - 243 699 10693

地方财政税费附加支出
Additional Expenditure of Local 

Financial Fees
- - 51442 10745 20323 16631

二、预算外支出 Local Extrft-budgetary Expenditures 118929 294954 259158 101500 177167 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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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995—2000年)

TOTAL FINANCIAL REVENUE AS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95-2000)

项 冃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Total Finance Revenue (100 

million yuan)
72.25 121.20 143.99 140.02 150.05 172.15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00 

million yuan)
1009.47 1179.09 1350.10 1429.26 1479.71 1589.34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 重 （％)
As Percentage of G D P  (%) 7.2 10.3 10.7 9.8 10.1 10.8

15—6 全市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995—2000年） 

TOT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 FOR AGRICULTURE (1995-2000)

单位：万兀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Total 39405 50358 62534 99214 129225 186336

占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总计的％

As Percentage of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ures(%)
6.0 6.3 6.2 7.9 8.6 9.9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 

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Expenditure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xpenses

35548 41903 48563 57036 56061 74280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3301 7750 11547 38973 69888 108404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Science &  Technology Promotio 

Funds
556 705 1409 2166 2025 2271

农tt救济费 Rural Relief Funds - - 1015 1039 1251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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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7全市地方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1995- 2000年）

TOT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 FOR PENSIONS 

AND SOCIAL WELFARE (1995*2000年）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抚恤支出 

离退休费

Total

Pensions for Handicapped and 

Bereaved Families

Pension for Retires

18905

6235

2539

20747

7011

1524

24553

8024

1817

38611

8363

2313

42489

11057

2368

54157

13793

3803

社会救济福利费 Social Welfare and Relief Funds 6702 6354 7908 11311 16285 22667

救灾支出 Expenses on Disaster Rrlief 1095 3420 4038 12062 7791 8456

其他 Others 2334 2438 2766 4562 4988 5438

15 — 8 全市地方财政用于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支出（1995-2000年)

TOTAL FINANCIAL EXPENDITURES FOR CULTURE,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AND SCIENCE (1995-2000)

单位：万元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Total 206249 248896 297436 326315 361351 427556

教育 Education 136140 142627 171409 177809 203741 254532

卫生 Public Health 24701 55058 62508 69509 71849 80400

#公费医疗 Public Mcdical Services 21440 23104 26583 31952 36072 38653

科学 Science 5155 6004 7618 8580 6584 7293

文体广播 Culture, Sports, Broadcasting 13697 15518 21141 28789 31500 33740

计划生育 Family Planning 5116 6585 8177 9676 11605 1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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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各项税收完成情况(1995- 2000年) 
VARIOUS TAXES COMPLETED BY CHONGQING 

NATIONAL TAX BUREAU(1995-2000)
单位：万元 （10 000yuan>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总计 Total 501990 400286 606516 686805 850898 872759

一、税收收入合计 Tax Revenue 501990 400286 606516 686805 850898 872759

增值税 Value-added Tax 372834 284049 450942 501336 661868 623788

消费税 Consumption Tax 58739 58632 108409 123845 120669 144361

营业税 Operation Tax 13263 1354 18563 28826 29573 29694

企业所得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39485 44086 17967 16112 19883 30453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36368 40230 11413 丨 0864 15783 17283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2825 3816 4307 3881 1179 775

私营企业 Private 6 - 3 2 1 -

股份制企业 Share-holding 286 6 1761 1332 2836 12356

联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Joint Ownership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 

Income Tax
7159

34

6181

483

8522

33

14262

84

17293

39

21609

个人所得税 Personal Income Tax 6768 4801 1356 1503 1287 22790

资源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Resource Tax

Regulatory Tax o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uilding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Real Estate Tax

35

64

1050

618

18

718

129

11

41

500

81

9

64

692

44

2

246

32

64

印花税 Revenue Tax 350 — 20 28 23 -

城镇土地使用税 Tax on Using Urban Land 24 13 12 10 8 -

土地增值税 

车船使用税 

屠宰税

Land Value-added

Tax on Using Vehicles and 

Vessels

Butcher Tax

107

1494 305

7

85

6

68

6

8

-

筵席税 Banquet Tax

燃油税 Fuel Tax

车辆购置税 Tax on Buying Vehicles

二、教有费附加 Additional Education Fee

三、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四、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五、其他收入

Fund of National Key 

Construction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Regulatory Fond of National 

Budget

Other Re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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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各项税收完成情况（1997-2000年) 
VARIOUS TAXES COMPLETED BY 

CHONGQING LOCAL TAX BUREAU(1997-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项 目 Item 1997 1998 1999 2000

总 计 Total 349957 412514 468202 538272

—、小计 Sub-total 346837 409597 467865 538209

( - ) 税收收入合计 Tax Revenue 323862 382948 436999 500530

1.营业税 Operation Tax • 155607 195747 218101 243476

2.企业所得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47121 41808 52873 68614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8876 14932 16972 20436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18084 14365 14579 17327

私营企业 Private 781 1078 2087 4688

股份制企业 Share-holding 9292 11320 18957 25792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88 71 212 53

3.个人所得税 Personal Income Tax 29468 42562 54910 72133

4.资源税

5.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Resource Tax

Regulatory Tax o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8060

9744

9308

12629

9530

15160

10476

6706

6.城市维护建设税 Building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34939 39456 42056 47390

7.房产税 Real Estate Tax 17559 19945 22049 25363

8.印花税 Revenue Tax 4381 4940 5153 5668

9.城镇土地使用税 Tax on Using Urban Land 5466 5356 5069 6467

10. 土地增值税 Land Value-added 322 671 1132 928

11.车船使用税 Tax on Using Vehicles and Vessels 1392 1444 1213 1342

12.屠宰税 Butcher Tax 9803 9082 9753 11967

13.燃油税 Fuel Tax

(二）其他收入 Other Revenues 11750 14656 17200 20540

#教育费附加 Additional Education Fee 11750 13047 15042 17545

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 

(三）交通重点建设附加费

Revenu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ii

Additional Fee of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11225

1609

11993

2158

13666

2760

17139

二、其他 Others 3120 2917 33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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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1重庆市地方税务局按企业类型分税收收入（2000年） 

TAXES BY CHONGQING LOCAL TAX BUREAU BY REGISTRATION (2000)

单位：万兀 （lOOOOyuan)

内资企业

合计
Domestic-funded

项 目 Item 小计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 

企业
联营企业 股份公司

Total Sub-total
State-

owned

Collec

tive-owned

Coopera

tive

Joint

Owner

ship

Share

holding

总计 Total 500530 411502 206841 87849 1714 473 97438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资源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Operation Tax 

Enterprise Income Tax 

Personal locome Tax 

Resource Tax 

Regulatory Tax o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243476

68614

72133

10476

6706

208169

68614

38537

8939

6443

116815

20436

16973

5120

3793

43327

17327

11795

1676

824

740

256

277

32

294

53

21

2

9

40276

25854

7527

1864

1551

城市维护建设税
Buildiog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47390 45316 22841 6731 287 48 13230

房产税

印花税

Real Estate Tax 

Revenue Tax

25363

5668

21867

4482

13098

2466

3208

837

85 34

6

4753

1055

城镇土地使用税 Tax on Using Urban Land 6467 6231 3906 990 17 4 1101

土地增值税 

车船使用税 

屠宰税

Land Value-added 

Tax on Using Vehicles 

and Vessels 

Butcher Tax

928

1342

11967

811

795

1298

385

392

616

220

262

652

2

5

2 122

104

1

内资企业

Domestic-funded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个体经营

附列资料： 

乡(镇)企业

项 目 Item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Funded By

Private Others
Hongkong, 

Macao &  

Taiwan

Foreign-

funded
Individuals

Township

Enterprises

总计 Total 17148 39 10027 14480 64521 21291

营业税 Operation Tax 6701 16 7321 7189 20797 7890

企业所得税 Enterprise Income Tax 4688 - — - — 3061

个人所得税 Personal Income Tax 1923 21 1070 5629 26897 5297

资源税 Resource Tax 

Regulatory Tax on

245 — 1 128 1408 1060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262
'

263 58

城市维护建设税
Building Tax on City 

Maintenance
2178 1 - - 2074 1286

房产税 Real Estate Tax 688 1 1198 1069 1229 817

印花税 Revenue Tax 109 - 413 444 329 93

城镇土地使用税 Tax on Using Urban Land 213 — - - 236 209

土地增值税 Land Value-added 82 - 15 10 92 12

车)fi使用税
Tax on Using Vehicles 

and Vessels
35 - 9 11 527 92

A S S __________________
Butcher Tax 24 - - — 10669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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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1999一2000年）

DEPOSIT AND LOAN BANLANCES OF FINANCE INSTITUTIONS(1999-2000)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项 目 Item 1999 2000

指 数  

Index 1999=100

各项存款余额 Total Deposit Balance 1580.80 1904.70 120.5

#企业存款 Entaprise Deposits 544.00 645.50 118.7

城乡储蓄存款 Urban and Rural Saving Deposits 909.10 1085.30 119.4

#活期储蓄 Demand 236.10 310.90 131.7

定期储蓄 Time 673.00 774.40 115.1

财政存款 Treasury Deposits 19.04 20.80 109.2

机关团体存款 Deposit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s 25.22 31.60 125.3

各项贷款余额 Total Loan Balance 1611.68 1881.30 116.7

#短期贷款 Short-term Loans 1093.10 1246.80 114.1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Medium-term Circulating Asset Loans 67.71 95.20 140.6

中长期贷款 Medium & Long-term Loans 398.22 470.70 118.2

注：2000年 “各项贷款余额”含银行资产剥离数

Note: Total loan balance of 2000 includes stripping assets of banks.

15_13银 行 （不含人行）存贷款余额（1999一2000年) 
DEPOSIT AND LOAN BANLANCES OF STATE BANKS 
(EXCLUDE PEOPLE’S BANK OF CHINA) (1999-2000)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项 目
指 数  

Index 1999=100

Item 1999 2000

各项存款余額 Total Deposit Balance 1256.81 1532.70 122.0

#企业存款 Enterprise Deposits 539.80 642.50 119.0

城镇储蓄存款 Urban and Rural Saving Deposits 646.73 780.00 120.6

#活期储蓄 Detoand 195.12 259.40 132.9

定期储蓄 Time 451.61 520.60 115.3

农业存款 Agriculture Saving Deposits 3.49 4.00 114.6

各项贷數余額 Total Loan Balance 1421.37 1417.00 99.7

#短期贷款 Short-term Loans 927.53 877.00 94.6

#工业贷款 Loans to Industrial Hnteiprises 

Loans to Commercial Enterprises

325.58 290.00 89.1

商业贷款 284.94 219.10 76.9

建筑业贷款 Loans to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34.65 26.00 75.0

农业贷款 Agricultural Loans

Loans to Urban Township Enterprises

19.47 13.60 69.9

乡镇企业贷款 32.63 20.10 61.6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Medium-term Circulatiiig Asset Loans 67.71 95.00 140.3

中长期贷款 Medium &  Long-term Loans 

Loans to Technical Traosfonnadoo

389.88 393.10 100.8

#技改贷款 160.03 135.60 84.7

基建贷款 Loans to Capital Construction 163.94 174.20 106.3

注：2000年 “各项贷款余额”不含银行资产剥离数

Note: Total loan balance of 2000 excludes stripping assets of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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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4金融机构现金收入和支出（1999一2000年）
CASH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1999-2000)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项 目 Item 1999 2000

指 数

Index

1999=100

现金收入合计 ToUl Cash Income 4191.72 4882.86 116.5

#商品销售收入 Income from Commodity Sales 512.95 564.11 110.0

服务事业收入 Income from Services 238.93 270.35 113.2

税款收入 Income from Taxes 25.44 28.58 112.3

城乡个体经营收入 Income from Individual Business 167.64 140.55 83.8

储蓄存款收入 Income from Saving Deposits 2600.40 3196.01 122.9

其他金®机构收入 Income from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2.04 50.88 121.0

居民归还贷款收入 Income from Household Loan Recovery 56.43 59.32 105.1

汇兑收入 Income from Remittances 84.39 107.61 127.5

有价证券收入 Income from Securities 20.28 24.65 121.5

其他收入 Other Income 443.22 440.80 99.5

#兑换外币收入 Income from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s 1.31 1.71 130.5

现金支出合计 Total Casta Expenditures 4214.76 4848.48 115.0

#工资性支出 Wages and Other Payments to Individuals 417.50 471.48 112.9

#国家工资及奖金支出 Expenditures for Wages and Bonus of Government 220.17 257.97 117.2

国家对个人其他支出 Other Payments to Individuals of Government 93.70 94.40 100.7

其他单位工资性支出 Expenditures for Wages of Other Units 95.31 110.06 115.5

农副产品采购支出 Purchases of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87.41 87.94 100.6

工矿及其他产品采购支出
Purchases oflndusrrial &  Mineral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54.41 47.87 88.0

行政事业管理费支出 Government and Enteiprise Overhead 279.85 319.61 114.2

城乡个体经营支出 Expenditure for Individual Business 191.27 162.52 85.0

储蓄存款支出 Ê q̂ enditure for Saving Deposits 2485.02 3095.66 124.6

其他金融机构支出 Expenditure f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6.75 25.52 69.4

居民提取贷款支出 Ê q>enditure for Household Loan Drawn 46.08 63.75 138.3

汇兑支出 Expenditure for Remittances 102.31 107.93 105.5

有价证券支出 E)q)enditure for Securities 22.42 17.64 78.7

其他支出 Other Expenditure 491.74 448.56 91.2

#兑换外币支出 Expenditure for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s 0.51 0.69 135.3

现金回笼（+ ) 或 投 入 （-) Cash Wlthdrawn(+) or Currency 夏ssuance(-} ■23.04 3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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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Deposits

D em a n d

Time 

3 Months 

6 Months

1 Year

2 Year

3 Year

5 Year 

Enterprises Deposits 

Demand

Time 
3 Months

6 Months

1 Year

2 Year
3 Year 

5 Year

CDs 

1 months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12 months

1.98

3.33

5.40

7.47

7.92 

8.28

9.00

1.98

3.33

5.40

7.47

7.92 

8.28

9.00

2.70

3.33

5.40 

6.66

7.47

1.71

2.88

4.14

5.67

5.94 

6.21 

6.66

1.71

2.88

4.14

5.67

5.94 

6.21 

6.66

2.88

4.14

5.67

1.71

2.88

4.14

5.22

5.58 

6.21 

6.66

1.71

2.88

4.14

5.22

5.58 

6.21 

6.66

2.88

4.14

5.22

1.44

2.79 

3.96

4.77

4.86

4.95

5.22

1.44

2.79

3.96

4.77

4.86 

4.95

5.22

2.79

3.96

4.77

L.44

2.79

3.33

3.78

3.96

4.14

4.50

1.44

2.79

3.33 

3.78

3.96

4.14

4.50

2.79

3.33

3.78

0.99

1.98 

2.16

2.25

2.43

2.70 

2.88

0.99

1.98 

2.16

2.25

2.43

2.70 

2.88

15 — 16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变动情况（1996.8.23—2000.12.31) 
CHANGES OF NOMINAL INTEREST RATES ON LOA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Aug,23,1996-Dec,31,2000)

单位：年利率％ (annual interest rate %)

项目 Item 1996. 8.23 1997. 10. 23 1998. 3. 25 1998. 7. 1 1998. 12. 7 1999. 6. 10

流动资金贷款 Worldng Capital Loans

一般流动资金 Ordinary

六个月 6 Months 9.18 7.65 7.02 6.57 6.12 5.58

一年 1 Year 10.08 8.64 7.92 6.93 6.39 5.85

个体工商户贷款

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技术改造贷款 

基本建设贷款

一年以内及一年 

一年以上至三年 

三年以上至五年 

五年以上

Individuals Enterpris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Loans

Technical Innovation 

Capital Construction 

1 Year or Less 

3 Year Less 

5 Years or Less 

More than 5 Years

10.08 8.64 7.92 6.93 6.12-6.39 5.58-5.85

10.98 9.36 9.00 7.11 6.66 5.94

11.70 9.90 9.72 7.65 7.20 6.03

12.42 10.53 10.35 8.01 7.56 6.21

注：a ) 在10.08%基础上上浮10%;

b)在8.64°/。基础上上浮10%;

c)与同档次基本建设贷款相同.

Note: a)Can be 10 higher than 10.08%.

b)Can be 10 higher than 8.64%.

c)Sume as interest rates on capita! construction loans with corresponding maturity.

15 — 15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变动情况（1996.8.23 —2000.12.31) 
CHANGES OF NOMINAL INTEREST RATES ON DEPOSIT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ug,23,1996-Dec,31,2000)

单位：年利率％ (annual interest rate %)

19967b. 23 T1997. 10. 231 1998. 3. 25 I 1998. 7:1 I 1998. 12. 7 I 1999. 6. 10Item

人民币储蓄存款

月

位

个人 

活期 

定W

半

个
年
年
年
年
年
单

.

i 

二

三

■
.

月

转让定期存单

五
业
期
期
三
半 

企
活
定

.个

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大額可

ii

个月 

个月 

|个月 

1个月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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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7保险业务情况（1996—2000年） 
STATISTICS ON INSURANCE BUSINESS (1996-2000)

单位：亿元

项 目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保除金额 Amount Issued 1955.16 2605.57 2595.99 2759.32 3419.62

保费收入 Premium 12.82 19.52 22.77 25.39 27.71

财产保险 Property Insurance 8.05 9.03 9.31 10.04 10.72

tf企业财产险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1.36 1.60 1.72 1.77 1.78

家庭财产险 Family Property Insurance 0.12 0.16 0.16 0.19 0.33

机动车辆险 Motor Vehicle Insurance 4.88 5.41 5.97 6.48 6.91

船舶险 Ship Insurance 0.32 0.31 0.40 0,41 0.33

货物运输险

建筑、安装工程保险及责任险 

人身保险

Freight Transport Insurance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Projects 

Insurance and Related Liability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

0.78

0.56

4.77

0.74

0.74

10.49

0.53

0.43

13.46

0.54

0,44

1S.3S

0.63

0.13

16.99

寿险 Life Insurance 3.30 9.30 11.72 12.96 13.58

健康险 Health Insurance 0.22 0.27 0.72 1.21 2.07

人身意外伤害险 Unforeseen Human Injury Insurance 1.25 0.92 1.02 1.18 1.34

贿款支出 Claim 4.98 5.03 7.33 5.92 6.50

财产保险 Property Insurance 4.44 4.39 6.55 4.96 5.28

S企业财产险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1.02 0.44 1.16 0.55 0.46

家庭财产险 Family Property Insurance 0.11 0.11 0.16 0.08 0.07

机动车辆险 Motor Vehicle Insurance 2.51 2.89 3.51 3.41 3.96

船舶险 Ship Insurance 0.21 0.26 1.10 0.30 0.25

货物运输险

建筑、安装工程保险及责任险 

人身保险

Freight Transport Insurance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Projects 

Insurance and Related Liability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

0.24

0.34

0.54

0.34

0.35

0.64

0.26

0.34

0.78

0.21

0.36

0.96

0.25

0.05

1.22

寿险 Life Insurance 0.15 0.14 0.19 0.26 0.39

健康险 Health Insurance 0.06 0.15 0.26 0.30 0.35

人身意外伤害险 Unforeseen Human Injury Insurance 0.33 0.35 0.33 0.40 0.48

满期返还与给付 Tlem-expired Return and Payments 1.50 2.15 3.31 2.99 1.77

年末从业人员数（人） Year-end Employment (person) 2636 3052 2981 3287 3075

机 构 数 （个） Number of Institutions (unit) 144 155 154 15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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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保险业务发展情况（2000年）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BUSINESS(2000)

项 目 Item

合计

Total

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中国人寿 

保险公司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平安寿险 

公司 

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平安产险 

公司 

Ping An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y

太平洋保 

险公司

China

Pacific

Insurance

Co., LTD

机构数（个） Number of Institutions (unit) 149 63 47 12 13 14

年末从业人员数（人） Year-end Employment (person) 3075 1184 740 374 318 459

保险金额（亿元） Amount Insured (100 million yuan) 3419.62 1658.00 758.10 60.70 285.39 657.43

保 费 （亿元） Premiums (100 million yuan) 27.71 7,58 10.04 5.54 1.51 3.04

财产险 Property Insurance 10.72 7.58 - - 1.51 1.63

人身险 Life Insurance 16.99 - 10.04 5.54 - 1.41

赔款及给付（亿元） Claim and Payment (100 millioo yuan) 8.27 3.80 2.41 0.43 0.72 0.91

财产险 Property Insurance 5.28 3.80 - - 0.72 0.76

人身险 Life Insurance 2.99 - 2.41 0.43 - 0.15

15 —19有价证券分类发行情况（1995—2000年) 
ISSURANCE OF SECURITES (1995-2000)

单位：亿元 （100 million yuan)

种 类  TVpc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国库券发行额 Issued Value of Treasury Bonds 12.96 2.06 13.31 14.07 12.73 23.16

企业愤券发行傾 Issued Value of Corporate Bonds 0.17 3.60 4.95 3.40 4.10 -

股票发行顛度（万股） Issued Value of Shares

A股 A  Shares 11960 21970 45722 - 18000 18600

B 股 B Shares - 35000 - - — -

H  股 H  Shares - - 41394.40 - - -

股 11 筹资期 Raised Capital of Shares

AJK A  Shares 0.52 4.56 26.76 3.75 7.21 18.48

B 股 B Shares - 5.85 - — - -

H  股 H  Shares - ~ 16.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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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上市股份公司情况（2000年底） 
LISTED COMPANIES OF CHONGQING (at end of 2000)

类别

Type

公司名称 

Listed 

Companies

上市时间 

(年、月、日） 

Time (y-m-d)

Total Capital Stocks (10 000 shares)
发行价

总股本

(万股） 国家股 

State Shares
法人股 

Legal Shares

流通股
Circulating

Shares

(兀）

Issued Prices 

(yuan)

渝开发 1993.7.12 11754.29 6146.71 1283.26 4324.32 1.00

渝钛白 1993.7.12 13000.52 7456.52 - 5544.00 1.00

西南药业 1993.7.12 14879.30 8394.92 165.00 6319.38 1.00

万里电池 1994.3.23 8866.00 4876.30 - 3989.70 4.00

渝三峡 1994.4.8 17343.69 8602.31 - 8741.38 3.70

中国慕陵 1995.10,11 47387.08 25427.08 - 21960.00 1.00

桐君阁 1996.2.8 ‘ 9986.62 - 6506.62 3480.00 1.00

金融街 1996.6.26 12590.64 - 7790.64 4800.00 3.68

重庆百货 1996.7.2 20400.00 7140.00 8160.00 5100.00 1.50

华立控股 1996.8.30 15278.00 2646.00 8132.00 4500.00 4.00

重庆东源 1996.11.28 20582.00 13212.00 - 7370.00 1.00

朝华科技 1997.1.20 19875.86 - 9816.86 10059.00 4.94

A股 A  Shares 重庆实业 1997.4.25 , 6000.00 — 4000.00 2000.00 3.30

长安汽车 1997.6.10 122666.60 - 70866.60 16800.00 6.36

合成制药 1997.6.16 19250.00 - 14300.00 4950.00 5.70

重庆路桥 1997.6.18 31000.00 22000.00 — 9000.00 5.40

三峡水利 1997.8.4 17177.60 6971.80 4705.80 5500.00 6.38

重庆啤酒 1997.10.30 17087.20 9236.50 2650.70 5200.00 5.54

太极集团 1997.11.18 25260.00 — 17760.00 7500.00 7.00

三爱海陵 1999.1.15 27591.79 15809.76 3782.03 8000.00 5.00

民丰农化 1999.9.16 15500.00 9417.76 582.24 5500.00 4.63

四维瓷业 1999.9.23 12500.00 7065.56 934.44 4500.00 4.00

乌江电力 2000.6.8 18500.00 - 14500.00 4000,00 6.60

重庆港九 2000.7.31 22839.00 14239.00 - 8600.00 6.18

九龙电力 2000.11.1 16725.00 7829.10 2895.90 6000.00 9.00

B股 B  Shares 长安汽车 1996.11.8 122666.60 - - 35000.00 2.03港元

H  股 H  Shares
庆铃汽车 1994.8.17 200000.00 102000.00 - 98000.00 2.07港元

重钢 1997.10.17 106394.40 65000.00 一 41394.40 1.7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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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各类金融机构和人员（1999—2000年) 
VARI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1999-200)

1999 2000

⑩目 Item 机构(个） 人员(人） 机构(个) 人员(人）

Institutions Personnel Institutions Personnel

(unit) (person) (unit) (person)

各类金醎机构 Vari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393 44912 4172 46769

一、银行类机构 Bank System 2370 25410 2202 27321

各内资银行省级分行
Provincial Branches of [)oroesdc-fuBded 

Banks
14 15

各内资银行区县(市)支行
District Sub-branchcs of Domestic- 

funded Banks
306 317

各内资银行区县(市)分理处
Local Branches of Domestic-funded 

Banks in Districs
979 957

各内资银行区县(市)储蓄所
Saving Offices of Domestic-funded 

Banks in Dstricts
1070 912

外资银行 Foreign-funded Banks 1 1

二、非银行类机构 Non-Bank System 2023 19502 1970 19448

1.保险公司 Insurance Companies 154 3287 149 3075

2.信托投资公司 Trust & Investment Companies 3 254 3 224

3.证券经营公司 Security Companies 63 1600 66 1900

4.期货公司 Future Companies 4 103 5 151

5.农村信用社 Rural Credit Unions 1053 12818 1001 12636

6.财务公司 Financial Companies 2 29 2 26

7.邮局储蓄所 Saving Offices of Postal Services 744 1411 744 1436

注：i.银行类机构中不含人行;

2.邮局储蓄所人员不包括管理人员和储蓄代办员。

Note: 1 • Numb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clude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2. Personnel of saving offices of postal services excludes administrators and agents.

15—22外资金融企业在渝机构一览（2000年）
LIST OF FOREIGN-FUNDED FINANCIAL ENTERPRISES IN CHQNGQING(2000)

办公地址 邮编 电话

机构名称 Name
Address

Postal

Code
Tel.

外资银行 ForelgD-fimded Banks

丰业银行重庆分行 The Bank of Nova Scotia Chongqing Branch 民生路283号重庆宾馆商务大厦501室 400010 63716765

三井住友银行重庆代表处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南坪北路15号扬子江假日饭店3楼 400060 62803394

东亚银行重庆代表处
TTic Bank of East Asia Ltd.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民生路283号重庆宾馆商务大厦503室 400010 63730386

宝生银行重庆代表处
Po Sang Bank Ltd.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c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渝中区中山一路218号7楼 400013 63889490

汇丰银行重庆代表处 C<wporation Ltd.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c
渝中区五一路大都会商厦海逸饭店 400010 63740764

外资保险公司 Foreign-funded Insurance Companies

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重 

庆代表处

Lib«ty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渝中区邹容路68号2902室 400010 63738272

曰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株 

式会社重庆代表处

The Yasuda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渝中区民生路重宾商务大厦506室 400010 63740704

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重庆代表处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Chongq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渝中区邹容路68号1703室 400010 637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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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财政收入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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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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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包 括 征 收 排 污 费 、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人，教育费附加收人等。

(3)其 他 收 人 包 括 基 本 建 设 贷 款 归 还 收 人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人。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等 u

( 4 )国 有 企 业 计 划 亏 损 补 贴 这 项 为 负 收 人 ，冲减财政收人。

财政支出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耑要，主要包拈：

(1)基 本 建 设 支 出 指 按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属于基本建设范围内的基本建设有偿使用、拨 款 、资本金支出以及经 N  

家批准对专项和政策性基建投资贷款，在部门的基建投资额中统筹支付的贴息支出。

(2)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指国家预算内拨给的用于企业挖潜、革新和改造方面的资金。包括各部门企业挖潜改 

造资金和企业挖潜改造贷款资金，为农业服务的县办“五小”企业技术改造补助，挖潜改造贷款利息支出。

(3)地质勘探费用国家预算用于地质勘探单位的勘探工作费用 ,包括地质勘探管理机构及其事业单位经费、 

地质勘探经费。

(4)科技三项 费 用 国 家 预 算 用 于 科 技 支 出 的 费 用 ，包括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

( 5)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国 家 财 政 支 援 农 村 集 体 (户 ）各项生产的支出。包括对农村举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和打 

井 、喷灌等的补助费 ;对农村水土保持措施的补助费 ;对农村举办的小水电站的补助费 ;特大抗旱的补助费;农村开 

荒补助费 ;扶持乡镇企业资金 ;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 ;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 

费 ;农村水产补助费 ;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6)农 林 水 利 气 象 等 部 门 的 事 业 费 用 国 家 财 政 用 于 农 垦 、农 场 、农 业 、畜 牧 、农 机 、林 业 、森 工 、水 利 、水产/ C  

象 、乡镇企业的技术推广、良种推广 (示范）、植物 (畜 禽 、森林 )保 护 、水质监侧、勘探设计、资源调查、干部训练等项费 

用 ，园艺特产场补助费，中等专业学校经费，飞播牧草试验补助费 ’营林机构、气象机构经费,渔政费以及农业管理事 

业费等。

(7)工业交通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国家预算支付给工交商各部门用于事业发展的经费。包括勘探设汁费、中 

等专业学校经费、技术学校经费、干部训练费。

(8)文 教 科 学 卫 生 事 业 费 国 家 预 算 用 于 文 化 、出版、文 物 、教 育 、卫 生 、中医、公费医疗、体 育 、档 案 、地 震 、海 洋 、 

通 讯 、电影电视、汁划生育、党政群干部训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协等项事业的经费支出和高技术研究专项经 

费。主要包括工资、补助工资、福利费、离退休费、助学金、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差额补助费。

(9)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家预算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的经费,包括由民政部门开支的烈士家属 

和牺牲病残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定期抚恤金,革命伤残人员的抚恤金，各种伤残补助费、烈 军 属 、复员退伍军人生活 

补 助 费 、退伍军人安置费，优抚事业单位经费 ,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维修费，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和特大自然灾害 

灾后重建补助费等。

(10)国防支出国家预算用于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支出，包括国防费、国防科研事业费、民兵建设以及 

专项工程支出等。

( 11)行 政 管 理 费 包 括 行 政 管 理 支 出 ，党派团体补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出，司法支出，法院支出，检察 

院支出和公检法办案费用补助。

(12)价 格 补 贴 支 出 经 国 家 批 准 ，由国家财政拨给的政策性补贴支出，主要包括粮食加价款，粮 、棉 、油差价补 

貼,棉花收购价外奖励款,副食品风险基金 ,市镇居民的肉食价格补贴 ,平抑市价肉食、蔬菜价差补贴等以及经国家 

批准的教材课本、报刊新闻纸等价格补贴。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按财政体制划分的中央本级收人和地方本级收人。 1 9 9 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以 

后 ,属于中央财政的收人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 ,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丨 h 

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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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部分,海洋石油资源税和证券(印花)税50%部分。属于地方财政的收人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 

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增值税2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的50% 部分和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 

其他资源税。 .

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根据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不同职责,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权,按照 

政府的责权划分确定的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包括国防支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 

重点建设支出以及中央政府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 

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价格补贴

支出等。

预算外资金收支预算外资金是有关单位凭借国家权力或由国家授权而取得的没有纳人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 

性资金。其收人包括地方财政部门的各项附加收人,集中事业收人,专项收人等,事业行政单位的专用基金，经营性 

服务纯收人,行政事业性收费,专项资金，中小学勤工俭学收入，税收分成等。其支出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城市 

维护支出，福利奖励支出,行政事业支出等。

侑贷资金指国家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有各项存款、对国际金融机构负 

债、流通中货币，银行自有资金及当年结益等。信贷资金的运用有各项贷款、黄金占款、外汇占款、财政借款及在国 

际金融机构中的资产等。

存款指企业、机关、团体或居民根据资金必须收回的原则,把货币资金存人银行或其flk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 

一定利息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根据存款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企业存款、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基本建设存款、 

城镇储蓄存款、农村存款等科目。它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包括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和农民个人储蓄存款两部分。不包括居民的手存现金和工矿企 

业、部队、机关团体等集团存款。储蓄存款余额,是指城乡居民存人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储蓄的时点数(存人数扣除取 

出数的余额），如月末、季末或年末数额。

贷款指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根据必须归还的原则,按一定利率,为企业、个人等提供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形 

式。我国银行贷款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城乡个体工商户贷款以及农业贷款等科目。

保险金额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保费指投保人为取得保险人在约定范围内所承担赔偿责任而支付给保险人的费用。

赔款指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保险责任损失的金额。

给付包括死伤医疗给付和满期给付。死伤医疗给付是指保险人根据人寿保险及长期健康保险合同的规定, 

因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支付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金额。满期给付是指被保险 

人生存期满,保险人按人寿保险合同规定支付给被保险人的满期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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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Government Revenue refere lo the revenue oi ihe government finance by means of paiticipalin̂  in the dislribution of ifie so

cial pnxlucls, whic*li are ihe financial it̂ suixrces for easuriiig the govemmenl to function. The contenls of govemnienl revenue have 

been changed several limes. INow il includes ihe following main items：

(1) Various tax revenues, including value added lax，business tax. Consumption lax，land value added lax，tax on cily niaij)- 

lenance aiul construction，rrsourx.es lax，tax on use of urban land, stamp tax, tax on adjustment of the orienlation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 personal income lax, enlerprise income lax，lariff, tax on agricull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nd tax on occupancy of 

cultivalecl land, eU*.

(2) Special revenues♦ incliulitig revenue collected from imposing fee on sewage Ireatment, revenue collected from imposing fee 

on urban waler resources，ami extm - chains for educalioii, elc.

(3) Othei- revenues, including revenue fixjm the repayment of capital construction loan，the funds for the state key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enei^y imluslry anil Iransportation, and the funds for stale budget adjustment, etc.

(4) Plaiinetl subsidies for the losses of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This is an item of negative revenue, used lo eal up part 

of the govemmenl revenu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fers lo the distributiori and use of ihe funds the govemmenl finance has mised，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conslruclion and various causes.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main items:

(1) Expeiulilure for capital conslruetion ： It refers to ihe non - gratuitous use and appropriation of funds for capital mnstruc- 

tion in ihe raî ge of capital conslruclion, outlay of capital as well as ihe loans on capital constmction approved by ihe government for 

special purpose or policy purpose and the expendilure wilh discuunt paid in an overall way wilhin the amount of the funds upprupiial- 

ed lo ihe deparimenls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2) lmiovatiou funtls of ihe enterprises: H e y  refer lo ihe fund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mmenl budget for the enlerprises lo 

tap the latent puwer, upgrade ihe lechnology and carry out innovation,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fund of the deparimenls, loan of the 

enlerprises for iiinovalioiu subsidies on the innovalimi of ihe small fertilizer plant, small cement planl, small coal mines, small m a 

chinery plant and small slt?el planl，the expeiulilure of interest for ihe loan for innovation.

(3) Geological prospecliiig expenses: rIliey refer to ihe expenses appropriated from the govemmenl budget lo the geological 

pruspeeling uiiils for ihe expenditure of ihe pnjspeclin^ work, including the expenditures of i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for geological 

piuspectiiig and iheir iiislitulioiial units as well as the geological prospecting expenditure.

(4) Expemlitures for sconce and technolo^ pnjniotion: rl'h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priated fmrn ihe government budget 

for ihe scientific and leclmological expenditure, including new pruducts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for intermeiliale trial 

and subsidies on imporlanl scienliflc researches.

(5) Expendilure for supporting rural pnxluction: It refers to the expenditures appropriated from ihe government budget for sup

porting ihe various expemlilures of ihe rural collective units or households for production, including ihe subsidies to the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well drillingy sprinkling irrigation projects run by the villages; subsidies on ihe rural waler and soil con

serving measures; subsidies to the small power stations n m  by the villages; subsidies to the expendilure for fighting against particu

larly severe draughts; subsidies on the rural waste land exclamation; fund for supporting ihe township enlerprises; subsidies lo the 

expendilure for popularization of the agricullural lechnologies and planl prolection in the rural areas; subsidies to the expendilure for 

ihe protection of giasslands aiul cattle and fowls; subsidies on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proteclion in rural areas; subsidies on ihe niral 

aqualic pnxiucts industiy; special ftuul for developing grain pnxluction.

(6) Operaliiî  expenses of ihe tleparlments of fanning, forestry, waler conservancy and meteorology etc. : They refer to ihe ex

penses appixjpriatetl frum llie government budget for the expemlilures of agricuiturai exclamation, farms, a agriculture, animal hus

bandry , agriculkiral machinery，forestry, limber industry, waler conservancy, aqualic products industry, meteorology, l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popularization (demonsLration) of improved varieties, plant ( cullle and fowls, forest) piu- 

leclion, waler quality monhoring，prospecliiig and designing,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cadres training, subsidies to horticulture gar

dens, expenditure of specialized secomlai*y schools, subsidies on the experiments of sowing herbage seeds by (lights，expendilures of 

aflbreslation agencies aiul meteorology agencies, expenses for fishery adminislration and operating expenses for agricultural adm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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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lion, etc,

(7) Operating expenses of llie departnienls of industry, transport and commerce: Th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priated fmm 

the government budget tu the departments of industry, traiisporl and commerce for the expenditure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clud

ing expenses for pruspecUng and designing, expenditures uf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expenditures of lhe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and expenditures for caclres traitiitiĝ  elc、

(8)0peraling expenses of lhe depajtiHenls of culture, educationt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ITiey refer to the expenses appro

priated from lhe govemmenl budgel for the expenditures uf lhe causes of culture, publication, cultural relics, education, public 

heailh, Iracl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free medical services, sports, archives, earthquakey ocean, communications，broad- 

casting, film and television, family planning; expenditure for trdining of cadres of government, party and mass organization; expen

ditures for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t'iences, associ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pecial expenditure for the high - lech 

researches. They include mainly wages, extra wages, welfare funds, pension for lhe retirees, stipend, expenses for official busi

ness, expenses for equipment purchases, expenses for repairs, business expenses and subsidies to the units which are unable to 

support their expenditures by their own eamiiigs.

(9) Pension for lhe disabled or for the families of the bereaved and relief funds for social welfare: flTiey refer lo lhe funds ap- 

pruprialed from lhe govenimenl budget for lhe expenditures of pension for the disabled or for lhe families of the bereaved and relief 

funds for social welfare, including lhe lump - sum or regular pension paid by the departments of civil affairs to the membere of mar

tyrs' families and families of tln>se who died for lhe public interest, pension tu lhe revolutionary disabled, subsidies for permanent 

disability of various kinds, subsidies lo die niilitaiy martyns’ dependenls and the demobilized aimy men, expenditure for setlliiî  

down lhe demobilised amiy men, operating expenses of the consoling institutions, expenses for management and repair of lhe (com

memorative buildings for lhe martyrs，lhe expenses managed by the departmenls of civil affaire for lhe retirees and those who have 

quitted their work, expenses for social relief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perating expenses for providing relief to the areas of natural 

calamity and subsidies on the iwunstrucliun after the particularly severe natural calamities, etc.

(10) Expenditures for national defense: They refer to the funds appmpriated from the government budget for the expenditure 

for building up national defeiisit* and safeguarding naliunal security, including expenses of national defense, expen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national defense, expenses for building up people’s militia and expenditure for special projects, etc.

(11)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hey include expenditure for aclmimslration, subsidies lo the partie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diplomatic expenditure, expenditure for public security, judicial expenditure, law court expenditure, procuratorial expenditure and 

subsidies to the expenses for treating the cases by l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procuratorial organs and law courls.

(12) Expenditure for price subsidies: It refers to lhe expenditure appropriated, wilh the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form the 

government budget for the policy subsidies to price adjuslnienl, including the fund for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ices •* the subsidie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lling prices ami purchasing prices of grains, cotton and edible oil, awards in addition to the purchasing 

prices of cotton, risk fund for non - staple food，subsidies on the prices of meat and meat products, subsidies on the price differ

ence for curbing the high market prices of meat, meat pnxlucts and vegetables and the subsidies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on the 

prices of textbooks and newsprint of newspapenj and periodicals.

Revenu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nun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lhe sLructure of the govemmenl finance in 1994 on l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annels for collection of tax revenues, the reve

nue of the central govemmenl and lhe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mmenls have different coverage. Tlie revenue of the cenlral govern

ment includes tariff, consumption tax and value added tax levied by the customst consumption tax, income tax of the enlerprises 

subordinate to the cenlral govemmeiU, income taxes of lhe local banks, foreign 一 funded banks and non 一 band financial institut

ions, business tax, income tax and pmfits of railways, head offices of banks, head office of insurance company, which are handed 

over to the government in a centralized way, lax on city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7 5 %  of the value added tax , tax on ocean 

petroleum resources, 5 0 %  of the lax on stock dealing (stamp lax). The revenue of lhe local govemmenls includes business tax, in

come tax of the enlerprises subordinat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personal income tax, tax on the use of urban land, tax on the ad

justment of lh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Tax on town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lax on real estates, tax on the use of veliicUis 

and ships, stamp lax, slaughter lax，tax o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f tax on special agricuilural producls, tax on the occu

pancy of cultivated land, cuntract tax, 2 5 %  of the value added tax, 5 0 %  of the tax on stock dealing (stamp tax) and tax un re- 

sourL'es other than the ocean pelroleur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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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ditur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xpenditure of he Local Governments ： Acconling to ihe different fiuu> 

lions of ihe ccntral govemmenl ami local govenirnenl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e rights of affairs atlministration are 

classified between ihe central govemmenl anil local govenunen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 

enmienl aiul local governments are maile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affairs atlministralion between ihem. The 

expentlilure of the cenlral govemmenl includes the expenditure for national defense, expenditure for armed police forces, the admin- 

islralive expenses anti various operaling expenses al the level of cent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key projecls aiul ihe expentliliire 

of ihe cenlral govemmenl for adjusting the national economit: slructure, coordinating ihe development among diflerenl regions aiui 

exercising ihe macru -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lrol. The expenditur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cludes mainly ihe adinimstrative 

expenses and various operating expenses at ihe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expenditure for capital conslruction ami lechiu>li)gi(：al 

innovation with the fnnds raisetl by ihe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supporting rural produclion, expenditure for dly nuiinle- 

iuince and constmction and expencliluie for price subsidies, elc.

Extra - Budgetary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Extra - budgetary fund is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fund obtained by 

units concemetl by govenimeiil power or ihe power authorized by ihe government and not included in ihe govemmenl budget. The ex

tra - butlgelary revenue includes revenue from varjous exlra - charges, revenue from undertakings and special revenue etc：.，fund for 

special puipose in ihe irustilutioiial and admiiiistralive units, net income from profit - making services, administrative chaises and 

business charges, special fund，income from the pail - work and part - study program in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and in

come from deducting a certain percentage fmrn the tax revenue, etc. Tlie extra - budgetary expenditure includes the expendilure for 

ihe inveslment in fixed assets, expendilure for city mainlenance，expendilure for welfare and for encouragemenl and awards, aiul 

ailminislralive aiul business expendilure，elc.

Credit Fluids refer lo ihe funds issued as loans by slale banks. The sources of credit funds of the People ’ s Bank of China 

included deposits, liabililies to intemalional financial itistitulioiis, Currency in circulation, self - owned funds and current retained 

prufils, etc. The credit fimtls can be used in foniis of loans, goldf foreign exchange, govemmenl debl anti assets in the intenialioii- 

al financial inslilulions.

Deposit is a form of credit by which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organizalions or residents can pul money into banks atid other 

credit institutions for safekeeping and inleresl earning under ihe principle of free withdrawal.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eposilora, de

posits are divided into enlerprise deposils, Ireasury deposits, deposit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i^anizalions« capital construction 

deposits, urban savings deposits, rural deposits and other ileposils. Deposils are major sources of the credit funds of banks.Saving 

Deposil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ludes Iwo purls: ihe bank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bank saving deposit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cash hold by residents and ihe deposils of organizalion such as enterprises, army uni Is, institutions, etc. are 

not included. The outstanding amount of saving deposits is the amounl of saving deposits at a certain point of time such as the end 

of month * quarter, or year.

Loan is a form of creclil by which banks and other credit inslilulions provide funds at certain interest rate to enterprises aiul 

individuals in the lighl of the principle of unconditional repayment. Loans form Chinese banks include circulating capital loans, 

fixed assels loans，loans to url)dii aiul lural individuals eiigageil in induslrial and commercial business and agricultural loans.

Amount Insured refers lo ihe maximum thal ihe insuranl will get for ihe claim of ihe case insured.

Premium is the fee paid by ihe insuranl based on a proportion of the benefit he or she may get from ihe insurance plus ihe 

insurance value. It includes ihe income from the deposil of property insurance and peraonal insurance.

Settled Claim is the compensalion paid by ihe insurer lo ihe insurant in accordance with ihe insurance contracl.

Payment inclutles payment for dealh, injury 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malure payment. Payment for death, injury or medical 

trealmenl refers to the money paid to ihe insuranl (of ihe beneficia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fe of health iiisumnce contracl when 

ihe insurant encounlers accidents within ihe insured period oovered in the contract. Malure payment refers lo the mature payment to 

the insurant in accordance wilh ihe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at the end of the insured period for the loss which has been checked and 

found lo be in the range of liability of ihe insurance after an accident has happened to the insured property or to a person who has 

insured his life. It is further divided inlo settleil and unsettled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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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教育、科技和文化业

16 — 1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数 
NUMBER OF SCHOOLS OF VARIOUS TYPES IN MAJOR YEARS

单位：所 （unit)

年份

Year

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小学 

Primary Schools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1952 7 50 128 12920

1957 9 43 249 16201

1962 10 14 402 14148

1965 11 52 696 31503

1970 11 22 1700 21253

1975 8 72 1366 25465

1978 13 76 2948 25002

1980 16 73 1989 25120

1985 18 74 1788 22793 7 5800

1990 20 82 1753 20248 24 5232

1995 22 83 1638 19637 30 6046

1996 22 81 1651 16779 36 5538

1997 22 81 1606 16261 37 5741

1998 22 81 1555 15737 37 5412

1999 23 78 1552 15223 42 6007

2000 22 62 1568 14730 42 6659

16-2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MENT IN VARIOUS SCHOOLS IN 

MAJOR YEARS
单位：人 （person)

年份

Year

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小学 

Primaiy Schools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1952 6437 20712 61345 1524145

1957 15211 29238 181423 1539805

1962 21173 163628 1640036

1965 17408 19715 266504 1967997

1970 4235 651232 2130534

1975 10194 18901 963304 3415196

1978 16357 25626 1631581 4035934

1980 25349 33954 1323181 4316902

1985 39871 31952 1102702 3857331 418 296336

1990 49331 40820 1080755 2393235 803 413552

1995 73398 62734 977079 2638555 1783 577162

1996 79929 69491 1012654 2737051 1832 588854

1997 80565 78800 1002915 2854307 1706 590464

1998 83187 91479 1083691 2884385 2325 613298

1999 101601 91954 1282599 2802741 9007 625666

2000 112512 84524 1477861 2761308 21160 640804

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含研究生^

Note: Student enrollment in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cludes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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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EDUCATION,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6-3主要年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VARIOUS SCHOOLS IN MAJOR YEARS

单位：人 (person)

年份 高等学校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

Year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Kindergartens

1952 839 1090 3385 41698

1957 2193 2446 7940 52530

1962 3297 55213

1965 3336 2336 78503

1970 3177 24970 73695

1975 3574 2659 42893

1978 3914

1980 5025 3944 60953 125304

1985 8061 4443 58886 119119 74 11937

1990 8677 4726 64056 110580 186 17443

1995 9409 4542 67498 117497 353 19948

1996 9400 4505 69503 117711 383 20111

1997 9432 4538 70661 119881 411 20665

1998 9498 4615 72333 121062 400 20962

1999 9987 4791 76158 120229 469 21088

2000 10449 4125 81766 119014 569 22598

16-4主要年份文化事业机构数 
NUMBER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MAJOR YEARS

单位：个 （unit)

年份

Year

电影放映单位 

Film Projection Units

专业剧团

Specialized Dramatic 

Groups

文化馆、艺术馆

Cultural Centers and 

Art Centers

图书馆

Libraries

电影院

Cinemas

1952 51 15

1957 140 25

1962 222 42

1965 243 40

1970 287 41

1975 1014 58 54 33 10

1978 1728 108 54 36 10

1980 1996 147 55 35 21

1985 3242 483 54 35 25

1990 2947 294 42 39 36

1995 1828 251 36 40 42

1996 1167 158 39 46 42

1997 39 43 42

1998 39 43 42

1999 36 42 42

2000 760 99 35 4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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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教育、科技和文化业

16-5教育事业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EDUCATION

指 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998 1999 2000

学校数(所） Number of Schools (unit)

普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0 22 22 22 22 23 22

普通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2006 1920 1943 1898 1840 1820 1802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82 83 81 81 81 78 62

#中等技术学校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48 49 46 4】

中等师范学校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33 32 32 21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iy Schools 1753 1638 1651 1606 1555 1552 1568

#高中 Senior 272 280 279 279 279 271 281

初中 Junior 1481 1358 1372 1327 1276 1281 1287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171 199 211 211 204 190 172

小学 Primary Schools 20248 19637 16779 16261 15737 15223 14730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5232 6046 5538 5741 5412 6007 6659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24 30 36 37 37 42 42

专任教师(人）
Number of FuU-time Teachers 

(person)

苷通高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8677 9409 9400 9432 9498 9987 10449

普通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73318 78189 80080 81467 83350 87443 91964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4726 4542 4505 4538 4615 4791 4125

#中等技术学校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302】 3142 3382 2980

中等师范学校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1517 1473 1409 1145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64056 67498 69503 70661 72333 76158 81766

#髙中 Senior 9787 9724 10420 11569 12479 13529

初中 Junior 57711 59779 60241 60764 63679 68237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4536 6149 6072 6268 6402 6494 6073

小学 Primary Schools 110580 117497 117711 119881 121062 120229 119014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17443 19948 20111 20265 20962 21088 22598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186 353 383 411 400 469 569

招生数(人） N ew  Student Enrollment (person)

普通髙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4782 24661 25963 26109 25781 36506 52637

普通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400071 438694 388599 420584 527984 600602 600017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iy Schools 13611 22332 24963 30251 34200 27291 23095

#中等技术学校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24507 28351 22028 17868

中等师范学校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5744 5849 5263 5227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363985 383093 333754 349219 454083 543084 545615

#髙中 Senior 50867 42336 43032 58474 67910 70488 82011

初中 Junior 313118 340757 290722 290745 386173 472596 463604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iy Schools 22475 33269 29882 41114 39701 30227 31307

小学 Primaiy Schools 349059 451460 452562 453593 441575 452845 466086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411649 410707 420822 414336 43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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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指 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344 266 370 260 385 1926 4105

在校学生数(人） Student Enrollment (person)

普通髙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49331 73398 79929 80565 83187 101601 132512

普通中等学校 Secondaiy Schools 1171872 1116424 1152259 1161222 1262847 1456930 1640092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40820 62734 69491 78800 91479 91954 84524

#中等技术学校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61941 74671 75788 67884

中等师范学校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16859 16808 16166 16640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1080755 977079 1012654 1002915 1083691 1282599 1477861

#髙中 Senior 141185 105765 110437 133886 160805 186856 210858

初中 Junior 939570 871314 902217 869029 922886 1095743 1267003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50297 76611 70114 79507 87677 82377 77707

小学 Primary Schools 2393235 2638555 2737051 2854307 2884385 2802741 2761308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43552 577162 588854 590464 613298 625666 640804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803 1783 1832 1706 2325 9007 21160

毕业生数(人） Graduates (person)

普通髙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3644 22552 22607 21808 23441 21433 23271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316452 268376 287127 350719 368731 341109 355709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iy Schools 13206 16071 17764 20694 20661 27076 29381

#中等技术学校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14603 14863 21495 23158

中等师范学校 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6091 5798 5581 6223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288386 225745 240350 303899 324230 286488 295270

#高中 Senior 42279 36008 30300 28652 34959 36823 51793

初中 Junior 246107 189737 210050 275247 289271 249665 243477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14860 26560 29013 26126 23840 27545 31058

小学 Primary Schools 456904 397409 334366 324281 418707 517933 496681

幼儿园 Kindergartens 352730 364828 343207 361280 374591

特殊教育学校
Schools for the Blind Deaf and 

Deaf-mute
293 304 263 218 840 1515

毎一教师负担学生数(人） Stndent-teacher Ratio (person)

普通离等学校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6 8 9 9 9 10 】3

普通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16 14 14 14 15 17 18

小学 Primary Schools 72 22 23 24 24 23 23

平均毎万人在校学生数(人)
Student Enrollment per 10 000 

persons (person)

大学生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17 25 27 27 27 33 43

中专生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14 21 23 26 30 30 27

中学生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372 326 336 331 355 418 480

小学生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823 881 909 941 945 914 896

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数占全市Student Enrollment as Percentage 
人口 X of Total Population%

13.8 14.7 15.1 15.5 15.9 16.3 16.9

注：基本情况中未含技工校、工读校数据。

Note; Basic statistics excluded data of skilled workers1 schools and reformato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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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_6普 通 高 校 基 本 情 况 （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QN(2000)

单位：人 （person)

专任教师平 

均负担学生 

数 
Ratio of 

Student to 

Full-time 

teacher

项目

Item

招生数
New

Student

Enroll

ment

#研究生 

Postgra

duates

毕业生数 

Graduates
#研究生 

Postgra

duates

在校学生 

数 
Student 

Enroll

ment

#研究生 

Postgra

duates

专任教师 

数 

Full-time 

Teachers

#教授、副 

教授 
Professor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s

全市总计Total 52637 2686 23271 1084 132512 6233 10449 4012 14

一、部厲学校 

Ministry Institutions
14257 1636 7109 620 39890 3903 3862 1627 12

重庆大学 8951 1327 5003 484 26836 3206 2560 1033 13

西南师范大学 3753 307 1483 134 10200 694 1107 513 10

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1551 - 621 — 2851 - 195 81 15

煤炭科学研究院重庆分院 2 2 2 2 3 3 - - -

二、市扃学校 
Municipal Institutions

38380 1050 16164 464 92622 2330 6S87 2385 15

西南农业大学 2822 205 1366 106 7744 469 611 247 14

重庆医科大学 1834 255 1063 94 5326 548 620 304 10

西南政法大学 2834 304 1162 155 8077 714 393 171 24

渝州大学 3119 - 1082 - 6959 - 340 109 20

重庆交通学院 2016 51 775 19 5181 96 529 199 10

重庆邮电学院 2540 76 726 38 6046 167 457 127 14

重庆工学院 2031 - 1001 - 5356 - 394 143 14

四川畜牧兽医学院 1167 — 452 - 2990 - 256 79 12

重庆师范学院 2971 59 1384 14 7947 123 483 214 17

四川外语学院 1582 70 540 34 3767 153 364 111 11

重庆商学院 2104 - 774 - 5003 — 284 92 18

四川美术学院 1101 30 412 4 2117 60 198 99 11

重庆三峡学院 1716 - 926 - 4933 - 346 96 14

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1550 - 749 - 3354 - 231 60 15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240 - 303 - 491 - 110 18 4

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191 - 785 - 4391 - 339 115 13

涪陵师范髙等专科学校 1977 - 724 - 4393 - 286 102 15

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1106 - - - 1440 — 207 61 7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6 - - - 156 - 139 38 1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大专班 1150 - 1013 — 2643 - - - -

重庆教育学院大专班 2018 - 927 — 4153 - - - -

重庆电力职工大学髙职班 64 - - - 64 - - - -

重庆职工医学院高职班 91 - - - 91 - - - —

注：根据教育部规定，计算专任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时，学生数中的研究生按1比3折算。

Not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Education Ministry, the postgraduates are accounted for 1:3 while calculating ratio of student to full

tim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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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研究生数（1997—2000年） 
NUMBER OF POSTGRADUATES (1997-2000)

单位：人 （person)

指标 Item 1997 1998 1999 2000

研究生数 Number of Postgraduates

在学人数 Student Enrollment 3199 3726 5032 6233

招生数 New Student Enrollment 1108 1389 2132 2686

毕业生数 Graduates 847 862 991 1084

16—8普通高等学校分科学生数(本、专科）（2000年) 
STUDENT ENROLLMENT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BY FIELD OF STUDY(2000)

单位：人 （person)

项目 Item

毕业生数 

Graduates

#本科

Regular College 

Course

招生数

New Student 

Enrollment

#本科

Regular College 

Course

在校学生数

Student

Eorollment

#本科

Regular College 

Course

总计 Total 23271 12745 52637 26654 132512 82949

哲学 Philosophy 6 - 19 - 41 -

经济学 Economics 3556 2319 10008 5294 23187 15273

法学 Law 1288 923 3573 2409 9267 7036

教育学 Education 748 348 2390 871 5288 2414

文学 Literature 4111 2024 9755 4549 23193 13552

历史学 History 440 149 378 106 1341 567

理学 Science 2153 968 4355 2388 11304 6822

工学 Engineering 9048 4830 17671 8753 47109 29322

农学 Agriculture 852 651 2456 1510 6214 4831

医学 Medicine 1069 533 2032 774 5568 3132

注：本科数据均含研究生数。

Note: Students of regular college course include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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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师范学校

Industry

Agriculture

Forestry

Medicing and Health 

Economics and Finance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Art

Physical Culture 

Teacher Training 

Secondary Teacher 

TralningSchook_________

11777 7960 31754

949 613 4038

140 100 446

3836 5770 14804

2097 1188 6229

2880 809 5939

834 788 2347

235 524 1870

306 116 417

48 — -

6223 5227 16640 2173 1145 15

16_9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分类情况（2000年）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BY TYPE(2000)

单位：人

项目 Item

毕业生数 

Graduates

招生数

New Student 

Enrollment

在校学生数

Student

Enrollment

教职工数

Teachers and 

Staff

平均每一教 

师负担学生 

数

Student- 

teacher Ratio

#专任教师

Full-time

Teachers

全市总计 Total 29381 23095 84524 8168 4125 20

一、部厲学校 Ministry Schools 56 40

二、市厲学校 Municipal Schools 29325 23095 84484 8168 4125 20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23102 17868 67844 5995 2980 23

16 —10成人教育基本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ADULT EDUCATION(2000)

单位：所、人 (unit,person)

项目 Item

学校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教职工数

Schools Graduates

New

Student

EnrollmeDt

Student

Enrollment

Teachers 

and Staff

#专任教师

Full-time

Teachers

成人髙等学校

广播电视大学

职工髙等学校

管理干部学院 

教宵学院

普通高校举办成人本专科班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干部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中等专业学校 

教师进修学校 

农民中专学校

普通中专校举办成人中专班

Adul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atioiis of Broadcasting and 

T V  Universities

School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Staff and Workers 

Colleges for Management Cadres 

Pedagogical Colleges 

Adult Higher Courses in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for Adults

Broadcasting and T V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for 

Staff and Workers 

Speciali2ed Secondary Schools for 

Cadres

Specialized Correspondence

Secondary Schools 

her TrainingTeacher Training Schools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for

Peasants 
Adult rt Specialized Secondary 

Courses m  Specialized Secondary

19 21382 35743 83627 4314 2193

1 3737 6351 13104 928 456

13 2181 2599 5946 2143 1001

2 247 396 728 180 90

3 1151 2134 4559 1063 646

- 14066 24263 59290 - —

89 23564 16253 56595 3421 1814

2 8505 5895 23575 317 165

35 6842 6071 17746 1348 673

3 158 121 487 128 51

1 U20 107 1122 11 5

38 1166 990 2058 1352 745

10 1596 860 2594 265 175

一 4177 2209 9013 一 一

科
科
科
科
经
理
法
术
育
范 

H

农
林
医
财
管
政
艺
体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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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成人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基本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ADULT-PRIMARY,ADULT-SECONDARY 

AND ADULT TECHNICAL TRAINNI

单位：所、人

rtNG SCHOOLS(2000)

学校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学生数 教职工数

项目 Item #专任教师

Schools Graduates
New Student Student Teachers and Full-time

Enrollment EnroUmeot Staff Teachers

成人中学

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for 

Adults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131 5576 8238 12172

for Adults

成人初等学校 Primary Schools for Adults

17694 4197426 3188537 3197070

2742 73126 50681 51681

784

6291

3775

449

2417

1508

16 —12初中毕业生和小学生毕业生升学率 
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997—2000年） 

PERCENTAGE OF GRADUATES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ENTERING HIGHER LEVEL SCHOOLS, 

PERCENTAG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ENRQLLED(1997-2000)

指 标  

初中毕业生数（万人）

髙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万人）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小学毕业生数（万人）

初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万人） 

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学龄儿童数（万人）

己入学学龄儿童数（万人）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Item

Graduates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10 000 

persons)

Students entering Senior Secondaiy Schools (10 000 

persons)

Percentage of Graduates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Entering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

Graduates of Primary Schools (10 000 persons)

Students entering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10 000 

persons)

Percentage of Graduates of Primary Schools 

Entering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

School-aged Children (10 000 persons)

School-aged Children Enrolled in Schools (10 000 

persons)

Percentag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Enrolled (%)

1997 1999 2000

27.52 28.93 24.97 24.35

15.93 17.18 15.25 15.98

57.9 59.4 61.1 65.6

32.43 41.87 51.79 49.67

29.18 38.73 47.36 46.49

90.0 92.5 91.4 93.6

279.48 285.87 273.14 266.66

278.41 285.14 272.39 265.99

99.6 99.7 99.7 99.7

• 488 •



1 6 *教育、科技和文化业

16—13幼儿园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ON KINDERGARTEN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园 数 (所 )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unit) 5232 6046 5538 5741 5412 6007 6659

班 数 （个） Number of Classes (uit) 18013 18491 19052 19866

在园幼儿数（人）Student Enrollment (person) 413552 577162 588854 590464 613298 625666 640804

教职工数（人） Number of Staff and Teachers (person) 25384 25914 26231 28249

#教师 Teachers 17443 19948 20111 20665 20962 21088 22598

16 —14各级学校女学生和女教师数（1997—2000年) 
NUMBER OF FEMALE STUDENTS AND TEACHERS 

BY SCHOOL LEVEL (1997-2000)
单位：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erson)

项目 Item 1997 1998 1999 2000

女学生数 Number of Female Students 1916838 1980894 2046436 2132919

高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8406 30813 38373 54107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37866 44250 47230 44219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453130 497035 592570 683228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38659 43875 39827 36230

小学 Primary Schools 1358777 1364921 1328436 1315135

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幻
Percentage of Female Students to Total 

Students
46.8 46.8 46.9 47.0

高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35.3 37.0 37.8 40.8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48.1 48.4 51.4 52.3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45.2 45.9 46.2 46.2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48.6 50.0 48.3 46.6

小学 Primary Schools 47.6 47.3 47.4 47.6

女教师数 Number of Female Teachers 97187 98758 100684 103630

髙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3165 3214 3413 3690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iy Schools 1677 1709 1863 1675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30216 30910 32381 35080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3559 3733 3621 3518

小学 Primary Schools 58570 59192 59406 59667

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Female Teachers to Total 

Teachers
46.1 46.2 46.3 46.8

髙等学校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33.6 33.8 34.2 35.3

中等专业学校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37.0 37.0 38.9 40.6

普通中学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42.8 42.7 42.5 42.9

职业中学 Voc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56.8 58.3 55.8 57.9

小学 Primary Schools 48.9 48.9 49.4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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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_ 15科协系统学术交流情况（2000年） 
ACADEMIC EXCHANG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2000)

合计

项目 Item
#市级科协 占合计％ #市级学会 占合计％

Total
City

Associations

As

Percentage of 

Total

City Learned 

Societies

As

Percentage of 

Total

国内学术会议 Domestic Academic Meetings

举办次数(次） Holding Number(time) 575 12 2.1 100 17.4

参加人数(人次） Number of Participants(person-time) 173934 1340 0,8 10000 5.7

交流论文数(篇） Number of Papers Presented(piece) 10159 500 4.9 4400 43.3

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eetings

在国内举行的国际学术会

议次数(次）
Held in China Number(timc) 472 - - - -

中方参加人数(人次）
Number of Chinese Participants 

(person-time)
2580 - - 800 31.0

中方交流论文(篇）
Number of Chinese Papers Presented 

(piece)
180 - - 150 83.3

外方参加人数(人次）
Number of Foreign Participants 

(person-time)
289 — — 50 17.3

外方交流论文(篇）
Number of Foreign Pt̂ >ers Presented 

(piece)
138 - — 50 36.2

科学考察 Scientific Study Tour

外派科技团组个数(个）
Number of Scientific Groups Sent 

Abroad (unit)
40 26 65.0 10 25.0

外派总人次(人次）
Number of Person-times Sent Abroad 

(person-time)
459 174 37.9 150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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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科协系统科普活动、科技培训及咨询情况（2000年) 
PROMOTING SCIENTIFIC ACTIVITIES,TRAINING PROGRAMS 
AND CONSULTING OF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2000)

合计
#市级科协 占合计％ #市级学会 占合计％

项目 Item

Total

City

Associa

tions

As 

Percent

age of

Total

City

Learned

Societies

As 

Percent

age of 

Total

科普活动 Activities for Popular Science

科普讲座次数(次） Number of Lectures (time) 4995 684 13.7 400 8.0

科普讲座参加人数(人次） Number of Participants(person-time) 1826252 4118 0.2 30000 1.6

科普展览次数(次） • Number of Exhibitions(time) 811 1 0.1 60 7.4

科普展览参加人数(人次〉 Number of Participants(person-lime) 1305914 60000 4.6 60000 4.6

科技夏(冬)令营 (次） Technical Summer(winter) Camp(time) 43 2 4.7 40 93.0

育少年科技竞赛次数(次）
Number of Teenagers Participating in 

Science-tecbnology Competitions(time)
267 200 74.9 16 6.0

科技培训 Training Program

院校培训结业学员数(人）
Number of Persons Trained b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person)
31224 - - 30000 96.1

培训班培训人次(人次）
Number of Persons Trained by Training 

Clas3es(person-time)
1618 300 18.5 300 18.5

外派研修生人数(人次）
Number of Trainees Sent Abroad (person

time)
— - - - -

咨询 Consultative Activities

无偿咨询项目数(项）
Number ofNon-payable Consultative 

Projects(item)
3345 20 0.6 487 14.6

完成技术合同数(项）
Number of Consultative Contracts 

Completed(item)
760 275 36.2 55 7.2

决策咨询(项）
Number of Consultation for 

Decisionmakmg(item)
258 33 12.8 62 24.0

咨询合同实现金额(万元）
Revenue from Fulfilment of Consultative 

Constracts(10 000 yuan)
1964 380 19.3 24 1.2

#技术交易额(万元） Technology Business Value(l0 000 yuan) 824 — - 18 2.2

“金桥工程”创产值(万元）
Ou屯ut Value by Gold Bridge Engineering 

(10 000 yuan)
139494 - - 15000 10.8

“金桥工程" 本年完成项数（项）
Completed Projects of Gold Bridge 

Engineering in this Year (item)
340 199 58.5 17 5.0

科技建议被采纳项数(项〉 Technological Suggestions Adopted(item) 392 15 3.8 4 1.0

向市人大、政协提案被采纳(项〉

Suggestions Adopted by Chongqing People's 

Congress and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item)

121 2 1.7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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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普通高等学校科技活动人员（2000年） 

PERSONNEL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000)

单位：人 ____  ______  _______ (person)

项目 Item

合计

Total

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s

工程与技术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医学科学

Medic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s

社会和人文 

科学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总计 Total 18493 2352 5470 3214 833 S805

按职称分 By Tide

#高级 Senior 5426 862 1571 865 310 1790

中级 Medium 7174 960 2194 1233 335 2271

初级 Junior 4457 426 1054 1050 162 1509

按技术等级分 By Technical Grade

#科学家和工程师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16922 2279 4815 3131 813 5470

技术员 Technical Personnel 238 Ll 55 20 0 120

16—18普通高等学校科技项目情况（2000年）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OF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2000)

课 埋 数 （项）
当年投入经费

(万元）

当年支出经费

(万元）

当年投入人员 

(人年）

#科学家和工程师 

(理工农医类项

项目 Item

Number of 

Projects (unit)

Funds of Projects 

(10 000 yuan)

Expenditures 

for Projects (10 

000 yuan)

Personnel 

Engaged in 

Projects 

(person-year)

曰J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Science,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Medical Fields)

总计 Total 2819 15884 11579 5379 2172

R&D项目 R A D  Projects 2590 10988 7221 4479 1654

基础研宄 Basic Research 576 1346 718 825 343

应用研究 Application Research 1398 7729 4975 2701 986

试验发展 Testing Development 616 1913 1528 953 325

非R&D项目 

R&D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

Non-R&D Projects

Application of R A D  

Achievements

Technological Services

229

128

101

4896

1903

2993

4358

1469

2889

900

264

636

518

13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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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机构情况（2000年）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2000)
单位：人、万元 （person,丨0 000 yuan)

科技机构数

(个）

科技机构科 

技活动人数

科技机构经 

费内部支出
#科学家和 

T 程师

项目 Item
Number of 

Institutions
Personnel of 

Institutions

Scientists

and

Inner 

Expenditures 

for Science

(unit) Engineers and

Technology

总计 Total 148 8032 4570 65952.4

按隶厲关系分 By Relationship

屮央 Central 54 3482 1736 27068.0

地 // Local 94 4550 2834 38884.4

按S 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82 4324 2617 29961.8

集体企业 Collcctive-owned 1 20 6 72.5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 - - -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1 35 35 950.0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27 1431 543 9186.1

#国有独资公司 Sole State-funded 11 793 343 7575.6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Corporations Limited 20 1157 455 14915.0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6 204 183 6616.7

#私营独资企业 Private-funded - - - -

其他企业 Other Domcstic-fimded Enteiprises - - 一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2 20 19 307.4

外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Foreigo Investment
9 841 712 3942.9

按工业行业分 By Industrial Sector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1 138 138 3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 - 一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

其他矿采选业 Other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

木材及竹材釆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 - — -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3 27 15 】25.0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1 10 10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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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人、万元 （person, 10 000 yuan)

科技机构数

(个）

Number of 

Institutions

科技机构科 

技活动人数

Personnel of 

Institutions

科技机构 

经费支出

Expenditur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项目 Item

#科学家和 

工程师

Scientists

and

(unit) Engineers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4 269 79 418.0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1 8 3 65.2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ry 3 78 33 793.1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 - -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 — - -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Timber Processing Bamboo Cane Palm 

Fiber and Straw Products
- - - -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 - - -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1 68 33 17.1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 - -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1 157 85 1252.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20 560 241 15771.0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1 232 190 2611.3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2 122 38 1062.6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2 15 14 34.5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2 36 15 482.5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5 95 72 1146.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1 85 85 250.0

有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2 388 80 214.5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3 636 393 2521.7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xy Machinery 16 628 396 1891.6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ipose Equipment 3 56 30 81.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26 1365 766 18894.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2 90 28 306.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D 

Equipment
8 962 789 4394.4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Instnunents Meters Cultural and Clerical 

Machinery
6 233 183 1227.9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oufEictuiing 23 1700 828 12338.4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1 33 26 274.0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 - -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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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与经费筹集情况（2000年） 
PERSONNEL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AND 
FUNDS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2000)

单位：人、万元 （person, 10 000 yuan)

项目 Item

总计 Total 27946 14955 162351.2 13884.0 27775.5 117378.4

按隶厲关系分 By Relationship

中央 Central 12686 6680 61109.2 9680.8 5021.3 45511.0

地方 Local 15260 8275 101242.0 4203.2 22754.2 71867.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5310 8564 64231.0 5356.2 19215.5 38169.1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452 103 838.3 — - 838.3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86 44 325.0 50.0 - 275.0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70 59 1850.0 59.0 一 1791.0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6612 2567 32823.6 8030.8 2900.0 20190.8

#国有独资公司 Sole State~fiinded 4980 1708 26188.3 7932.8 1000.0 17255.5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Corporations 

Limited
3201 1721 39216.6 248.0 2460.0 36508.6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707 564 12647.0 25.0 920.0 11702.0

从事科技 

活动人员 

数(人）

Personnel

in

Scientific

and

Techonlo

-gical

Activities

(person)

#科学家和 

工程师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当年筹集

额(万元） #上级 

拨款

Funds of 

Current 

Year (10 

000 yuan)

Appropria 

-tions from 

Higher 

Authori

ties

#专款 

贷款

Special

Loans

#企业 

自筹

Funds 

Self-raised 

by Enter

prises

#私营独资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按工业行业分 

煤炭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厲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Private-flmded

Other Domestic-fuiided Enteiprises

Shareholding Coi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Dt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By Industrial Sector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Other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156

1345

1579

23.3

114 746.8

581 788.3 20.2

57 42 8.0

23.3

746.8

1213 9649.6 115.0 2280.0 7133.5

768.

8.0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178 86 323.0 -  -  323.0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Beverage Production

42 30 57.7 -  -  57.7

饮料制造业 489 288 5454.4 -  -  5454.4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138 133 648.5 -  — 648.5

M M _____________
Textile Industry 510 166 2361.4 -  500.0 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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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从事科技
当年筹集

额(万元）
活动人员 #科学家和 #上级 #专款 #企业
数(人） 工程师 拨款 贷款 自筹

Personnel

项目 Item
in

Scientific

and

Techoalo

-gical

Activities

Scientists
Funds of 

Current 

Year (10 

000 yuan)

Appropria 

-tions from
Special

Loans

Funds

Self-

and

Engineers

Higher

Authori

ties

raised by 

Enter

prises

(person)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皮革、毛皮、羽绒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及其制品业 Products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 Timber Processing Bamboo Cane

制品业 Palm Fiber and Straw Products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68 33 90.0 — - 90.0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65 40 2688.3 - 1541.3 1147.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460 226 1360.0 - - 1200.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1336 698 19525.4 491.0 11920.0 7044.4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814 457 7552.4 425.0 1300.0 5827.4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613 604 3547.6 - - 3182.6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29 19 235.6 - - 235.6

塑料制品业 81 16 967.5 115.0 480.0 37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500 328 2086.0 80.0 600.0 1406.0

黑色金屑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370 215 250.0 - - 250.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511 392 1930.3 - - 228.3

金厲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1776 927 9997.3 168.0 3512.2 5671.9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iy 1999 1202 6185.8 795.0 1300.0 4090.8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243 92 536.8 - - 536.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4893 2519 36813.9 282.0 2760.0 33678.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742 318 1322.7 54.0 22.0 1246.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2516 1881 7328.6 2005.0 3440.0 1803.6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

Instruments Meters Cultural and 

Clerical Machinery
751 450 2579.2 35.0 - 2544.2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Electricity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imply

6702 2852 31504.7 9413.8 - 22013.9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472 348 16186.1 - 400.0 15665.0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12 12 21.7 — - 21.7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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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项目与经费支出情况（2000年) 
PROJECTS AND EXPENDITUR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2000)

单位：项、万元 （unit，10 000 yuan)

科技活动 

经费支出

技术改造 

经费支出

技术引进 

经费支出

购买ffl内

技术用款

研究与发

项目数 #用于开发 

新产品

展经费内

部支出

项目 Item

Projects

Expendi

ture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 • 

gical 

Activities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

t

Expenditui 

es for 

Technical 

Transfor - 

matioD

Expenditu 

res for 

Technical 

Recom • 

mendatio 

n

Purchases 

of Civil 

Techno - 

logy

Internal 

Expenses 

for R & D

总计 Total 1895 150208.6 103174.1 149505.0 37357.7 2397.9 42246.6

按隶厲关系分 By Relationship

中央 Central 812 62955.6 43345.6 87319.3 18170.2 88.5 17179.4

地方 Local 1083 87253.0 59828.5 62185.7 19187.5 2309.4 25067.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106 61171.3 36906.3 82914.0 6276.3 575.3 18196.9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30 4076.1 3847.9 591.2 77.8 - 100.5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36 335.5 318.0 - - — 49.5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6 1720.0 1160.0 295.0 16.0 - 791.0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309 32926.2 28639.1 21887.4 10140.5 242.5 7227.4

#国有独资公司 Sole State-funded 134 28445.0 26602.0 12188.9 7352.2 12.0 5440.9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Corporations 

Limited
186 27733.7 18012.3 33795.2 14529.5 1057.1 9052.1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72 13146.9 9774.1 1489.0 822.4 355.0 4034.8

#私营独资企业 Private-funded

其他企业 Other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2 26.6 11.5 一 10.0 10.0 11.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5 774.1 602.4 6845.2 4295.2 33.0 100.3

外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133 8298.2 3902.5 1688.0 1190.0 125.0 2682.6

按工业行业分 By Industrial Sector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102 1400.2 221.5 6892.0 - - 265.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非金厲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2 71.9 7.0 — - - -

其他矿采选业
Other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 -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20 317.0 285.1 657.0 - - 303.0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3 79.1 42.4 — — — 15.8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36 5516.3 881.0 5417.8 3020.0 100.1 570.0

烟萃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7 648.5 248.0 540.6 — —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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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项、万元 （unit, 10 000 yuan)

科技活动 

经费支出

技术改造 

经费支出

技术引进 

经费支出

购买国内

技术用款

研究与发

项目数 #用于开 

发新产品

展经费内 

部支出

项目 Item

E^endi- 

ture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 - 

gical 

Activities

For New
Expenditu 

res for 

Technical 

Transfor - 

mation

Expenditu 

res for Purchases
Internal 

Expenses 

for R & D

Projects
Product

Dcvelopm

ent

Technical 

Recom - 

mendatio 

n

of Civil 

Tcchno - 

logy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iy 65 3692.9 2678.5 3146.2 550.2 9.0 242.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 Garments and other Fiber

造业 Products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制品业 Products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 Timber Processing Bamboo Cane

、草制品业 Palm Fiber and Straw Products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1 87.1 87.1 126.0 - - -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 

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11 772.1 622.1 553.4 478.5 42.0 244.1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7 1350.0 976.7 115.0 - - 976.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125 19573.1 16567.7 23486.2 8431.7 303.5 3596.5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nnaceutical 

Products
58 6835.3 3485.0 1625.7 120.5 920.0 2263.8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64 5143.5 300.0 970.0 775.8 — 430.0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4 86.8 79.6 2.6 - - 79.6

塑料制品业 13 974.8 482.5 — - - 98.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16 2100.8 1625.2 7442.0 — — 1453.2

黑色金厲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59 1000.0 430.0 - — 一 206.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工业 Nonferrous Metals
26 2033.9 1326.5 4346.3 2710.0 95.0 182.2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121 7043.6 4944.3 2602.9 1093.1 45.0 3731.8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170 5547.7 3857.9 5570.5 516.2 93.0 2843.1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15 529.8 392.8 39.0 — - 198.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430 36815.7 29762.9 5747.3 2432.2 633.5 9494.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30 1955.6 648.9 903.0 350.0 50.0 85.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ruments Meters Cultural and 

Clerical Machinery

52 6560.4 3558.6 1050.0 488.5 103.8 3960.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
90 2676.4 1527.3 3225.5 - — 1646.9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281 34596.7 28135.5 33508.4 16391.0 3.0 9188.2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Electricity Steam and Hot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84 2777.7 - 41537.6 - - 26.2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Gas Production and Supply 3 21.7 - - - - 21.7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Tap Water Production and 

Su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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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情况（2000年) 
NEW PRODUCTS DEVELOPMENT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2000)
单位：项、万元 （unit, 10 000 yuan)

新产品项目数

Projects of New 

Products

新产品

项目 Item

销售收入

Sales Revenue 

of New Products

#新产品出口

Exports of New 

Products

总计 Total 1164 1660759.3 145934.0

按隶厲关系分 By Relationship

中央 Central 415 738323.2 45552.0

地方 Local 749 922436.1 100382.0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659 326602.1 9734.6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29 10780.7 -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29 830.2 50.0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6 9150.0 -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226 437475.9 7904.5

#国有独资公司 Sole State-funded 91 342787.8 1725.3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Corporations Limited 80 625046.2 54335.6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58 121455.8 23469.8

#私营独资企业 Private-funded - - -

其他企业 Other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2 -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4 16642.2 -

外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61 112776.2 50439.5

按工业行业分 By Industrial Sector

煤炭采选业 Coal Mining and Processing 21 56.0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xtraction - -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非金厲矿采选业 Nonmetal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其他矿采选业 Other Minerals Mining and Dressing - - -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Logging and Transport of Timber and 

Bamboo
- - -

食品加工业 Food Processing 8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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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项、万元 10 000 yuan)

新产品项目数

Projects of New 

Products

新产品

项目 Item

销ft收入

Sales Revenue 

of New Products

#新产品出口

Exports of New 

Products

食品制造业 Food Production 3 649.8 -

饮料制造业 Beverage Production 23 21121.0 25.0

烟草加工业 Tobacco Processing 5 36721.9 -

纺织业 Textile Industiy 45 11783.4 5332.7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Ganneats and other Fiber Products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Leather Furs Down and Related Products - - -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Timber Processing Bamboo Cane Palm 

Fiber and Straw Products
- - -

家具制造业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 - -

造纸及纸制品业 Papermaking and Paper Products 1 11884.4 -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Printing and Record Medium Reproduction 11 11113.0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ports Goods —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Coking 7 994.0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进业
Raw Chemical 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81 62013.8 7270.0

医药制造业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40 31735.3 3832.4

化学纤维制造业 Chemical Fiber 28 19853.2 -

橡胶制品业 Rubber Products 3 184.9 -

塑料制品业 Plastic Products 13 34.0 -

非金厲矿物制品业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13 17673.0 3639.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12 1682.2 919.9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14 47660.6 1449.0

金属制品业 Metal Products 87 27409.5 325.3

普通机械制造业 Ordinary Machinery 141 45649.4 2292.9

专用设备制造业 Special Purpose Equipment 12 3108.2 50.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Transport Equipment 368 676614.6 112892.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lectric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22 40327.3 495.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37 36549.6 704.4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Instruments Meters Cultural and Clerical 

Machineiy
40 16489.4 1318.9

其他制造业 Other Manufacturing 129 539423.2 5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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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2 3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1995-2000年)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CHONGQING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l995-2000)

项 目 Item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占地面积（万平方米）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Land Area(10 000 sq.m)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2000

19210

2000

30581

2000

27000

2000

37000

2000

39000

2000

40000

财政收入（万元） Financial Revenue (10 000 yuan) 1764 3038 4264 9815 12175 18357

企 业数（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1700 2000 2500 2800 3600 5344

工业增加值（万元）

工业总产值(现价）（万元）

Industrial Value-added (10 000 yuan)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52829

203190

80122

308162

139986

538409

226831

848991

242428

1058821

330015

1254647

总收入（万元） Total Revenue(10 000 yuan) 210685 362744 608805 1108197 1365689 1601409

#技术收入 Technical Revenue 7528 13034 23471 24968 57851 33447

产品销售收入 Product Sales Revenue 142146 260440 469642 855259 1006629 1144548

商品销售收入 Commodity Sales Revenue 51128 80358 108151 190591 224784 323506

净 利润（万元） Net Profits (10 000 yuan) 21600 30000 41166 58781 66762 94760

实际上缴税额（万元） Total Taxcs(10 000 yuan) 12600 17266 19820 59074 75276 92013

出口总额（万美元） Total Exports(USD 10 000) 5365 2000 3000 4190 4000 7799

年末从业人员（人） Total Employment(per8on) 32403 35000 50000 59667 76270 77067

人均总产值（元） Gross Output Value Per Capita(yuan) 65461 91439 126684 154831 155781 163646

人均总收入（元） Total Income Per Capita(yuan) 67875 107634 143248 202102 200930 208874

人均创利润 C元） Per Capita Profits(yuan) 6959 8902 9686 10720 9822 12360

人均创税（元） Per Capita Taxes(yuan) 4059 5123 4664 10773 11075 12001

人均出口額（元） Per Capita Exports(USD) 1728 593 706 764 589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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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1993—2000年）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CHONGQ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QNE(1993-2000)

项 目 Item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占地面积（万平方米） Land Area Used(10 000 sq.km)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企 业数（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unit) 

Total Income from Secondaiy &

821 902 1019 1069 1126 1147 1169 1196

二、三产业总收入（亿元） Tertiary Industry (100 million 

yuan)

24.06 29.24 33.62 34.62 58.95 64.98 94.95 110.71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G D P  (10 000 yuan) 58000 61700 72700 86800 153000 189935 243038 280248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42920 45658 54500 64100 123100 151900 197500 224198

#工业 Industry 26580 28459 33300 46500 103000 141800 195000 197032

第三产业 Tertiaiy Industry 15080 16042 18200 22700 29900 38035 45538 56050

工业总产值（现价） （万 

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lo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69125 80952 129377 1842D0 393200 510970 627893 728603

税金总额（万元）
Total Profits and Taxes( 10 000 

yuan)
13612 14710 33286 47756 58445 83572

财政收入（万元） Financial revenue (10 000 yuan) 979 1978 4633 L3618 34740 12517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Total Exports and Imports(USD 

10 000)
4525 8671 11203 12009 20657 9813 9156 3933

#出口 Exports 2601 3942 4557 4284 4145 1852 1476

当年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户）

Foreign-funded Enteiprises 

Authorized (household)

With Investment over U S D  10 

million

75 23 20 37 32 19 12 12

#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

上
3 ] 2 7 2 3 5 3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万

美元）

Contracted Capital of Foreign- 

funded Enteiprises(L0 000 yuan)
19209 4391 9196 43054 8958 14217 14247 5221

实际到位资金（万美元）
Actual Executed Fund (USD 10 

000)
3946 3054 5513 8089 6718 8319 6415 3967

#实际到位外资 Executed Value of Foreign Fund 3063 2795 3780 2530 3775 5003 4880 3028

全区年末累计高新技术企业

户 数 （户）

Year-end Total High-tech 

Enterprises (household)
7 9 15 22

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万元）
Output Valu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90302 103453 144122 230010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As Percentage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
23.0 20.3 23.0 31.6

技术合同登记项目（项）
Registered Projects of 

Technological Contracts (unit)
43 23 33 13

成交金额（万元） Business Volume (10 000 yuan) 2537 2841 3068 3330

重庆市名牌产品个数（个）
Famous Products of Chongqing 

(unit)
1 1 2 4 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

元）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23221 38137 41001 54962 40000 62000 104600 127200

#基础设施投资额 Capital Construction 7210 12404 12050 20723 14513 13100 15000 34200

社会从业人员人数（人） Employment(person) 37491 40767 42593 48132 51723 54361 58183 5806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Per Capita G D P  (10 000 yuan) 1.55 1.51 1.71 1.80 2.96 3.49 4.18 4.83

人均工业总产值（万元）
Per Capita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10 000 yuan)
1.84 1.99 3.04 3.83 7.60 9.40 10.79 12.55

人均创收（万元） Per Capita Income (yuan) 6.42 7.17 7.89 7.19 11.40 11.95 16.32 19.07

人均创税（万元） Per Capita Taxes Created(yuan) 0.32 0.31 0.64 0.88 1.01 1.44

• 502 •



1 6 -教育、科技和文化业

合同数(项）

Number of 

Contracts 

(item)

合同成交金额

(万元）

Value of 

Contracts (10 

000 yuan)

#技术交易额 

(万兀） 

Revenue from 

Fulfilment of 

Consultative 

Contracts (10 

000 yuan)

技术交易额比 

重(％>

As Percentage 

of Contract 

Value (%)

1610

338

106

191

975

296594

116538

57086

33648

89322

93839
36712

10053

1593

45481

.6

.5
4
 

r

-

^
-9 

1.
丨 

T

4.
C
J
 

3
 

3
 

1
 

5

Item

Total

Technical Development 

Technical Transfer 

Technical Consultation 

Technical Services

16-27文化事业机构和人员数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

项目 Item 1990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机构数总计(个） Total Instltatlon8(uiilt) 976 646 1413 1442 1480 1498 1457

艺术事业 Art Institutions 44 35 57 70 70 66 65

文物事业 Cultural Institutions 19 24 51 54 55 58 59

图书馆事业 Libraries 20 23 42 42 42 42 42

群众文化事业 Mass Culture IostitutioDs 875 546 1234 1235 1273 1284 1245

艺术教育事业 Ar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1 1 1 1 1 1 1

文艺科研 Art Research Institutions 1 1 1 1 - 1 1

其他文化事业 Other Cultural Units 16 16 27 39 39 46 44

从此人员数总计(人) Total Per9onnel(persoo) 7142 5506 8033 9360 8653 8655 8582

艺术事业 Art Institutions 2269 1899 2424 2445 2174 2162 2034

文物事业 Cultural Institutions 485 669 996 1134 !129 1169 1293

图书馆事业 Libraries 528 589 764 820 762 802 785

群众文化事业 Mass Culture Institutions 3071 1528 2669 3304 3211 3096 3071

艺术教育事业 Ar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65 65 86 89 98 99 104

文艺科研 Art Research Institutions 16 16 15 - 13 13

Other Cultural Units 724 740 1078 1553 1279 1314 1282

16-25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及专利授权量（1999一2000)
THREE TYPES OF PATENT APPLICATIONS 
EXAMINED AND GRANTED (1999-2000)

单位：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tem)

项目 Item
申请受理量 

Applications Examined
专利授权量 

Applications Granted

1999 I 2000 1999 2000

总计 Total 1275 1780 1077 1158

按种类分 By Type

发明 Creations and Inventions 189 231 22 56

实用新型 Utility Models 745 930 724 677

外观设计 Designs 341 619 331 425

按对象分 By Object

个人 Individuals 901 1153 723 740

大专院校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26 21 15 19

科研单位 Research Institutions 26 25 45 24

工矿企业 Industrial and Mineral Enterprises 311 571 283 368

机关闭体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Organizations 11 10 11 7

16—26各类技术合同签定及执行情况（2000年）
SIGNED AND CARRIED OUT TECHNICAL CONTRACTS BY TYPE(2000)

发
让
询
备 

开
转
咨

ffi 

计
术
术
术
术 

总
技
技
技
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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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站）情 况 （2000年） 
MASS ART CENTERS AND CULTURAL CENTERS(2000)

合计 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 文化站

项目 Item

Total
Mass Art Cultural Cultural

Centers Stations Centers

个数(个） Numbcr(uiiit) 1245 4 40 1201

录像放映场次(千场） Film Projection^ 1 000 times) 53.28 - 2.28 51.00

观众人次(万人次） Spectators。。000 person-times) 867 - 163 704

组织文艺活动次数(次） Organizing Art Perfonnances(time) 10491 115 2671 7705

举办业余文艺培训班(班次）
Conducting Amateur Ait Training 

Courses(course)
2236 104 549 1583

结业人数(万人次）
Persons Completed Courses (10 000 

persoo-times)
5.10 0.20 1.30 3.60

举办展览个数(个） Conducting Exhibitions(unit) 3480 25 251 3204

16—29文化部门艺术剧团情况（2000年）
ART TROUPES OF CULTURAL DEPARTMENTS(2000)

剧团数

(个）

职工人数

(A)

演出场次 

(场）

H 内观众
田外演出

场次(场）#在农村演 

出

人数

(万人次）

项目 Item

Troupes

(unit)

Staff and 

Workers 

(person)

Times of 

Perfor

mances 

(time)

Shows in 

Rural 

Areas

Specta-tors

(10000

person-

times)

Perfonnan 

ces Abroad 

(time)

总计 Total 35 1798 2335 475 347.00 33

按隶厲关系分 By Relationship

文化部门剧团
Culture Departments Sponsored by 

State-owned
25 1512 1835 300 245.00 33

文化部门集体经营剧团 Collective Owned Troupes 10 286 500 175 102.00 —

按剧种分 By Type of Drama

话剧、儿童、滑稽剧团 Drama Children Play and Comedy 1 69 150 - 4.50 -

歌剧、舞剧、歌舞剧团 Opera and Dance Drama 1 130 163 12 21.60 -

歌舞团、轻音乐团 Chorus and Light Music 4 374 402 125 122.50 -

戏曲剧团 Local Opera 19 851 522 196 95.60 22

曲艺、杂技、木偶、皮影团
Recitation and Balled Acrobatics and 

Cirus Puppet Show Shadow Puttet
6 351 1098 142 102.80 11

文工团、文宣队 Song and Dance Ensemble 4 23 - - - —

• 504 •



1 6 -教育、科技和文化业

16—30公共图书馆情况（2000年) 
PUBLIC LIBRARI£S(2000)

项目 Item

合计

Total

省市级 

City Level

地市级 

Prefectural Level

fl-级 

County Level

机构数(个） Institutions(unit) 42 2 15 25

职工人数(人） Staff and Workers (person) 785 217 307 261

总藏量(万册、件） Collections (10 000 volumes) 810.5 386.6 257.7 166.2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ofBuildings(10 000 sq.m) 12.90 3.00 4.30 5.60

#书库 Stack Rooms 2.60 0.80 1.00 0.80

阅览室 

阅览座位(万个）

书刊外借人次(万人次） 

书刊外借册次(万册次）

Reading Rooms

Seating Capacity of Reading Rooms (10 

000 seats)

Total Number of Circulation( 10 000 

person-times)

Number of Books Borrowed by the 

Readers (10 000 volume-times)

2.10

0.80

266.00

390.30

0.30

0.10

59.40

91.60

1.00

0.30

75.70

124.70

0.80

0.40

130.90

174.00

16_31文物机构业务活动及经费情况（2000年）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EXPENDITURES OF CULTURAL RELIC 

AGENCIES(2000)

项目 Item

文物机构

Cultural Relic 

Agencies

博物馆

Museums

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acncics

藏品(件） Number of Collcctions(piece) 237375 196848 40527

#—级品 Grade One 971 919 52

经费支出（万元） Total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7701 7160 541

亊业支出（万元） Professional Expenditures 7605 7078 527

考古发拥费（万元） Archaeology and Excavation Expenses 46 21 25

维修费（万元） Maintenance Expenses 90 4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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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广播电台情况 
STATISTICS ON BROADCASTING STATION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基本悄况 Basic Statistics

广播电台(座） Broadcasting Stations(unit) 2 9 9 12 16 16 17

广播节目套数(套） Number of Programs(set) 3 11 11 15 19 19 19

广播人口覆盖率（％) Listener Rating(%) 83.0 85.0 86.3 85.0 86.9 87.2 89.9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座)

Transmission Stations and 

Relaying Stations of M W  &  

S W  (unit)

2 2 2 5 5 6 6

中短波广播发射功率(千瓦）
Power o f M W & S W  

Transmittcrs(kw)
58 60 60 83 83 56 56

调频发射台和转播台(座）
F M  Transmission Stations 

and Relaying Stations (unit)
2 11 11 23 60 71 54

调频发射功率(千瓦）
Power of F M  

Tiansmitters(kw)
20 26 26 36 40 42 42

平均每日播音时间(时 :分）
Program Hours Per 

Day(hour:minute)
30:24:00 108:51:00 113:26:00 161:50:00 195:18:00 193:52:00 194:24:00

# 自办节目播出时间
Self Produced Program 

Hours(hourminutc)
29:24:00 90:01:00 93:56:00 118:35:00 145:13:00 136:25:00 135:12:00

广播节目制作情况
Production of Broadcasting 
Programs(hour/year)

广播节目制作时间(小时） Program Hours (hour) 1558 14400 23325 37158 40388 39380 46276

#自制广播节目时间
Self Produced Program 

Hours(hour)
1558 14400 14712 31786 35365 35022 43649

新闻 News Programs 1179 3310 2220 4308 5711 7211 7505

专题 Special Subject Programs - 3559 4441 9506 9186 7775 8258

教育 Educational Programs 296 789 747 2570 3997 949 2190

文艺 Programs of Entertainment 78 3520 4707 9061 9616 10951 12411

服务性 Service Programs 5 3221 2597 6341 6855 5492 9814

广告 Advertisement 2644 3471

注：1998年以前广告节目时间包括在® 务性节目中。

Note: Program hours of advertisement are included in servic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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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电视台情况 
STATISTICS ON TV STATION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基本情况 Basic Statistics

电视台(座） T V  Stations(unit) 2 3 3 6 6 6 8

电视节目套数(套） Number of Programs(unit) 3 4 4 7 7 8 10

电视人口覆盖率（％) Viewer Rating(%) 73.0 75.0 78.9 84.5 86.4 90.1 93.7

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座）

T V  Transmission Stations 

and Relaying Stations 

(unit)

30 53 96 664 586 367 49

电视发射功率(千瓦）
Power of TV 

Transmitters(kw)
45 76 78 102 101 79 96

平均每周播出时间

(时 :分)

Program Hours Per 

Week(hour: minute)
77:45:00 200:30:00 227:55:00 505:08:00 540:42:00 747:32:00 1060:25:00

# 自办节目播出时间
Self Produced Program 

Hours
42:20:00 168:40:00 206:35:00 316:43:00 439:12:00 546:27:00 844:15:00

电视节目制作悄况
Production of T V  

Programs

电视节目制作时间 

(小时）
Program Hours (hour) 517 2038 2937 4464 5360 7813 11731

# 自制电视节目
Self Produced Program 

Hours(hour)
517 2038 1741 3429 5236 4670 7820

新闻 News Programs 107 730 473 888 1127 1122 1567

专题 Special Subject Programs 32 249 209 612 1708 959 1130

教育 Educational Programs - 28 196 166 331 108 986

文艺
Programs of 

Entertaioment
285 752 518 704 601 822 1026

服务性 Service Programs 92 278 345 1059 1469 1340 2264

广告 Advertisement 319 847

②平均每周播出时间1423: 0 4 ,其中自办节目时间1212: 39.

③有线电视用户：369.15万户。

④2000年电视发射台、转播台数量减少是因广电总局口径发生变化，50瓦以下的乡镇转播台未包括在内。

Note: 1) The statistics on cable T V  stations are: 1 provincial level station with 4 sets of programs, 17 county level stations with 18 sets of 
programs.

2) Average self produced program hours of C N T  accounted for 835:57 houriminute weekly.

3) There arc 3.69 million households of C N T  viewers.

4) In 2000，data of T V  transmission stations and relaying stations reduced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broadcasting and T V  statistics‘ 

Tnonifltioo stations below 50W in towns are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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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新闻出版事业机构和人员数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PERSONS ENGAGED IN NEWS AND 

PUBLISHING UNDERTAKINGS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书刊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s

机 构数（个） Institutions (unit) 3 3 3

从业人员（人） Personnel (person) 437 477 609

国家定点书刊印刷厂 Printing Houses

机 构 数 （个） Institutions (unit)
4 3 3

从业人员（人） Personnel (person)
2290 2109 2049

国有书店
State-owned Book Stores

机 构 数 （个） Institutions (unit)
26 21 20 41 49 47 44

从业人员、人) Personnel (person) 854 952 1020 1656 1335 1138 1064

16—35图书、杂志和报纸出版情况 
NUMBER OF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 

PUBLISHED IN CHONGQING

指标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S 书 Books Published

种 数 (种 ) Number of Publications(kind) 921 1457 1360 1382 1342 1501 1689

#新出版 New Publications 648 491 556 702 642 712 869

总册数（万册、万张） Printed Copies(100 million copies) 16653 15219 13023 11279 11678 12250 11198

总印张数（万印张） Printed Sheets。00 million sheets) 56790 64520 62861 47960 53032 59683 56862

条志 Magazines Published

种 数 (种 )

每期平均印数(万册）

Number of Publications(kind)

Average Printed Copies Per Issue (10 000

copies)

95

227

95

267

123

286

总册数（万册） Printed Copies(100 million copies) 2531 3004 3480

总印张数（万印张） Printed Sheets(100 million sheets) 8932 11609 13502

报纸 Newspapers Published

种 数 (种 )

每期平均印数（万份）

Number of Publications(kind)

Average Printed Copies Per Issue (10 000 

copies)

30

242.94

30

280.94

53

252.94

总印数（万份） Printed Copies(l 00 million copies) 46465 52658 48674

总印张数（万印张） Printed Shects(100 million sheets) 94292 123171 15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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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图书分类出版数量(2000年） 
BOOKS PUBLISHED BY CATEGORY(2000)

本版图书种数 种型种数
总印数(万册)

总印张(万印

(种） #新出版 (种） 张）

项目 Item
Number of 

Publications 

(unit)

New

Publications

Number of 

Publication 

from 

renting(uziit)

Total Printed 

Copies (10 

000 copies)

Printed Sheets 

(10 000 

sheets)

总计 Total 1689 869 392 11197.65 56862.12

哲学、社会科学总论
Philosophy and General Social 

Sciences
32 19 ~ 22.21 218.62

政治、法律 Politics and Law 45 40 — 19.59 236.37

军事 Military Affairs 1 1 — 0.11 2.76

经济 Economics 52 31 2 27.64 270.39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Culture Science Education and 

Sports
804 282 353 10136.94 48017.02

语言、文字 Languages 77 48 - 47.44 637.62

文学 Literature 104 96 — 32.11 298.23

艺术 Art 237 156 37 628.02 2899.20

历史、地理 History and Geography 24 15 - 38.27 325.66

数学科学、化学 Mathematics and Chemistry 31 15 ~ 12.96 193.16

生物科学、医药、卫生
Biology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37 22 — 18.34 203.01

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39 39 - 27.90 98.80

工业技术 Industrial Technology 186 91 — 173.62 3311.44

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a 5 4 - 1.60 24.41

航空、航天 Aeronautics and Aerospace 3 3 — 0.90 14.12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3 3 - 0.80 7.32

综合性图书 General Books 9 4 - 9.20 103.99

在总计中： Of Total:

课本 Textbooks 594 245 367 7390.03 39811.21

#大专课本 University and College 442 199 — 307.68 3928.54

中专课本
Specialize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echnical Schools
27 6 - 20.70 197.02

中学课本 Secondary School 41 1 155 2656.45 20337.88

小学课本 Primary School 31 8 170 4215.64 14209.31

业余教育课本
Textbooks for Spare-time 

Education
3 — — 54.63 155.62

教学图书 Teaching References 50 31 42 134.93 982.84

少年儿童读物 Children's Reading Materials 76 8 — 708.81 1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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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普通髙等学校指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通过国家统一招生考试,招收高中毕业生为 

主要培养对象,实施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短期职业大学。

成人高等学校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批,招收通过全国成人高教统一招生考试的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的在职从业人员利用脱产、半脱产、业余或函授等多种形式对其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培养高等教育专科或本科毕业 

水平的专门人才,修业年限、课程设置和总学时数均按高等学历教育要求付诸实施的学校。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 

工高等学校、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等。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指调査范围内已入小学学习的学龄儿童占校内外学龄儿童总数(包括弱智儿童在内，但 

不包括盲聋哑儿童)的比重。计算公式：

小学学龄儿童人学率= 已人学的小学学龄儿童数/校内外小学学龄儿童总数X 100%

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指有明确的任务和研究方向，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业务骨干和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具有 

研究、开发、开展学术工作的基本条件,主要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并且在行政上有独立的组织形式，财务 

上独立核算盈亏,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在银行有单独户头的单位。包括国务院各部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以上[含地(市）]各部门所属的国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职工指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种人员。包括长期职工 

和临时职工,不包括编制以外的离休,退休人员和停薪留职人员,但包括招聘人员。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指报告期内用于研究与实验发展课题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的全部实际 

支出。包括用于研究与发展课题活动的直接支出，还包括间接用于研究与发展活动的一切支出（院、所管理费、维持 

院、所正常运转的必需费用和与研究发展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

科学家和工程师指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和不具备上述学历但有高、中级职称的人员。

发 明 指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所称的发明，指对有关产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指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所称的实用新型,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 

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所称的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 

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文化亊业机构指从事专业文化工作和为专业文化工作服务的独立建制的单独核箅的单位。不包括这些单位 

另外举办独立核算的其他机构和各部门的业余文化组织。

艺术表演团体指从事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等专业艺术表演,有独立帐户，实行单独核算的团体。不包括半 

工半艺、半农半艺和民间职业剧团。

电彩放映单位指具有放映机器设备、固定或不固定的放映场所与专职或兼职的放映技术人员，经有关部门登 

记批准,经常为一定的观众对象放映电影的机构。包括经批准对外开放进行营业,并与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构分帐 

的专用放映单位和军委系统租片单位。

艺术表演观众人数(人次） 指售票、包场演出或民族地区免费演出的艺术表演观众人次数。不包括彩排审查 

和内部观摩演出的观看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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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Regul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er lo educalionaJ establishments set up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evaliitilion 

aiul approval pixx：eiliues, emulling graduales fiuni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ami providing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and Irairiing for 

senior pmfessionals. They include full - lime universities, colleges, high professional schools and short - lemi professiorml uiiivcrsi- 

liti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dults refer lo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set up in line with relevant rules appn)vml 

by the govemnienU enrolling slaff mid workers with senior secondaiy school or equivalent education, and providing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in many fomis of full - tin杧，part — time, spare - lime, or correspondence for adulls. Professionals ihus trained receive a 

qualificalion equivalent to ̂ railuates studying regnlai courses al regular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professional colleges. Jiistituliuns 

of higher leaiiiiiig for adults include Radio and TV miiversilies, schools of high education foi' slaff and worker and peasaiils，collrg- 

es for nuuiagenienl cadres, pedagogical cullê es, intlepenclenl conespondence colleges.

Gnrollinent Rate of Primary School — aged Children lefere lu the pruporlion of school — agetl children eim)llt*il at schools 

to the tolal number of school - age children both in and outside schools (including retarded children, but excluding blind, deaf and 

mute children) . The formula is：

Emollment Kate of Primary School - aged Children = Tolal Primary School - aged Children at Schools/lotal Primary School — 

age Children Botfi at and Outside St;hooLs * 100%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fmient Institutions refer lo lhe stale - owned institutions which have tlirecl mission ami 

research purpose, a certain numi>er of core member wilh higher research level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research personnel,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K  &  D  and engaging in scientific reseai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inslilulions also have I heir own inde

pendent orgam^alion aiul finance，authority lo sign canlrdds with olher unils, with their own accoimts in l>atiks. re- 

seairh ami development insliluliutis include lhe instiliiliuiis allarhetl lo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Chinese Academy of Sueni es. 

Cfiinese Academy of Social and the inslituliotib atlaclied lo local governments.

Personnel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 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refers to the persons who work and receive payment in 

resean.1i ami ilevelopmenl iiistilutioiis. It includes regular full - lime and temporary staff and workers, lml excludes retirees and per

sons who leave llieir work lerupoiarily wilhoul paynveiil bul still itilaiu iheir posls.

Total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fers to all actual expenditure made for R  &  D  (basic research，ap

plied reseaivh aiul exptrinieiUal development) in reference period. It included direct expemlilure on R &  U  and indirect expeiuliture 

on R &  D  (including managenient expenses，atbninistralive expense and inveslment in capital coiistruclion relating to R  &  D.

•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refer lu pei>wns who have t ômpleted university or higher education or obtained titles of senior and 

middle - level professional positions.

Inventions refer to llie ulility models as specified by the patent law and its detailed rules and I'egulalions for implemeiUaliun. 

,rhey refer to (he new technical proposals tu the pnoducls or mettiods or their modifications.

Utility Models refer to lhe ulilily itiodels as specified by lhe palenl law and its detail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la- 

lion. H e y  refer to lhe practical and new lechiiical piupusals on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 or the combirialion of bolh.

Designs refer to lhe designs as specified by the palenl law anti ils delailed rules and regulation implemenlalion. H e y  re

fer to the aesthetics and industry - applicable new designs for lhe shape, pattern and color of the pnxluct, or their cumbiiialioiLs.

Cultural Institutions refer lo luiits wliicli have iheir own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independent accounliiig system and spe

cialize in or serve cullural ilevelopmcnl. They txcludc other establishments run by these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amateur cultural 

groups eslablished by various depart川eiils.









17 • 体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

17-1主要年份卫生事业情况 
STATISTICS ON HEALTH CARE IN MAJOR YEARS

卫生技术人员 

(人）
年份 机 构 数 （个） #医院、卫生院

床 位 数 （张）
#医生 #护师、护士

Year
Number of 

Institutions (unit)
Hospitals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bed)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person)

Doctors
Senior Nurses 

and Junior Nurses

1952 742 - 503 L 19807 —

1957 2185 — 10255 30290 - —

1962 3591 - 22971 35681 - -

1965 3938 - 20314 36762 10234 —

】970 3579 2183 25038 39813 10475 —

1975 4221 2286 37300 51536 12442 -

1978 4789 2294 48948 59934 12870 -

1980 4686 2316 51194 65441 12806 -

1985 4796 2170 54054 76486 12577 11724

1990 5248 2154 62568 82690 28824 16929

1995 4801 2505 67243 86041 31169 18692

1996 4777 2567 66339 87542 30733 19289

1997 4743 2553 69591 88423 43178 19593

1998 4643 2438 65934 83696 43423 19804

1999 4552 2351 66003 88569 44453 20263

2000 4382 2250 65666 88619 44940 20773

注:机构数不含个体办诊所。

Not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re exclude mdividual-run medical units.

17- 2享受补助、救济人员情况（1985—2000年） 
PERSONS RECEIVING SUBSIDIES OR RELIEF FUNDS (1985-2000)

年份

Year

城镇困难户得到救济和补助人数

(人次)

Number of Persons Receiving 

Subsidies of Relief Funds in Urban 

Poor Households (person-time)

农村贫困户得到救济人数（人次）

Number of Rersons Receiving 

Subsidies or Relief Funds in Rural Poor 

Households (person-time)

#得到国家定期定量救济人数（人）

Number of Persons Receiving Relief 

Funds (person)

1985 32646 5904 987979

1986 52973 2713 1236750

1987 29310 1888 723612

1988 78744 2404 1039866

1989 26205 3107 1167665

1990 55906 2310 985274

1991 72116 2748 1106397

1992 60673 1682 1021778

1993 54953 3125 984460

1994 43268 3830 729681

1995 43293 3724 668987

1996 105770 66538 642275

1997 68753 4299 547649

1998 159504 4053 1198821

1999 42393 5847 838630

2000 57875 5896 64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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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等级运动员和等级裁判员人数
NUMBER OF ATHLETES AND REFEREES IN GRADE

单位：人 （person)

运动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等级运动员 Number of Athletes in Grade 1262 1198 1180 1212 1306 1520 1916

国际级健将 International Master Athletes - — - -

运动健将 Master Athletes - - 5 5

一级 First Grade Sportsman 100 67 54 30

二级 Second Grade Sportsman 467 441 393 598

三级 Third Grade Sportsman 642 773 903 1076

少年级 Children Grade Sportsman 3 25 165 207

等级裁判员 Number of Referees In Grade 1073 1922 1920 1500 1602 1556 1359

国际裁判 International Referees - - 1 -

国家级 National Referees - - 6 6

—级 First Grade Referees 107 106 168 168

二级 Second Grade Referees 246 270 225 377

三级 Third Grade Referees 1147 1226 1156 808

17—4群众体育活动情况 
ACTIVITIES OF MASS SPORTS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国家体育锻练标准》 State Physical Training Standards

达标人数(万人）
Number of Persons Come up to the 

Standards(10 000 persons)
154.82 208.17 207.01 224.73 235.88 282.86 307.74

优秀级(万人）
Number of Persons Come up to 

Excellent Grade(10 000 persons)
32.80 34.00 45.86 49.80

良好级(万人）
Number of Persons Come up to 

Good Grade(10 000 persons)
70.90 74.74 86.68 95.79

及格级(万人）
Number of Persons Pass the 

Stardards(10 000 persons)
121.03 127.14 137.20 148.38

县以上体委举办运动会次数(次）

Times of Sports Meets Held by 

Sports Commissions at and above 

County Level(time)

1039 1172 1255 855 856 896 796

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人数(万人）
Number of Athletes Attending 

Sports Meets(10 000 persons)
24.69 26.26 26.25 34.31 31.99 34.91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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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率

(%)
好转率

(%)
病死率(％)

诊疗人次

(万人次）
#门诊急 

诊

健康检查

人数(万人)

住院人数

(万人）

机构类别
Type of 

Institution Number of 

Hospital 

Patients (10 

000 person- 

times)

Out

patients

Health 

Examining 

(10 000 

patients)

Hospital 

Admission 

(10 000 

patients)

Hospital 

Admissions 

Per 100 

Patients 

(person)

Rate of 

Fully 

Recovery

(%)

Rate of 

Taking a 

Turn for 

the Better

(%)

Mortality 

Rate by 

Disease 

Patients

(%)

医院总计

县及县以上医院

#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Total Hospitals

Hospitals at and 
above County 
Level

General Hospitals

Hospitals of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s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 Attached to

Medical Colleges

Hospital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Mental Hospitals

5203.48 5115.78 112.68 107.67 2.10 66.6S 29.56 1.00

2174.S7 2113.2S 49.87 57.S6 2.72 57.18 38.06 1.64

689.20 671.84 23.70 30.23 4.50 55.51 39.64 1.46

317.83 313.49 3.81 5.98 1.91 54.55 42.41 0.94

200.53 195.73 0.76 3.74 1.91 53.56 42.93 1.40

传染病院

精神病院

1.18 1.18

结核病院

妇幼保健院

肿痼医院

口腔医院

卫生院

其他医陕

Tuberculosis

Hospitals

Hospitals for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Tumor Hospitals

Hospitals for 

Mouth Cavity 

Disease Care

Township

Hospitals

Rural Township 

Hospitals

Other Hospitals

16.73 16.73

0.05 3.90 22.89 65.87 1.73

12.34 12.02 1.70 0.54 4.51 46.32 48.80 1.00

14.69 4.69 0.02 0.21 4.39 10.86 76.20

0.05 0.31 91.45 8.12

.44

31.58 31.16 1.13 0.71 2.27 88.92 10.20 0.16

7.42 7.42 0.48 0.61 8.23 38.95 49.00 2.24

2972.64 2946.70 61.20 49.64 1.68 77.76 19.59 0.24

2931.38 2905.64 60.33 49.06 1.69 77.56 19.76 0.25

56.27 5S.83 1.61 0.47 0.85 55.79 39.77 1.03

17—5 医院诊疗情况（2000年） 
NUMBER OF HOSPITAL PATIENTS0OOO)

、的
数

门

次

人
A ) 

百
诊
院

a
 

每
急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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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数（2000年）
NUMBER OF HEALTH INSTITUTIONS，BEDS AND PERSONNEL ENGAGED(2000)

机构数

(个）

床位数

(张）

人员合计

(人）
卫生技术 

人员

其他技术

人员
管理人员 工勤人员

机构类别 Type of Institutions Health

Institu

tions

(unit)

Hospital

Beds

(unit)

Total

Personnel

(person)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Other

Technical

Personnel

Manage

ment

Personnel

Logistics

Workers

总计

—、医院、卫生院合计 

1.县及县以上医院小计

Total

Total Number of Hospitals 

Hospitals at and above 

County Level 

Comprehensive Hospitals 

Hospitals of Chinese 

Medicine

9375

2250

281

65666

58581

38736

107868

82302

48633

88619

68038

38045

1479

512

486

8884

6724

4609

8886

7028

5493

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206

46

26746

4524

33457

6886

26317

5664

258

57

3090

655

3792

510

医学院附属医院 

传染病院

Hospitals Attached to 

Medical Colleges 
Hospital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3

I

2542

170

3206

183

2356

121

95

4

290

26

465

32

精神病院

结核病院

妇幼保健院 

麻风病院 

职业病院

Mental Hospitals 

Tuberculosis Hospitals 

Hospitals for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Hospitals for Lepers 

Hospitals for Occupational 

Diseases

8

2

4

1

2

1825

550

428

100

320

1208

496

600

16

455

880

329

448

11

316

9

6

4

146

70

75

3

46

173

91

73

2

93

口腔医院

肿痛医院 

康复医院

Hospitals for Mouth Cavity 

Disease Care 
Tumor Hospitals 

Rehabilitation Hospitals

1

1

1

50

450

33

219

552

31

156

404

25

4

17

42

69

5

17

62

1

骨科医院 Orthopaedics Hospitals 1 38 26 18 - 1 7

中西医结合医院
Hospitals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2 580 810 641 21 37 111

其他专科医院 Other Specialized Hospitals 2 380 488 359 11 54 64

2.卫生院小计 

城市街道卫生院

Total Hospital Centers 

Urban Subdistrict Hospital 

Centers

1951

11

18863

150

32588

356

29093

338

15 2030

9

1450

9

农村卫生院
Rural Township Hospital 

Centers
1940 18713 32232 28755 15 2021 1441

3.其他医院

二、疗养院、所

三、门诊部

四、专科防治所

Other Hospitals 

Sanatoriums

Clinics
Specialiced Prevention 

Stations

18

8

191

18

982

1316

1267

223

1081

522

3445

491

900

224

2977

390

11

8

85

76

235

66

85

222

225

35

五、卫生防疫站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mic 

Stations
51 - 3410 2645 88 338 339

六、妇幼保键所、站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s
41 854 1826 1464 20 199 143

七、药品检验所、室

八、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九、髙等医药院校 

十、中等医药教育机构

十一、其他卫生事业机构

Medicines and Chemical 

Reagent Test Labs 

Research Institutes of 

Medical Sciences 
High Medical Colleges 

Secondary Medical Schools 

Other Health Car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35

6

2

39

332

30

150

460

2785

357

677

1547

2214

2712

252

300

715

1145

2104

7

105

327

335

77

65

144

290

432

315

33

128

215 

302

216

十二、诊所、卫生保健 

所、室
Clinics Health Care Centers 6402 - 8365 8365 — -

#个体诊所
Individual-run Medical 

Units
4993 - 5148 5148 - 一 -

• 518 •



17 • 体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

17_7卫生机构各类人员数（1999—2000年） 
PERSONNEL ENGAGED IN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BY TYPE OF OCCUPATION (1999-2000)

人 数 (人) 构成

人员分类 IVpe of Personnel Personnel(person) Composition (%)

1999 2000 1999 2000

全市总计 Total 108551 107868 100.0 100.0

卫生技术人员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88569 88619 81.6 82.2

其他技术人员 Other Technical Personnel 1806 1479 1.7 1.4

管理人员 Management Personnel 9088 8884 8.4 8.2

工勤人员 Logistics Workers 9088 8886 8.3 8.2

卫生技术人员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88569 88619 100.0 100,0

中医师
Senior Do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8422 8369 9.5 9.4

西医师 Senior Doctors of Western Medicine 23021 23463 26.0 26.5

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

Senior Doctors Wh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rapeutics with Western 

Therapeutics In Practice

164 170 0.2 0.2

护师 Senior Nurses 12863 13348 14.5 15.1

中药师
Senior Pharmacis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898 1833 2.1 2.1

西药师 Senior Pharmacists of Western Medicine 2457 2467 2.8 2.8

检验师 Senior Laboratory Technicians 2339 2318 2.6 2.6

其他技师 Other Senior Technicians 1151 1202 1.3 1.4

中医士
Junior Do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686 3663 4.2 4,1

西医士 Junior Doctors of Western Medicine 8166 8341 9.2 9.4

护士 Junior Nurses 7407 7425 8.4 8.4

助产士 Midwivcs 929 857 1.0 1.0

中药剂士
Junior Pharmacis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239 1189 1.4 1.3

西药剂士 Junior Pharmacists of Western Medicine 1428 1454 1.6 1.6

检验士 Junior Laboratory Technicians 931 885 1.1 1.0

其他技士 Other Junior Technician 425 481 0.5 0.5

其他中医
Other Docto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994 934 1.1 1.1

护理员 Assistant Nurses 1942 1630 2.2 1.8

中药剂员
Assistant Pharmacis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539 487 0.6 0.5

西药剂员
Assistant Pharmacists of Western 

Medicine
627 531 0.7 0.6

检驗员 Assistant Laboratory Technicians 310 260 0.4 0.3

其他初级卫生技术人员 Other Assistant Medical Technicions 7631 7312 8.6 8.3

毎万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Numbc『 of 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Per 10 000 Population
28.9 28.8 - -

柩 生 Doctors 14.5 1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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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8社会福利事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作人员数（1999一2000年) 
NUMBER OF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AND PERSONNEL ENGAGED (1999-2000)

项目 Item

机 构 （个）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unit)

工作人员（人） 

Number of Personnel (person)

1999 2000 1999 | 2000

全市总计 ToUl 2155 2131 32579 31510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Adopting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1097 1129 3375 3531

国家办 Run by Governments 36 38 1132 1165

集体和民办 Run by Communities or Privates 1061 1091 2243 2366

社会福利企业单位 Social Welfare Enterprises 9 M 849 27714 26387

国有 Run by Governments 17 14 1528 1659

集体和其他 Run by Communities or Others 894 835 26186 24728

优抚事业单位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for Martyrs 55 58 326 356

收容遣送单位 Collecting and Repatriation Units 19 21 294 267

殡葬事业单位 Funeral and Interment Institutions 48 52 678 781

福利彩票发行单位 Welfare Lottery Issuing Units 3 1 28 87

募捐单位 Cllecting Purse Units 1 1 8 9

社区服务单位 Community Service Institutions 21 20 156 92

17- 9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基本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2000)

院数(个） 工作人员(人) 床位数(张）
年末收养人数 

(人）

项目 Item
Number of 

Homes (unit)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person)

Number of 

Beds (unit)

Year-end

Persons

Housed

(person)

全市总计 Total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1208 4154 39126 26486

收养性福利事业单位 Adopting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1129 3531 39126 26486

田家办 Run by Government 38 1165 4613 3461

集体和民办 Run by Collective Units and Private units 1091 2366 34513 23025

优抚休、疗养院 Convalescent Homes 1 70 180 50

光荣院 Homes for Disabled Veterans 8 45 262 147

社会福利院 Social Welfare Homes 17 519 2682 1916

儿童福利院 Baby Welfare Homes 1 79 350 337

精神病福利院 Psychopathy Welfare Homes 5 390 750 714

城镇老年性福利机构 Urban Elderly Welfere Units 157 385 6260 3995

农村老年性福利机构 Rural Elderly Welfare Units 937 1996 28411 19157

其他收养机构 Other Adopting Units 3 47 231 170

优抚安置单位
Units for Arranging the Family Members of 

Matryrs and Disabled Veterans
58 356 - -

收容遗送安置单位 Collecting and Repatriation Units 21 2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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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享受补助、救济人员情况 
PERSONS RECEIVING SUBSIDIES OR RELIEF FUNDS

项 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Number of Persons Receiving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陣人数Lowest Cost-of-iiving in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丨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陣人数Number of Persons Receiving 

(人） Lowest Cost-of-living in Urban Area
141695 185962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Number of Persons Receiving 
(人） Lowest Cost-of-living in Rural Area

传统救济憒况 Traditional Relief

农村贫困户得到救济人数 Number of Persons in Rural Poor 

(人次） Households Receiving Relief Funds
985274 668987 643089 547649 1198821 838630 643004

m 到国家定期定量救济人p Number of Felons Reccivmg 
Periodical and Fixed Government 

数 （人） Relief Funds

2120 1742 938 4250 3683

Number of Persons in Rural 

农村散居五保户人数（人） Households with Livelihood 

Guaranteed in Five Aspects 

Number of Persons in Urban Poor 
Households Receiving Relief Funds 

人数(人次） and Subsidies

63389

55906

61211

43293

59841

105770

63458

68753

63126

159504

50596

42393

85007

57875

#得 酬 家 定 期 定 量 救 济 人 p N^berofPcrsonsReceiving 
Periodical aod Fixed Government 

数 （人） RcUefFunds

2310 3724 66538 4299 4053 5847 5896

残职工得到救= 二 = = =  

Workers Receiving Relief Funds

享 受 原 工 资 桃 歸 人 数 ^  PCRZ  ReCCiVing 4°%  °mC i r  Original Wages

20747

6938

20865

6502

20841

6768

20784

6527

20616

6339

20338

6270

19954

6242

禽岛中地中蜃新泫 A m  Persons Receiving Periodical and 
李受定贼 1：獅 人 数  Fixed Government ReUcf Funds

13809 14363 14073 14257 14277 14068 13712

17 —11优抚及社会救济对象情况（1996—2000年) 
RESIDENTS RECEIVING SPECIAL CARES OR 

SOCIAL RELIEF FUNDS (1996-2000)

项 目 Item 1996 1 1997 | 1998 | 1999 | 2000

优抚对象（人） Residents Receiving Special Cares (person) 1011059 1005977 1011987 1013030 1029218

革命伤残人员 Revolutionary Disabled Persons 20966 21524 21664 21824 21958

烈军属 Families of Martyred Soldiers

Red Army Veterans in the Countryside

404168 380260 358793 351907 344888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45 50 49 45 38

在乡复员军人 Demobilized Soldiers in the Countryside 77545 77128 76163 74800 74554

在乡退伍军人 Veterans in the Country 

Scattered Red Anny Soldiers

508335 527015 555318 564263 587594

红军失散人员 191 186

社会救济对象（人） Residents Receiving Social Relief Funds (person) 1671670 1301234 1295570 1206097 1403915

城镇救济对象 Urban Residents Receiving Relief Funds 317656 443827

低保对象 Residents Receiving Lowest Costs of Living 288759 4U511

特殊救济对象 Residents Receiving Particular Relief Funds 20218 23513

其他 Others 8679 8803

农村救济对象 Urban Residents Receiving Relief Funds 888441 960088

困难人口 Poor Residents 807451 851967

散居孤老残幼人数 Lonely, Senior, Disabled Residents and Children 77503 102718

—其 他 — Others 3487 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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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城镇社区服务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 

网络基本情况（1999一2000年） 
URBAN WELFARE FACILITIES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NETWORK (1999-2000)

地区 Region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数 

Number of Urban Welfare Facilities

建立社会保陣网络的乡镇数 

Number of Towns with the Network Established

1999 | 2000 1999 | 2000

全市 Total 1588 1739 341 280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44 15 - -

涪陵E Fuling District 706 706 - -

渝中E Yuzboag District 125 136 - -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130 13 3 3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112 140 - 3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28 28 12 12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31 88 - -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62 236 - -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40 40 17 17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 - 8 8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 - 2 2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5 5 - -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 5 - -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48 2 50 5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45 45 36 36

# 江县 Qijiang County — - - -

澝南县 Tongnan County - - - -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 - 10 10

大足县 Dazu County - — 4 4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 3 - -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 - - -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1 1 34 34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1 1 7 7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 - - -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 - 13 13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16 20 46 10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20 - - -

开县 Kaixian County - - - -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37 37 - -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3 - - -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 - - -

巫溪县 Wuxi County 7 - - -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27 28 - -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20 - - -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 10 - 12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30 30 - 5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17 17 15 15

合川市 Hechuan City 8 108 15 15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5 15 32 32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0 10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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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_ 1 3律师、公证、调解工作基本情况 
LAWYERS, NOTARIZATION AND MEDIATION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律师工作 Lawyers

律师事务所(所） Number of Law Offices(unit) 53 116 120 191 120 179 199

律师工作者(人） Number of Lawyers(pcrson) 1398 1650 1837 1870 1626 1992 2592

#专职 Full-time Lawyers 405 612 740 1028 740 1541 182S

聘请担任法律顾问单位(处）
Number of Units with Permanent Legal 

Advisors(unit)
2503 4972 4324 4531 4324 4592 3929

民事代理(件） Agent of Civil Cases(case) 9001 9704 7846 10811 7846 14622 12981

刑事代理(件） Agent of Criminal Cases(case) 7208 4688 4748 5839 4748 6924 6313

非诉讼案件(件）
Cases of Non-litigious Legal 

Affairs(case)
1339 21031 6610 6442 53483 10019 5531

解答法律咨洵(件） Advisory Services of Legal Affairs(case) 50772 39440 51587 40042 51587 109332 49457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件）
Legal Documents Written on Behalf of 

Ctients(case)
16628 13280 11973 6379 11973 25240 15397

公证工作 Notarization

公证处(个） Number of Notarial Officcs(unit) 42 45 45 47 45 45 47

公证人员（人） Notarial Personnel(person) 225 208 522 247 243 318 443

ft公证员 Public Notaries 】32 161 461 208 190 234 232

受理公证书(件） Received DocuiDents(case) 176633 82164 71307 71644 78176 93682 85641

出证(件） Notarized Documents(case) 175216 81983 71295 71601 78130 94377 85320

人民调解工作 Number of People's Mediation

专职司法助理员（人）
Number of Full-time Judicial 

Assistants(person)
931 1410 1593 1516 1052 2873 1146

人民调解委员会(个）
Number of People's Mediation 

Committecs(unit)
25947 27066 26754 26773 26929 26270 27703

调解员(人） Number of Mediators(person) 204315 251534 259177 257602 261585 221278 207508

调解纠纷(件） Number of Disputes Mediated(case) 291122 167390 198181 193568 192845 175677 162312

17—14调解纠纷
NUMBER OF DISPUTES MEDIATED

单位：件 （case)

项目 Item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Total 291122 171422 198181 193568 192845 175677 162312

婚姻 Marriage 40313 34053 37904 35411 35433 30438 25364

继承 Inheritance 10985 8279 11684 11422 12463 11117 10674

瞻抚养 Family Fostering 18549 13057 16124 16168 16318 15944 14170

房厘、宅基地 Housing and Housing Sites 27257 12311 14582 14581 14688 13318 14716

愤务 Debt 18676 12420 15682 16990 15723 16654 16659

生产经营 Business 37188 21496 24528 23311 22280 18707 17359

赔偿 Compensation 27364 13869 17459 16631 15785 14815 12133

邻里 Neighbor Disputes 35113 26441 30056 26768 27787 26136 23010

其他(包括婚姻家庭中其他） Others 75677 29496 30162 32286 32368 28548 2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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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5国内外公证文书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NOTARIAL DOCUMENTS

国内公证文书

项目 Item Domestic Notarial Documents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经济公证合计
Total Notarized Documents on Economic 

Affairs
54824 36637 53546 40627 43431 38440 32181

_ 销 Purchases and Sales ofPoducts 226 1163 1024 6583 3543 112 282

建筑工程承包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tracts 1093 598 3648 3045 918 574 467

农林牧渔承包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Contracts
1553 253 3555 1255 466 311 709

财产租赁 Property Leasing 322 219 2358 353 1202 606 239

劳务合同 Labor Contracts 13064 2379 5344 2565 1039 977 2051

贷款合同 Loan Contracts 8816 11969 2747 4026 10839 11044 12750

民事公证合计
Total Notarized Documents on Civil 

Affairs
42382 18931 17749 30974 34699 55937 53139

#收养 Child Adoption 1502 1709 112] 2944 1966 1223 1157

继承权 Right of Inheritance 604 243 353 1145 1322 1908 2965

遗嘱 Testament 463 1380 535 2056 1636 7787 851

房厘买卖 Purchases and Sales of Houses 361 2177 1744 3598 1811 2000 2921

房厘租赁 House Leasing 593 1088 2518 569 499 582 327

产权 Property Right 32461 332 71 963 2647 18591 8610

民亊协议 Agreement Documents 1741 6576 3249 3445 5304 11300 9489

项目 Item

涉外公证文书 

Foreign-related Notarial Documents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Total 2047 8067 11846 8734 10320 10295 20028

#出生 Birth 274 1873 3042 2021 2433 2030 3617

学历 Schooling 175 1198 2048 2121 1588 1389 1308

死亡 Death 7 63 253 112 10 10 10

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 172 1243 1036 252 836 902 1226

亲厲关系 Kinship Confirmation 164 820 2005 767 720 763 1046

受刑亊处分 Criminal Records 228 1036 719 453 2040 1378 2025

委托书 Trust Deeds 22 490 526 277 31 31 41

声明书 Declaration - 56 353 105 71 65 130

经历 Personal Histories 142 373 501 1525 427 405 285

副本与原本相符
Conformation of Copies and Photo-offeet 

Copies to Originals
- - - - - 908 2414

商标注册 Trademaric Registrations 2

其他经济合同 Other Business Contracts - 30 199 544 3 1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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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情况（1999一2000年) 
CRIMINAL CASES REGISTERED IN PUBLIC 

SECURITY ORGANS (1999-2000)

案件类别 Category of Cases

立 案 （起） 

Registered Cases(case)
构成 

Composition (%)
1999 2000 1999 2000

合计 Total 53421 96823 100.0 100.0

杀人 Homicide 590 700 1.1 0.7

伤害 Injury 1792 2182 3.4 2.3

抢劫 Robbery 5855 9192 11.0 9.5

强奸 Rape 895 1295 1.7 1.3

拐卖人口 Kidnapping and Selling People 278 805 0.5 0.8

盗窃 Larceny 31004 59551 58.0 61.5

诈骗 Fraud 2144 4810 4.0 5.0

走私 Smuggling — 3 - —

伪造' 变造货币持有 Forging and Fabrication Bills orUsing 

使用伪造货币 Forged Bills
158 218 0.3 0.2

Others 10705 18067 20.0 18.7

17_17公安机关受理、查处治安案件情况（1999—2000年) 
OFFENSE CASES AGAINST PUBLIC ORDER HANDLED 

BY PUBLIC SECURITY ORGANS (1999-2000)
单位：起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ase)

1999 2000

受理 查处 受理 查处

案件类别 Category of Cases Number of 

Cases 

Accepted to 

be Treated

Number of 

Cases 

Investigated 

and Treated

Number of 

Cases 

Accepted to 

be Treated

Number of 

Cases 

Investigated 

and Treated

合计 Total 96677 94359 121205 108739

扰乱工作、公共秩序 Disturbing Work or Public Order

Gang Fighting or Picking Quarrels and Making

Troubles

3251 3238 2904 2887

结伙斗殴、寻衅滋事 1801 1767 2149 1982

侮辱妇女及其他流氓活动 Acting Indecently towards Women 679 668 713 706

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Obstruction the Government Workers to Peform

1238 1228 1318 1273
Their Duty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Violating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Firearms 915 880 823 828

违反爆炸物品管理规定
Violating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Explosives
2566 2541 4162 4106

殴打他人 Beating Other Body 14825 13949 24727 20447

偷窃财物 Robbing Other Peopleof Their Valuables 8021 7391 15395 10263

骗取、抢夺、敲诈勒索財物
Defrauding, Snatching or Extoring and Rackettering 

Valuables
2653 2514 4283 3122

哄抢公私财物
Making Stirs and Robbing Public or Private 

Valuables
78 66 134 149

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Intentionally Damaging Public or Private Valuables 1355 1310 2038 1768

伪造倒卖票卷、证件
Forging and Fraudulently Selling Bills or 

Certificates
452 417 1361 1356

利用迷信扰乱秩序或骗财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of Defrauding People of 

Their Superstition
413 406 483 476

卖淫、钃娼 Prostitution or Going Whoring 5138 5115 7472 7401

贿博 Gambling 5464 5432 5970 5927

违反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
Violating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Residence 

or Identity Cards
7983 7986 17658 17546

其他 Others 39845 39451 29579 2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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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情况（2000年）
CASES UNDER DIRECT INVESTIGATION BY PROCURATOR'S OFFICES (2000)

结案介计•永 口 H

受案

(件）

Total Registered 

Cases
#大案

(件）

#要案

(件）

Total Settled Cases

案件分类 Category of Cases
件 人 件 人

Cases

Accepted

(case)

(case) (person)

Large

Cases

(case)

Key Cases 

(case)
(case) (person)

合计 Total 3140 935 1034 434 105 889 987

贪污贿路案件小计
Sab-total of Cases 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2564 798 880 362 76 758 837

贪污 Corruption 1186 323 375 161 20 291 346

贿賂 Bribery 908 280 291 77 39 266 277

挪用公款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349 188 205 123 16 198 21]

集体私分
Collective Illegal Possession of 

Public Funds
33 6 6 1 1 3 3

巨额財产来源不明 Unstated Source of Large Properties 17

其他 Others 71 1 3 - - - -

渎职案件小计
Subtotal of Cases on Abuse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576 137 154 72 29 131 150

滥用职权 Abuse of Power 87 25 27 7 1 26 30

玩忽职守 Dereliction of Duty 154 59 60 41 25 55 56

徇私舞弊 Fraudulent Pratice 176 26 30 17 1 23 27

其他 Others 159 27 37 7 2 27 37

17—19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决定逮捕 

犯罪嫌疑人和提起公诉被告人情况（2000年）
ARRESTS OF CRIMINAL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UNDER PUBLIC 

PROSECUTION APPROVED BY PROCURATOR'S OFFICES (2000)

批捕、决定逮捕合计 决定起诉合计

案件类别 Category of Cases
Total Arrests Total Public Prosecutions

件 人 件 人

(case) (person) (case) (person)

合计 Total 12527 17654 13218 18303

公安、安全、监狱机关提谓小计
Sub-total of Requests by Departmeots of 

State and Public Security and Prisons
12125 17217 12667 17670

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査案件小计
Sub-total of Cases Handled by 

Procurators tes
402 437 551 633

贪污贿賂案 Offences 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374 401 492 549

渎职案 Offences on Abuse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28 36 5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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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人民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结案情况（2000年）
FIRST TRIAL CRIMINAL CASES ACCEPTED AND SETTLED BY COURTS(2000)

收案 结案

类别 Category of Cases
Accqjted Cases Settled Cases

件 人 件 人

(case) (person) (case) (person)

合计 Total 15247 21113 15451 21457

#自诉案件 Private Prosecution 1473 1601 1423 1687

危害公共安全案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Security 958 1100 963 1108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 Offences against Socialist Economic Order 335 527 340 539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
Offences against Citizens' Personal and 

Democratic Rights
4147 5378 4264 5507

侵犯财产罪 Offences against Properties 6726 10257 6809 10448

危害国防利益罪 Offences against National Defense 1 1 1 1

贪污贿赂罪 Offences 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534 635 536 630

渎职罪 Offences on Dereliction of Duty 49 55 41 46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Offences against social Management of 

Order
2495 3151 2496 3170

其他 Others 2 9 1 8

注：结案中含上年旧存。

Note: Settled cases include tkurned over from the previous year.

17_21人民法院民事一审案件收结案情况（2000年）
FIRST TRIAL CIVIL CASES ACCEPTED AND SETTLED BY COURTS(2000)

单位：件 （case)

项目 Category of Cases

收案

Accepted

Cases

结案

Settled

Cases

调解

Mediation

判决

Judgement

驳回

Reject

撤诉

Withdrawal

其他

Others

合计 Total 78060 78450 28775 32282 551 15883 959

婚姻家庭 Marriages and Family Affairs 43853 43858 19822 15116 179 8420 321

继承 Inheritance 414 415 125 204 3 75 8

房屋 Housing 4365 4458 674 2462 37 1166 119

土地等不动产 Real Estates or Land 659 649 131 335 13 162 8

相邻关系 Neighborhood Affairs 446 436 86 191 7 148 4

赔偿 Compensation 10843 11005 2720 6064 111 1951 159

愤 Debts 15378 15557 4754 6964 156 3442 241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Rights 11 9 - 3 - 5 1

人身权 Personal Rights 237 235 38 111 5 78 3

特别程序 Special Proceedings 156 133 - 93 - 18 22

其他 Others 1698 1695 425 739 40 418 73

注：结案中含上年旧存。

Note: Settled cases include tkurned over from the previou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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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人民法院经济纠纷一审案件收结案情况（2000年) 
FIRST TRIAL CASES OF ECONOMIC DISPUTES ACCEPTED 

AND SETTLED BY COURTS (2000)

单位：件 （case)

项目 Category of Cases

收案

Accepted

Cases

结案

Settled

Cases

调解

Mediation

判决

Judgement

驳回

Reject

撤诉

Withdrawal

其他

Others

合计 Total 26648 27166 7467 11966 210 6684 839

经济合同 Economic Contracts 23800 24347 6752 10733 184 6024 654

损害赔偿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107 100 19 45 - 34 2

经济权利 Economic Rights 20 IS 1 8 2 7 -

企业破产 Bankruptcy of Enterprises .159 110 - 2 12 7 89

铁路运输 Railway Transportation 19 16 4 5 - 6 1

航空运输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2 2 2 - - - —

公路运输 Highway Transportation 154 137 43 50 - 36 8

海事海商 Maritime Affairs 6 5 - 2 - I 2

其他 Others 2381 2431 646 1121 12 569 83

注：结案中含上年旧存。

Note: Settled cases include tkumed over from the previous year.

17_23人民法院行政一审案件收结案情况（2000年) 
FIRST TRIAL ADMINISTRATIVE CASES ACCEPTED 

AND SETTLED BY COURTS (2000)
单位：件 （case>

项目 Category of Cases

收案

Accepted

Cases

结案 

Settled Cases

判决

Judgement

驳回

Reject

撤诉

Withdrawal

其他

Others

合计 Total 1504 1511 739 206 542 24

土地 Land 197 194 102 36 55 1

公安 Public Security 244 246 118 39 87 2

城建 City Constiuction 167 168 56 22 86 4

交通运输 Triffic and Transportation 58 52 19 2 30 1

工商 Industry and Commerce 63 65 23 4 37 1

环保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 3 2 1 - -

林业 Forestry 37 34 14 3 16 1

税务 Taxes 17 17 12 1 4 -

卫生 Public Health Care 24 22 12 3 7 -

其他 Others 694 710 381 95 220 14

注：结案中含上年旧存。

Note: Settled cases include tkumed over from the previou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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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24交通事故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TRAFFIC ACCIDENTS(2000)

类别 Type

发生数 

(起）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case)

死亡人数 

(人）

Number of 

Deaths (person)

受伤人数

(人）

Number of 

Injuries 

(person)

损失折现 

(万元） 

Losses 

Covertcd into 

Cash (10 000 

yuan)

总计 Total 12030 1118 9329 3543

# 重大事故 Extraordinarily Serious 953 1004 793 371

特大事故 Serious 26 114 143 107

机动车 Motor-driven Vehicles 10147 1026 8286 3139

U 汽车 Automobiles 7743 726 6009 1952

摩托车 Motorcycles 1649 215 1753 1065

拖拉机 Tractors 633 62 332 121

非机动车 Non-motor^driven Vehicles 1883 92 1043 404

# 白行车 Bicycles 97 21 87 2

行人乘车人 Pedestrians and Passengers 824 42 458 124

ft：损失折现指直接经济损失。

Note: Losses converted into cash refer to direct losses.

17—25火灾事故情况（2000年） 
BASIC STATISTICS ON FIRES (2000)

Item

按事故发生程度分 

By Serious Degree of Fires

-般

Ordinary

发 生 (起 )

死 亡 （人）

受 伤 （人）

损失折现（万元）

Fires (case)

Deaths (person)

Injuries (person)

Losses Converted into Cash (10 000 yuan)

平均每起事故损失（万元） Average Loss per Fire (10 000 yuan)

3753

57

116

1939

0.52

7

6

2

257

37

3746

51

114

1682

0.45

注：损失折现指直接经济损失。

Note: Losses converted into cash refer to direct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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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等级运动员人数指经考核正式批准授予等级运动员称号的人数。运动员等级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 

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级运动员。

等级裁判员人数指经考核正式批准授予等级裁判员称号的人数。裁判员等级分为国际裁判、国家级裁判、一  

级裁判、二级裁判、三级裁判。

医 院 指名称为医院,设有固定床位能收容病人住院并能为病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包括县及县 

以上医院、农村乡卫生院、其他医院三部分。按所属性质分为卫生部门、工业及其他部门,集体经济单位三类。其中 

县及县以上医院按业务性质分为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

卫生技本人员指卫生事业机构支付工资的全部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中现任职务为卫生技术工作的专业人 

员。包括中医师、西医师、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护师、中药师、西药师、检验师、其他技师、中医士、西医士、护土、助 

产士、中药剂士、西药剂士、检验士、其他技士、其他中医、护理员、中药剂员、西药剂员、检验员，其他初级卫生技术人 

员。

医 生 指经卫生部门审查合格,从事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分为中医医生和西医医生。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中 

的中医师、西医师、中西结合高级医师、中医士、西医士和其他中医。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指集中收养社会孤老、残、幼的机构。包括由民政部门管理的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 

神病人福利院和城镇集体办的福利院，以及农村集体举办的敬老院。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收养人数包括民政部门管理的和城镇及农村集体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中收养的老 

人、少年儿童、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员和精神病人。

社会福利企业单位指以安置城镇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盲、聋、哑和肢体残疾人员就业为目的,享受国家减免税 

待遇的国有或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包括福利工厂、福利商业服务业、假肢厂和安置农场等单位。

农村五保户指农村中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老、弱、孤、残的农民生活由集体供养，实行保吃、保穿、 

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简称五保”。享受五保待遇的家庭叫五保户。

律 师 指受聘参加法律顾问处工作,提任法律顾问、刑（民)事代理人、刑事辩护人,办理非诉讼事件、解答法律 

询问,代写法律事务文书等主要从事律师业务的专职法律工作者和兼职律师。

公证人员指在国家公证机关依法办理公证事务的司法人员。包括公证员、助理公证员和在公证处工作的其 

他人员。

办理公证文书指公证处在一定时期内办结的公证文书件数。公证文书系按司法部规定或批准的格式制作。 

包括国内公证和涉外公证两部分。其中国内公证分为经济合同公证和民事法律关系公证两大类。

调解 人 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担负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纠纷的工作人员。包括调 

解委员会的委员和调解小组的调解员。

调解民间纠纷指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调解民间发生的有关民事权利 

和义务的争执,促成当事双方达到协议和谅解，解决纠纷。包括婚姻家庭纠纷，财产权益纠纷等。不包括法院受理 

调解的民事案件数。

立 案 指检察机关对犯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后,认为存在职务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依法决定作为 

刑事案件进行侦査的诉讼活动,是追究犯罪的开始。

大 案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指贪污、贿赂数额在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案在10万元以上,其他案件在50万元以 

上。渎职犯罪大案一般为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案件，或虽然没有造成经济 

损失和伤亡,但犯罪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要 案 指县、处级以上干部的犯罪案件。

决定逮捕指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自行侦査的案件,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依据法律作出的逮捕决定。

批 准 逮 捕 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管理机关提出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根据事实， 

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决定起诉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反贪污贿赂部门移送起 

诉的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根据事实,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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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Number of Athletes in Grades refers lo ihe miniber of athletes who have been given titles examination. The lilies

of alhletes inclmle inleinalional inasteib of sports，rnaslere of sports, first - grade, second - gratle and ihird - grade sportsmen aiul 

yoiuig alhletes.

Number of Referees in Grades refers to the [Uimlx： r of referees who have been given lilies after exaiuinalion. Ilu!y are clas

sified as international referees, national referees and referees of the firsl, second and third grades.

Hospitals refei lo medical institiitioiis named as uhospital" wilh permanent hospital beds, which are ai)lc to lakr in palirnls 

and provide them wilh ruetl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Hospitals are classified inlo ihree categories: hospikls al or above llu* county 

level, hospitals of rural Unvnships, and oilier hospitals. According lo their ownership, hospitals can l)t classified inlo lhn*c catrgn- 

ries： hospilals untler ihe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hospitals under induslrial and orher departments and collective 一 owned hospi

tals. Huspilals at or alx>ve county level are divided inlo comprehensive and specialized hospitals.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refeib lu ail pennanenl medical slaff and workers eniployetl by nicdic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doclo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enior doctors who integrate tradilional Chinese thrapeulics wilh Western tliraj)eutics in 

practice, senior nunses，phaiTiiacists of Chinese anti Western medicine, laboratory specialists, olher spt*cilists, paramedics of Chi

nese ami Western metlicine, nui^es, midwives, druggists m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Labotraloi'v technicians, oilier ieclrni- 

cians, other practitionei's of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allendanls, pharmacological workers of Chinese and Wesler iTĤ tlicine, lalx)- 

ratory workers, and olher primary medical personnel.

Doctors refer to qualified piufessional medical worker approved lo practice by public health departnieiUs. Tht、y mv classi

fied into doctors of Chinese medicine, docloi's of Western medicine, senior doctors who inlegrale tmclitioiial Chinese thra|x*ulit*s wilh 

Weslem ihrapeutics in prdclice, paramedics of Chinese medicine anil Western medicine, and other sfiecialists of Chiii(*s(* irinlicint'.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refer to instiliitioiis lakiiî  care of old people wilhout children, liandicapprd people and t>r- 

plians. They include social welfare inslilulions run by civil afTairs depailmentsi children's welfare inslitulioiis, social welfurt、insti

tutions for mental palieuls, and colleclive - owned old people's homes in rural areas.

Number of People Taken in b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refere to ihe number of old people, chikb-en, totally dept*n- 

dent handicapped people aiul mental palients taken in b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run by civil affairs clepurlnifiUs ami those run by 

colleclive uioil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cial Welfare Enterprises are colleclive - owned enterprises which employ ihe blind, deaf - mult*, aiul olher liatulicapfxHl 

people who are al)le lo work in cities anil towns aiul enjoy exemption fium slate taxes, including welfare plants, welfare conunercial 

services, artificial linib plants and fainis, ett：.

Rural Households with Livelihood Guaranteed in Five Aspects refer to ihe households in whidi there are old p^opk； 

wilhout child, orphans and liandicapped people who aie unable lo work and wilhoul financial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Iliey art* tak

en care of by the collective imits and their food, clothing, housing，medical care, funeml expenses (or schooling for oipliaris) aiv 

guarantee ]̂ lo be piuvidetl fur.

Lawyers are legal workers who are employed full - lime by legal counseling firms to acl as legal advisers，â eiils in (Tiniiiml 

or civil lawsiiils, or defenders in criminal lawsuils« or lo handle non - litigious legal affairs, lo advise on mailers of law or U> write 

legal papers for olhei's. Both full - lime ami pari — time lawyers are included.

Notary Personnel refei-s to judicial workers of ihe state notary offices handling notarization work at*t：onling to law. They in

clude notaries, assistant notaries, and olher ptople working for notary offices.

Notarized Documents refers lu \hv, tlocumenls sellled by notary offices in a year. The notarial tWnimfnls art* drawn up in 

accoixiaiice with the regulalions of ihe Minislry of Justice, including domeslic documents and foreign - related documents. Domestic 

docunienls are divided into two major categories, documents on economic contracts and documents on civil legal relations.

Mediators refer to wolkei-s on people' s metlialion commiltees responsible for medialion in civil disputes and cases i>f sliglu 

infraction of ihe law. They include members of ihe mediation commiUees and medialors of medialion groups.

Mediation of Civil Disputes refers to medialion committees * work in mediating in civil disputes concerning civil rights arnl



duties thiuugh pei>>uasion and educalion in accordance with ihe provisions of law on a voluntary basis, so as to solve disputes by

helping the parties involved come lo an agreemenl and undeistaiuliiig. Tliese disputes include divorce < 

eity ownership, but exclutle ihe civil cases lu be handled by the court.

and disputes over 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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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1 8 - 1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排位（2000年） 
MAIN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Y BY REGION IN ORDER (2000)

地区 Region

年末总人口 

(万人）

Year-cnd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位次

Order

年末全部从业人 

员 数 （万人）

Ycar-cnd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位次

Order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0 000 

yuan)

位次

Order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167.28 1 95.92 1 649227 7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110.75 6 62.72 5 693248 6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58.23 30 38J4 24 1106863 1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20.28 39 14.22 37 388648 16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46.04 35 26.40 34 504535 12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66.45 23 31.37 31 837077 3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71.21 22 42.44 22 967650 2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46.29 34 24.10 36 564614 8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63.17 25 33.09 29 528304 10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26.93 37 13.50 38 134138 33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4.45 40 2.98 40 55838 39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80.26 19 48.86 13 428654 14

巴南E Ba'nan District 86.12 16 43.46 20 480000 13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49.02 33 29.08 33 180114 30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88.03 13 48.97 12 506050 11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94.89 10 54.42 10 350943 19

憧南县 Tongnan County 90-71 12 54.82 7 320125 21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80.52 18 45.94 17 400100 15

大足县 Dazu County 91.89 11 44.64 19 383538 18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80.64 17 43.30 21 320516 20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60.54 27 36.71 26 302337 23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88.00 14 56.00 6 235848 25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21.53 38 10.16 39 44026 40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77.17 20 46.23 16 208176 29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87.84 15 44.80 18 257534 24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39.53 36 25.02 35 139802 31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98.06 9 54.58 8 228799 26

开县 Kaixian County 150.05 3 76.90 3 384485 17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127.07 5 54.53 9 226130 27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99.07 8 50.87 U 221375 28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59.13 28 36.10 28 122148 35

巫溪县 Wuxi County 50.65 32 30.53 32 81038 38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51.08 31 31.69 30 121398 36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59.05 29 36.35 27 127420 34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72.46 21 46.38 15 113428 37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61.84 26 39.10 23 135489 32

咕 市 Jiangjin City i4s.sa 4 7081 4 801458 4

合丄丨丨市 Hechuan City 151.18 2 82.33 2 773782 5

永7"市 Yongchuan City 103.91 7 47.66 14 560192 9

南ill市 Nanchuan City 64.27 24 37.37 25 314871 22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e: Hie data in valud terms in this table is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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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 1 CONTINUED-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人〉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位次 位次
粮食产量（吨）

位次

地区 Region
Per Capita GD P 

(yuan)
Order

Value-added of 

Prim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Order
Output of Grain

(ton)
Order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3893 22 115660 8 553969 4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6277 9 94236 15 456404 10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18976 2 126 40 40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19145 11648 38 10319 39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11021 7 12173 37 30140 37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12691 5 38884 33 88170 34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13640 3 55645 23 92108 33

南岸区 Nan'ao District 12309 6 22490 35 48652 36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8334 8 40103 31 148662 31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4988 17 24700 34 68500 35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12748 4 1953 39 12348 38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5365 14 100720 10 335085 19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5555 11 152370 3 485586 7

黔江区 Qiaojiaog District 3692 24 47339 28 264457 26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5747 10 95737 13 456919 9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3703 23 123951 6 450084 11

渔南县 Tongnan County 3542 25 116853 7 421284 13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4971 18 97005 11 358070 18

大足县 Dazu County 4178 20 110400 9 498330 6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3990 21 96529 12 318760 23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5026 16 55434 24 243894 27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2686 29 73776 19 371261 15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2056 37 18989 36 107640 32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2699 28 65835 21 331883 20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2927 27 73609 20 369157 16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3536 26 48942 27 170826 30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2325 32 84621 18 431583 12

开县 Kaixian County 2588 30 132716 4 567363 3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1796 38 95682 14 467583 8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2235 33 94156 16 408472 14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2077 36 45572 29 221888 28

巫溪县 Wuxi County 1606 39 39251 32 193921 29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2408 31 43458 30 267039 25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2172 35 52290 26 330379 21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1573 40 52620 25 368036 17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2203 34 61907 22 302843 24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5527 12 207779 2 710551 2

合川市 Hechuan City 5123 15 212837 1 758304 1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5405 13 130714 5 503658 5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4901 19 93853 17 32826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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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 CONTINUED-2

地区 Region

工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ry (10 000 

yuan)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 资 （万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万元）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0 000 yuan)

位次

Order

位次

Order

位次

Order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182872 10 413642 4 254886 6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290128 4 281554 8 197106 10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102842 16 477060 901385 1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258097 6 113938 19 148544 13

江北医 Jiangbei District 258243 5 287436 7 339161 3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391758 2 329871 6 322367 4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539789 465276 2 391980 2

南岸E Nan'an District 300082 3 407994 5 270223 5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231844 7 199266 14 135656 15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31000 30 28597 37 51300 36

双桥区 Sbuangqiao District 39037 29 7880 40 19121 39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116237 15 447954 3 105648 IS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169953 12 231970 11 114358 17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64937 24 62964 31 83902 26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171257 11 200940 12 167278 11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67749 23 122085 17 143112 14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47100 26 80197 28 93096 24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90083 19 115932 18 105145 19

大足县 Dazu County 94702 18 100202 23 99806 22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88526 20 92580 26 118737 16

璺山县 Bishan County 135650 14 94403 25 86297 25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53258 25 112083 20 81546 27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6569 40 14969 39 16700 40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41563 27 83073 27 78305 28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70080 22 52848 32 93564 23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15397 35 67145 30 58823 33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20330 34 102075 22 75179 29

开县 Kaixian County 75446 21 136453 15 163118 12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39346 28 105063 21 100914 21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4577 36 127129 16 61625 30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10051 39 69965 29 48538 37

巫溪县 Wuxi County 12752 38 24600 38 25827 38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27193 32 40326 35 60026 31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27210 31 31905 36 58415 34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13639 37 42863 33 60015 32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21779 33 42127 34 58190 35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202986 8 271243 9 245799 7

合川市 Hechuan City 200192 9 199510 13 232104 8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40256 13 265949 10 218906 9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02600 17 94759 24 10256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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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预算内收

A  (万元）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

余 额 （万元）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余 额 （万元）位次 位次 位次

地区 Region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Order

Vear-eod Dq>osit 

Balance (10 000 

yuan)

Order

Saving Deposits of 

Residents (10 000 

yuan)

Order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43795 3 983196 5 636362 4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48466 2 713789 7 374191 9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61905 2780000 l 1160000 1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8731 30 273172 21 186207 20

江北K Jiangbei District 25396 8 1100943 4 1007531 2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26722 7 1144066 3 721842 3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41416 4 1293079 2 64171 32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28836 6 869031 6 474810 5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16180 12 497152 1】 332778 12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3643 38 115968 32 94923 28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2523 39 29659 40 20791 39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30376 5 615866 8 385646 8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11152 18 424652 13 337847 11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10541 25 146881 30 77094 31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16903 11 455874 12 359301 10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15923 14 283500 20 22200 38

滄南县 Tongnan County 8917 29 205333 26 180268 22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13245 17 292276 17 241000 16

大足县 Dazu County 11125 19 150419 29 124891 27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10920 22 215818 25 178956 23

躉山县 Bishan County 13499 16 285703 19 233751 17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10040 27 288089 18 241123 15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2508 40 32266 39 19982 40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10356 26 248369 22 180467 21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11062 20 235922 23 191939 19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7832 31 84697 35 56752 34

忠县 2iongxian County 10868 23 299802 16 233518 18

开县 Kaixian County 14059 15 369642 15 287657 14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10778 24 224175 24 156950 24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0034 28 179442 27 126742 26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5250 33 142269 31 79979 30

巫溪县 Wuxi County 4206 35 51279 38 37608 37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4083 36 111734 33 82948 29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4413 34 69506 36 53694 35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3917 37 84935 34 63955 33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S606 32 62098 37 44398 36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21984 10 501642 io 393430 7

合川市 Hechuan City 22769 9 550120 9 473137 6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16136 13 381786 14 304358 13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1059 21 175262 28 13771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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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4 C O N T I N U E D ^

地区 Region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

余 额 （万元）

Year-end Loan 

Balance (10 000 

yuan)

位次

Order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l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位次

Order

全部职工年平均

工资(元）

Average Annu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at Post 

(yuan)

位次

Order

万州区 

涪陵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万盛区 

双桥区 

渝北区 

巴南区 

A 黔江区 

长寿县 

# 江县 

潼南县 

钢梁县 

大足县 

荣昌县 

躉山县 

梁平县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武嫌县 

忠县 

开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石柱县 

秀山县

江津市

合川市

永川市

南川市

Wanzhou District 

Fuling District 

Yuzhong District 

Dadukou District 

Jiangbei District 

Shapingba District 

Jiulongpo District 

Nan'an District 

Beibei District 

Wansheng District 

Shuangqiao District 

Yubei District 

Ba'nan District 

Qianjiang District 

Changshou County 

Qijiang County 

Tongnan County 

Tongliang County 

Dazu County 

Rongchang County 

Bishan County 

liangping County 

Chengkou County 

Fengdu County 

Dianjiang County 

Wulong County 

SiongxiaD County 

Kaixian County 

Yunyang County 

Fengjie County 

Wushan County 

Wuxi County 

Shizhu County 

Xiushan County 

.YflUy^g 

Pengshui County 

Jiangjin City 

Hechuan City 

Yongchuan City 

Nanchuan City

760268

672164

2130000

296428

1007531

754129

1044406

662299

371715

53201

58650

374456

391534

220447

342868

202700

137342

158907

124975

131138

149641

139678

37101

161397

133195

114949

165402

179169

118168

115209

91389

52983

86566

79361

97034

107023

329153

294462

269733

155439

13

10

38

37

6

1

7

5

1

8

7

3

4

0

0

6

1

9

8

9

0

4

9

5

6

1

1

1

2

2

2

2

2

2

4

2

2

3

1

1

2

3

3

3

3

3

1665

1850

4855

3048

2931

2861

2938

2964

2435

2300

2527

2404

2467

1405 
■— \  
2362

2207

2103

2500

2407

2457

2568

1849

1337

1641

1817

1584

1765

1578

1495

1285

1261

1258

1230

1263

1298

27

23

3

15

19 

8

17 

11 

32

18

20 

21 

9

16 

13 

7

24 

34 

28

25

29

26

30

31

36

38

39

40

37

22

1375 33

2440 14

2464 12

2483 10

2082 22

6498

7569

8260

7439

8126

7997

7979

7752

6637

5583

11890

7082

6233

8545

6108

6359

5434

7442

6068

5878

6890

5695

5860

5512

6567

6656

5428

5242

5123

5173

5309

5421

5820

5712

6003

6189

6583

6061

6806

5591

18

10

15

32 

1 

11 

20 

2 

22 

19

34 

9

23 

26 

12

30

27

33 

17 

14

35

38 

40

39 

37

36

28 

29 

25 

21

16

24 

1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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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2 各区县（自治县、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2000年)

万州区 涪陵区

指标名称 Item 单位 Unit Wanzhou

District

Fuling

District

土地、人口与劳动力 Land,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土地面积 Land Area 平方公里 sq.km 3457 2946

巧 令 户 数 Year-end Households 万户 10 000 households 52.68 35.24

# 非农业人口

Year-end Population 万人 10 000 persons 167.28 110.75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万人 10 000 persons 39.62 25.80

当年出生人口 Births of Current Year 人 person 19229 12156

当年死亡人口 Mortalities of Current Year 人 person 13051 9034

, 年末全部从业人员数 Year-end Employment 万人 10 000 persons 95.92 62.72

£>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万人 10 000 persons 54.7 34.08

6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iy 万人 10 000 persons 24.56 11.82

6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万人 10 000 persons 16.66 16.82

#城镇从业人员数 Urban Employment 万人 10 000 persons 16.86 12

# 在岗职工人数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万人 10 000 persons 13.39 9.96

年末城镇失业人员(登记数） Ur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万人 10 000 persons 0.79 0.41

综合经济 Nation丨I Accounting

价格） Gross Domestic Product(currcnt prices) 万元 10 000 yuan 649227 693248

第一产业增加@ Value-added of Primary Industry 万元 10 000 yuan 115660 94236

第二产业增加•值 Value-added of Secondary Industry 万元 10 000 yuan 312097 355283

# 工业增加jd Value-added of Industry 万元 10 000 yuan 182872 290128

第三产业增加值 Value-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万元 lOOOOyuan 221470 24372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er Capita GDP(current prices) 元 yuan 

proceeding yeu*100

3893 627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上年=100 109.5 112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上年=100 preceeding yeai™100 103 104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上年=100 preceeding year8100 112.7 114.7

# 工业， Industry 上年=100 preceeding year™ 100 112.8 115.5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上年=100 preceeding ycar»100 108.5 110.6

人均国内生产总指数 Indices of Per Capita GD P 上年=100 preceeding yeai*100 114.7 111.2

农业 Agriculture

Rural Employment 万人 10 000 persons 74.57 49.09

人员 万人 10 000 persons 54.41 33.99

有 积 Year-end Cultivated Area 公顷 hectare 66150 6614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
^ 一— ^ ^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current prices)
万元 10 000 yuan 174724 157517

, 农业总产值 Farming 万元 lOOOOyuan 96459 88803

)林业总产值 Forestry 万元 10 000 yuan 3476 2084

牧业总产值 Animal Husbandry 万元 10 000 yuan 68345 61121

渔业总产值 Fishery 万元 10 000 yuan 6444 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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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Y BY REGION (2000)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大渡口区 

Dadukou 

District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22 94 214 383 443 279 755 566

19.28 6.99 15.62 20.91 23.45 15.83 20.67 7.69

58.23 20.28 46.04 66.45 71.21 46.29 63.17 26.93

57.88 14.24 35.81 44.66 46.09 32.62 25.03 10.79

4269 2200 4201 5359 7169 4508 5452 4302

8232 2288 4795 6404 6419 5137 6423 2776

38.74 14.22 26.4 31.37 42.44 24.1 33.09 13.5

0.04 0.28 4.01 6 8.73 4.67 13.56 6.4

8.42 8.88 11.7 14.76 19.21 11.67 12.68 4.5

30.28 5.06 10.69 10.61 14.5 7.76 6.85 2.6

38.55 9.75 25.9 19.72 23.19 14.89 11.11 4.6

23.01 4.95 11.81 10.99 16.03 8.94 7.07 3.2

0.57 0.26 0.58 0.5 4 0.27 0.28 0.43

1106863 388648 504535 837077 967650 564614 ] 528304 134138

126 11648 12173 38884 55645 22490 40103 24700

222849 275636 310651 489422 641625 369419 278903. 46700

102842 258097 258243 391758 539789 300082 231844 31000

883888 101364 181711 308771 270380 172705 209298 62738

18976 19145 11021 12691 13640 12309 8334 4988

109.1 110.9 111.5 110.4 111.9 111 109.4 103.3

153.8 104.5 94.5 102.2 100.5 104.2 101.7 101.3

97.2 112 112.8 109.8 112.9 112.3 109.1 100.7

116.3 112.6 113 109.7 113.2 110.9 109.6 104.7

113.5 107.3 109.8 112.6 110.5 109.1 111.3 106.1

109.3 114.5 109.6 109 108.3 108.4 109.4 101.5

0.19 3.85 6.09 11.64 15.03 7.8 21.98 9.12

0.04 0.27 4.01 5.98 84755 4.24 13.43 5.54

23 2056 5015 13381 12898 6582 19803 8967

234 17045 18102 61374 79326 32468 62708 35170

102 9232 10186 40150 49640 22356 35009 23874

- 83 158 585 446 423 658 2713

132 6154 6375 17791 25052 6929 23167 7268

_ 1576 1383 2848 4188 2760 387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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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双桥区

Sbuangqiao

District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土地、人口与劳动力 Land, Population and Enqiloyment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Land Area sq.km 37 1452

年末总户数 万户 Year-end Households 10 000 households 1.39 26.69

年末总人口 万人 Ycar-cnd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4.45 80.26

# 非农业人口 万人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1.96 18.33

当年出生人口 人 Births of Current Year person 1239 10837

当年死亡人口 人 Mortalities of Current Year person 411 6834

年末全部从业人员数 万人 Ycar-cnd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2.98 48.86

第一产业 万人 Primary Industiy 10 000 persons 0.80 29.17

第二产业 万人 Secondar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1.33 8.06

第三产业 万人 Tertiar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0.85 11.63

# 城镇从业人员数 万人 Urban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1.40 10.43

# 在岗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persons 0.83 5.19

年末城镇失业人员(登记数) 万人 Ur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0.02 0.21

综合经济 National Accounting

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万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cuirent prices) 10 000 yuan 55838 428654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Prim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1953 100720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Second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42351 204374

# 工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ry 10 000 yuan 39037 116237

第三产业埔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11534 12356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Per Capita GDP(cuirent prices) yuan 12748 5365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oceeding year* 100 109.1 109.6

第一产业 上年=100 Primary Industry proceeding year* 100 100.6 102.4

第二产业 上年=100 Secondary Industry preceedingyear̂ lOO 109.2 110.6

# 工业 上年=100 Industry preceeding yeap>100 109.9 109.9

第三产业 上年=100 Tertiaiy Industry preceedingyeaî lOO 110.9 113.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Per Capita GD P proceeding yeaî lOO 105.3 108.9

农业 Agriculture

乡村从业人员 万人 Rural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1.26 38.43

#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万人 Farming,Forestry ̂Animal Husbandly and Fishery 10 000 persons 0.80 27.82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公顷 Year-end Cultivated Area hectare 1074 40263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cuirent prices)
10 000 yuan 2674 141522

农业总产值 万元 Fanning 10 000 yuan 1912 85859

林业总产值 万元 Forestry 10 000 yuan 24 2848

牧业总产值 万元 Animal Husbandry 10 000 yuan 635 48191

渔业总产值 万元 Fishery 10 000 yuan 103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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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TI NU ED -1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大足县 

Dazu County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v

1830 2397 1415 2182 1585 1342 1390 1079

27.85 13.80 28.55 28.51 24.69 24.03 25.53 23.80

86.12 49.02 88.03 94.89 90.71 80.52 91.89 80.64

22.72 6.10 15.96 19.02 8.46 10.13 10.17 14.35

8271 6533 10358 13755 12065 6360 7073 10007

8442 3878 6905 8708 5431 5664 5873 5451

43.46 29.08 48.97 54.42 54.82 45.94 44.64 43.30

24.42 21.43 23.78 30.86 38.85 19.90 30.07 23.85

10.05 2.00 9.65 9.94 8.64 12.75 6.16 5.69

8.99 5.65 15.54 13.62 7.33 13.29 8.41 13.76

11.65 2.97 8.18 9.26 4.30 5.16 3.97 9.61

6.61 2.32 5.41 6.45 2.14 2.50 2.59 4.60

0.27 0.13 0.21 1.03 0.27 0.23 0.19 0.30

480000 180114 506050 350943 320125 400100 383538 320516

152370 47339 95737 123951 116853 97005 110400 96529

199602 78828 248337 112764 75220 158983 122295 119975

169953 64937 171257 67749 47100 90083 94702 88526

128028 53947 161976 114228 128052 144112 150843 104012

5555 3692 5747 3703 3542 4971 4178 3990

108.6 109.0 108.3 109.3 109.4 110.5 109.5 108.4

102.7 102.2 96.9 101.5 101.8 101.4 102.5 101.8

108.9 112.2 109.4 111.2 113.0 114.1 113.6 109.0

107.9 108.3 108.5 101.1 108.1 111.8 114.1 111.0

115.0 109.8 114.5 115.9 114.8 109.8 110.0 114.6

107.4 108.】 112.3 109.1 109.8 "1.4 109.3 107.0

32.47 27.80 39.31 37.98 43.30 34.55 40.64 33.69

22.14 21.35 23.68 26.35 31.71 17.50 30.07 23.56

52132 33432 45800 55982 51297 46441 43171 40014

203398 86015 152958 164362 159105 149980 150950 140533

116504 49222 85209 90438 94042 87190 95290 75831

2829 6723 1453 1825 4379 3040 1945 2995

71653 28969 59254 64264 50945 47530 48900 56629

12412 1101 7042 7835 9739 12220 4815 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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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2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瑩山县

Bishan

Countv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v

土地、人口与劳动力 Land,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Land Area sq.km 912 1890

年末总户数 万户 Year-end Households 10 000 households 19.51 25.78

年末总人口 万人 Year-end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60.54 88.00

# 非农业人口 万人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9.99 8.95

当年出生人口 人 Births of Current Year person 6662 8049

当年死亡人口 人 Mortalities of Current Year person 4122 6769

年末全部从业人员数 万人 Year-end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36.71 56.00

第一产业 万人 Primai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19.18 33.20

第二产业 万人 Secondar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8.23 7.90

第三产业 万人 Tertiar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9.30 14.90

# 城镇从业人员数 万人 Urban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6.03 5.30

# 在岗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persons 2.30 3.26

年末城镇失业人员(登记数） 万人 Ur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0.22 0.19

综合经济 National Accounting

田内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万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cuiTent prices) 10 000 yuan 302337 235848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Prim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55434 73776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Second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157855 81800

# 工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iy 10 000 yuan 135650 53258

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ertiaiy Industry 10 000 yuan 89048 8027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Per Capita GDP(current prices) yuan 5026 2686

田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oceeding ycar= 100 110.5 108.1

第一产业 上年=100 Primary Industry preceeding ycai«100 102.0 102.1

第二产业 上年=100 Secondary Industry preceediog year* 100 112.4 110.4

# 工业 上年=100 Industry preceeding ycar= 100 113.0 101.1

第三产业 上年=100 Tertiaiy Industry prec«ediDg year̂ lOO 111.2 112.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Per Capita G DP preceeding yeai* 100 109.6 107.7

农业 Agriculture

乡村从业人员 万人 Rural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34.36 44.78

#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万人 Farming^Forcstry^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0 000 persons 19.18 32.91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公顷 Year-end Cultivated Area hectare 30351 4890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86004 119822

农业总产值 万元 Farming 10 000 yuan 52619 75244

林业总产值 万元 Forestry 10000 yuan 839 1450

牧业总产值 万元 Animal Husbandly 10 000 yuan 27243 40327

渔业总产值 万元 Fishery 10 000 yuan 5303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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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0 N T I N U E D - 2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开县 

Kaixian County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3286 2901 1518 2901 2184 3959 3644 4087

6.14 23.91 25.54 11.51 29.16 44.88 33.86 28.54

21.53 77.17 87.84 39.53 98.06 150.05 127.07 99.07

2.34 9.38 9.89 4.74 11.06 13.84 11.72 7.87

2498 10170 9854 5012 9833 16314 17266 11221

1927 5823 6119 3256 8175 10408 6702 7012

10.16 46.23 44.80 25.02 54.58 76.90 54.53 50.87

6.26 37.22 29.20 17.71 28.28 41.20 41.34 34.65

0.50 3.66 5.20 2.34 5.50 9.70 6.58 7.04

3.40 5.35 10.40 4.97 20.80 26.00 6,61 9.18

1.01 5.22 3.30 3.13 4.64 7.20 6.53 3.96

0.87 3.03 2.71 1.51 3.42 4.32 3.74 3.11

0.13 0.14 0.70 0.09 0.11 0.26 0.23 0.31

44026 208176 257534 139802 228799 384485 226130 221375

18989 65835 73609 48942 84621 132716 95682 94156

9806 65918 93333 38819 54809 124130 76178 44702

6569 41563 70080 15397 20330 75446 39346 14577

15231 76423 90592 52041 89369 127639 54270 82517

2056 2699 2927 3536 2325 2588 1796 2235

105.4 108.1 110.5 110.2 106.7 107.1 108.0 108.1

98.3 102.8 104.4 103.3 102.2 100.9 100.8 103.9

109.6 113.4 111.9 118.5 107.4 109.2 113.1 115.1

108.2 112.3 112.4 117.0 108.5 106.7 108.0 107.0

113.3 109.2 114.9 109.2 110.8 111.4 113.6 109.2

102.3 107.5 110.1 110.3 107.8 105.9 106.0 108.4

9.15 41.17 41.49 21.07 46.40 62.53 60.21 46.48

6.19 30.64 29.12 17.71 33.45 40.41 40.38 34.50

23690 49160 43285 32201 53592 70847 64054 56185

29545 106741 121170 136485 209980 150878 138498

16788 53811 60625 42723 74204 111824 78751 85288

2833 2148 1904 4803 2706 11002 4705 3392

9567 47127 55302 27682 56883 82893 64753 47207

357 3655 3339 1387 2692 4261 2669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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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3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巫溪县
Wuxi

County

土地、人口与劳动力 Land,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Land Area sq.km 2958 4030

年末总•户数 万户 Year-end Households 10 000 households 17.98 14.27

年末总人口 万人 Year-end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59.13 50.65

# 非农业•人口 万人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10 000 persons 5.05 4.2

当年出生人口 人 Births of Current Year person 8064 5249

当年死它人口 人 Mortalities of Current Year person 4681 4007

业人员数 万人 Year-end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36.10 30.53

第一产业 万人 Primar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25.16 22.19

第二产业 万人 Secondary Industiy 10 000 persons 6.94 1.86

第三产业 __- 万人 Tertiary Industry 10 000 persons 4,00 6.48

#城镇从业人员数 万人 Urban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3.50 3.15

# 在岗职工人数 万人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persons 2.25 1.49

年末城镇失业人员(登记数） 万人 Ur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0.18 0.50

综合经济 National Accounting

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万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122148 81038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Prim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45572 39251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Secondary Industry 10 000 yuan 26261 18480

# 工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ry 10 000 yuan 10051 12752

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ertiary Industiy 10 000 yuan 50315 2330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Per Capita GDP(current prices) yuan 2077 1606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eceeding yeai=100 107.8 108.5

第一产业 上年=100 Primaiy Industry preceeding yeai= 100 101.8 104.1

第二产业 上年=100 Secondaiy Industry preceeding year=100 112.8 112.5

# 工业 上年=100 Industry preceeding yeai=100 108.3 109.5

第三产业 上年=100 Tertiary Industry preceeding year=I00 112.4 114.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Per Capita G DP preceeding year=100 107.1 110.5

农业 Agriculture

乡村从业人员 万人 Rural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25.76 24.9

#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万人 Fanning,Forestry,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0 000 persons 25.0 19.29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公顷 Year-end Cultivated Area hectare 39196 40895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ly and Fishe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70072 60931

农业总产值 万元 Farming 10 000 yuan 40084 34056

林业总产值 万元 Forestry 10 000 yuan 2358 3132

牧业总产值 万元 Animal Husbandry 10 000 yuan 26772 23618

渔业总产值 万元 Fishery 10 000 yuan 85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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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0 N T IN UE D- 3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v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合川市 

Hechuan City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3013 2450 5173 3903

1

3200 2356 1576 2602

15.07 15.22 20.37 17.40 49.29 46.21 31.68 19.36

51.08 59.05 72.46 61.84 145.5 15yj8 103.91 64.27

6.04 4.87 6.77 5.31 25.94 23.93 20.57 8.68

8094 7401 8997 9098 17726 16739 12613 6029

3415 4371 5491 4979 11169 13262 7380 4687

31.69 36.35 46.38 39.10 70.81 82.33 47.66 37.37

24.40 28.08 35.56 33.00 30.84

( 2 0 ^

19.45

49.96 24.80 22.35

3.63

3.66

1.93

6.34

3.85

6.97

2.10

4.00

m

22.68

12.82

10.04

7.62

7.40

3.06 2.46 2.42 3.40 13.40 5.90 6.06 4.73

1.65 1.75 2.13 1.82 6.94 4.80 4.50 3.29

0.33 0.31 0.21 0.08 0.95 0.27 0.35 0.88

121398 127420 113428 135489 801458 773782 560192 314871

43458 52290 52620 61907 2077^9

.■ — •

212837 130714 93853

34851 34910 22769 31768 286SA9 281713 200897 128164

27193 27210 13639 21779 202986 200192 140256 102600

43089 40220 38039 41814 307 W O 279232 228581 92854

2408 2172 1573 2203 :之 7

110.0

5123 5405 4901

93.8 100.5 102.4 109.0 109.4 111.2 108.1

105.6 103.3 104.1 104.5 102.0 100.9 102.7 103.5

76.4 87.1 78.0 112.0 112.6 113.8 114.3 108.2

72.6 84.1 65.9 114.7 111.8 109.8 114.9 104.5

112.7 113.0 118.0 113.1 113.5 110.6 113.6 113.4

92.3 99.5 98.8 108.2 106.1 103.7 108.4 107.9

29.05 34.97 43.96 35.70 75.63 76.5 44.45 31.08

24.36 29.42 35.45 33.00 35.41 49.80 24.80 22.35

30212 35790 54226 52391 72077 80428 53281 41805

79089 87298 98848 104331 318002 220132 191994 135005

48506 58215 58323 64647 192296 140640 114073 72170

3720 2548 2301 6523 15184 1456 2547 9571

26378 25557 37605 32651 99177 73992 68291 49539

485 978 618 510 11345 4044 7083 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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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4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preceeding
yeai»100

101.9 103.5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lOOOOkw 26.12 19.1

化肥使用量（折纯） 万吨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net) 10 000 tons 3.97 3.47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 10 000 kw 6613 21513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hectare 32067 30682

#粮食作物

公顷

公顷

Total Sown Area 

Grain

hectare

hectare

160605

128031

151575

112765

吨 Output of Grain ton 553969 456404

油料产量 吨 Output of Oil-bearing Crops ton 9501 7265

X 麻类产置 吨 Output of Fiber Crops ton 71 768

糖料产量 吨 Output of Sugar ton 959 163

烟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obacco ton 2049 1406

茶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ea ton 111 870

水果产量 吨 Output of Fruit ton 93070 22253

x bl菜产量 吨 Output of Vegetable ton 301982 235000

v / 肉类总产量 吨 Output of Meat ton 74193 67950

# 猪肉产量 吨 Pork ton 64823 55059

牛肉产量 吨 Beef ton 2087 1212

羊肉产童 吨 Mutton ton 1149 491

水产品产量 吨 Output of Aquatic Products ton 9301 8662

乡镇企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02664 35398

工业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446907 689971

全 部 工 业 总 产 值 指 数 （可比 

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ut Vahie of Total Industiy 

(comparable prices)

prececdtng
ycar-100

110.7 115.7

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 

指标

Main Indicator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nit 104 88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235351 582795

内资企业 万元 Domcstic-funded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229773 579495

#国有企业 万元 State-owned 10 000 yuan 89891 224382

集体企业 万元 Collective-owned 10 000 yuan 18254 9297

股份制合作企业 万元 Cooperative 10 000 yuan 7102 9157

联营企业 万元 Joint Ownership 10 000 yuan - 6984

有限责任公司 万元 Limited Liabilities 10 000 yuan - 136721

股份有限公司 万元 Share-bolding 10 000 yuan 100016 164863

私营企业 万元 Private 10 000 yuan 4304 27581

其他企业 万元 Other Domestic-funded 10 000 yuan 10206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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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0 N T 1 N U E D - 4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大波口区 

Dadukou 

District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南庠区 

Nan'an District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 102.0 95.1 101.7 100.7 102.5 101.9 100.8

- - 4.34 15.29 20 11 17.97 7.49

- 0.45 0.43 0.S8 0.47 0.42 0.98 0.58

- 3720 2564 20011 14375 3674 20044 4342

23 - 1713 8793 - 15300 10873 2173

29 4765 9649 23919 26517 15616 42512 24253

— 2265 6499 14252 16698 10005 30970 16914

- 10319 30140 88170 92108 48652 148662 68500

- 20 333 348 1036 688 1977 1310

— — — 38 526 3 242 —

- - 1 - - 31 83 Ill

~ 4 3 157 7 4 104 668

~ 681 8280 5371 11833 1766 9752 1044

986 101835 50919 238283 249061 104501 143520 138678

6 6920 4830 14216 20571 7375 21891 11868

6 6306 4810 7624 13353 6386 19204 8650

- 2 4 - 9 10 50 133

~ 21 13 18 30 — 103 33

- 2500 1902 3763 5586 2724 4866 1576

2210 102994 62180 174205 172055 181647 75842 13911

245646 989010 1448392 1674319 2392439 1104950 / 596767 95314

107.9 137.1 124.4 106.6 116.5 105.5 113.5 98.7

76 54 160 154 190 141 96 16

201870 634977 1220516 1081933 1691133 607374 387428 57567

183147 613607 1021901 1015074 1497048 477220 366835 57567

142730 516893 109787 206891 157445 251572 199595 48384

11661 10692 61923 75895 85081 26108 13161 1631

2595 3661 22017 25925 8900 32018 7144 1545

— 1032 5636 1104 3713 801 397 —

16377 6860 177541 41414 936847 55874 22982 445

4654 12409 580449 . 364334 216666 71456 62370 4696

5130 61754 64548 299511 88397 39391 61186 866



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 5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渝北区

Yubci

District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preceeding
ycar-100

100.4 101.2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10 000 kw 0.46 15.30

化肥使用量（折纯） 万吨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net) 10 000 tons 0.05 1.78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 Electiicity Consunq)tion in Rural Areas lOOOOkw 90 4361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hectare 733 15393

总播种面积 公顷 Total Sown Area hectare 2160 91708

#粮食作物 公顷 Grain hectare 1495 71757

粮食产量 吨 Output of Grain ton 12348 335085

油料产ft 吨 Output of Oil-bearing Crops ton 241 2322

麻类产量 吨 Output of Fiber Crops ton - 3

糖料产量 吨 Output of Sugar ton - 29

烟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obacco ton - 157

茶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ea ton - 32

水果产量 吨 Output of Fruit too 294 19281

+ 襄菜产量 吨 Output of Vegetable ton 4933 325850

肉类总产量 吨 Output of Meat ton 999 41052

#猪肉产量 吨 Pork ton 996 34937

牛肉产童 吨 Beef too - 27

羊肉产量 吨 Mutton ton 3 29

水产品产量 吨 Output of Aquatic Products ton 334 6366

乡镇企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5218 104880

工业 IndnB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165747 490503

全 部 工 业 总 产 值 指 数 （可比 

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m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 

(conq>arable prices)

preceeding
year-100

119.4 106.1

国有及规棋以上工业企业主要 

指标

Main Indicator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iprises unit 9 60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中ut Value of lodustry (curreat prices) 10 000 yuan 127397 223162

内资企业 万元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17793 200551

#国有企业 万元 State-owned

Collective-owned

10 000 yuan 98505 41867

集体企业 万元 10 000 yuan 19288 17629

股份制合作企业 万元 Cooperative 10 000 yuan - 10726

联营企业 万元 Joint Ownership 10000 yuan - 1140

有限贲任公司 万元 Limited Liabilities 10 000 yuan - 56642

股份有限公司 万元 Share-holding 10 000 yuan — 594

私营企业 万元 Private 10 000 yuan - 71953

其他企业 万元 Odier Domestic-funded 10 000 yu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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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0 NT I N U E D - 5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v

大足县 

Dazu County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3.7 102.7 104.4 99.7 101.8 105.9 101.9 102.3

16.18 19.52 24.6 20.51 12.00 15.36 18.44 12.54

1.57 1.82 1.91 2.68 2.91 2.78 1.84 1.89

8261 2685 5451 6341 6450 6182 8736 4360

15032 7467 20000 20354 22947 25227 32720 24000

132025 97225 104426 117575 106457 84000 78546 77872

99656 67899 86967 88798 79801 69508 61417 59905

485586 264457 456919 450084 421284 358070 498330 318760

4167 15026 7297 11894 22940 3236 6348 10681

82 63 1 44 169 - 12 166

372 - 1185 432 6275 311 731 4836

518 8805 246 1829 24 2 785 24

1387 517 405 615 26 145 90 2500

18868 9387 36270 7843 8335 16278 7569 4500

423205 99877 215000 319680 250146 233000 215624 211691

70125 32563 57453 65034 46500 45336 51553 50844

54265

_

28757 51623 52351 46084 38438 43777 40888

376 2317 446 2492 130 54 152 192

45 185 41 469 286 584 118 149

14803 1000 10465 10259 10048 10650 7157 5429

113267 12826 58106 66667 34045 76556 109948 46000

754478 105960 410217 284219 142980 250639 305507 327282

118.9 106.9 106.4 92.1 109.5 113.9 113.5 111.0

112 21 50 42 29 35 22 24

592339 77551 317824 149691 54240 78653 27895 87054

302412 77551 239328 135403 54240 70806 15596 87054

78029 59639 207144 104279 18348 16895 1668 47993

53443 - 24961 13736 3542 5355 7200 3406

SS89 - 1343 4626 11429 563 849 1855

598 - - - - 780 - -

20631 - - 2864 - 539 1082 -

70196 10822 - 2522 4572 11759 3966 27334

73626 7090

2145

7376 16349 34914 831

6466



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 6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璺山县

Bishan

Countv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v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preceeding 
year™ 100

112.0 101.7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lOOOOkw 12.38 12.88

化肥使用量（折纯） 万吨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net) 10 000 tons 0.96 2.00

农村用电置 万千瓦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 10 000 kw 14664 7578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hectare 18280 15867

总播种面积 公顷 Total Sown Area hectare 54973 97911

# 粮食作物 公顷 Grain hcctare 46707 83682

粮食产量 吨 Output of Grain ton 243894 371261

油料产ft 吨 Output of Oil-bearing Crops ton 2656 7643

麻类产量 吨 Output of Fiber Crops tOD 2 46

糖料产量 吨 Output of Sugar ton 1309 5550

烟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obacco ton 15 230

茶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ea ton 260 156

水果产量 吨 Output of Fruit ton 43599 32969

蔬菜产量 吨 Output of Vegetable ton 199767 254826

肉类总产量 吨 Output of Meat ton 22587 47983

# 猪肉产量 吨 Pork ton 17615 38963

牛肉产量 吨 Beef ton 76 573

羊肉产量 吨 Mutton ton 171 298

水产品产量 吨 Output of Aquatic Products ton 8566 3480

乡镇企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04806 37525

工ilk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493552 166302

全 部 工 业 总 产 值 指 数 （可比 

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iy 

(comparable prices)
preceeding
ycai-100

115.0 111.3

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 

指标

Main Indicator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c-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nit 43 18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111862 30204

内资企业 万元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96706 30204

#国有企业 万元 State-owned 10 000 yuan 1346 13880

集体企业 万元 Collective-owned 10 000 yuan 13053 2407

股份制合作企业 万元 Cooperative 10 000 yuan 9144 1302

联营企业 万元 Joint Ownership 10 000 yuan - -

有限责任公司 万元 Limited Liabilities 10 000 yuan 48783 一

股份有限公司 万元 Share-holding 10 000 yuan 5863 10752

私营企业 万元 Private 10 000 yuan 18517 1863

其他企业 万元 Other Domestic-Amded 10 000 yu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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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O NT I N U E D—6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v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忠县
Zhongxian

Countv

开县 

Kaixian County

云阳县

Yunyang

Countv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97.4 103.3 4.3 103.1 102.2 100.7 102.1 102.4

2.24 12.20 12.30 8.00 9.36 31.00 23.37 21.23

0.55 1.61 2.20 1.41 2.70 4.29 3.15 1.82

800 5365 5643 5726 3100 8987 5804 9820

1390 20040 23287 8047 11336 29367 15853 10813

52337 123333 79659 75034 120217 188225 163451 139966

40030 94878 67803 54517 94612 147812 130273 107012

107640 3318g3_ 369157 170826 431583 567363 467583 408472

1360 12803 5908 3706 18774 ^2040? 11120 12033

— 437 17 1617 1158 146 43 30

- 168 1151 - 1916 2617 4550 -

1335 3217 692 10050 959 1325 1895 5764

556 25 106 53 31 679 255 230

1951 32163 15124 3730 20135 51634 ----— • 35263 91643

25050 110334 180000 " 86020 165500 400637 186676 138420

12848 44198 43979 24700 47695 89800 72796 61422

10599 29210 36366 18327 38881 77125 59900 52024

564 5146 840 2604 1830 1686 3728 1445

1685 1783 150 2216 504 3213 4478 1956

380 4800 5020 1650 4451 6670 3762 2052
一

2798 7605 32926 6398 32821 82244 29288 32527

19582 51039 144006 42116 86138 252003 82942 51965

108.2 115.3 115.4 117.3 107.1 108.8 115.3 105.6

18 31 23 11 19 32 21 18

5982 22262 62750 15054 30661 42108 35325 18622

5982 22262 62750 15054 30661 42108 35325 18622

3370 2381 5210 2339 11754 9186 6598 4997

- - 8501 1924 6812 3688 12469 2546

- - 2002 - — 2292 - -

- 1034 - - 982 1034 - -

- 12049 18537 8286 11113 16981 5327 —

- - 22474 - - 8927 10441 7127

- 6798 6026 2506 - - 490 -

2612 - - - - - -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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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7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巫溪县

Wuxi

Countv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 上年=100
Indices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preceediog
ycar̂ lOO

101.9 104.1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lOOOOkw 10.77 7.21

化肥使用量（折纯） 万吨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 (net) 10 000 tons 1.57 1.23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m  Rural Areas lOOOOkw 2950 3300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hectare 4493 3967

总播种面积 公顷 Total Sown Area hectare 105496 88721

#粮食作物 公顷 Gram hectare 78830 75943

粮食产量 吨 Output of Grain ton 221888 
------ —

193921

油料产量 吨 Output of Oil-bearing Crops ton 6099 2185

麻类产量 吨 Output of Fiber Crops ton 13 95

糖料产量 吨 Output of Sugar ton - -

烟叶产貴 吨 Output of Tobacco ton 6630 4705

茶叶产量 吨 Output of Tea ton 87 257

水果产量 吨 Output of Fruit ton 9562 3500

蔬菜产量 吨 Output of Vegetable ton 118505 96500

肉类总产量 吨 Output of Meat ton 33443i ' i i 31031

#猪肉产量 吨 Pork ton 30467 27752

牛肉产量 吨 Beef ton 330 509

羊肉产量 吨 Mutton ton 1266 1593

水产品产量 吨 Output of Aquatic Products tOD 650 165

乡镇企业增加值 万元 Value-added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8707 4622

工业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iy (current prices) 10 000 yuan 26041 35321

全 部 工 业 总 产 值 指 数 （可比 

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 

(comparable prices)

preceeding
yeaiHOO

115.1 109.5

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 

指标

Main Indicators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unit 15 9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uirent prices) 10 000 yuan 8244 4403

内资企业 万元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8244 4403

#国有企业 万元 State-owned 10 000 yuan 3654 4403

集体企业 万元 Collective-owned 10 000 yuan 3586 —

股份制合作企业 万元 Cooperative 10 000 yuan — 一

联营企业 万元 Joint Ownership 10 000 yuan 1004 -

有限责任公司 万元 Limited Liabilities 10 000 yuan - -

股份有限公司 万元 Share-holding 10 000 yuan — -

私营企业 万元 Private 10 000 yuan - -

其他企业 万元 Other Domestic-funded 10 000 yu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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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0 N T I N U E D - 7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酉阳县
Youyang

Countv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合川市 

Hechuan City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104.4 103.0 106.6 f 104.8 102.0 98.4 106.4 106.6

11.70 13.90 31.30 I 13.89 20.50 22.40 13.80 16.90

1.84 1.60 2.54 I 1.96 2.73 2.84 2.16 2.07

5406 5210 3665 3636 10214 5104 8038 16000

5115 14293 8190 s 1687 31407 37700 37181 21873

83419 91929 145762 i 118583 158844 165663 98944 86645

62079 63686 117902 I 88366 123185 137852 79780 65423

267039 330379 368036^ 302843 710551 758304 503658 328265

9269 21966 18205 11320 8166 9840 6605 13840

2 - 323 1280 5 5 1 1800

310 7427 - 493 44238 667 4008 -

8414 2942 15400 19498 1097 51 7 3566

208 136 339 133 790 77 503 1940

4001 2653 2990 80213 21646 44409 23500

43634 155070 107882 165918 684606 588525 321462 161156

37017 40766 35707 93959 68777 79574 42078

14882 33623 35001 29722 75911 68156 62634 39180

2075 1350 3243 3356 318 88 170 2639

159 606 2522 1134 87 533 435 259

980 800 420 14262 5338 10630 5027

25824 12557 17129 21667 118396 101365 110342 29580

79258 54104 32862 45777 586868 264737 475139 293976

70.0 83.0 45.8 126.7 112.7 110.6 117.3 104.5

14 18 39 13 58 45 40 60

26245 18615 16289 13010 317192 117573 104563 84693

26245 18615 16289 13010 203797 99924 95973 74836

3122 14923 13424 3847 94792 6992 33291 14097

6873 3692 2865 2958 3612 20139 - 14646

427 - - - 8626 17978 7869 1933

— — — - - 1792 - 5674

10025 - - 3449 57845 27048 12353 9489

2184 - - - 24215 13434 11933 6333

3614

一 —

2756 14707 12539 30527 2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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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DISTRICTS AND COUNTIES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万元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0 000 yuan 5578 2467

外商投资企业 万元 Foreign-funded 10 000 yuan - 833

工业总产值指数(可比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omparable prices)

preceeding
year=100

123.1 114.9

工业增加值（生产法）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ry(by production approach) 10 000 yuan 73306 242626

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万元 Total Proper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589399 1246443

工业企业负愤合计 万元 Total Liabiliti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406623 768979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Total Sales Revenue 10 000 yuan 226403 591633

利润总额 万元 Total Profits 10 000 yuan 3819 53717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152 95

建筑企业从业人员 万人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7.30 2.64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10 000 yuan 296077 125160

房厘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680.67 266.92

房厘建筑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Completed 10 000 sq.m 347.91 97.56

# 住宅 万平方米 Residential Buildings 10 000 sq.m 246.34 73.96

交通运输、邮电通倌
Trft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km 1319 1401

等级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of Grade lfTTl 1084 382

民用汽车拥有童 辆 Civil Motorcars vehicle 12759 4874

公路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Hi讲way 10 000 persons 4506 1239

公路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Highway 10 000 tons 903 340

水运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persons 361.0 316.3

水运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tons 166.3 407.8

邮电业务总ft 万元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0 000 yuan 40053 28011

本地电话用户数 户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subscriber 149473 92910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ToU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413642 281554

#国有单位 万元 State-owned Units 10 000 yuan 118702 127438

#基本建设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181483 99625

更新改造 万元 Innovation 10 000 yuan 60746 70026

全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Newly Added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2000 10 000 yuan 112041 111027

房厘施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under 

Constmction
10 000 sq.m 117.44 123.14

房厘竣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Completed 10 000 sq.m 52.11 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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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0 N T I N U E D - 8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大 渡 口 区 . 
Dadukou 

District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北碚E  

Beibei District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269 6780 134219 32047 53673 48614 17047 -

18454 14590 64396 34812 140412 81540 3546 -

106.4 122.6 29.3 103.6 116.1 103.8 U6.1 108.7

92175 212743 210873 265849 428162 209178 106522 22197

504790 896092 2165978 1911966 3564949 1011250 704738 155358

357144 516678 1645739 1350380 1819672 735446 483540 61857

314146 695840 1099064 1018547 1666800 600780 360650 56134

-2801 26764 -1118 346 77168 -6469 -1006 205

58 29 65 57 79 114 44 29

4.23 1.09 2.31 1.83 5.36 3.38 2.29 0.62

288047 76772 135307 123571 313839 222278 99286 9216

345.35 60.73 194.02 179.44 555.54 185.16 169.61 14.38

98.79 44.30 73.49 81.51 160.15 70.09 91.15 9.09

53.33 30.58 43.23 45.92 102.47 50.19 69.99 7.15

115 182 471 967 653 718 376 475

115 182 464 119 653 122 262 250

4661 2900 3526 10249 8057 8000 6112 1517

4170 250 3248 2371 606 1210 1496 317

1265 245 1237 1207 1073.5 1470 466 179

173.0 - - - 3,7 - 90.0 —

404.0 - 19.0 - 10.0 — 35.0 —

131073 1121 16128 13318 15330 3419 21542 3255

259518 41000 184051 201853 180128 143779 67562 26028

477060 113938 287436 329871 465276 407994 199266 28597

51712 43586 45174 121308 105252 100733 115040 9183

102857 18256 80314 88032 234776 201660 111219 16166

70840 33563 17581 37966 13700 7385 5583 2462

324449 78209 51119 153417 188765 200100 105128 7094

282.58 51.84 111.48 240.13 264.20 223.53 218.43 9.43

62.94 31.00 31.73 74.24 79.38 70.67 100.89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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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9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万元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0 000 yuan — 939

外商投资企业 万元 Foreiga-fimded 10 000 yuan 9604 21672

工业总产值指数(可比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omparable prices)

proceeding
ycar"100

133.3 134.7

工业增加值（生产法）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iy(by production approach) 10 000 yuan 19411 50835

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万元 Total Proper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91767 303756

工业企业负债合计 万元 Total Liabiliti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000 yuan 129941 239706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Total Sales Revenue 10000 yuan 120274 220848

利润总额 万元 Total Profits 10 000 yuan 963 3881

建筑业 Constniction

建筑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1 133

建筑企业从业人员 万人 Employment ]0 000 persons 0.01 4.27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10 000 yuan 370 232204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0.52 360.4

房厘建筑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Completed 10 000 sq.m 0.04 222.74

# 住宅 万平方米 Residential Buildings 10 000 sq.m 170.27

交通运输、邮电通侑
TransporUtloii^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km 45 1553

等级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of Grade 1cm 45 536

民用汽车拥有童 辆 Civil Motorcars vehicle 902 3655

公路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Hi迪way 10 000 persons 52 1028

公路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Highway 10 000 tons 65 114

水运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persons - 4.2

水运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tons - 7.0

邮电业务总量 万元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0 000 yuan 2609 16135

本地电话用户数 户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subscriber 6075 59227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000 yuan 7880 447954

#国有单位 万元 State-owned Units 10 000 yuan 4043 127684

#基本建设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4235 149832

更新改造 万元 Innovation 10000 yuan 1600 2831

全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Newly Added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2000 10 000 yuan 1873 226755

房厘施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4.51 230.98

房厘竣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Completed 10 000 sq.m 2.98 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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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O N T IN UE D—9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v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v

大足县 

Dazu County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v

29420 - 78496 14288 - - 1662 -

260507 - - - - 7847 10637 -

- 101.2 102.5 87.2 140.3 99.5 137.7 113.3

148382 39136 148159 35403 19407 28560 12565 23956

886091 166273 688145 297141 82311 151708 53971 159537

672226 111254 415046 235308 43252 105584 34979 117160

585831 76328 288004 146091 40711 77722 30690 79582

13146 5529 10918 -24145 691 i 3165 1806 4536

103 14 54 56 34 33 30 34

5.01 0.57 3.25 1.73 1.70 1.58 1.07 1.52

242425 18577 170096 48334 60646 90443 26378 56367

457 36.34 222.72 102.79 113.23 158.54 84.5 137.87

217 20.91 127.2 52.43 90.25 125.14 47.88 75.35

159.00 12.57 94.92 40.35 55.77 75.72 32.44 56.62

1973 896 680 3046 496 2195 1122 1773

872 822 425 494 496 689 271 494

5982 1581 4129 2380 3172 2469 3300 1179

1581 1155.3 1915 819 500 768 1868 1039.3

309 383.9 1116 280 150 288 221 179.1

31.0 - 53.0 35.0 35.0 124.0 17.3 81.0

20.0 — 368.0 37.0 27.0 59.7 7.6 21.0

11696 3720 9370 9153 5569 10424 8413 7227

78872 25226 67648 64005 36210 49549 46548 42141

231970 62964 200940 122085 80197 115932 100202 92580

101897 50201 114199 29131 41817 36736 52087 38954

101907 49599 97475 28757 36088 28845 28536 30380

2504 4691 16724 1115 985 6561 901 2075

36708 20037 153147 33098 44926 68046 21151 55960

80 23.62 135.26 53.80 27.14 327.56 26.38 111.47

19 8.08 68.01 29.22 8.75 327.56 13.19 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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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 10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璧山县
Bishan

County

梁平县
I.iflngping

County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万元
Enterprises Funded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0 000 yuan 15156 -

外商投资企业 万元 Foreign-funded 10 000 yuan - -

工业总产值指数(可比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omparable prices)

preceeding
ycai=100

163.6 63.4

工业增加值（生产法）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ry(by production approach) 10 000 yuan 30320 9660

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万元 Total Proper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40745 62622

工业企业负债合计 万元 Total Liabiliti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105999 57024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Total Sales Revenue lOOOOyuan 113466 33054

利润总额 万元 Total Profits 10 000 yuan 1804 -2350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47 17

建筑企业从业人员 万人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1.56 0.74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10 000 yuan 74219 15262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under ConstructioD 10 000 sq.m 136.51 47.95

房厘建筑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Completed 10 000 sq.m 95.67 31.18

# 住宅 万平方米 Residential Buildings 10 000 sq.m 70.34 26.85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
Truksportado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km 1972 668

等级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of Grade km 475 556

民用汽车拥有量 辆 Civil Motorcars vehicle 1642 4069

公路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Highway 10 000 persons 1733 898

公路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Highway 10 000 tons 431 415

水运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persons - -

水运货运童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tons - -

邮电业务总置 万元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Q 

Services
lOOOOyuan 8621 8557

本地电话用户数 户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subscriber 53357 50044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94403 112083

#国有单位 万元 State-owned Units 10 000 yuan 36181 73465

#基本建设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18975 61463

更新改造 万元 Innovation 10 000 yuan 15015 14372

全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Newly Added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2000 10 000 yuan 51318 58060

房厘施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c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125.48 24.42

房厘竣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Rcsidential Buildings Convicted 10 000 sq.m 99.37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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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O N T I N U E D - 10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忠县

Zhongxian

Countv

开县 

Kaixian County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03.5 101.1 8.8 118.2 101.3 92.6 113.8 100.9

1300 7931 20982 4594 8159 13682 11509 6328

13800 49204 91417 47927 64916 85849 93652 70639

8000 38564 60383 36976 54230 63838 65814 54467

5465 22860 64193 13208 31494 38634 36937 18538

614 -178 2550 110 -842 929 -811 -1791

9 23 23 17 25 48 33 20

0.01 0.35 1.81 0.34 1.26 1.98 1.15 0.73

9872 19397 55957 10140 48895 62201 29960 26904

6.43 69.25 121 21.7 86.51 153.57 84.55 38.78

4.06 33.77 68.68 15.2 40.94 87.08 36.25 18.45

2.08 20.44 42.3 8.78 29.25 56.92 24.69 17.39

560 1155 420 2676 913 1393 1360 4066

450 1016 339 562 913 1093 1263 1368

328 2260 4500 1029 1639 3915 2708 2129

41 1660.1 1300 225 53.9 703.05 263 227

72 167.9 1200 104.1 63.5 516 105 116

— 340.0 - - 86.5 13.0 158.0 61.0

— 20.7 - 10.1 10.7 13.1 31.0 14.0

890 5026 9131 4626 9060 11917 6176 5625

6700 42431 53659 22052 46704 64619 48769 34909

14969 83073 52848 67145 102075 136453 105063 127129

12821 47192 21206 58810 71629 55573 41840 93503

3889 48158 17315 57990 61135 36334 38139 81526

3487 8371 5975 - 12345 18889 4633 10286

11313 39333 17192 11258 26606 33000 18739 58595

5.05 37.85 23.96 3.49 28.23 66.91 47.98 40.34

4.51 23.45 12.40 3.49 14.16 30.32 16.27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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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11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巫溪县
Wuxi

County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万元
bnterpnses runaea by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10 000 yuan - —

外商投资企业 万元 Foreign-funded 10 000 yuan - -

工业总产值指数(可比价） 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comparable prices)

preceeding
ycai=100

119.2 17.0

工业增加值（生产法） 万元 Value-added of Industry(by production approach) 10 000 yuan 2389 1820

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万元 Total Proper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27923 18435

工业企业负债合计 万元 Total Liabiliti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 000 yuan 26300 13970

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Total Sales Revenue 10 000 yuan 9059 5257

利润总额 万元 Total Profits 10 000 yuan -654 -153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企业单位数 个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16 16

建筑企业从业人员 万人 Ea^)loyment 10 000 persons 0.36 0.11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Gross Output Value 10 000 yuan 15867 4199

房厘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27.06 10.36

房厘建筑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Completed 10 000 sq.m 20.73 7.48

# 住宅 万平方米 Residential Buildings 10 000 sq.m 13.41 3.75

交通运输、邮电通儕
Transportation, Postal and TelecommDnicadoD 

Services

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km 1098 1063

等级公路里程 公里 Length of Highways of Grade km 1098 930

民用汽车拥有量 辆 Civil Motorcars vehicle 2255 1086

公路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Highway 10 000 persons 108 111

公路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Highway 10 000 tons 228 78.9

水运客运量 万人 Passenger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persons 61.0 14.8

水运货运量 万吨 Cargo Traffic by Waterway 10 000 tons 12.0 -

邮电业务总量 万元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a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0 000 yuan 4003 1975

本地电话用户数 户 Local Telephone Subscribers subscriber 24166 16601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 000 yuan 69965 24600

#国有单位 万元 State-owned Units 10 000 yuan 55108 14700

#基本建设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53575 14670

更新改造 万元 Innovation 10 000 yuan 667 30

全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Newly Added h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2000 10 000 yuan 37298 14717

房屋施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 sq.m 43.20 11.47

房屋竣工住宅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Space Floor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Completed 10 000 sq.m 13.53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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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O N T I N U E D - 11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合川市 

Hechuan City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 — - - 730 - 3115 4022

- — - - 112665 17649 5475 5835

32.4 53.3 32.8 156.6 112.9 105.3 119.0 108.3

8760 5868 10020 5935 129421 43925 34050 25418

39285 41222 97100 40144 939805 224253 181086 163910

23006 34915 53864 27906 340234 159134 135422 126188

22365 16232 17250 11049 323615 114721 103194 85802

177 -780 1227 -1557 13892 1801 1165 -11361

8 3 5 5 68 81 45 41

0.21 0.08 0.23 0.09 4.46 2.23 3.01 0.70

5640 3303 4537 2550 221559 97090 117752 20967

13.3 7 11.68 5.13 375 198.83 294.49 43.33

8.51 2.80 5.72 4.12 198.00 119.27 193.31 33.95

4.88 1.40 1.38 1.61 130.00 83.84 146.88 26.44

1378 805 1159 1099 992 2285 996 806

621 0 183 597 956 751 314 567

1237 478 471 1259 3982 4750 10215 3235

275 302 558.7 478 1891 1559 2491 1320.7

276 118 92.8 32.05 189 856.1 1568.6 319.6

6.8 - - 76.9 101.0 62.0 49.5 -

- - - 4.8 40.0 19.2 16.6 -

3592 1985 5881 2816 14407 19170 16852 6007

29394 22988 23959 23312 91393 86322 74733 49337

40326 31905 42863 42127 271243 199510 265949 94759

36468 22217 30987 32270 160113 15594 60660 42562

36038 19747 30987 29612 93175 39875 93977 45792

430 1370 - 4673 54659 8331 19698 6800

15119 12559 10888 19507 112951 43295 103820 47677

21.95 2.35 8.50 181.71 78.02 21.94 208.02 44.61

14.96 1.63 2.10 7.46 71.49 10.50 102.06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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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12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商业 Commerc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0 000 yuan 254886 197106

# 贸易业 万元 Trade 10 000 yuan 121820 104868

餐饮业 万元 Catering 10 000 yuan 27450 16467

制造业 万元 Manufacturing 10 000 yuan 18305 2618

其他 万元 Others 10 000 yuan 8731 1 73153

集市贸易成交额 万元 Transaction Value at Fair Markets 10 000 yuan 163261 82080

财政、金融、保险 Finance, Banking and Insurance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43795 48466

#一般性预算收入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41038 46443

# 增值税 万元 Value-added Tax 10 000 yuan 4907 7340

营业税 万元 Business Tax 10 000 yuan 14405 9066

企业所得税 万元 Enterprises Income Tax 10 000 yuan 3671 12304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84470 84730

般性预算支出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lOOOOyuan 81450 82562

#基建支出 万元 Capital Constmctioii 10 000 yuan 12131 10033

文教科卫事业费 万元 Culture,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10 000 yuan 17242 14303

教育事业费 万元 Education 10 000 yuan 11529 7842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Year-end Deposit Balance ofFonancial(10 000 

yuan) Institutions
10 000 yuan 983196 713789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10 000 yuan 636362 374191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万元
Loan Bal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Ycar- 

eDd(10 000 yuan)
lOOOOyuan 760268 672164

教宵 Education

学校数 Number of Schools

普通中学 所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unit 103 55

小学 所 Primaiy Schools unit 818 373

专任教师总数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普通中学 人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4135 3079

小学 人 Primary Schools person 6445 4419

在校学生数 Student Enrollment

普通中学 人 Regular Secondaiy Schools person 79225 51148

# 髙中 人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13261 6164

初中 人 Junior Secondaiy Schools person 65964 4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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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O N T I N U E D - 12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901385

822104

65012

5792

13477

241092

61905

61895

5080

24474

7291

62011

62011

8614

12133

7898

2780000

1160000

2130000

31

47

2011

2104

27961

10223

17738

大波口区 

Dadukou 

District

148544

68467

37020

5010

38047

46119

8731

8692

2358

2179

808

10709

10707

639

3189

2394

273172

186207

296428

11

28

769

862

12511

2631

9880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339161

157657

52399

12108

116997

492147

25396

24001

3811

6679

2427

32599

30783

3169

6482

4292

1100943

1007531

1007531

29

82

1698

2084

21493

5359

16134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322367

171583

39638

11857

99289

141330

26722

24686

3530

6133

3594

40600

34553

1826

8785

6006

1144066

721842

754129

41

93

2849

2443

41324

12931

28393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391980

194638

79592

20051

97699

428583

41416

40780

7001

12912

6164

53397

52504

14599

6775

4388

1293079

64171

1044406

39

121

2906

2726

44014

13755

30259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270223

143410

44405

6068

76340

117841

28836

28238

6674

5534

2706

49408

48780

13672

7931

5017

869031

474810

662299

26

66

1743

1746

24005

5683

18322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135656

76806

9959

4748

44143

117023

16180

15427

2015

2114

3684

25338

24559

1879

6545

4598

497152

332778

371715

36

155

2259

2406

35813

7616

28197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51300

22433

3442

336

24401

35260

3643

3053

357

464

343

9108

8984

510

2621

1873

115968

94923

53201

20

95

872

1192

13782

1502

1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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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13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商业 Commerc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0 000 yuan 19121 105648

# 贸易业 万元 Trade 10 000 yuan 8455 54342

餐饮业 万元 Catering 10 000 yuan 1824 9848

制造业 万元 Manufacturing 10 000 yuan 3759 8313

其他 万元 Others 10 000 yuan 5083 33145

集市贸易成交额 万元 Transaction Value at Fair Markets 10 000 yuan 6896 76800

财政、金M 、保除 Finance, Banking and Insurance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2523 30376

#一般性预算收入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2512 30192

# 增值税 万元 Value-added Tax 10 000 yuan 391 1065

营业税 万元 Business Tax 10 000 yuan 268 8616

企业所得税 万元 Enterprises Income Tax 10 000 yuan 188 3761

地方財政预算内支出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3348 40931

#一般性预算支出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3305 40559

#基建支出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31 3792

文教科卫事业费 万元 Culture,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10 000 yuan 673 10139

教育事业费 万元 Education 10 000 yuan 432 6827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Year-end Deposit Balance of Fonancial(10 000 

yuan) Institutions
10 000 yuan 29659 615866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10 000 yuan 20791 385646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万元
Loan Bal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Year- 

end(10 000 yuan)
10 000 yuan 58650 374456

教盲 Education

学校数 Number of Schools

普通中学 所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unit 3 63

小学 所 Primary Schools unit 14 350

专任教师总数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苷通中学 人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151 2927

小学 人 Primaiy Schools person 237 3188

在校学生数 Student Enrollment

普通中学 人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2272 45424

# 髙中 人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622 7349

初中 人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1650 3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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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I N U E D - 13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湩南县 

Tongnan County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大足县 

Dazu County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v

114358 83902 167278 143112 93096 105145 99806 118737

48178 53482 76678 74195 48726 58620 57366 70545

20493 3423 17382 18173 8863 14231 13218 23613

15003 7040 8561 7452 11061 11561 7810 11388

30684 19957 64657 43292 24446 20733 21412 19191

82416 19927 161299 81656 48399 60517 175656 72600

11152 10541 16903 15923 8917 13245 11125 10920

10966 10249 15790 11623 7639 12090 10637 10501

1243 1947 5025 3006 859 1256 1460 1409

2073 2052 1627 1327 711 1038 1071 996

557 1845 383 468 145 889 868 322

23340 43456 29828 23325 17765 18831 18960 18220

23201 43119 28519 18716 16355 17545 18056 17720

684 6831 1974 252 1486 76 60 1016

8473 6546 8738 7258 5286 5451 6903 5739

6214 4257 5855 5803 4078 4176 4716 4548

424652 146881 455874 283500 205333 292276 150419 215818

337847 77094 359301 22200 180268 241000 124891 178956

391534 220447 342868 202700 137342 158907 124975 131138

66 19 59 67 59 41 51 48

264 290 352 527 511 355 488 299

2748 1194 2659 2818 2134 2087 2429 2341

3245 2213 3088 4062 3004 2707 3189 2926

49092 22524 41019 45185 49563 41778 47119 45294

40930 2301 6606 3373 4702 5160 3790 5365

8162 20223 34413 41812 44861 36618 43329 3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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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续14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璺山县

Bishan

Countv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v

商业 Commerc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lOOOOyuan 86297 81546

# 贸易业 万元 Trade lOOOOyuan 47394 45037

餐饮业 万元 Catering 10 000 yuan 7712 8384

制造业 万元 Manufacturing lOOOOyuan 7278 3220

其他 万元 Others 10 000 yuan 23913 24905

集市贸易成交额 万元 Transaction Value at Fair Markets 10 000 yuan 78122 37700

财政、金酏、保脸 Finance, Banking and Insur丨ncc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13499 10040

#一般性预算收入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12480 9309

# 增值税 万元 Value-added Tax 10 000 yuan 2125 1105

营业税 万元 Business Tax 10 000 yuan 1661 2110

企业所得税 万元 Enterprises Income Tax lOOOOyuan 880 43

地方財政预算内支出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lOOOOyuan 19340 19889

# 一般性预算支出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lOOOOyuan 18S81 19051

#基建支出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987 2393

文教科卫亊业费 万元 Culture,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lOOOOyuan 5988 6186

教育事业费 万元 Education lOOOOyuan 4420 5008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Year-end Deposit Balance ofFcmancial(10 000 

yuan) Institutions
10 000 yuan 285703 288089

#城乡居民储蓄存歙余額 万元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lOOOOyuan 233751 241123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万元
Loan Bal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Year- 

end(10 000 yuan)
lOOOOyuan 149641 139678

教商 Education

学校数 Number of Schools

普通中学 所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unit 36 43

小学 所 Primary Schools unit 178 600

专任教师总数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普通中学 人 Regular Secondaiy Schools person 1867 2027

小学 人 Primary Schools person 2167 3272

在校学生数 Student Enrollment

普通中学 人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31971 40389

# 髙中 人 Senior Secondaiy Schools person 3909 4510

初中 人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person 28062 3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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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区县（自治县、市)资料

C O N T I N U E D - 14

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忠县

Zhongxian

Countv

开县 

Kaixian County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16700 78305 93564 58823 75179 163118 100914 61625

10735 42792 51577 29931 47314 109136 62630 31604

3176 11634 11582 9275 6635 13254 6998 4693

400 7312 7829 6182 6438 12257 6297 5297

2389 16567 22576 13435 14792 28471 24989 20031

17453 28829 93564 29816 41000 52333 46747 24704

2508 10356 11062 7832 10868 14059 10778 10034

2477 8889 10616 7187 9587 13278 10559 9896

348 743 1214 824 1017 1568 879 1061

434 2478 1893 1967 2326 2439 2485 2492

36 517 1023 90 189 979 449 404

13449 20189 20234 16115 24568 29566 24656 21147

13375 18846 19837 15141 22341 28394 24219 20777

3448 1614 1772 1365 1669 995 539 646

2054 5574 6130 3791 7002 10288 8242 6798

1554 4327 4749 2761 5506 7906 6225 5295

32266 248369 235922 84697 299802 369642 224175 179442

19982 180467 191939 56752 233518 287657 156950 126742

37101 161397 133195 114949 165402 179169 118168 115209

8 48 40 14 37 58 39 35

381 203 299 123 692 924 697 739

322 1826 1892 864 2492 3294 1919 1981

1173 3040 3594 1776 3600 5202 5232 3613

5686 33233 44489 14635 45107 72601 42577 46602

427 5142 6603 1449 6015 7786 5345 5987

5259 28091 37886 13186 39092 64815 37232 4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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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巫溪县

Wuxi

Countv

商业 Commerc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0 000 yuan 48538 25827

# 贸易业 万元 Trade 10 000 yuan 31248 17867

餐饮业 万元 Catering 10 000 yuan 3095 3219

制造业 万元 Manufacturing 10 000 yuan 4177 1275

其他 万元 Others 10 000 yuan 10018 3466

集市贸易成交额 万元 Transaction Value at Fair Markets 10 000 yuan 20857 14122

财政、金鼪、保险 Finance^ Banldiig and Insurance

地方財政预算内收入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5250 4206

#一般性预算收入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10 000 yuan 5178 4L30

# 增值税 万元 Value-added Tax 10 000 yuan 675 346

营业税 万元 Business Tax 10 000 yuan 1191 449

企业所得税 万元 Enterprises Income Tax 10 000 yuan 547 77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万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18873 18587

#一般性预算支出 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Expenditure 10 000 yuan 18722 18339

#基建支出 万元 Capital Construction 10 000 yuan 3479 4160

文教科卫亊业费 万元 Culture,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10 000 yuan 5199 3727

教育亊业费 万元 Education 10 000 yuan 3960 2842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Year-end Deposit Balance of Fonancial(10 000 

yuan) Institutions

万元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年末金融机构贷歙余额 万元

教宵

学校数

普通中学 所

小学 所 

专任教师总数

普通中学 人

小学 人 

在校学生数

普通中学 人

# 髙中 人

初中 人

Loan Bal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Year- 

end(10 000 yuan)

Education

Number of Schools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Number of Full-time Teachers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Student Enrollment 

Regular Secondaiy Schools 

Senior Secondary Schools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10 000 yuan

10 000 yuan

10 000 yuan

unit

unit

person

person

person

person

person

142269

79979

91389

20

449

1267

2202

22927

2013

20914

51279

37608

52983

21

524

1051

2811

17486

2316

1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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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I N U E D - 15

石柱县 

Shizhu County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酉阳县

Youyang

Countv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v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合川市 

Hechuan City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60026 58415 60015 58190 245799 222104 218906 102561

46973 37589 40225 35545 103187 98703 117146 57259

4264 2820 6070 5427 21476 51557 36349 11447

3366 5263 5104 4205 45290 16091 20269 8966

5423 12743 8616 13013 75846 65753 45142 24889

30345 25228 17663 15365 120017 154056 101819 28474

4083 4413 3917 5606 21984 22769 16136 11059

3997 3964 3805 5100 20536 20292 14600 10172

613 578 520 643 3784 2745 2637 1782

897 784 909 1092 1893 2013 1279 2090

72 116 20 89 2242 2410 835 449

21852 18020 24349 17982 36645 35166 25436 20088

21612 17401 24032 17500 35374 32820 24463 19223

3868 844 4371 1006 3010 2286 1288 808

3988 3956 5256 4762 9858 10534 8269 4818

3090 2964 4005 3591 7743 7697 6332 3710

111734 69506 84935 62098 501642 550120 381786 175262

82948 53694 63955 44398 393430 473137 304358 137714

86566 79361 97034 107023 329153 294462 269733 155439

21 26 30 17 85 73 78 25

355 324 547 413 623 655 475 327

1091 1130 1585 1368 3831 3644 3783 1604

2785 2815 3186 2579 4579 4809 3979 2691

20445 19705 26738 25147 72157 78041 66711 26581

4319 2203 3145 2192 9326 8194 13014 3647

16126 17502 23593 22955 62831 69847 53697 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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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6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万州区

Wanzhou

District

涪陵区

Fuling

District

小学 人 Primary Schools person 135912 95736

学龄儿童入学率 % Rat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Enrolled % 99.7 99.9

幼儿园数 个 Number of Kindgartens unit 305 222

入园儿童数 人 Children Enrolled in Kindgartens person 31716 23393

卫生 Public Health

卫生机构数 个 Number of Health Institutions unit 165 172

# 医院、卫生院 个 Hospital unit 126 55

卫生防疫站 个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omic Stations unit 4 ]

妇幼保健站 个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s unit 4 1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Hospital Beds bed 3423 2293

# 医院、卫生院 张 Hospital bed 2879 2097

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Personnel of Health Institutions person 5358 4084

# 卫生技术人员 人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person 4190 3176

# 医生 人 Doctors person 2278 1590

护师、护士 人 Senior Nurses and Junior Nurses person 1046 691

科技、文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人 Various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person 35542 17980

广播覆盖率 % Listener Rating of Broadcasting % 89 97

电视覆益率 % View Rating of T V % 91 95

公共图书馆 个 Public libraries unit 2 2

公共图书馆藏书 万册 Book Collec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10 000 volumes 26.27 33.5

人民生活 Living Standards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平方米 Urban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17.5 17.5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Rural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30.7 28.2

在W 职工工资总额 万元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lOOOOyuan 98362 83893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yuan 7384 837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1665 1850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Per Capita Living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1299 1274

#食品支出 元 Food Consumption yuan 816 747

居民最低生活保陣人数 人
Number of Residents Receiving Lowest -living- 

security
person 3395 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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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I N U E D - 16

渝中区

Yuzhong

District

大波口区 

Dadukou 

District

江北区 

Jiangbei District

沙坪坝区 

Shapingba 

District

九龙坡区 

Jiulongpo 

District

南岸区 

Nan'an District

北碚区 

Beibei District

万盛区

Wansheng

District

33215 13429 27051 42787 47725 27688 38779 24026

100 90.4 100 99.9 100 100 99.6 99.9

111 60 94 212 259 177 74 47

4497 2809 11908 7000 5425 5857 6291 5451

167 21 42 123 130 84 65 37

22 11 26 39 27 20 46 17

4 1 1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6235 978 3567 3547 3633 2391 2352 1154

6205 913 3368 3208 2705 2101 1651 1109

11944 1405 3869 4662 5132 3633 2822 1508

8554 1097 2967 3619 4038 2881 2241 1212

3916 426 2601 1457 1702 1356 1084 460

2874 280 366 1081 1219 840 641 445

105100 12400 6493 7281 48764 8820 21700 4121

100 93 100 100 100 100 98 95.5

100 96 100 100 100 100 96 96

3 1 1 1 1 1 1 1

435 4.21 9.91 14.1 11.56 2.73 79.29 4.25

10.8 13.0 9.8 18.0 19.2 8.8 9.2 9.6

30.9 39.0 28.7 39.0 37.2 39.0 27.2 32.5

222746 58324 124901 114096 164799 81934 60970 20604

9498 9414 9767 9386 9127 8847 7955 6019

4855 3048 2931 2861 2938 2964 2435 2300

4605 1616 1756 2472 2150 2231 1540 1680

1977 724 873 1326 1081 1089 690 990

8418 3600 5760 20357 12019 11560 9186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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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双桥区

Shuangqiao

District

渝北区

Yubei

District

小学 人 Primary Schools person 4337 58323

学龄儿童入学率 % Rat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Enrolled % 100 100

幼儿园数 个 Number of Kindgartens unit 15 184

入园儿童数 人 Children Enrolled in Kindgartens person 1115 10483

卫生 Public Health

卫生机构数 个 Number of Health Institutions unit 7 55

# 医院、卫生院 个 Hospital unit 4 43

卫生防疫站 个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nmic Stations unit 1 2

妇幼保健站 个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s unit 1 1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Hospital Beds bed 175 824

# 医院、卫生院 张 Hospital bed 165 794

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Personnel of Health Institutions person 211 2065

# 卫生技术人员 人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person 177 1749

# 医生 人 Doctors person 84 856

护师、护士 人 Senior Nurses and Junior Nurses person 42 373

科技、文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人 Various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person 1047 15940

广播覆盖率 % Listener Rating of Broadcasting % 100 95.5

电视覆盖率 % View Rating of TV % 100 89

公共围书馆 个 Public Libraries unit 1 1

公共图书馆藏书 万册 Book CollectioQ in Public Libraries 10 000 volumes 0.33 6.7

人民生活 Living Standards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平方米 Urban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17.3 27.0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Rural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29.0 38.3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万元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yuan 9827 41849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yuan 11984 789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2527 2404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Per Capita Living Consua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1210 1912

#食品支出 元 Food Consumption yuan 745 1046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Number of Residents Receiving Lowest -living- 

security
person 864 1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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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I N U E D - 17

巴南区 

Ba'nan District

黔江区

Qianjiang

District

长寿县

Changshou

County

綦江县 

Qijiang County

潼南县 

Tongnan County

铜梁县

Tongliang

County

大足县 

Dazu County

荣昌县

Rongchang

County

61247 49368 69063 82834 110822 67881 105844 74296

99.9 99.1 97.6 99.7 99.9 99.7 98.6 100

176 11 235 372 379 120 471 172

11283 6492 15959 14111 16092 21451 15095 11064

67 76 62 92 77 97 56 49

53 63 53 71 62 37 43 37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217 850 1974 2110 1056 1442 1256 1442

1619 742 1932 1838 988 1303 1127 1261

3376 1627 2616 2916 1560 2299 1899 2141

2795 1394 2423 2380 1337 1963 1641 1764

1414 522 1102 1052 651 1182 845 878

891 200 643 760 381 372 279 430

22335 6271 8713 15127 8586 8091 9278 7974

98.5 71 95 95 41.4 100 87 18

98.5 78 95 86 99 100 95 97

1 1 1 1 1 1 1 1

8.8 8.0 8.0 6.8 9.5 4.0 8.1 8.3

19.2 10.3 13.8 19.0 19.2 18.1 22.3 11.0

29.6 27.0 37.7 28.0 22.0 26.5 29.5 25.1

52656 20645 49719 46657 14854 20380 16282 29089

7757 8989 8427 7132 6746 8140 6360 6318

2467 1405 2362 2207 2103 2500 2407 2457

1681 1196 1891 1842 1704 1723 1582 1246

962 711 1096 984 795 745 915 801

17220 274 5514 6856 4261 2491 5867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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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壁山县

Bishan

County

梁平县

Liangping

County

小学 人 Primaiy Schools person 45651 76616

学龄儿童入学率 % Rat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Enrolled % 99.9 95.3

幼儿园数 个 Number of Kindgartens unit 167 31

入园儿童数 人 Children Enrolled in Kindgartens person 9774 28758

卫生 PubUc Health

卫生机构数 个 Number of Health Institutions unit 64 112

# 医院、卫生院 个 Hospital unit 48 47

卫生防疫站 个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nmic Stations unit 1 1

妇幼保《站 个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s unit 1 1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Hospital Beds bed 1104 1243

# 医院、卫生院 张 Hospital bed 1017 1016

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Personnel of Health Institutions person 1659 2052

# 卫生技术人员 人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person 1345 1737

# 医生 人 Doctors person 718 1133

护师、护士 人 Senior Nurses and Junior Nurses person 287 324

科技、文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nltnre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人 Various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person 6570 11806

广播覆盖率 % Listener Rating of Broadcasting % 70 95

电视覆盖率 % View Rating of TV % 92 90

公共图书馆 个 Public Libraries unit 1 1

公共图书馆藏书 万册 Book Collec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10 000 volumes 4.5 1.9

人民生活 Living Standards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平方米 Urban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25.0 7.96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Rural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28.87 37.09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万元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yuan 18587 20698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yuan 8396 640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2568 1849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Per Capita Living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1834 1238

#食品支出 元 Food Consumption yuan 1142 715

居民最低生活保陣人数 人
Number of Residents Receiving Lowest -living- 

security
person 4666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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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

Chengkou

County

丰都县 

Fengdu County

垫江县

Dianjiang

County

武隆县 

Wulong County

忠县

Zhongxian

County

开县 

Kaixian County

云阳县

Yunyang

County

奉节县 

Fengjie County

23296 65031 95528 34863 88698 178995 127003 122934

98.9 100 99.8 99.5 100 99.8 98.9 100.9

8 139 235 56 92 37 21 99

1733 13507 12702 6232 20337 30800 21153 30520

60 87 45 70 173 192 126 158

51 68 32 57 77 120 95 10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93 1001 1000 807 1631 1569 1158 1167

237 931 876 688 1173 1209 991 1047

531 1490 1584 871 2491 3049 2608 1670

428 1315 1305 760 2127 2678 2189 1417

319 791 773 462 1164 1555 1310 795

67 274 289 148 456 446 302 241

2722 10072 13196 7936 10606 21888 19812 12753

88 87 100 85 91.5 97 96.3 92

98 91 98 91 92.8 98 95.8 95

- 1 1 1 1 1 1 1

- 4.0 3.0 3.6 2.9 21.2 4.5 5.5

15 13 25.36 26 21 15.4 15.06 12

23 26.12 29 34 30 30.56 25.5 24.92

5526 19836 20405 10228 21417 25961 23527 18690

6324 6492 7537 6933 6137 5967 6326 6023

1337 1641 1817 1584 1765 1578 1495 1285

1005 1517 1298 981 1400 1305 1219 981

582 702 698 557 719 621 561 527

80 _ _ 5900 954 762 1017 47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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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19

指标名称 单位 Item Unit
巫山县

Wushan

County

巫溪县

Wuxi

County

小学 人 Primary Schools person 64369 55877

学龄儿童入学率 Rate of School-aged Children Enrolled % 99.6 99.5

幼儿园数 个 Number ofKindgartens unit 2] 9

入园儿童数 人 Children Enrolled in Kindgartens person 6730 8286

卫生 Public Health

卫生机构数 个 Number ofHeaJtb Institutions unit 81 89

# 医院、卫生院 个 Hospital unit 75 87

卫生防疫站 个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nmic Stations unit 1 1

妇幼保健站 个 Maternity and Child Care Centers unit 1 1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Hospital Beds bed 643 562

# 医院、卫生院 张 Hospital bed 580 525

卫生机构人员数 人 Personnel of Health Institutions person 1025 1066

# 卫生技术人员 人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person 901 884

# 医生 人 Doctors persoo 466 42】

护师、护士 人 Senior Nurses and Junior Nurses person 174 119

科技、文化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人 Various Specialized Technicians person 7082 5989

广播覆盖率 % Listener Rating of Broadcasting % 75 76

电视覆盖率 % View Rating of T V % 85 86

公共图书馆 个 Public Libraries unit 1 1

公共图书馆藏书 万册 Book Collec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10 000 volumes 2.5 1.96

人民生活 Living StAndards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 平方米 Urban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15.0 17.6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Rural Residential Area Per Capita sq.m 24.5 26.2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万元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yuan 13156 9675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yuan 5889 627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1261 1258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Per Capita Living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yuan 1081 1060

#食品支出 元 Food Consumption yuan 589 635

居民最低生活保陣人数 人
Number of Residents Receiving Lowest -living- 

security
person 45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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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 

Shizhu County

秀山县 

Xiushan County

酉阳县

Youyang

County

彭水县

Pengshui

County

江津市 

Jiangjin City

合川市 

Hechuan City

永川市 

Yongchuan City

南川市 

Nanchuan City

47177 65624 79462 68153 106994 118825 74798 50562

99.6 93.4 99.9 102.2 100 99.8 99.8 100

130 23 1 3 476 738 512 233

11417 8375 13484 10434 30370 31520 21439 15509

78 74 268 87 452 199 110 195

66 59 113 74 75 72 52 54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746 714 1025 816 2451 2301 2391 1262

729 618 741 715 2070 2095 2230 1153

1383 1111 1490 867 3953 3134 3459 2081

1206 985 1372 737 3377 2864 3035 1716

514 553 857 525 1891 1190 1506 849

198 167 218 146 600 722 758 413

5679 6930 3341 5100 27858 20457 16842 13998

61.8 18.5 52.8 54 100 87.1 100 95

75.1 80.9 80.4 85 98 92 100 91

1 1 1 1 1 1 1 1

3.5 4.0 3.8 3.5 23.0 16.9 6.3 6.9

16.0 18.0 10.7 13.7 18.8 9.0 16.5 18.8

24.0 24.0 22.5 27.4 31.0 23.9 29.8 30.0

10351 10796 12061 12243 52078 34036 35846 20118

6355 6257 5855 6834 7744 6984 7492 6130

1230 1263 1298 1375 2440 2464 2483 2082

1091 1136 - 1137 1701 1563 1564 1625

619 528 - 685 1054 865 489 837

136 142 一 304 14072 7683 5304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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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各类企业资料

19—1重庆工业企业五十强名单（1995 —1996年） 
LIST OF TOP 50INDUSTRICAL ENTERPRISES (1995-1996)

序号
Order

1995 序号
Order

1996

1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 涪陵卷烟厂

3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4 重庆卷烟厂 4 重庆卷烟厂

5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黔江卷烟厂

6 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6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中国石化四川维尼纶厂 7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中国石化四川维尼纶厂

9 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9 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重庆牙裔厂 10 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11 重庆铝业有限公司 11 重庆三峽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2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 重庆渝州齿轮厂 13 重庆牙裔厂

14 江津水泥厂 14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 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16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17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7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重庆建锋摩托车配件总厂 18 江津市水泥厂

19 重庆械胺实业总公司 19 四川汽车制造厂

20 重庆铝制品加工厂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39工厂

21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21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22 四川汽车制造厂 22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39工厂 23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5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5 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重庆机床厂 26 重庆碱胺实业总公司

27 四川省重庆水泥厂 27 重庆长江电工厂

28 重庆金仑消声器厂 28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9 重庆川庆化工厂 29 涪陵市化学工业总公司

30 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 30 四川省重庆水泥厂

31 四川齿轮箱厂 31 四川齿轮箱厂

32 四川江津增压器厂 32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重庆北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33 重庆北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34 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万县市万元造纸厂

35 重庆东风化工厂 35 四川江津增压器厂

36 重庆三峡电器厂 36 重庆钢铁集团钢管有限贲任公司

37 重庆卡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7 重庆三峡电器厂

38 重庆浦陵机器厂 38 重庆卡福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39 重庆变压器厂 39 兆峰陶瓷(重庆兆瓷)有限公司

40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公司 40 重庆日用化学工业公司

41 重庆红宇机械厂 41 重庆渝州齿轮厂

42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42 重庆浦陵机器厂

43 重庆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 重庆北碚玻璃仪器总厂

44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44 重庆变压器厂

45 重庆三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重庆机床厂

46 重庆日用化学工业公司 46 重庆三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7 重庆钢铁集团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47 重庆金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8 重庆北碚玻璃仪器总厂 48 重庆铝制品加工厂

49 重庆万里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49 重庆红宇机械厂

50 重庆制锁二厂 50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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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2重庆工业企业五十强名单（1997—1998年） 
LIST OF TOP 50INDUSTRICAL ENTERPRISES (1997-1998)

序号
Order

1997
序号
Order

1998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 涪陵卷烟厂 2 涪陵卷烟厂

3 重庆卷烟厂 3 重庆卷烟厂

4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5 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5 黔江卷烟厂

6 黔江卷烟厂 6 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重庆啤酒(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8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8 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9 西南合成制药总厂 9 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10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 重庆牙裔厂

11 江津市水泥厂 11 江津水泥厂

12 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12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3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3 重庆三爱海陵股份有限公司

14 重庆牙裔厂 14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15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16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16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四川陶瓷厂 17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国石化四川维尼纶厂 1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 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

20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0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1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2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 重庆钢铁(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23 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3 四川汽车制造厂

24 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5 四川汽车制造厂 25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39工厂 26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重庆红宇机械厂 27 重庆科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8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28 涪陵化学工业总公司

29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29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30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0 重庆红宇机械厂

31 兆峰陶瓷(重庆兆瓷y t限公司 31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2 重庆北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32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3 重庆水泥厂 33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贲任公司

34 江津增压器厂 34 重庆铜梁红嫌银业有限公司

35 涪陵市化学工业总公司 35 重庆双桂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重庆三爱海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兆峰陶瓷(重庆兆瓷)有限公司

37 重庆长江电工厂 37 白猫(重庆)有限公司

38 重庆碱胺实业总公司 38 江津增压器厂

39 重庆铝制品加工厂 39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40 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重庆腾辉水泥有限公司 4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三九工厂

42 重庆金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42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43 白猫(重庆)有限公司 43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44 重庆渝州齿轮厂 44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重庆钢铁集团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45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46 重庆庆江机器厂 46 重庆钢铁集团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47 重庆双桂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 重庆川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48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48 重庆北碚玻璃仪器总厂

49 重庆制药七厂 49 重庆庆江机器厂

50 重庆北碚玻璃仪器总厂 50 重庆金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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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3重庆工业企业五十强名单（1999一2000年） 
LIST OF TOP 50INDUSTRICAL ENTERPRISES (1999-2000)

序号
Order

1999
序号
Order

2000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 嘉陵一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3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4 扬子江乙默化工有限公司 4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6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中国# 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8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8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9 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9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10 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10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 重庆牙裔厂 12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3 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14 重庆三爱海陵股份有限公司 14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15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6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16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17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7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18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9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9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20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1 重庆市迪马特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1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23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涪陵东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24 重庆牙脅厂

25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25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26 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6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27 中国石化四川维尼纶厂 27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8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9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9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30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31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31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32 重庆梢君阁药厂 32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33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34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34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5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35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36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6 重庆华亚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37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37 重庆桐君阁药厂

38 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38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9 重庆九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39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贵任公司

40 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40 重庆市涪陵东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41 重庆双桂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42 四川汽车制造厂 42 重庆科璀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3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43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44 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45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5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 重庆荣亊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46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 重庆红宇机械厂 47 重庆啤酒集团梁平有限责任公司

48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8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49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9 江津增压器厂

50 江津增压器厂 50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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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4 重庆工业企业五十强主要经济指标（2000年） （一)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OP 50 

INDUSTRICAL ENTERPRISES (2000)( I)
单位：人、万7C (persons, 10 000 yuan)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职工人数 
Number of Staff and 

Workers

资产总额 
Total Property

销售收入 
Sales Revenue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667 1255139 537288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142 274534 228519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195 161025 64316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664 79569 2563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576 656559 497278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65 147272 21251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6898 358927 22640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2607 407901 372276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2162 184553 10643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12 163246 51657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716 90264 318622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216 115860 26301

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674 25750 26625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86 39546 24540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73 44674 31069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623 210)6 15247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2 40835 29361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420 83211 38674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8943 244072 114393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67 42967 78577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85 19758 37113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1156 27893 24435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14 26543 12979

重庆牙裔厂 1087 25404 27670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405 13117 11668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835 31851 12117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8 60327 20398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97 24394 25564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贵任公司 8567 581597 196151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4134 125692 59997

重庆騰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1197 54290 17309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860 65321 84884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586 7029 13131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1945 66684 34896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8124 195689 95637

重庆华亚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517 31637 18237

重庆桐君阁药厂 942 15339 9526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038 64274 35238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150 17568 19056

重庆市涪陵东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448 21576 18072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1203 18968 10980

重庆科璃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614 17551 18446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34 33707 13733

重庆荣亊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973 22436 17345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42 26657 14509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25 148847 100745

重庆啤酒集团梁平有限责任公司 1072 19646 9746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470 5354 13132

江津增压器厂 1499 24365 10507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3865 41613 1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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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5重庆工业企业五十强主要经济指标（2000年） （二)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OP 50 
INDUSTRICAL ENTERPRISES (2000)( II)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所有者权益 

Own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综合经济效益指数 

Comprehensive Index of 

Industry Economic Results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2220 752544 332.4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17046 84174 403.8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22128 76331 1291.7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1418 60941 269.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956 246063 152.2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697 46310 443.7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6666 151323 156.6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8152 181963 138.1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7382 49471 164.6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908 97377 166.4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926 24494 264.8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4514 55169 310.2

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5752 3432 295.5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527 26123 452.6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251 12899 146.3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3136 7566 258.2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345 24976 164.0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6336 42811 144.6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13222 158958 116.6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36 10342 244.1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900 6592 377.5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5254 23855 216.1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982 19328 238.7

璽庆牙裔厂 4672 23232 155.1

重庆大足红嫌锶业有限公司 3922 7194 1200.7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3282 17801 160.8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5974 33927 169.9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24 11001 160.0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92 340867 88.7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5310 29306 101.9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2528 25296 112.2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3772 7548 128.6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3971 4931 345.0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231 41664 91.3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7140 48494 82.4

重庆华亚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1412 15489 117.0

重庆桐君阁药厂 3581 7751 249.8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贲任公司 2205 8131 88.0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贲任公司 2281 5174 152,0

重庆市涪陵东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734 7263 133.8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1852 9409 150.0

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977 5579 199.9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35 16635 137.1

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1889 8194 122.6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4 15867 123.0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15 30205 74.5

重庆啤酒集团梁平有限责任公司 3064 2045 114.3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1588 1277 230.1

江津增压器厂 1604 12590 108.3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582 20064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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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6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排序（2000年 )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SALES OF 
HIGH-TECH PRODUCTS OVER 100 MILLION YUAN(2000)

单位：亿元 （1的 million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产品销售 

收入 

Sales 

Revenue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产品销售 

收入 
Sales 

Revenue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3507 13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一坪高级润滑油公司 18192

2 重庆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83944 14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15247

3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991 15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13747

4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6222 16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761

5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60000 17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12369

6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215 18 重庆ABB变压器有限公司 12334

7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43262 19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11668

8 嘉陵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42939 20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11473

9 重庆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38427 21 西南计算机公司 11038

10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37466 22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10795

11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7113 23 重庆民丰农业化股份有限公司 10547

12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5644

1 9 - 7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上千万元企业排序（2000年 )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PRE-TAX PROFITS OF 
HIGH-TECH PRODUCTS OVER 10 MILLION YUAN(2000)

单位：万元 （lOOOO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实现利税 

Pre-tax 

Profit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实现利税 

Pre-tax 

Profits

1 重庆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1236 19 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45

2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60 20 涪陵大华陶瓷有限公司 1433

3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940 21 重庆庆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433

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724 22 重庆奥普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374

5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573 23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一坪髙级润滑油公司 1364

6 重庆川仪一厂 4269 24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1363

7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4093 25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357

8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083 26 重庆海浪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347

9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3912 27 重庆万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40

10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10 28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27

11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3136 29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83

12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2950 30 重庆华光仪器厂 1109

13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800 31 江津增压器厂 1083

14 重庆秦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733 32 重庆康宁制药厂 1074

15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2462 33 重庆气体压缩机厂 1042

16 重庆民丰农业化股份有限公司 2108 34 重庆红江机械厂 1026

17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810 35 重庆西南电信发展总公司 1000

18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1644 36 重庆中意减振器厂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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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工业企业按销售收入排序（2000年）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SALES (2000)

单位：万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销售收入 
Sales 

Revenue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销售收入 

Sales 

Revenue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37288 51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019

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497278 52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5644

3 重庆市电力公司 426948 53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5638

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72276 54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5564

5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18622 55 重庆跨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43

6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29526 56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4540

7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28519 57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仟公司 24435

8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26404 58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 24083

9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6151 59 重庆隆鑫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23608

10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114393 60 重庆力帆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22545

11 华能珞璜电厂 108836 61 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21479

12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106431 62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251

13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745 63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20398

14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568 64 永荣矿务局 19843

15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95637 65 簞庆宗申第二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19261

16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84884 66 重庆ABB变压器有限公司 19171

17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8577 67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9056

18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64316 68 綦江齿轮厂 18780

19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59997 69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8476

20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960 70 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8446

21 西南车辆制造厂 54863 71 重庆华亚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18237

22 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780 72 中国石化重庆一坪高级润滑油公司 18169

23 黔江卷烟厂 51969 73 重庆市涪陵东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8072

24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657 74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986

25 重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49500 75 重庆安徽王冠摩托车有限公司 17911

26 重庆顶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48406 76 重庆中汽吉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7548

27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45397 77 重庆华诚第一棉纺织厂 17425

28 重庆大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571 78 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17345

29 重庆东源钢业股份有限公司 43100 79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17309

30 嘉陵一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42939 80 重庆恒胜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 16350

31 重庆泰山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39371 81 白猫重庆有限公司 16272

32 长寿化工总厂 39062 82 重庆市涪陵金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191

33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38674 83 重庆国营重型铸锻厂 16098

34 重庆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38427 84 重庆华诚四棉纺织有限公司 15698

35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7113 85 嘉陵工业有限公司 15652

36 重庆长江电工厂 36390 86 天府矿务局 15535

37 松藻矿务局 35724 87 重庆碱肢实业总公司 15467

38 重庆靑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35238 88 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 15338

39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4896 89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15247

40 重钢集团产业公司 31779 90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15211

41 南桐矿务局 31575 91 重庆红宇机械厂 15138

42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1069 92 重庆客车总厂 15116

43 重庆市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29716 93 重庆巴山仪器厂 15036

44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361 94 重庆大江摩托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机车J ' 14853

45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8084 95 重庆铝业有限公司 14736

46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7752 96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4558

47 重庆牙裔厂 27670 97 重庆水泥厂 14554

48 重庆正大有限公司 27468 98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509

49 典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26625 99 重庆市万州E 电池厂 14471

50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6301 100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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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9 工业企业按利税总额排序（2000年）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PER-TAX PROFITS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2220 51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3231

2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17046 52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3136

3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8152 53 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3095

4 重庆市电力公司 38102 54 重庆啤酒集团梁平有限责任公司 3064

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37956 55 重庆涪陵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036

6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6770 56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24

7 华能珞璜电厂 25480 57 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977

8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22128 58 长寿化工总厂 2753

9 黔江卷烟厂 20693 59 重庆民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683

10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926 60 重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2614

11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6666 61 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2547

12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697 62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2528

13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4514 63 重庆市幵县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441

14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13222 64 重庆宗申第二机车有限责任公司 2428

15 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908 65 重庆市太白酒厂 2401

16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1418 66 重庆钰鑫实业有限公司 2374

17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1113 67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281

18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92 68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205

19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97 69 永荣矿务局 2160

20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7382 70 重庆市天友乳业有限公司 2089

21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7140 71 重庆宗申三机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2076

22 重庆顶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6535 72 重庆市大足天青石矿业公司 2036

23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527 73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1993

24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6336 74 重庆泰山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962

25 重庆市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6023 75 重庆美华设计印务有限公司 1899

26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5974 76 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1889

27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5916 77 南桐矿务局 1862

28 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5752 78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1852

29 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615 79 重庆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1843

30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5310 80 浦益斯汽油机有限公司 1840

31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5254 81 重庆市涪陵东升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734

32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贲任公司 5251 82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733

33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 5074 83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1670

34 重庆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900 84 重庆嘉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57

35 重庆牙裔厂 4672 85 重庆庆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647

36 嘉陵一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4527 86 重庆华诚第一棉纺织厂 1638

37 重庆朝阳气体有限公司 4487 87 重庆九发印务有限公司 1620

38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76 88 重庆隆鑫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1620

39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345 89 重庆跨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14

40 松藻矿务局 4286 90 天府矿务局 1608

41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982 91 江津增压器厂 1604

42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3971 92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1588

43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3922 93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582

44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3772 94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35
45 重庆东源钢业股份有限公司 3679 95 重庆华诚四棉纺织有限公司 1521

46 乌江电力集团公司大河口电站 3588 96 重庆市万州区电池厂 1495
47 重庆桐君阁药厂 3581 97 巴南区宏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1463

48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15 98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1460
49 重庆力帆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3292 99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458
50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3282 100 铜梁县龙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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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0工业企业按资产总计排序（2000年）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TOTAL PROPERTY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资产总额 

Total 

Property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资产总额 

Total 

Property

1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255139 51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60327

2 重庆市电力公司 1245663 52 綦江齿轮厂 58265

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656559 53 乌江电力集团公司大河口电站 58065

4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1597 54 涪陵宏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854

5 华能珞璜电厂 530602 55 永荣矿务局 57134

6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8458 56 重庆华陶瓷业有限公司 55431

7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07901 57 重庆腾辉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54290

8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358927 58 重庆子午线轮胎厂 50785

9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5955 59 重庆顶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49901

10 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4887 60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47243

11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74534 61 重庆红宇机械厂 47085

12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纶厂 244072 62 重庆东源钢业股份有限公司 45316

13 重庆大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2576 63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45054

14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195689 64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4674

15 嘉陵工业有限公司 194748 65 重钢集团中兴实业公司 43514

16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184553 66 重钢集团产业公司 43417

17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3246 67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2967

18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161025 68 重庆川染化工总厂 42409

19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55401 69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41613

20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8847 70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835

21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7272 71 重庆民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9677

22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 131350 72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9546

23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125692 73 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 39054

24 松藻矿务局 118838 74 南川市爱溪电力有限公司 38191

25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15860 75 重庆市涪陵金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7940

26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516 76 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7929

27 重庆水泥厂 109426 77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7917

28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3942 78 重庆天原化工总厂 37809

29 西南车辆制造厂 103887 79 重庆华诚第一棉纺织厂 37128

30 重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100333 80 重庆无线电三厂 35834

31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5609 81 重庆水轮机有限责任公司 35744

32 黔江卷烟厂 91752 82 重庆雨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5588

33 南桐矿务局 91528 83 重庆跨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520

34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1211 84 中梁山矿务局 35487

35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0264 85 西南制药一厂 35162

36 长寿化工总厂 88529 86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707

37 重庆长江电工厂 88240 87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33706

38 重庆涪陵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5966 88 重庆国营重型铸锻厂 33371

39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83211 ■ 89 重庆机床厂 32788

40 天府矿务局 81575 90 铜梁县龙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2730

41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79569 91 重庆市涪陵水泥厂 32528

42 望江机器制造总厂 79505 92 重庆第三棉纺织厂 32261

43 西南合成制药总厂 77076 93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31851

44 渝港钛白粉股份有哏公司 71461 94 重庆华亚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31637

45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66684 95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267

46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65321 96 中国石化重庆一坪高级润滑油公司 31238

47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64431 97 重庆巴山仪器厂 30551

48 重庆靑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64274 98 重庆卡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231

49 重庆ABB变压器有限公司 61755 99 重庆市电力公司憧南电力公司 29038

50 嘉陵一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61640 100 重庆晋林机械厂 2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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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1建筑企业按增加值排序（2000年）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VALUE-ADDED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增加值

Value-

added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增加值
Value-
added

1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 11907 26 重庆市涪陵建筑总公司 3411

2 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1055 27 永川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309

3 重庆渝通公路工程总公司 9952 28 重庆石油川东钻探建筑安装公司 3289

4 重庆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8078 29 重庆信息产业工程有限公司 3286

5 中国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 7641 30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3102

6 重庆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6985 31 中铁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 3011

7 重庆市住宅建筑总公司 6745 32 重庆第八建筑工程公司 2985

% 成铁工程集团第一有限责任公司 6059 33 松藻矿务局建筑安装公司 2866

9 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 5881 34 重庆市万州建筑工程总公司 2855

10 重庆一品建筑工程公司 5605 35 成都铁路局工程总公司第五建筑公司 2845

11 重庆九龙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5583 36 重庆智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35

12 重庆钢铁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494 37 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44

13 重庆渝凤建筑公司 5297 38 重庆市徳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690

14 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 5039 39 重庆市阜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638

15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97 40 重庆市华升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565

16 江津市第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4734 41 重庆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61

17 重庆花溪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608 42 重庆博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86

18 重庆市第二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4582 43 重庆渝永建设有限公司 2421

19 重庆南岸鸡冠石建筑工程公司 4510 44 长寿县新市建筑公司 2418

20 重庆市江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428 45 开县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373

21 重庆渝发建设公司 4182 46 重庆市两江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2353

22 重庆荣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038 47 重庆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2351

23 重庆电力建设一公司 3948 48 重庆市双龙建筑工程公司 2333

24 重庆市渝北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3652 49 永川市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93

25 重庆市北碚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3590 50 重庆市江津建筑建材总公司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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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2建筑企业按生产用固定资产原值排序（2000年）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ORIGINAL VALUE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产原值 
Original Value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玍产用固定资 

产原值 
Original Value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1 中国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 25722 26 重庆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 3504

2 重庆博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762 27 重庆市涪陵第二建筑总公司 3500

3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16992 28 重庆振兴电力安装总公司 3428

4 重庆渝通公路工程总公司 13804 29 巫山县建筑工程总公司 3412

5 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 11406 30 重庆花溪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3191

6 重庆九龙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9857 31 长寿县新市建筑公司 3158

7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 9072 32 重庆市大足县建筑工程公司 3151

8 重庆桥梁工程公司 8513 33 重庆建筑机械化工程总公司 3090

9 重庆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7026 34 重庆电力建设一公司 2986

10 中铁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 6935 35 重庆渝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80

11 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6517 36 重庆太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62

12 重庆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6217 37 重庆江洲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2877

13 重庆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5591 38 重庆市两江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2810

14 重庆市住宅建筑总公司 5494 39 重庆重邮信科股份有限公司 2712

15 成铁工程集团第一有限责任公司 5457 40 重庆大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06

16 重庆市巴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732 41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00

17 重庆市北碚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4645 42 永川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690

18 中国四海工程公司重庆有限公司 4546 43 重庆大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2677

19 重庆钢铁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426 44 重庆一品建筑工程公司 2627

20 重庆市奉节县建筑总公司 4326 45 重庆市华升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600

21 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 4206 46 重庆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 2595

22 重庆南岸鸡冠石建筑工程公司 4175 47 重庆市第二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2524

23 成都铁路局工程总公司第五達筑公司 4046 48 重庆市贏丹建筑丁程公司 2483

24 中国石化川维厂 3610 49 重庆渝发建设公司 2472

25 重庆万州区佳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574 50 重庆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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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3建筑企业按利税总额排序（2000年 )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PRE-TAX PROFITS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Total Pretax 

Profits

1 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3809 26 重庆燃气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09

2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 2931 27 重庆市杨家坪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06

3 重庆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077 28 重庆市华升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793

4 重庆市住宅建筑总公司 2055 29 重庆太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70

5 重庆信息产业工程有限公司 1873 30 重庆市双龙建筑工程公司 753

6 成铁工程集团第一有限责任公司 1547 31 重庆市江津建筑建材总公司 719

7 重庆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1527 32 武隆县乌江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707

8 重庆南岸鸡冠石建筑工程公司 1516 33 重庆市渝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706

9 重庆一品建筑工程公司 1268 34 重庆伟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92

10 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 1250 35 长寿县新市建筑公司 673

11 重庆渝通公路工程总公司 1237 36 重庆明华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672

12 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 1201 37 重庆市两江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667

13 重庆渝凤建筑公司 1174 38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662

14 重庆荣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134 39 重庆市江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53

15 重庆九龙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086 40 重庆市璧山县第五建筑工程总公司 632

16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78 41 重庆桥梁工程公司 631

17 江津市第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971 42 重庆市第二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628

18 重庆渝发建设公司 940 43 重庆市忠县石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25

19 重庆花溪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923 44 重庆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612

20 重庆钢铁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69 45 重庆市黌山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595

21 永川市莲花建筑工程公司 868 46 重庆市涪陵第三建筑工程总公司 583

22 永川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65 47 涪陵桥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75

23 重庆渔南县昌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834 48 江津市津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65

24 重庆綦江志成建筑工程公司 823 49 重庆市渝北区水电建设总公司 563

25 重庆市涪陵建筑总公司 820 50 黔江县冯家建筑工程公司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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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4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投资额排序（2000年 )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INVESTMENT (2000)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完成投资 

(万元） 
Investment 

Completed 

(10 000 yuan)

施工面积 

(平方米）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sq.m)

竣工面积 

t平方米） 

Floor Space 

Completed (sq.m)

1 重庆达美实业有限公司 24829 200673 0

2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269 346440 203140

3 重庆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23031 23645R 75643

4 重庆协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200 120755 0

5 重庆市浦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230 105656 0

6 重庆市屮建科置业有限公司 17085 226892 49000

7 重庆鲁能幵发(集团)有限公司 15544 0 0

8 重庆市渝海实业总公司 13850 213873 0

9 重庆新原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550 367580 17844

10 重庆嘉华建设幵发有限责任公司 12037 102651 48551

11 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总公司 12000 150000 100000

12 重庆庆隆屋业发展有限公司 10745 269540 0

13 重庆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10100 180000 0

14 重庆晋偷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66 196300 91550

15 重庆邦兴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9872 71000 45000

16 重庆万利房地产幵发有限公司 9851 98200 0

17 重庆奎星楼股份有限公司 9756 322200 111200

18 重庆科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9669 40363 0

19 涪陵宏声实业(集团)房地产幵发有限责任公司 9500 118542 0

20 重庆银鑫房地产幵发有限公司 9327 115000 0

21 霣庆珠江实业有限公司 9236 246000 0

22 重庆佳华物业有限公司 8800 120000 0

23 重庆工程建设总公司 8497 162600 31000

24 广厦重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8483 140000 0

25 重庆新东福实业有限公司 8200 132399 132399

26 重庆市南坪实业总公司 8019 0 0

27 重庆南方花园实业有限公司 7706 44000 0

28 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 7100 150000 0

29 重庆光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7038 104698 52141

30 重庆建兴房地产开发建筑有限公司 7035 70282 1060

31 重庆巨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00 134000 111000

32 重庆润隆实业有限公司 6430 81340 81340

33 重庆宸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97 23238 0

34 重庆武城房地产幵发公司 6341 56612 38310

35 里庆裕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6307 118440 64017

36 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 6218 241619 68299

37 重庆跃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928 63957 15957

38 重庆江山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590 71276 0

39 重庆基良房地产幵发有限公司 5500 49114 0

40 重庆长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78 85790 6000

41 重庆康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373 26000 26000

42 重庆市渝北区水电建设总公司房地产分公司 5371 124000 31000

43 重庆远鹂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262 68891 7241

44 里庆百业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70 40000 0

45 重庆云凯房地产幵发有限公司 5133 111017 29505

46 重庆金科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26 74000 40000

47 重庆福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00 60000 30000

48 霣庆渝永集团 5100 290000 128000

49 重庆通泰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5024 15300 0

50 重庆日月房地产幵发有限公司 5000 35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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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5房地产开发企业按销售额排序（2000年）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SALES (2000)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销售额

(万元） 
Sales 

(10 000 yuan)

销售面积 

(平方米） 
Floor Space Sold 

(sq.m)

1 重庆市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 30944 117719

2 万州区金鸿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1420 42000

3 重庆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0 105562

4 重庆渝髙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 12316 66765

5 重庆新东福实业有限公司 11652 39740

6 重庆港天物业有限公司 10572 33566

7 重庆缙云旅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0410 109989

8 重庆金科实业(集团)有限责仟公司 10000 50000

9 重庆邦兴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9659 42000

10 重庆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45 37072

11 重庆英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70 2677】

12 重庆市洁陵城市建设总公司 8980 79800

13 重庆金果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713 25667

14 重庆武城房地产开发公司 7258 30597

15 重庆南方花园实业有限公司 7236 46025

16 重庆奎星楼股份有限公司 6947 21030

17 重庆大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607 22447

18 重庆金城三峡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6562 9452

19 重庆天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45 35124

20 重庆润隆实业有限公司 6320 22600

21 重庆怡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6276 22165
22 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 6276 70773

23 重庆巨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10 62800

24 重庆光宇建设幵发有限公司 6018 52734

25 重庆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800 24900

26 重庆银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748 17898

27 重庆大帝集团有限公司 5695 21085

28 重庆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76 30080

29 重庆市大波口区新城建设有限责任 5545 74150

30 重庆康居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486 23025

31 重庆市渝北房厘开发公司 5413 27514

32 重庆鸥鬅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5299 9043

33 重庆裕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5182 35172

34 重庆南岸区安居工程公司 5076 43500

35 重庆威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63 30672

36 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 4788 18415
37 重庆钢铁集团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4786 43041

38 重庆兴胜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4607 25995
39 重庆名豪集团 4288 21601
40 重庆房地综合幵发公司 4210 6678

41 重庆福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200 20000

42 重庆天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4146 18745

43 重庆跃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4069 8199
44 重庆泰兴科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3922 19103

45 重庆新原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829 13429
46 重庆天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贲任公司 3783 29803

47 重庆市名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70 52938

48 重庆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58 34164

49 重庆市鸿程房地产发展公司 3685 13668
50 重庆三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50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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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6批发零售贸易企业按销售收入排序（2000年 )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SALES REVENUE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销售收入 

Sales 

Revenue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销俜收入 

Sales 

Revenue

1 重庆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320633 26 重庆万州区烟草公司 18032

2 重庆商社有限公司 232349 27 重庆烟草公司綦江分公司 17432

3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4352 28 重庆市糖酒公司 17311

4 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30528 29 重庆烟草公司渝北分公n] 17105

5 重庆机械设备进出U 有限公司 84541 30 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17042

6 黔江烟草调拨供应站 72644 31 重庆国信通信有限公司 17023

7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633 32 重庆家乐福连锁杻市有限公司 16999

8 重庆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 63677 33 重庆市大足县烟草公司 16713

9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47328 34 重庆市烟草公司九龙坡区分公司 16275

10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 44713 35 彭水县烟草公司 15545

11 中国汽车工业西南销售公司 43248 36 重庆市电信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15301

12 重庆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 30433 37 重庆市烟草公司合川分公司 15261

13 重庆大都会广场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 30385 38 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15205

14 重庆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9522 39 沙区烟草公司 14961

15 重庆市油脂公司 28665 40 永川市食品公司 14654

16 重庆市盐业总公司 26582 41 重庆万友百盛广场有限公司 14282

17 黔江区烟草公司 25434 42 巴南区烟草公司 14271

18 重庆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24943 43 中国轻工物资供销西南公司 14192

19 巴南区中药材公司 23565 44 南岸烟草公司 14174

20 中国兵工物资西南公司 22694 45 重庆市奉节县烟草公司 14005

21 重庆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 22415 46 重庆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13891

22 重庆百货集团公司 22204 47 重庆家乐福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多观音店 13842

23 重庆市烟草公司荣昌县公司 21403 48 重庆市烟草公司江北区分公司 13652

24 重庆市涪陵区烟草公司 19588 49 巫山县烟草公司 13269

25 重庆市烟草公司丰都县公司 18213 50 重庆市烟草公司武隆县分公司 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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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7批发零售贸易企业按资产总计排序（2000年）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TOTAL PROPERTY(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资产总计 

Total Property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资产总计 

Total Prĉ erty

I 重庆商社有限公司 187776 26 重庆家乐福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观音店 17845

2 重庆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39099 27 重庆纺织品进出U 公司 17725

3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102272 28 重庆市涪陵丝绸(集团)公司 17584

4 重庆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 82689 29 黔江区烟草公司 17299

5 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5104 30 重庆市沙坪坝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17

6 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52822 31 重庆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 16569

7 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49175 32 中国汽车工业西南销售公司 16392

8 彭水县烟草公司 46353 33 中国轻工物资供销西南公司 16091

9 黔江烟草公司 46253 34 石柱县烟草公司 16008

10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 40722 35 巫山县烟草公司 15871

11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39831 36 重庆畜产进出口公司 14437

12 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36765 37 中国船舶工业物资西南公司 14335

13 重庆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 34959 38 重庆市奉节县烟草公司 13842

14 重庆百货集团公司 34745 39 重庆市棉麻总公司 13611

15 中国兵工物资西南公司 32142 40 重庆对外贸易进口有限公司 13477

16 重庆榈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31359 41 重庆市油脂公司 12918

17 重庆市盐业总公司 29204 42 重庆万州区烟草公司 12532

18 酉阳县烟草公司 28682 43 重庆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11438

19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有限公司 25506 44 重庆大都会广场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 11196

20 重庆国信通信有限公司 24298 45 重庆市烟草公司永川分公司 10580

21 黔江烟草调拨供应站 24097 46 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10140

22 重庆家乐福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22306 47 重庆市立丹（集团）有限公司百货公司 9833

23 重庆金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034 48 中国邮电器材重庆公司 9680

24 重庆市烟草公司武隆县分公司 21889 49 重庆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9396

25 重庆两百股份有限公司 19844 50 重庆市九龙坡区粮食购销公司 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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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8批发零售贸易企业按利税总额排序（2000年 )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PRE-TAX PROFITS (2000)

单位：万元 （lOOOO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Pre-tax Profit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利税总额 

Pre-tax Profits

1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8347 26 巴南区中药材公司 260

2 重庆大都会广场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 2964 27 重庆万州区新华书店 255

3 重庆国信通信有限公司 1427 28 黔江烟草调拨供应站 247

4 重庆市盐业总公司 1342 29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华书店 240

5 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248 30 重庆万州区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 230

6 重庆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860 31 南岸烟草公司 228

7 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 827 32 重庆烟草公司渝北分公司 227

8 开县新华书店 624 33 重庆市烟草公司铜梁县公司 225

9 重庆万友百盛广场有限公司 621 34 重庆沙坪坝区医药股份公司 221

10 沙区烟草公司 554 35 重庆市烟草公司丰都县公司 205

U 重庆市涪陵榨菜(槃团)有限公司 511 36 重庆市涪陵区烟草公司 194

12 重庆市烟草公司武隆县分公司 505 37 重庆十分利商行有限公司 194

13 重庆国际贸易中心 475 38 重庆市九龙坡区粮食购销公司 191

14 巫山县烟草公司 447 39 重庆市云阳县新华书店 188

15 成都旺旺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427 40 重庆市油脂公司 185

16 重庆商社有限公司 400 41 重庆天圣药业公司 182

17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5 42 重庆市烟草公司北碚区份公司 176

18 重庆市烟萃公司九龙坡区分公司 352 43 重庆市奉节县新华书店 164

19 重庆市涪陵丝綢(集团 > 公司 335 44 重庆市烟草公司长寿县公司 159

20 重庆万州区烟草公司 326 45 合川市新华书店 155

21 巴南区烟草公司 304 46 重庆金材建设物资有限公司 153

22 重庆中药材公司 284 47 重庆市烟草公司璧山县公司 148

23 重庆市电信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283 48 重庆万州区烟草公司 148

24 重庆对外贸易进口有限公司 271 49 重庆市烟草公司江北区分公司 145

25 重庆市梁平县新华书店 267 50 重庆市永红食品有限公司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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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 19大中型工业企业按科技活动人员数排序（2000年） 
LARGE & MEDIUME-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PERSONNEL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2000)

单位：人 （perso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科技活动人员 

Personnel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科技活动人员 

Personnel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1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公司 3099 26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气体压缩机厂 256

2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1585 27 綦江齿轮厂 256

3 永荣矿务局 890 28 中梁山矿务局 250

4 重庆巴山仪器厂 746 29 重庆太白酒厂 230

5 重庆市红江机械厂 672 30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J5

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13 31 丙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1

7 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601 32 重庆钢铁集团特殊钢有限公司 200

8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厂 600 33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

9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592 34 重庆红宇机械厂 200

10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5 35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99

Jl 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 540 36 重庆卡福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191

12 国营建安仪器厂 492 37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86

13 西南铝加工厂 468 38 望江机器制造总厂 178

14 四川汽车制造厂 468 39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0

15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一坪高级润滑油公司 460 40 重庆华江机械厂 170

16 重庆博森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398 41 重庆水泵厂 165

17 重庆市电力公司 379 42 重庆太极有限公司 160

18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9 43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1

19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350 44 重庆长平机械厂 140

20 重庆市志诚机械厂 342 45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139

21 西南车辆制造厂 287 46 涪陵榨菜集团有限公司 138

22 重庆长江电工厂 286 47 重庆华渝电气仪表总厂 135

23 重庆机床厂 276 48 江津增压器厂 132

24 南桐矿务局 275 49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

25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公司 265 50 重庆川庆化工厂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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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0大中型工业企业按科技活动经费排序（2000年） 
LARGE & MEDIUME-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OF 
FUND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科技活动经费 

支出 
Fund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科技活动经费 

支出 

Fund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1 重庆碱胺实业总公司 12935 26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集团公司 1279

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036 27 慕陵一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1260

3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500 28 重庆华伟工业（集闭）有限贲任公司 1170

4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519 29 重庆市美鱼铝业有限公司 1099

5 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7270 30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60

6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86 31 西南铝加工厂 922

7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6028 32 永荣矿务局 871

8 屮国石化集团四川维尼厂 5100 33 重庆庆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860

9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13 34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贲任公司 850

10 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437 35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849

11 重庆市志诚机械厂 2930 36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34

12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公司 2580 37 重庆市红江机械厂 834

13 重庆太极有限公司 2498 38 重庆朝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9

14 重庆华诚四棉纺织有限公司 2005 39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750

15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1934 40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气体压缩机厂 750

16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848 41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720

17 重庆巴山仪器厂 1759 42 重庆华渝电气仪表总厂 715

18 西南车辆制造厂 1617 43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700

19 重庆市电力公司 1591 44 重庆A B B变压器有限公司 640

20 涪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574 45 重庆水泵厂 600

21 簠庆红宇机械厂 1401 46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600

22 四川汽车制造厂 1400 47 重庆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583

23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1370 48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580

24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一坪髙级润滑油公司 1350 49 重庆博森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577

25 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 1340 50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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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1大中型工业企业目录（2000年）

LIST OF LARGE & MEDIUM-SIZ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2000)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涪陵新光造纸厂 重庆市涪陵区 72263700

川东造船厂 重庆市涪陵区 72145129

重庆长江水运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中山东路2号 72223169

涪陵化学工业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南岸浦 72650090

涪陵东升铝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大桥街8 72422144

涪陵区天然气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22171

涪陵金帝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涪淸路233 77761011

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23493

涪陵宏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2395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800513

重庆三爱海陵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68257

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64058

涪陵榨菜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26584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涪陵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861101

涪陵长江博华电缆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44962

浙江金义集团涪陵有限贲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265697

涪陵丝绸(集团)北拱丝厂 重庆市涪陵区太平村 72650142

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 重庆市涪陵区 72591816

重庆涪柴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 72800442

重庆电冰箱总厂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52号 63625515

重庆新华化工厂 重庆市渝中区平安街174号 68811039

重庆电池总厂 黄沙溪平安街175号 68813004

重庆铸造机械厂 化龙桥黄桷村92号 63855356

重庆红岩汽车弹簧厂 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街龙隐路2号 63600235

重庆市自来水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金汤81号 63846579

重庆微电机厂 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正街56号 63865901

重庆酿造调味品工业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黄花园168号 63851047

重厌乳品公司 里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2号 63843937

重庆三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渝中区大坪石油路48号 68810632

重庆华彩印务实业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鹅岭正街1号 63851395

重庆电力工业局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街两路口居委会村21号 63850569

重庆卡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街红岩村91号 63866628

重庆金店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91号 63843691

重庆印制第一厂 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街道枇杷山后街79号 63500511

重庆博森电气有限公司 渝中区化龙桥正街8号 63861639

重庆特种电机厂 渝中区龙陏路48号 63855654

重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40号 68801187

重庆有机化工厂 跃进村临江村1号 68426844

重庆石棉制品总厂 茄子溪石棉村259号 68552142

重庆长江钢厂 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金属村 68554691

重庆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九宫庙庹家坳 68908148

重庆钢铁(集团滑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钢铁路30号 6884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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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CONTINUED-1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重庆木材综合工厂 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制材三村1号 68550230

重庆重型铸锻厂 重庆市大渡口区伏牛溪 68830510

重庆隆生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大石坝大路村76号 67611695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三村44号 67751184

重庆天人冲压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太平冲 67781793

重庆制皂厂 重庆市江北区石门桂花村80号 67651341

重庆江北织布厂 华新街适中村48号 67867558

重庆渝江电器厂 大石坝大路村49号 67608621

重庆制锁二厂 刘家台马耳湾1号 67852384

重庆化工机械厂 重庆市江北区茅溪村 67852562

重庆远大织布厂 五里店真寺溪31号 67851773

重庆必扬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渝北三村6号 67650018

重庆三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观音桥读书一村8号 67512666

重庆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华新街董家溪151号 6775532

重庆长安汽车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国村58号 67720802

重庆庆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花园村灰坝 67514534

重庆李尔长安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三村42号 67592971

重庆搪瓷总厂 重庆市江北区下石门1号 67614129

重庆无线电三厂 重庆市江北区电测村2号 67852041

重庆通用机械T 业公司 江北区观音桥建新北路一支路58号 67856760

西南合成制药总厂 重庆市江北区寸滩 67090055

重庆燃气有限贲任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嘉睃四村丨号 67850685

白猫(重庆)日化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E 建新西路17号 67852151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 67761543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1号 67661464

重庆天厨味精厂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西路32号 67861305

重庆无线电测试仪器厂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电测村1号 67515135

重庆天原化工总厂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西路34号 67850931

重庆牙脅厂 重庆市江北区兴隆桥正街57号 67852218

重庆制药九厂 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56号 67102074

重庆竞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寸滩溉澜溪 67991083

重庆正大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下花园15号 37351004

重庆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西路11号 67855640

重庆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区电测村2号 67518806

重庆前卫仪表厂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三村 67602393

重庆五洲实业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39号 67851771

望江机器制造总厂 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 67868216

长江航务管理局川江港机厂 重庆市江北区鱼嘴港机新村 67584379

K 安汽车(贫闭)冇限责仃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 67590114

重庆华渝屯气仪炎总丨 重庆市江北区南挢寺石马河 6766041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冇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 67590114

重庆江利机器厂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七村 6760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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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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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川机械厂 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上五村88-1号 67935244

重庆峡江通用设备工业公司 重庆市江:JLE郭家沱红江村1号 67104809

重庆华诚织造厂 重庆市江北区石门渝江300号 67666920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寸滩 67091473

重庆跨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58号 65312596

重庆制药机械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35号 65327311

重庆第二针织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扬公桥37号 65315193

重庆灯头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扬梨路60号 65312781

重庆三峡电器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路40号 65314422

重庆玻璃器皿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 65151472

重庆第二棉纺织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下土湾一号 65311462

重庆松山化工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红槽房100号 65314453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星桥正街104号 65344021

重庆金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朝阳山22号 65205934

重庆锻造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五星村1号 65209446

重庆红旗汽车零部件制造总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立村 65408524

重庆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电路97号 65633204

重庆银钢汽车配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溪村 65160158

重庆力帆轰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 65218598

重庆雨水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66号 65301064

重庆无线电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杨公桥51号 65316849

重庆锅炉总厂 沙坪坝9区小龙坎正街331号 65312091

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团结坝143号 65137138

重庆轴承公工业公司 沙坪坝区石小路60号 65317601

重庆专用机械制造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下中渡口 130号 65340759

重庆灯泡工业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扬架路20号 65312349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21号 65313118

重庆华亚现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满山红村7号 68601994

重庆升立建设机械(集团)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73号 68611766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 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 65161539

重庆制盖总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工人村21号 65633032

重庆水泵厂 重庆沙坪坝小龙坎正街天星桥二段340号 65310976

重庆铝制品加工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石梯沟20号 65210301

重庆气体压缩机厂 重庆沙坪坝区上桥街新一衬1号 65202820

重庆华诚第一捕纺织厂 沙坪坝土湾胜利村100号 65311025

重庆磨床厂 沙坪坝井口先锋街 65361043

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 65161539

重庆油泵油咀厂 重庆市沙坪坝井口街第九居委会78号 65361638

重庆长江轴承工业公司 沙坪坝区石桥街联方村5号 68617429

重庆华达纸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晒光坪66~8号 65315707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居委会 65330201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重庆市沙坪坝区詹家溪 6519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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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质仪器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先锋街2号 65155574

嘉陵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詹家溪 65193310

重庆虎溪电机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镇 65633113

重庆探矿机械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快乐里1号 65404464

重庆市志成机械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盘龙村四社 68653399

重庆九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游村西郊路39号 68424150

重庆北恩药包材料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新农村 68915343

重庆塑料机械模具厂 谢家湾工农三村一号 68812535

重庆九龙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石坪桥矿机村85号 68825891

重庆捷力轮®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盘龙村 68650998

重庆聚兴交通机械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玉淸寺159号 68611738

重庆白市驿钢铁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 65702072

重庆第一建筑材料厂 重庆市九龙坡K 65901052

重庆隆鑫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E 盘龙村四社 68825145

重庆凯荣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175号 65263122

中梁山矿务局 中梁山田坝二村居委会 65213172

重庆钟表工业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医兰花村1号 68615680

西南铝加工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 65808168

重庆标准件工业公司 重庆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新路]3号 68610317

庆铃汽车(集团 > 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中梁山协兴村1号 65215674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桥铺石扬路16号 68611557

重庆环松医药科技开发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涂山路565号 62510943

重庆热水瓶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扬村10号 68822938

重庆子午线轮胎厂 重庆市九龙坡中梁山 65218546

璽庆新华印刷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七号 68824917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121号 68825420

重庆碱胺实业总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 65901066

重庆起重机厂 重庆九龙坡区中梁山 68833705

重庆电机厂 九龙坡区中梁山玉淸寺半山一村128号 65262431

重庆中策轮胎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区中梁山玉淸寺 65219451

重庆百亊天府饮料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7号 68828688

重庆A B B变压器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玉淸寺华岩南村1号 65266588

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47号 68810556

重庆巴山仪器厂 重庆市高新区石新路83号 68610344

西南车辆制造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43号 68423523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47号 68813741

中B 石化重庆一坪高级润滑油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62号 68799331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37号 68632674

重庆建锋摩托车配件总厂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25号 68813715

重庆嘉顿实业股份有甩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00号 68623254

重庆华邦制药有R 公司 石桥铺科园四路55号 68636476

重庆市蟪场实业展份有R 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丹桂 6363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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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 
Tel.

重庆第三棉纺织厂 重庆市南岸区窍角沱正街14号 62505362

重庆塑料三厂 重庆市南岸区立新村104号 62873339

璽庆江南化工厂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新街75号 62504656

重庆长江化工厂 重庆市南岸区烟雨路345号 62908237

重庆制革总厂 大佛段庆新村2号 62513179

重庆柴油机厂 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新街43号 62876073

重庆纺织金属器材总厂 重庆市南岸区石溪路正街15号 62511221

重庆市侨丰化工厂 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339号 62803589

重庆川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中窑村20号 62500880

重庆广捷摩托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铜元局长江村50-1 62805021

重庆市东方试剂总厂 重庆市南岸区纳溪沟37号 62504945

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1号 62928205

重庆建安仪器厂 重庆市南坪西路168号 62805032

重庆烟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南岸南域大道197号 62911479

重庆健新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路98号 62805798

重庆第二机床厂 南坪街南坪村191号 62801210

重庆长江橡胶厂 重庆市南坪四公里街208号 62801260

重庆水泥厂 重庆市南岸玛瑙溪五一村86号 62803301

重庆桐君阁药厂 重庆市南庠区海棠溪 62881630

重庆科璀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新街70号 62872171

重庆金脉网络通讯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坪西路168号 62838352

重庆美华设计印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金紫山包装仓库 67728550

美心门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路51号 62911235

渝汇发动机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北路9号 62805771

重庆新生机电厂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94号 62514396

重庆明光仪器厂 重庆南岸区南坪花园村 62817948

重庆造船厂 重庆市南岸区广阳镇 62490016

重庆长江电工厂 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大田坝1号 62300590

* 陵一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重庆南岸区花园街白鵠路45号 62810931

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三村 68264807

北碚玻璃制瓶厂 重庆市北碚区 68272417

重庆市北碚区宏大集团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五一村 68229412

重庆富皇水泥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和平路139号 68272656

重庆华诚大明灯芯绒厂 重庆市北碚区文星湾1号 68862986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碚峡路人民村1号 68203804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镇 68271971

重庆红岩内燃机有限贲任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歎马镇红一村 68243300

重庆浦陲机器厂 重庆北碚区歇马浦陵村1号 68242940

重庆北碚玻璃仪器总厂 重庆市北碚区树人路34号 68272301

国营八四五厂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镇 68277692

重庆缙云山园艺场 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20号 68226118

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 重庆北培区梨圆村72号 68863970

•610*



1 9 - 各类企业资料

续5 C0NTINUED-5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i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重庆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郭家沱113号 68863827

重庆煤炭安全仪器厂 重庆市北碚区 68263946

天府矿务局 重庆北碚区天府镇 62867901

重庆江北机械厂 重庆北培E 水土镇 68230481

重庆北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文笔沱1号 68272542

重庆华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歌马镇盐井坝 68437202

水利部重庆水文仪器厂 重庆市北碚区龙风镇 68264775

重庆华光仪器厂 重庆市北碚区北泉镇华光村 68257912

南桐矿务局 重庆万盛区东林街道 48271811

重庆晋林机械厂 重庆市万盛区丛林镇晋林村001号 48331219

四川汽车制造厂 重庆市双桥区双龙东路街居委会1号 49638866

重庆第二建筑材料厂 重庆市渝北区第二居委会 67650910

重庆江北化肥厂 重庆市渝北区淸南村 67481060

重庆渝北丝绸厂 重庆市渝北区汉渝路35号 67822782

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公司 黄泥磅500号附3号 67503269

重庆市渝江压铸厂 重庆市渝北区黑沟村 67650938

重庆华渝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黄泥磅五人支路41 67504468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汉渝路125号 67822145

重庆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渝北区龙溪镇安家嘴 67611704

重庆客车总厂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安家咀1号 67606055

重庆无线电专用设备厂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红五路1号 67855739

江合煤化集团 重庆市渝北区 67809080

重庆印铁制罐厂 重庆市渝北区武陵路54号 67614588

重庆绸厂 重庆市渝北区金绸街18号 67610729

重庆川庆化工厂 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盐井街37号 67381602

重庆葛兰素威康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 67506666

重庆第六棉纺织厂 马王坪工矿路49号 62850501

重庆染料厂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毛纺二村 62858242

重庆红岩电扇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 62851914

重庆前进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吊耳嘴 68550086

重庆万里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巴南区土桥苦竹坝31号 62854927

重庆工具厂 重庆巴南区土桥街道道角二村7号 62556151

重庆机床厂 重庆市巴南区道角 62555279

重庆毛纺织染厂 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工矿路1号 62850401

重庆水轮机有限贲任公司 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正街10号 62851810

重庆钢铁集团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新溪乡新溪村1号 62850801

«>灌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土桥走马二村51号 62881283

兆峰N 瓷(重庆兆瓷)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 62570900

重庆大江车辆总厂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 66293516

重庆山花汽车总厂 重庆市巴南区土桥王家坝路100号 62858229

重庆大江渝强盥料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 66293398

重庆轻工业机械厂 重庆市巴南区新一村1号 6622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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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6 CONTNUED-6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重庆金联陶瓷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

重庆市云阳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老龙洞11号 55711206

重庆万元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万忠路341号 58960099

重庆淸平机械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香梁村 58302926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钨子沟72号 58223444

重庆万州区东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双牌路8号 58960061

万州华西丝绸总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周家坝 58352110

万州区川东皮革总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三马路405号 58225503

重庆长平机械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万河本 58412196

重庆江陵仪器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沱口 58544366

重庆衡山机械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古城村 58472410

重庆太白酒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太白路 58412232

重庆长江涂装机械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西溪铺67号 58352794

重庆长江齿轮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国光路149号 58302237

重庆索特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观音岩1号 58960318

重庆万州区江海食品饮料工业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和平路33号 58222538

重庆万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一马路359号 58222614

重庆三峡柴油机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一马路323号 58201034

万州飞亚企业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黄泥包8号 58223521

重庆南浦机械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沙田路3号 58352440

重庆三晶化学工业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三房村 58801503

白# (重庆)W 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万忠路191号 58800850

重庆江东机械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沱口 4号 58541201

重庆开县氮肥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中原村 52263247

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内西街 52222886

幵县煤矿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长矿村 52389201

重庆市云阳县曲轴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盐码头 55223689

重庆恒升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人民路168号 55222693

重庆天立工业(集团)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新县城区 55569454

奉节县三峡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华家街3号 56522903

巫溪县丝绸厂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先锋路325号 51522402

重庆海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州开发区万忠路256号 58124592

黔江卷烟厂 重庆市黔江幵发区新华西路 79223395

重庆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黔江开发区新华西路 79239369

黔江县亚普有限贲任公司 重庆市黔江开发区解放路 79223245

重庆第七棉织厂 重庆市长寿县关口村 40515782

中国石化四川维尼纶厂 重庆市长寿县化工村 68974716

重庆川染化工总厂 重庆市长寿县风城镇轻化村 40244601

长寿化工总厂 重庆市长寿县凤城关口 40262651

重庆钢铁集团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重庆市长寿县凤城镇关口羊角堡 40510454

重庆长风化工厂 重庆市长寿县凤城镇长风村 40450100

重庆安定造纸厂 重庆市长寿县上东街关口 2号 4051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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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 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镇 40360125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寿县化工村 68974407

綦江化肥总厂 重庆市綦江县登瀛玉龙 48602149

綦江县永新汽车配件厂 重庆市#江县北街9号 48460040

松藻矿务局 重庆綦江县打通镇 48731221

綦江齿轮厂 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双桥居委会 48609000

重庆铝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县古南新山村8号 48660707

重庆钢丝绳厂 重庆市綦江县三江镇 48201466

重庆冶炼(集团 > 有限公司 重庆市綦江县三江溪街居委会 48206340

綦江造纸厂 重庆市# 江县双桥居 48662185

潼南县肉类联合加工厂 重庆市潰南县大同街149号 44551337

重庆市第五轴承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溃南县接龙街84号 44551086

重庆潼南化工厂 花庙村中间坡2号 44557711

重庆市潼南电力公司 重庆市潼南县梓潼镇石院街38号 44551887

铜梁县电力公司 重庆市铜梁县滨河路34号 45632850

重庆市美鱼铝业有限公司 沙湾村三岔公路口 45551102

重庆铜梁红鲽锶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铜梁县大南街 45855073

重庆西泉造纸厂 重庆市铜梁县 45511201

重庆红宇机械厂 重庆市铜梁县西泉镇 45637598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足县 43621968

永荣矿务局 重庆荣昌县广顺镇 46734506

重庆华江机械厂 重庆市荣昌县安富镇 46323061

重庆益民机械厂 重庆市荣昌县双河镇 46260441

重庆靑山工业有限贲任公司 重庆市璧山县胄冈镇 41470995

梁平县国营丝绸厂 重庆市梁平县西中街26号 53222489

果平县H 营化肥厂 重庆市梁平县新桥街19号 53512222

梁平县食品公司 重庆市梁平县大众街16号 53222128

梁平县国营邵新煤矿 重庆市梁平县中坝村 53632202

重庆双桂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梁平县梁山路71号 53222172

丰都县丝厂 重庆市丰都县花园街15号 70610524

涪陵宏声实业集团疳陵榨菜综合食品厂 重庆市丰都县上河街一段20号 70613261

重庆市丰都县电力有限公司 重庆市丰都县西门路186号 70623861

重庆市富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砚台村 74588700

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工农路296号 74512449

重庆市垫江电力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保合路7号 74512105

垫江县丝纺厂 重庆市垫江县高滩村 74552811

重庆江洲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上新街二十七号 47833487

江津电力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南郊路九号 47521878

江津米花糖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向阳街 4752丨719

江津化肥总厂 重庆市江津市五里 47521761

重庆天伦纺织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南郊路十五号 47526682

重庆市川江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 4733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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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重庆珞璜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通江路 47602695

重庆华能石粉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矿山村 47601250

重庆市江津酒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上新街四十七号 47838347

重庆地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 47601206

重庆钢铁集团铁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江津市夏坝镇 47681046

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油溪 47881080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江津路璜镇居委会 66224225

江津增压器厂 重庆市江津市德感镇 47221467

重庆红阳机械厂 重庆市江津市德感镇 47231317

重庆长风机器厂 重庆市江津市几江镇向阳村 4752137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三九工厂 重庆市江津市几江镇 47521531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江津市德感镇 47211468

中国人民解放军3533工厂 重庆市江津市德感镇中渡街 47833362

重庆江津造纸厂 重庆市江津市 47681185

重庆民生电力股分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市瑞山路〗67号 42822292

合川市太和缧丝厂 重庆市合川市太和镇接龙街 42668397

重庆华诚四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东津沱上豫丰3号 42723421

重庆市合川锶化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市盐井镇迥龙村 42641184

中粮合川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市交通街247号 42822523

合川水泥厂 重庆市合川市盐井镇迥龙村 42641368

合川食品厂 重庆市合川市南津街望江楼7号 42725855

重庆康润丝绸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市盐溪桥28号 42883063

永川丝绸厂 永川市中山路办亊处萱花路70号 49804567

永川市化肥集团有限公司 永川市中山路望城路118号 49803351

重庆永川绢纺织厂 重庆市永川市南大街201号 49863612

永川化工厂 重庆市永川沛)望城路90号 49802956

重庆永川肉联厂 重庆市永川市南大街火车站南路60号 49862295

重庆红江机械厂 重庆市永川市青城路190号 49864244

重庆跃进机械厂 重庆市永川市望城路28号 49803920

重庆液压件厂 重庆市永川市萱花路174号 49864621

南川市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南川市南大街155号 71422417

重庆南川市维丰化工总公司 重庆市南川市两路村 71420261

重庆金凤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川市光辉村 71420160

南川通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川市南涪路167号 71420169

南川市半溪煤电有限贲任公司 重庆市南川市林堡村 714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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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_ 2 2重 点 建 筑 企 业 目 录 （2000年）

LIST OF MAJ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2000)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企业详细地址 

Address
电话号码 

Tel.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 大坪长江支路27号 68811020

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 > 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78 68658774

重庆钢铁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大渡口区李子林1# 68845602

重庆渝通公路工程总公司 南坪五小区桃园路22号 62805214

重庆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2号 65312115

重庆第九建筑工程公司 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69 68414144

重庆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渝中区大坪袁家岗1号 68812435

重庆市住宅建筑总公司 渝中区桂花园43号 63851725

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 南坪金子村101号 62801827

中国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 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特丨号 68823361

重庆•品建筑工程公司 巴南区鱼洞镇鱼轻路街 66220753

重庆博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津市几江镇大什字 47522455

中铁第十一工程局第五工程处 沙区新桥新村71号 65219477

成铁工程集团第一有限责任公司 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8号 68826227

重庆电力建设一公司 淸寺四新路9号一单元27楼 63897754

重庆市第二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渝中区两路口中山二路99号 63515482

重庆渝风建筑公司 长寿县凤城镇长寿路106号 40244733

重庆桥梁工程公司 南坪西路60号 62801104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州区沙河天子路18# 58351437

重庆渝发建设公司 长寿县凤城镇轻化路 40611437

重庆南岸鸡冠石建筑工程公司 南岸区南坪东路 62920894

重庆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江北区建新东路54号 67850325

重庆市公路工程总公司 沙区天星桥正街43号 65349637

重庆九龙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九龙坡杨家坪西郊支路特2号 68781968

重庆花溪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巴南区花溪镇花溪新村18号 62858708

永川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永川市玉屏路29号 49864089

重庆市江津建筑建材总公司 江津市几江镇环城东路12号 47522883

重庆荣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江津市几江镇大西门转盘 47533098

重庆市徳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津市徳感镇上新街27号 47833480

重庆金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金凤镇压新街98 65740168

重庆山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渝中区两路口健康路82号 63862394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 渝中区解放碑正阳街53号 63719447

重庆第一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渝中区捍卫路18# 63501766

重庆市华升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万州区沙河镇天子路269# 58353498

重庆煤炭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北碚区龙凤一村180号 68264500

重庆市璧山县第五建筑工程总公司 瑩山县瑩城镇文星路147号 41424752

重庆市北碚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北碚区解放路125号 68863127

璽庆市涪陵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涪陵区兴华中路48号 72242251

成都铁路局工程总公司第五建筑公司 九龙坡铁路三村三号 63409850

重庆市万州建筑工程总公司 万州区高笋塘新城路43号 58123167

重庆市阜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津市白沙镇正街 47331200

重庆灯塔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北碚区碚峡路251号 68863313

重庆鱼洞建筑工程总公司 巴南区鱼洞镇化龙村 66226268

重庆市璧山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璧山县璧城镇瑩铜路82号 41432634

永川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永川市探花路38号 49863463

重庆隆建设(集团 > 有限公司 永川市胜利路78# 49862490

长寿县新市建筑公司 长寿县凤城镇风中路 40401303

重庆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 渝中区大坪下肖家湾107# 68891584

重庆市壁山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璧山县丁家镇成渝路160号 41480015

万 县 市 繼 装 工 程 公 .3---------------------- 万州区沙河天子路221# 5835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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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3 重点批发零售贸易企业目录（2000年）
LIST OF MAJOR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ENTERPRISES (2000)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 企业详细地址Address 电话号码Tel.

重庆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渝中区五四路46# 63841021

重庆商社有限公司 渝中区育年路18号 63843269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渝中区民权路2号 63843197

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渝中区民权路28号 63842684

重庆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渝中区民权路10号 63737394

重庆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 渝中区两路口新村6号 63861368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渝中区解放西路120号 63708955

中国烟萆总公司重庆市公司 渝中区陕西路11号 63835131

重庆大都会广场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 渝中区邹容路68号 63710088

重庆万友百盛广场有限公司 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77号 68896824

重庆南岸商业大楼 南岸区南坪西路3号 62800190

重庆晨光百货有限贲任公司 沙坪坝区渝州路1号 68615017

重庆市立丹(集团 > 有限公司百货公司 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25号 68425890

重庆家乐福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渝中区小什字棉花街新重庆广场 63727852

重庆两百股份有限公司 渝中区中山三路32号 63865247

重庆沙坪坝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沙坪坝上新街74号 65314160

重庆渝北商业大厦 江北区建新北路23号 67508620

重庆市山城实业总公司 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12号 68828988

重庆市化工轻工总公司 渝中区中山三路95号 63523895

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渝中区中兴路5号13楼 63842664

重庆市盐业总公司 渝中区青年路30号 63843263

重庆百货集团公司 渝中区八一路168号 63843676

重庆H 信通信有限公司 渝中区渝州路81号 69087803

重庆市糖酒公司 渝中区新华路7号 63841424

重庆市油脂公司 渝中区九尺坎66号泰安大厦10楼 63834094

中国兵工物资西南公司 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3号 68810441

中国交通物资西南公司 渝中区临江路14号 63775125

中国兵工物资四川公司 永川市西大街127号 49863570

中国物资储运公司重庆公司 渝中区大坪正街一巷6号 68810366

西南汽车工业物资联营公司 沙坪坝区石桥铺石小路216号 68610313

中国轻工物资供销西南公司 南岸区南坪北路5号 62800098

重庆金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渝中区上淸寺路112号 63859851

重庆市有色金厲总公司 渝中区七星岗兴隆街133号 63512702

重庆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渝中区道门口 1号 63837947

四川汽车工业重庆销售公司 渝中区大坪正街116号 68810486

中a 汽车工业西南销售公司 九龙坡区石挢铺渝州路19号 68610932

中国重型汽车重庆销售公司 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39号 68614797

中国燕兴西南公司 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78号 68824865

中国無兴重庆公司 江北区鯉鱼池2村4号 67863223

重庆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6楼 67856216

重庆市丝编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75号 67856259

重庆市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 67858037

重庆市轻工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 67858267

重庆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 67858074

重庆市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13楼 67858331

重庆市茶土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 67858281

重庆市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21-22楼 67858131

重庆市嘉陵企业进出口公司 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9楼 67851901

西南技术进出口公司 确中区人民路115号 63850069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 南坪北路1号16楼 628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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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4乡镇企业50强 （2000年）
TOP 50 TOWNSHIP-OWNED ENTERPRISES (2000)

序号

Order

企业名称 

Name of Enterprises

电话号码 

Tel.

法人代表 

Legal Person

1 重庆隆鑫集团有限公司 68822647 涂建华

2 重庆市渝江压铸有限公司 67651030 周道学

3 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68602826 左宗申

4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43641006 姜志光

5 重庆市大足天青石矿业公司 43451783 李徳刚

6 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有限公司 62580287 左宗申

7 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45855073 迟徳忠

8 重庆聚信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67611263 曹选利

9 重庆钰鑫实业有限公司 68913956 尹兴明

10 重庆金弓集团有限公司 67630023 张美虹

11 重庆渝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862546 曾庆玖

12 重庆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421548 刘万志

13 重庆吉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7830628 龙富勇

14 重庆市雁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5540709 曾洪雁

15 重庆九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68424150 梁安萍

16 江津市第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7854288 欧高东

17 重庆李尔长安汽车内饰件有限责任公司 67592972 郑册英

18 重庆市九龙杆塔厂 65701245 李绍锡

19 重庆川渝精工机械配件厂 62557106 部 山

20 永川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9813712 张忠锡

21 重庆市双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7812818 刘国庆

22 重庆市铜梁县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5488068 张正伦

23 长寿棉纺织厂 40701085 吴长明

24 重庆花溪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62850107 张朝刚

25 重庆鸡冠石建设集团 62920894 曾礼浦

26 重庆聚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7835354 马厚富

27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331546 罗书全

28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67751184 赵勇川

29 重庆荣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47533098 喻贵祥

30 重庆宏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62855655 胡世淮

31 重庆环松工业有限公司 68824811 李 松

32 重庆一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220753 李嘉豪

33 重庆隆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9822490 唐忠华

34 重庆银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5160161 伍本银

35 永川市天堂建材总厂 49336118 王淸隆

36 重庆市川江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47331186 甘 游

37 重庆市北恩药用包装产品有限公司 68855054 喻山鯖

38 重庆天人冲压有限公司 67781793 龚凳华

39 重庆渝发建设公司 40611437 彭柏树

40 重庆市江津夏强实业公司 47681781 杜国强

41 重庆北碚宏大集团有限公司 68229412 刘有伦

42 重庆市正川玻璃有限公司 68230246 邓正川

43 重庆弘愿气动工具厂 66419748 朱益民

44 重庆市渝南水泥厂 42522476 张诗润

45 重庆市华蓥山建材建筑总公司 42422028 蒋昌华

46 重庆段氏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67830256 龙红梅

47 重庆平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杜 平

48 重庆永红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65650219 郑三林

49 重庆文辉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62849013 李毅强

50 ® 庆红旗水泥厂 62848907 许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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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5个体工商业基本情况（1996— 2000年 ) 

SELF-EMPLOYMENT BUSINESS (1996-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指标 Item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户 数 （户） Total Households(household) 520688 578279 596588 513896 451092

1

从业人记（万人）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104.33 124.7 128.53 107.56 92

注册资金 Registered Capital 244108 318287 400340 323107 337519

19_ 2 6按行业分的个体工商业基本情况（2000年 ) 

SELF-EMPLOYMENT BUSINESS BY SECTOR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户数
(户）

从业人员

(万人）
注册资金

行业类别 Sector

Total Households 

(household)

Employment

(10000 pereons)
Registered Capital

总计 Total 451092 92 337519

农林牧渔业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078 0.26 2447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41131 11.84 41869

建筑业 Construction 390 0.28 1979

交通运输、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16513 2.48 52912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Catering Trade 324595 63.43 184453

# 餐饮业 Catering Trade 103868 17.19 133986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59895 12 46688

# 理发及美容化妆业 Hair-dressing and Making-up 17891 3.72 11015

沐浴业 Bathing 163 0.04 214

曰用品修理业 Commodity Repair 17394 3.16 5868

旅馆业 Hotels 2300 0.59 3587

娱乐服务业 Recreational Services 5427 1.23 7342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653 0.12 888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Computer Application Services 1682 0.32 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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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7 私营企业基本情况（1996— 2000年 ) 

PRIVATE ENTERPRISES (1996-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年份 Year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户 数 (户) Total Households(household) 13676 16300 22957 25613 30663

投资者人数（万人） Investors(10 000 persons) 3.03 3.83 5.62 6.64 8.04

雇工人数（万人） Employment10 000 persons) 20.72 24.59 31.89 36.47 40.59

注册资金 Registered Capital 545778 821387 1786112 2258685 3139665

19一2 8按行业分的私营企业基本情况（2000年 ) 

PRIVATE ENTERPRISES BY SECTOR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户数

(户）

投资者人 

数

(万人）

雇工

人数

(万人）

注册

资金

#城镇 

Of Urban

行业类别 Sector
Total

House

holds

(house

hold)

Investors 

(10 000 

persons)

Employ

ment 

(10 000 

persons)

Regis

tered

Capital

户数

(户）

Total

House

holds

(house

hold)

投资者人 

数

(万人）

Investors 

(10 000 

persons)

雇工

人数

(万人）

Employ

ment (10 

000 

persons)

注册

资金

Registere 

d Capital

总计 Total

Farming, Forestry,

30663 8.04 40.59 3139665 22846 6.61 28.84 2755812

农林牧渔业 Animal Husbandly and 

Fishery

438 0.11 1.27 39672 165 0.04 0.23 22165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8577 2.22 15.08 584487 4934 1.44 8.55 413094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845 0.71 7.55 868964 1641 0.57 6.37 801973

交通运输、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809 0.26 1.02 148018 718 0.22 0.82 140843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Catering Trade
14167 3.48 10.86 1069114 11220 3.23 9.65 993161

# 餐饮业 Catering Trade 3554 1.05 3.57 354511 4105 1.22 4.24 361124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3583 0.92 2.83 277815 3342 0.87 2.5 263017

# 理发及美容化妆业
Hair-dressing and 

Making-up
154 0.03 0.1 4720 133 0.02 0.07 3881

沐浴业 Bathing 11 0.01 346 9 0 0.06 246

曰用品修理业 Commodity Repair 78 0.01 0.06 2728 52 0.01 0.04 2233

旅馆业 Hotels 74 0.01 0.1 18121 61 0.01 0.09 16510

娱乐服务业 Recreational Services 303 0.07 0.29 28766 248 0.05 0.22 21689

信息咨询服务业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909 0.25 0.46 77896 856 0.24 0.41 71661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Computer Application 

Services
525 0.11 0.3 4 435 0.1 0.24 3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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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企业集团、景气调査

20—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主要经济指标（重点企业） （2000年 )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ENTERPRISES 
WITH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KEY ENTERPRISES)(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单位数

(个）
资产总计 固定资产净值

流动资产平

均余额

分类 Item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Total Funds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Average 

Balance of 

Circulating 

Funds

总计 Total 207 14474574 5382019 6538413

按确定企业改制的主管部门划分
By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Enterprise Restructure

国家经贸委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2 1612373 641870 737453

市经委 Municipal Economy Commission 28 2468979 916503 1066875

市体改委
Municipal Commission for Restmcturing 

Economy
41 2186902 673771 1017322

企业主管部门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Enterprises 89 6016980 2212113 2748833

其他 Others 47 2189340 937762 967930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87 2990914 1288451 1317547

国有独资公司 Exclusive State-owned 31 2911969 977168 1273754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24 3872177 1510673 1671628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50 3684505 1031111 1898504

其他 Others 15 1015009 574616 376980

按控股悄况划分 By Share Holding

国有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State Holding 169 12973214 4878641 5862360

国有相对控股 Relatiely State Holding 11 649562 244209 263880

集体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Collective Holding 12 243781 96799 116744

其他 Others 15 608017 162370 295429

按企此规模划分 By Size

特大型 Oversized 6 3303592 1366277 1309244

大型 Large-sized 128 9220332 3264462 4409646

中型 Midium-sized 64 1812193 708773 757425

小型 Small-sized 9 138457 42507 62098

按行业划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161 12895908 4961932 5707583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4 319285 57207 225805

交通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8 428753 165177 151846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15 347798 102645 174794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5 197931 22265 113253

其他 Others 4 284899 72793 16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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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万元 （10 _  yuan)

负债合计 主营收入 利润总额
从业人员 

人数(人)
从业人员 

报酬

分类 Item

Total

Liabilities

Major

Business

Revenue

Total

Profits

Number 

of 

Employ - 

ees 

(person)

Payment

for

Employ

ees

总计 Total 8775325 6589824 148725 433057 443236

按搞定企业改制的主管部门划分
By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Enterprise Restructure

国家经贸委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886806 720008 -13416 42192 55888

市经委 Municipal Economy Commission 1407588 941422 61946 52988 46261

市体改委
Municipal Commission for Restructuring 

Economy
1358104 846229 55967 66898 56413

企业主管部门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Enterprises 3787978 2813300 18226 196831 216647

其他 Others 1334849 1268865 26002 74148 68027

按暨记注册类型划分 By Registration

田有企业 State-owned 2254925 1176762 -81192 171437 156724

国有独资公司 Exclusive State-owned 2240221 911602 -46659 91251 98515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877641 2202157 143432 72781 87147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2042069 1973709 122585 81106 81972

其他 Others 360469 325594 10559 16482 18878

按控股情况划分 By Share Holding

国有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State Holding 7966646 5455783 71849 380047 391630

国有相对控股 Relatiely State Holding 330418 406710 29352 19803 20723

集体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Collective Holding 144313 127244 3763 13158 10068

其他 Others 333948 600087 43761 20049 20815

按企此规模划分 By Size

特大型 Oversized 1863780 1309962 -18601 72383 100032

大型 Large-sized 5661382 4534495 134842 298503 289672

中型 Midium-sized 1109414 709449 43729 59593 50420

小型 Small-sized 140749 35918 -11245 2578 3112

按行业划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iy 7702761 5713882 144110 374156 382612

建 触 Construction 261545 233998 -219 24368 24994

交通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213002 107208 -9499 21317 22952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283822 493462 2446 11083 10058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37471 22640 4573 927 1410

其他 Others 176724 18634 7314 1206 1210

• 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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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试点企业） （2000年 )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ENTERPRISES WITH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EXPERIMENTAL ENTERPRISES)(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单位数(个） 资产总计 固定资产净值
流动资产平 

均余额

分类 Item
Number of 

Enterprises

(unit)

Total Funds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Average 

Balance of 

Circulating 

Funds

总计 Total 87 8761X87 3205686 3888373

国家重点联系企业
Key Enterprises In Contact with the 

State
8 4867358 1855294 2045364

按确定企业改制的主管部门划分
By Department RespronslbLe for 

Enterprise Restructure

国家经贸委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2 1612373 641870 737453

市经委 Municipal Economy Commission 16 1871427 700203 795082

市体改委
Municipal Commission for Restructuring 

Economy
28 1696821 539343 797893

企业主管部门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Enterprises 38 2922443 903634 1409599

其他 Others 3 658123 420636 14834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24 912758 416228 370134

国有独资公司 Exclusive State-owned 19 2214672 727243 940225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1 3448998 1394861 1468278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28 1963684 585508 1002073

其他 Others 5 221075 81846 107663

按控股情况划分 By Share Holding

国有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State Holding 74 8069746 2946489 3585076

BI有相对控股 Relatiely State Holding 7 435313 161375 202136

集体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Collective Holding 3 62424 32113 20114

其他 Others 3 193704 65709 81047

按企业规横划分 By Size

特大型 Oversized 6 3303592 1366277 1309244

大型 Large-si2ed 46 4403772 1403503 2146994

中型 Midium-sized 31 1016894 428521 412955

小型 Small-sized 4 36929 7385 19J80

按行业划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65 8009206 2973360 3513534

建筑业 Construction 3 124992 23640 94620

交通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3 119334 34528 49291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12 301116 94582 149276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 50841 8333 30948

其他 Others 3 155698 71243 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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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万元

分类 Item

总计 Total S101474 3911160 133303 217991 237494

国家重点联系企业
Key Enterprises in Contact with the 

State
2521532 2008382 62590 85945 112750

按碥定企业改制的主管部门划分
By Department Respronsible for 

Enterprise Restructure

国家经贸委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886806 720008 -13416 42192 55888

市经委 Municipal Economy Commissioa 1001464 713259 63134 26720 21988

市体改委
Municipal Commission for Restructuring 

Economy
1003380 735258 47187 57382 48345

企业主管部门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Enterprises 1923267 1503297 31043 80248 99284

其他 Others 286557 239338 5355 11449 1198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673768 374722 -16538 36966 36357

国有独资公司 Exclusive State*owned 1678554 667033 -40217 63701 71196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641132 1662728 115300 59088 72382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1005808 1120668 70987 51976 48714

其他 Others 102212 86009 3771 6260 8845

按控股悄况划分 By Share Holding

国有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State Holding 4747610 3476767 102269 194322 213010

国有相对控股 Relatiely State Holding 212543 345545 18647 16095 17333

集体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Collective Holding 43679 39120 1493 3899 3418

其他 Others 97642 49728 10894 3675 3733

按企业规模划分 By Size

特大型 Oversized 1863780 1309962 -18601 72383 100032

大型 Large>sized 2555684 2186076 140235 108583 106928

中型 Midium*sized 631078 404206 13914 36375 29734

小型 Small-sized 50932 10916 -2245 650 800

按行业划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4599119 3345578 119761 192481 213409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08335 108824 -250 9606 10755

交通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48313 23415 2409 4705 2874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250484 410726 2890 9897 9051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31850 4543 1183 132 250

其他 Others 63373 18074 7310 1170 1155

负债合计

Total

Liabilities

主营收入

Major

Business

Revenue

利润总额

Total

Profits

从业人员人 

数(人）

Number of 

Employees 

(person)

从业人员 

报酬

Payment for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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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3 企业集团主要经济指标(2000年）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BUSINESS GROUP (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集团个数(个）
所属企业数 

(个）
资产总计 固定资产净值

流动资产平 

均余额

分类 Item

Number of 

Groups (unit)

Number of 

Enterprises 

Belonged to 

(unit)

Total Funds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

Average 

Balance of 

Circulating 

Funds

总计 Total 48 376 7681247 2336641 3832100

按审批部门划分
By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Approval

国务院 The State Council 2 37 1342863 516506 637994

国务院主管部门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 Council
5 41 2313396 662897 1108179

省级人民政府 Municipal Government 13 150 2741449 813219 1531562

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Municipal Departments in 

Charge
24 116 1118377 295404 469029

其他 Others 4 32 165162 48615 85336

按行业划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30 230 6688872 2196307 3224850

建筑业 Construction 4 49 390279 59225 306869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8 67 355181 57823 227206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3 14 158268 4546 55542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3 16 88647 18740 17633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3 14 192606 95189 73997

国有独资企业 Exclusively State-owned 17 198 5910914 1841479 3021916

其他有限贲任公司
Other Limited-Liabilities 

Companies
22 119 1058553 218327 496903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6 45 519174 181646 239284

按控股情况划分 By Share Holding

国有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State Holding 31 282 6763141 2125762 3396576

国有相对控股 Relatively State Holding 2 7 126252 63705 52008

集体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Collective 

Holding
2 16 98044 26355 63020

其他 Others 13 71 693810 120819 320496

按隶厲关系划分
By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中央 Central 7 78 3656259 1179403 1746173

地方 Local 41 298 4024988 1157238 208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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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TINUED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负愤合计 主营收入 利润总额
从 业 人 员 人  

数(人）
从业人员报睛

分类 Item

Total

Liabilities

Major

Business

Revenue

Total Profits

Number of 

Employees 

(person)

Payment for 

Employees

总计 Total 4841175 4569428 118492 190723 216319

按审批部门划分
By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Approval

国务院 The State Council 739868 618335 2446 37300 49922

国务院主管部门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 Council
1709545 1379563 -15003 51719 69183

省级人民政府 Municipal Government 1545147 1566522 96340 62454 59227

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Municipal Departments in 

Charge
743168 949232 32162 28450 31088

其他 Others 103447 55776 2547 10800 6899

按行业划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4096524 3759699 107045 151164 175088

建筑业 Construction 298821 299365 4611 24046 25954

批发零售贸易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285930 444468 4426 10332 10687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10641 43503 4763 2753 2154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49259 22393 -2353 2428 243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67621 48063 -10455 3541 3857

国有独资企业 Exclusively State-owned 3714662 3346020 77998 134162 167017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Other Limited'Liabilities 

Companies
667988 953182 42415 36091 31802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imited 

Companies
290904 222163 8534 16929 13643

按控股悄况划分 By Share Holding

国有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State Holding 4303793 3686884 67560 164815 189978

国有相对控股 Relatively State Holding 67302 29125 5060 3418 2964

集体绝对控股
Exclusively Collective 

Holding
61121 24664 1702 5532 3860

其他 Others 408959 828755 44170 16958 19517

按隶厲关系划分
By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中央 Central 2449413 1997898 -12557 89019 119105

地方 Local 2391762 2571530 131049 101704 9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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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_ 4 企业家信心指数（1998— 2000年） 

ENTREPRENEUR EXPECTATION INDICS(1998-2000)

单位：点 （point)

1998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全市 Total 86.0 89.0 76.0 99.0

按行业门类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76.0 85.0 70.0 102.0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02.0 121.0 120.0 115.0

交通邮电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117.0 72.0 78.0 120.0

商贸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87.0 86.0 70.0 83.0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30.0 101.0 115.0 130.0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87.0 94.0 49.0 41.0

按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79.0 79.0 69.0 95.0

集体企业 Colletive-owncd 91.0 88.0 71.0 94.0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98.0 97.0 78.0 117.0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 - — 一

港澳台外商投资 Funded by Overseas Entrepreneurs 100.0 111.0 73.0 101.0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s

大型企业 Large 81.0 91.0 83.0 112.0

中型企业 Medium 85.0 81.0 64.0 89.0

小型企业 Small 73.0 73.0 64.0 84.0

附：特殊分组 Special Classification

上市公司 Share Listed Companies 151.0 153.0 121.0 163.0

增长点企业 Potential Enterprises 89.0 127.0 89.0 125.0

工业企业五十强 Top 50 Industiial Enterprises - - - -

注：1、本表社会服务业1998年数据仅指旅游业、旅馆业*

2、本表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数据实为股份制企业数据，即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Note: 1. Data of social service in 1998 only refers to tourism and hotels.

2. Data of limited-liability con^anies in 1998 actually refers to share holding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es share holding ltd. 

conqunies an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 631 •



20 • ENTERPRISE GROUPS AND BUSINESS SURVEY

续 1 CONTINUEtM

单位：点 _______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全市 Total 91.95 83.03 86.10 90.64

按行业门类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85.24 80.28 87.07 92.07

建筑业

交通邮电仓储业 

商贸餐饮业

Construction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doii Service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116.99

107.16

66.98

92.47

82.54

67.73

90.45

94.69

55.65

96.27

102.00

61.61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05.68 90.20 93.99 102.61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134.78 118.30 120.85 112.87

按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79.31 67.94 71.84 76.26

集体企业 Collctive-owned 52.39 70.88 77.55 82.66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02.25 96.45 94.36 107.21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117.82 83.02 92.67 100.01

港澳台外商投资 Funded by Overseas Entreprcneuts 106.40 85.11 88.25 95.14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s

大型企业 Large 79.48 75.25 89.80 89.85

中型企业 Medium 85.92 77.96 73.33 84.44

小型企业 Small 103.88 85.09 89.38 94.78

附：特殊分组 Special Classification

上市公司 Share Listed Companies 127.50 104.42 122.75 133.74

增长点企业 Potential Enterprises 112.27 110.35 109.39 117.53

工业企业五十强 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09.34 100.07 113.63 130.07

注：1、本表社会服务业1998年数据仅指旅游业、旅馆业。

2、本表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数据实为股份制企业数据，即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Note:

companies an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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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企业集团、景气调査

续2 CONTINUED-2

单位:点  （point)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1st. Quarter

二季度 

2nd. Quarter

三季度 

3rd. Quarter

四季度 

4th. Quarter

全市 Total 96.22 98.28 99.31 98.35

按行业门类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100.14 103.10 104.97 103.79

建筑业 Construction 99.58 91.04 98.52 95.17

交通邮电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104.03 101.18 98.47 101.10

商贸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74.92 79.49 74.52 75.92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16.40 125.07 121.78 136.01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88.67 95.74 100.00 88.89

按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88.27 92.88 89.31 91.81

集体企业 Colletive-owned 73.41 78.69 68.66 60.67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08.73 106.23 113.62 105.24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102.32 100.04 115.15 103.51

港溱台外商投资 Funded by Overseas Entrepreneurs 130.76 126.87 144.00 150.82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s

大型企业 Large 102.33 104.67 116.04 107.31

中型企业 Medium 93.71 97.58 91.90 98.10

小型企业 Small 100.00 93.85 95.93 89.17

附：特殊分组 Special Classification

上市公司 Share Listed Companies 88.54 105.34 128.28 120.50

增长点企业 Potential Enterprises 108.92 113.19 127.85 122.47

工业企业五十强 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96.48 110.47 120.87 117.84

注：1、本表社会服务业1998年数据仅指旅游业、旅馆业。

2、本表有限贾任公司1998年数据实为股份制企业数据，即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Note: 1. Data of social service in 1998 only refers to tourism and hotels.

2. Data of limited-liability con^anies in 1998 actually refers to share holding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es share holding ltd. 

conq>axiies an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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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5 企业景气指数（1998— 2000年 ) 

BUSINESS CLIMATE INDICS (1998-2000)

单位：点 （point)

1998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全市 Total 98.0 99.0 83.0 109.0

按行业门类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92.0 101.0 84.0 115.0

建筑业

交通邮电仓储业 

商贸餐饮业

Construction

Transportation，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116.0

117.0

108.0

119.0

140.0 

91.0

114.0

44.0

81.0

119.0

120.0 

99.0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30.0 125.0 114.0 119.0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107.0 100.0 49.0 47.0

按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94.0 97.0 80.0 107.0

集体企业 Colletive-owned 109.0 104.0 82.0 110.0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07.0 104.0 92.0 120.0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 - - -

港澳台外商投资 Funded by Overseas Entrepreneurs 123.0 123.0 91.0 99.0

按企此规襆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s

大型企业 Large 101.0 114.0 90.0 129.0

中型企业 Medium 94.0 91.0 76.0 97.0

小型企业 Small 98.0 86.0 82.0 95,0

附：特殊分组 Special Claulficadon

上市公司 Share Listed Companies 160.0 167.0 124.0 180.0

增长点企业 Poteotiai Enterprises 94.0 143.0 93.0 150.0

工业企业五十强 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 - - -

注：丨、本表社会服务业丨998年数据仅指旅游业、旅馆业。

2、本表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数据实为股份制企业数据• 即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Note: 1. Data of social service in 1998 only refers to tourism and hotels.
2. Data of limited-liability con >̂anies in 1998 actually refers to share holding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es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an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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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CONTINUED-1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全市 Total 96.20 100.70 92.48 100.70

按行业门类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90.58 99.32 87.67 96.52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11.21 98.94 87.04 98.73

交通邮电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107.94 101.31 106.29 105.08

商贸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92.87 94.35 92.42 103.19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04.23 88.58 95.09 101.70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107.76 129.79 118.30 123.40

按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oed 88.48 81.67 73.14 85.28

集体企业 Colletive-owned 55.72 101.84 85.53 90.32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04.62 106.75 101.00 105.95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136.24 130.21 114.65 123.32

港澳台外商投资 Funded by Overseas Entrepreneurs 118.44 111.44 109.05 106.63

按企此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s

大型企业 Large 97.76 104.49 101.28 104.45

中型企业 Medium 86.27 86.84 74.33 91.39

小型企业 Small 93.20 102.63 88.50 86.96

附：特殊分组 Special Classification

上市公司 Share Listed Companies 99.57 130.12 119.01 134.01

增长点企业 Potential Enterprises 114.46 133.92 112.25 133.78

工业企业五十强 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14.28 119.03 111.89 128.29

注：1、本表社会服务业1998年数据仅指旅游业、旅馆业。

2、本表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数据实为股份制企业数据，即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Note: 1. Data of social service in 1998 only refers to tourism and hotels.

2. Data of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in 1998 actually refers to share holding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es share holding ltd. 

con̂ >anies an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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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 CONTINUED-2

单位：点 （point)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全市 Total 101.50 103.32 98.97 104.00

按行业门类分 By Sector

工业 Industry 103.12 107.70 102.40 109.13

建筑业 Construction 95.14 88.57 90.92 88.88

交通邮电仓储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133.60 115.39 106.06 106.22

商贸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  Catering Trade 86.65 89.55 95.38 97.03

房地产业 Real Estate 104.09 110.01 113.09 120.69

社会服务业 Social Services 91.25 102.13 78.26 91.11

按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92.79 92.69 90.10 94.86

集体企业 ColletiveK)wned 80.91 95.36 86.21 85.71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107.77 115.93 106.63 107.66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120.31 114.81 119.97 125.89

港澳台外商投资 Funded by Overseas Entrepreneurs 107.07 124.19 114.86 131.55

按企业规横分 By Size of Enterprises

大型企业 Large 116.65 123.20 120.75 119.03

中型企业 Medium 94.97 94.26 88.47 98.42

小型企业 Small 93.81 100.00 95.93 100.00

附：特殊分组 Special Classification

上市公司 Share Listed Companies 105.29 137.05 128.77 138.45

增长点企业 Potential Enterprises 127.81 135.07 126.60 125.21

工业企业五十强 Top 5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25.20 130.97 122.76 123.09

注：1、本表社会服务业丨998年数据仅指旅游业、旅馆业。

2、本表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数据实为股份制企业数据，即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Note: 1. Data of social service in 1998 only refers to tourism and hotels.

2. Data of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in 1998 actually refers to share bolding enterprises, which includes share holding ltd. 

companies and limited-liability companies.

• 636 •



2 0 - 企业集团、景气调查

20— 6 工业景气指数（1999一2000年）

BUSINESS SURVEY OF INDUSTRY (1999-2000)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90.58 99.32 87.67 96.52

生产成本 Production Cost 88.64 109.94 96.20 96.75

生产总量 Total Production Quantity 96.92 115.94 84.18 126.48

产品订货 Production Order 100.96 107.49 78.85 119.71

#国外订货 From Overseas - - - -

产品销售量 Sales Volume of Products 104.25 110.74 86.51 136.30

产品销售价格 Selling Price of Products 70.67 63.41 50.70 73.83

产成品库存 Inventory of Products 111.87 102.44 107.16 104.96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83.01 83.33 73.92 84.98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44.91 31.54 31.46 39.04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83.34 76.03 81.95 82.89

设备利用 Utilization of Equipment 112.44 124.38 125.72 122.70

用工 Employment 67.38 68.44 54.11 68.94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4.15 88.11 101.63 92.17

科技开发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113.56 130.21 118.35 117.42

原材料能源进价 Bid of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88.24 89.31 91.17 72.79

原材料能源供应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119.94 122.19 126.31 126.27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103.12 107.70 102.40 109.13

生产成本 Production Cost 91.86 100.24 82.89 107.54

生产总量 Total Production Quantity 98.45 123.28 114.77 126.75

产品订货 Production Order 91.08 86.75 92.40 94.97

#国外订货 From Overseas 57.10 50.44 65.35 59.11

产品销售童 Sales Volume of Products 99.97 123.84 116.46 127.52

产品销售价格 Selling Price of Products 81.19 75.63 84.79 82.02

产成品库存 Inventory of Products 97.87 100.51 102.25 107.28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72.83 93.84 87.75 104.90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45.43 45.79 48.71 51.79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94.14 95.52 104.38 96.79

设备利用 Utilization of Equipment 122.85 126.72 126.26 120.44

用工 Employment 70.57 70.83 79.64 74.54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02.94 118.47 116.01 121.58

科技开发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123.78 130.06 127.93 133.48

原材料能源进价 Bid of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75.22 69.54 60.70 81.03

原材料能源供应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133.58 119.17 125.57 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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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建筑业景气指数（1999 一2000年）

BUSINESS SURVEY OF CONSTRUCTION (1999-2000)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111.21 98.94 87.04 98.73

工程合同签定 Signment of Project Contracts 95.24 75.23 84.68 104.84

#对外合同 Foreign Contracts - - — -

建筑产品实物T 程童 Volume of Projects in Physical Unit 119.96 104.31 93.17 114.63

施工产值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111.90 88.25 88. 58 117.02

竣工产值 Output Value of Completed Construction 87.36 60.61 95.52 99.17

工程结算收入 Income from Project Settlement 101.29 92.87 94.94 114.83

建筑材料进价 Bid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89.54 104.88 109.95 106.99

T 程结算成本 Cost of Project Settlement 79.13 71.70 68.07 110.64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82.91 76.05 53.61 85.14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45.72 44.41 21.98 38.47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61.07 48.34 48.81 56.36

用工 Employment 96.85 105.89 77.35 67.03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88.75 83.54 94.98 76.07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95.14 88.57 90.92 88.88

工程合同签定 Signment of Project Contracts 74.13 97.29 107.93 121.72

# 对外合同 Foreign Contracts 93.33 76.70 125.32 123.21

建筑产品实物工程fi Volume of Projects in Physical Unit 81.18 111.33 122.77 131.94

施工产值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84. 25 120. 12 122. 65 134.57

竣工产值 Output Value of Completed Construction 70.83 98.09 122.05 138.21

工程结算收入 Income from Project Settlement 90.45 83.10 111.78 138.90

建筑材料进价 Bid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108.43 43.96 69.14 67.55

工程结算成本 Cost of Project Settlement 98.80 68.54 67.96 69.32

税后利润 Aftcr-tax Profits 97.10 53.38 91.11 94.48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36.73 34.40 35.05 49.37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68.75 58.38 68.96 55.46

用工 En^>loyment 80.41 89.05 95.91 94.84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84.90 69.68 76.94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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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_ 8 交通邮电仓储业景气指数（1999一2000年）
BUSINESS SURVEY OF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1999-2000)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业务量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Volume

107.94

114.42

101.31

93.15

106.29

100.01

105.08

118.38

业务收入 Business Revenue 125. 16 94.04 106. 33 95. 51

业务收费价格 Business Charges 100.70 88.16 82.32 83.98

营业成本 Business Cost 158.80 126.74 137. 57 154. 06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99.80 65.10 84.87 73.26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78.94 50.35 51.93 61.94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69.90 97.98 105.03 85.74

用工 Employment 77.48 62.61 51.07 36.93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19.62 106.31 132.68 104.69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业务量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Volume

133.60

144.73

115.39

100.67

106.06

103.97

106.22

126.47

业务收入 Business Revenue 135. 00 106. 36 110. 52 121. 48

业务收费价格 Business Charges 113.84 74.48 81.17 85.35

营业成本 Business Cost 69. 23 38. 84 42. 93 40. 50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126.48 65.70 74.22 100.80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101.84 57.51 73.80 67.27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87.62 102.85 98.26 103.86

用工 Employment 87.76 63.84 68.09 93.11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91.29 107.94 144.58 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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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_ 9商贸餐饮业景气指数（1999一2000年）
BUSINESS CLIMATE INDICES OF TRADE AND CATERING ENTERPRISE 

SURVEY (1999-2000)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 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92.87 94.35 92.42 103.19

商品购进额 Commodity Purchases 76.26 83.46 108.23 102.35

商品购进价格 Bid of Commodities 87.94 106.90 116.58 97.53

商品销售额 Sales of Commodities 74.73 95.21 112.28 117.85

# 出口销售额 Export - - - -

商品销售价格 Selling Price of Commodities 56.00 62.64 63.65 67.16

商品库存 Inventory of Commodities 124.51 127.44 116.22 110.31

经营费用（营业费用） Business Cost 112.80 96.98 107.25 138.49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56.95 69.06 72.49 76.60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49.97 55.69 57.41 59.90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92.52 108.82 93.82 100.52

用工 Employment 57.24 62.50 58.37 51.10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84.91 72.78 76.20 93.88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86.65 89.55 95.38 97.03

商品购进额 Commodity Purchases 92.23 101.50 99.91 91.45

商品购进价格 Bid of Commodities 102.64 116.08 96.89 101.40

商品销售额 Sales of Commodities 101.43 102.46 108.05 100.19

# 出口销售额 Export 123. 53 138.89 134. 12 124.96

商品销售价格 Selling Price of Commodities 73.18 68.62 80.96 76.24

商品库存 Inventory of Commodities ' 139.42 123.15 118.96 130.63

经营费用（营业费用） Business Cost 94.45 104.84 81.92 82.73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89.41 73.09 79.31 67.35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59.15 56.28 56.46 63.77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131.15 101.39 113.67 116.53

用工 Employment 47.67 50.88 62.31 60.87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87.00 90.72 89.90 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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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1 0 房地产业景气指数（1999—2000年）

BUSINESS SURVEY OF REAL ESTATE TRADE (1999-2000)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四季度

1 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土地开发面积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rea of Land Development

104.23

112,77

88.58

109,32

95.09

100,95

101.70

94.86

完成投资 Completed Investment 134.11 128.24 107.40 99.69

房屋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37.34 113.09 122.16 95.25

房屋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123.69 121.51 112. 78 98. 9-1

商品房预售面积 Presold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99.21 94.6] 95.52 116.75

商品房销售面枳 Sold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93.88 86.51 87.69 112.15

# 住宅销售面积 Residential Buildings 95.84 88.49 86.24 123.00

商品房销售价格 Selling Pri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96.14 78.78 73.90 74.56

空置商品房面积 Vacant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118.96 130.38 135.37 139.96

# 空置住宅面积 Residential Buildings 129.10 137.17 128.19 151.15

税后利润 Afler-tax Profits 83.44 57.57 50.15 67.68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76.05 59.25 63.34 65.70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108.39 90.82 90,31 85.74

用工 Employment 122.10 96.87 110.75 80.71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31.36 121.38 115,59 112.94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土地开发面积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rea of Land Development

104.09

109.23

110.01

118.62

113.09

91.80

120.69

110.11

完成投资 Completed Investment 111.68 120.37 131.02 137.72

房屋施工面积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16.11 115.56 118.82 121.02

房屋竣工面积 Floor Space Completed 109.94 120.59 100. 65 118. 52

商品房预售面积 Presold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116.95 124.91 136,28 141.32

商品房销售面积 Sold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116.20 102.34 102.40 140.06

# 住宅销售面积 Residential Buildings 111.43 108.00 108.41 133.58

商品房销售价格 Selling Pri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78.95 84.21 89.34 86.52

空置商品房面积 Vacant Space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137.83 151.65 157.91 167.70

# 空置住宅面积 Residential Buildings 142.72 149.42 166.54 162.62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92.96 76.03 84.04 101.92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60.72 69.20 75.85 74.22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98.56 106.15 112,26 117.00

用工 Employment 99.04 105.27 120.46 113.33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122.30 121.76 122.07 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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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社会服务业景气指数（1999 一2000年）

BUSINESS SURVEY OF SOCIAL SERVICES (1999-2000)

单位：点 （point)

1999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107.76 129.79 118.30 123.40

业务量 Business Volume 103.85 109.04 122.13 119.25

客房出租（限于旅馆业） Rent of Guest Rooms(hotels) 40.00 20.00 28.57 76.92

旅游客源（限于旅游业〉 Tourists(tourism) 77.89 121.25 135.00 112.00

业务收费（服务）价格 Business(services) Charges 86. 05 77. 02 103. 93 80. 85

营业收入 Business Revenue 105.15 117.02 113.19 115.64

营业成本 Business Cost 75.28 69.26 48.51 66.49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103.53 86.06 105.53 101.60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70.00 70.64 74.47 73.19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105.58 117.31 73.80 91.22

用工 Employment 80.00 73.19 98.83 85.96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72.47 97.33 92.17 100.00

2000

指标 Item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st. Quarter 2nd. Quarter 3rd. Quarter 4 th. Quarter

综合生产经营状况
Comprehensiv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91.25 102.13 78.26 91.11

业务量 Business Volume 91.84 114.89 95.65 106.67

客房出租（限于旅馆业） Rent of Guest Rooms(hotels) 30.77 83.33 83.33 92.86

旅游客源（限于旅游业） Tourists(tourism) 83.33 170.00 125.00 95.45

业务收费（服务）价格 Business(serviccs) Charges 72. 88 80. 85 84. 78 80. 00

营业收入 Business Revenue 86.58 119.15 91.30 113.33

营业成本 Business Cost 84.21 57.45 65.22 75.56

税后利润 After-tax Profits 89.21 93.62 71.74 77.78

流动资金 Circulating Funds 58.26 63.83 58.70 64.44

货款拖欠 Payment Delinquent 110.26 91.67 90.62 117.65

用丄 Employment 77.88 82.98 77.78 88.89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99.33 109.09 104.55 1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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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最气指数又称为景气度,它是对企业景气调査中的定性指标通过定童方法加工汇总,综合反映某一特定调査 

群体或某一社会经济现象所处的状态或发展趋势的一种指标。景气指数以100为临界值,范围在0~200点之间，即 

景气指数髙于100,表明经济状态趋于上升或改善,处于景气状态;景气指数低于100,表明经济状况处于下降或恶 

化,处于不景气状态。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规模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全市经济份额中的代表性差异,在编制景气指数时以反映 

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的总量指标(如产品销售收人)为权数,对各企业所做结论进行了加权处理。

企业家倌心指数也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家对企业外部市场经济环境与宏观政策的认识、看法、 

判断与预期(通常为对“乐观”、" 一 般”、“不乐观”的选择)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感 

受与信心。日常生活中，为便于反映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涵义,常表述为“反映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堍的信心与预期 

的企业家信心指数”。

企业最气指数也称“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家对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与预期 

(通常为对“好”、“一般”、“不佳”的选择)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为便于直观地反映企 

业景气指数的涵义，日常生活中,常常表述为“反映企业综合生产经营状况的企业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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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NOTES ON MA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Climate Index is the quaiitilalivt* description of ihe qualilalive eeoiiomic imlicalors of the business climale survey, whir.h 

can conipreliensively reflecl the siluation of sornt; colony or of ihe economy. The business climale index is ranging from 0 to 20 0 %  . 

100 is the critical value, when the climale index is larger lhaii 100, it indicates that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picking up or im

proving. When it is lower than 100, il shows that the economit' perfoimance is declining or worsening.

Entrepreneur Expectation Index also called as macro - economic climate index is compiled basing on entrepreneurs judg- 

menl on development silualu)i\ of ihe, sector aiul iheir expet l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as choices of “Optimistic”，“Ordiî ary” anti 

11 Unoptiniistic 1).

Business Climate Index also called as coinpitihensiv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l climate index of enlerprises is compileil 

busing on eiitrepreneiins jutlgnienl on pRxluclion situation of their own enterprises and their expectation for the performaiict* (an

choices of “Cootl’’，"Oulinaiy ’ and ''B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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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三峡工程重庆库尿移民情况

21 —  1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城乡人口迁移情况（2000年底） 

RESETTL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ONGQING 
RESERVOIR AREA OF THREE GORGES PROJECT(at end of 2000)

单位：人 （person)

项 s Item

应迁人口 

Residents ought to be 

Resettled

实 迁 人 u  

Actual Resettled Residents

合计

Total

城镇

Urban

乡村

Rural

合计

Total

城镇

Urban

乡村

Rural

县内安置

Resettled 

inside the 

County

县外女置

Resettled

outside

the

County

街外安背

Resettled

outside

Chong

qing

搬迁总人数 Total Resettled Residents 951335 668935 282400 207793 92848 114945 71496 43449 28157

I. 90米以 F Below 90m 52122 38611 13511 10136 6427 3709 3484 225 225

2. 90米-135米 90-135m 385760 268437 117323 97905 39077 58828 34735 24093 15060

3. 135米-156米 135-156ra 313308 210911 102397 53138 20254 32884 22317 10567 6155

4. 156 米-175 米 156-I75ra 200145 150976 49169 46614 27090 19524 10960 8564 6717

21 _ 2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农村生产安置人口（2000年底） 

RESETTL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FOR PRODUCTION IN CHONGQING 
RESERVOIR AREA OF THREE GORGES PROJECT(at end of 2000)

单位：人 （person)

项 目 Item

应迁人口

Residents 

ought to be 

Resettled

安置人口

ReseUted

Residents

县 内 安 置  

Resettled inside the County
县外安置

小 计  

Sub-total

农业安置

Engaged in 

Agriculture

二、三产 

业安置

Engaged in 

Secondary 

&  Tertiary 

Industry

其他

Others

Resettled 

outside the 

County

省外安置

Resettled

outside

Chong-

qmg

搬迁总人数 Total Resettled Residents 328932 142200 99013 70757 13323 14933 43187 28042

1.卯米以下 Below 90m 35254 20357 19108 15598 3003 507 1249 674

2. 90米-135米 90-135m 132383 61392 38066 25936 3736 8394 23326 14788

3. 135 米-156 米 135-156ni 115444 31068 20828 13719 2414 4695 10240 6136

4. 156米-175米 I56-175m 45851 29383 21011 15504 4170 1337 8372 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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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ESETTLEMENT

四、工矿企业迁建

五、专项设施复建

公路汽渡 

大中型桥梁 

港口码头 

航道设施

水 电站（抽水站）

输变电 

输气管道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

水文站 

文物古迹 

库底淸理

六、环境保护
七、勘测设计

合计

一、农村移民安置

开发土地 

小型水利设施 

基础设施 

企业安置 

农村道路 

农村建房 

#移民住房 

外迁安置 

其它渠道安置 

补助费用

二、城市迁建

征地

场地平整 

道路

大中型桥梁 

给排水 

输气管道

输变电

广播电视邮政电信

防洪护岸 

城市建房 

#居民住房

三、篥镇迁建

Total 3067629.07

Resettl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323240.13

Land Development 114096.18

Mini Water Conservancy 5146.99

Capital Construction 14002.43

Resettlement of Enterprises 20659.70

Rural Roads 10298.31

Rural Buildings 77326.08

For Resettlement 43670.72

Resettlement outside Chongqing 48681.40

Other Resettlement Means 26439.60

Subsidies 6589.44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Cities
934231.25

Land Requisition 95604.43

Ground Grading 52465.04

Roads 160520,64

Bridges of Large &  Medium-sized 30077.01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71444.06

Gas Tubes 11596.46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er Substations 16529.49

Broadcasting, TV, Posts and
7231.09

TelecommunitioDS
Flood Prevention and Embankment 72004.48

Urban Buildings 416758.55

For Residents 37463.37

Resettl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owns

126353.24

Capital Construction 46474.68

Roads 23369.58

Buildings in Town 56508.98

For Residents 8650.39

Resettlein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982360.45

[ndustriftl and Mineral Enterprises

Reconstruction of Special Establishment 657162J7

Ferries for Highways 151737.65

Bridges of Large &  Medium-sized 59627.41

Quays at Ports 180791.09

Equipment ofWatcr-routes 505.00
Hydro-power Stations (pumping 

stations)
164788.07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nner Substations 21837.86

Gas Tubes 7538.00
Broadcasting, TV, Posts and

37779.49
TelecommunitioDS

Hydrography Stations 3900.00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 Sites 27100.00
Liquidation below Water Line 1557.80
Enviroamental Protection 7383.93
Ucconnaiss丨 nee and Design 36897.70

1525449.65 2120420.28 430042.18 482691.71

275595.58 297648J8 75435.15 95820.76

111891.15 80521.06 8583.00 4772.35

12095.02 7626.83 431.00 327.52

7712.67 13638.77 549.00 3016.47

11652.89 17849.87 2133.30 711.98

6898.32 12723,07 804.00 1046.03

74028.53 68543.48 27301.51 19125.81

24625.35 45526.96 10567.40 17565.84

43068.59 68971.55 33825.15 55014.89

5057.00 21848.76 1784.40 10955.47

3191.41 5924.99 23.79 850.24

564043.09 715860.26 172864.93 214597.30

103703.90 108370.22 14586.65 18528.80

39072.60 36606.25 20573.00 14321.39

148268.19 155163.50 37754.71 35289.13

27749.34 33203.98 3484.52 4739.00

37491.84 47617.77 5819.54 7717.16

690.00 5727.86 200.00 273.66

7820.00 4464.50 1780.00 1511.50

3331,00 5150.86 600.00 1210.82

19583.97 35383.93 17717.97 19784.17

176332.25 284171.39 70348.54 111221.67

28653.02 63139.86 10626.00 27017.56

102664.82 100218.12 24643.00 23649.13

44226.65 40787.23 10679.34 10801.97

13613.86 16028.87 913.86 1309.76

44824.31 43402.02 13049.80 11537.40

7908.31 8846.68 2981.80 2623.16

375405.44 606919.59 94277.36 95288.91

170777.47 366545.01 57134.44 46938.68

63632.62 88501.79 24992.90 17771.02

26412.01 36789.25 6349.31 9153.94

16360.01 51246.19 8041.34 5933.71

505.00 504.60 - —

21898.86 151732.36 1171.22 1575.57

11795.81 11726.49 2785.80 3056.65

4715.00 6642.84 690.00 900.00

13699.03 15830.17 6420.48 6828.89

2033.00 788.58 230.00 11.45

9678.93 2735.54 6406.19 1660.25

47.20 47.20 47.20 47.20

3992.54 2174.78 2035.00 876.78

32970.71 31054.14 3652J0 5520.15

21 _ 3 三峡移民工程投资完成情况（2000年）
COMPLETED INVESTMENT IN THREE GORGES RESETTLEMENT(2000)

单位：万元 （lOOOOyuan)

项 Item

工程设计 

总投资

Total

Planned
Investment

移民资金 

累计计划 

Total 
Resettle

ment Funds 
on Plan

累计完成 

投资

Total

Investment

Coirq)leted

本年计划 

投资

Investment 

Planned in

This Year

本年完成 

投资

Investment 

Completed 
in This Year

房

施 

房
住 

设 

建
民 

础
路
镇
居 

基
道
集

#



21 •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移民情况

21 _ 4 三峡移民工程房屋建筑面积情况（2000年）
FLOOR SPACE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OF THREE GORGES 

RESETTLEMENT PROJECT(2000)

设计总面积 

(万平方米)

累计竣工建 

设面积 

(万平方米)

本年计划竣 

工面积 

(万平方米)

本年施工 

面积 

(万平方米)

本年竣丄 

面积 

(万平方米)

本年竣丄房 

屋价值 

(万元>

本年竣丄房 

厘平均造价 

(元/平方米）

项 目 Item
Total 

Designed 

Area (10 

000 sq.m)

Total Space 

Floor 

Completed 

(10 000 
sq.m)

Space Floor 

Planned to 

Complete in 

This Year 

(10 000 
sq.m)

Space Floor 

under 

Constructio 

n in This 

Year (10 

000 sq.m)

Space Floor 

Complete in 

This Year 

(10 000 
sq.m)

Value of 

Completed 

Buildings in 

This Year 

(10 000 
yuan)

Average 

Cost of 

Buildings 

Completed 

in This Year 

(yuan/sq.m)

合计 Total 1668.26 1250.69 295.11 524.18 422.31 169412.62 401.16

—、厂房 Factory Buildings 225.46 169.13 21.04 25.15 23.19 11245.54 484.93

二、住宅 Residential Buildings 1029.83 859.88 196.77 370.04 306.58 114134.05 372.28

1 .农村 Rural Areas 268.66 321.19 56.84 98.23 99.28 23760.14 239.32

2.城 （集）镇 Urban Areas 579.02 449.51 114.78 225.30 174.66 73357.00 420.00

3 .企业 Enterprises 182.15 89.18 25.15 46.51 32.64 17016.91 521.35

三、办公用房 Offices 149.13 97.11 30.65 70.20 54.17 24238.85 447.46

四、商业、居民服 

务业用房

Buildings for Commerce 

and Residential Services
158.97 66.31 23.98 36.06 19.61 10771,09 549.27

五、文化教育用房
Buildings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40.45 23.06 12.47 11.14 9.48 5192.80 547.76

六、医疗用房
Buildings for Medical 

Cares
17.59 6.32 2.69 2.99 1.52 917.01 603.30

七、科研用房 Buildings for Research 0.97 0.18 — 0.20 0.05 - -

八、其他用房
Buildings for Other 

Purposes
45.86 28.70 7.51 8.4 7.71 2913.28 3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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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高新技术产业

22 - 1生产规模最大的前三十种高新技术产品产值（2000年 ) 

OUTPUT VALUE OF TOP 30 HIGH-TECH PRODUCTS 

WITH LARGEST PRODUCTION SCALE(2000)

单位：万元 （10 000 yuan)

名 称 Title 2000

厢式改装车、特种车辆 52344

铝箔及铝合金箔 23895

PS铝合金板 21988

低噪音轴承 21140

高精度压力、差压变送器 14999

中、小容量数字微波接力通信系统 12275

粉末冶金自润滑材料 11817

髙可靠性感应式电度表 11218

金厲基复合材料 10769

饮料罐铝板 8990

电力电子器件 8112

厚、薄膜混合集成电路及消费类电路 8110

大、中容量数字程控交换机 7348

计算机典型应用系统 6672

本地网传输系统 5363

交通运输自动化监测与管理系统 5251

存储设备 4980

信息管理系统 4911

高强度超声聚焦肿瘤治疗系统 4800

AG13电喷汽车发动机 4656

髙性能铁氧体磁体 3684

汽车空调器产品 3515

贵金属复合材料（含微型、异型） 3418

激光测距仪、测向仪 3379

柴油机 3070

超细铜粉 2382

无汞碱锰电池 2354

餐能化柜式或抽屉式断路器 2064

良种肉山羊的冷冻胚胎及精液 2017

核箱射剂量防护仪器设备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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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指标（1999一2000年） 
MAIN INDICATORS OF HIGH-TECH PRODUCTS(1999-2000)

单位：万 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000 yuan)

现价总产值 利税总额

项目 Item

Gross Output Value at Current 

Prices
Total Profits and Taxes

指数 指数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总计 Total 1300760 1938107 149 184151 187558 10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丨tloD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210015 147953 70 22794 19121 84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14321 10987 77 1339 1685 126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58973 21590 37 8113 3216 40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9 39435 438167 -3 4177 -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548625 514682 94 88321 84628 96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Corporations Limited 209477 706786 337 37321 50557 135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8974 121844 1358 551 8970 1628

其他企业 Other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2498 — — 366 -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82098 121046 147 5627 4878 87

外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165770 253784 153 19722 10326 52

按技术领域分 By Technology Field

电子信息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73327 163550 223 6867 7923 115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Biology and Medical Technologies 119468 150554 126 28511 19545 69

新材料 New Materials 219888 208074 95 26693 30428 114

光机电一体化 Photoelectric Mechanical and Electrial Products 848738 1335241 157 116335 121368 104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Ne w  Energy Racilities Concentrated and 

Economized on Energy
32630 43525 133 5980 4449 74

环境保护 Enviromental Protection 5725 6317 110 .265 880 —

航空航天 Aviation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984 501 51 30 232 773

产品销售收入 # 出口销售收入

项目 Item
Sales Revenue Sales Revenue from Exports

指数 指数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1999 2000 Index

1999=100

总计 Total 1195466 1789352 150 44833 73087 163

按fi记注册类型分 By Registeration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189298 144810 76 13439 13469 100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13607 9102 67 51 110 216

股份合作企业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49363 18994 38 2288 816 36

联营企业 Joint Ownership Enteiprises 8 33805 422563 - 1 -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s 524163 502209 96 7170 13116 183

股份有限公司 Share Holding Corporations Limited 164648 649293 394 4275 16144 378

私营企业 Private Enterprises 4968 118550 2386 - 7588 -

其他企业 Other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249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Investment 

from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48433 66789 138 7643 1196 16

外商投资企业
Shareholding Corporations Ltd.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198486 245800 124 9967 20647 207

按技术领域分 By Technology Field

电子信息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65891 107750 164 664 934 141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Biology and Medical Technologies 112189 132699 118 20565 10211 50

新材料 New Materials 200463 200504 100 8099 24932 308

光机电一体化 Photoelectric Mechanical and Electrial Products 779333 1277394 164 10005 23294 233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New Energy Racilities Concentrated and 

Economized on Energy
32342 37985 117 5500 7007 127

环境保护 Enviromental Protection 4808 5843 122 — — —

航空航天 Aviation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440 503 1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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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部 概 况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市、自治 

区。其土地面积687.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71.6%;2000年五普人口总数3.55亿，占全国总人数的 

28.1%;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648亿元，占全国的17.2% 。

西部地区拥有辽阔的壢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是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的重要后备基地。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四条主要河流,即长江、黄河、珠江、雅鲁藏布江的发源地和主要流域所在地，水能蕴藏童达 

5.57亿千瓦，占全国水能蕴藏量的82.5%,目前已开发利用的尚不足1%,开发潜力十分可观,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 

电基地有七个分布在西部。西部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在全国已探明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 

西部地区有120多种,其中煤炭储量占全国的39.4%,石油储量占27.8%,天然气储量占87.5% ;—些稀有金厲的储 

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

西部是我国目前自然风貌保持最完好的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享誉世界的敦煌莫髙 

窟,人间仙境九寨沟、黄龙寺,驰名中外的长江三峡,独具魅力的民俗风情。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旅游产业将作 

为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剩余劳动力较多，每年都有大量劳动力向外转移,劳动力供给丰富,成 

本低廉,具有人力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

西部地区边境线漫长，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是中国向西、向北和向南亚国家开放的门户地区,具有特殊的区位 

优势。西部地区有20多个少数民族与邻国属同一民族,各民族族缘关系悠久,语言文字相通，习俗相近,很多民族 

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周边各国有着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资源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方面与周边国家存在很强 

的互补性。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丝绸之路”时期的开放繁荣,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由东向西推进，西部将发展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

新中国成立50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积累了较强的经济技术基础。“三线”建设时期，由于 

国家的重点投人,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起了 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程度髙，幅射能力强的行 

业,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较强的技术力量,不少领域的技术水平领先于全国甚至全世界,从而确立了西 

部地区在全国工业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西部各省、市、自治区还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工业,使西 

部地区在电力、有色金属采选、航空航天、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讯设备制造、煤炭、烟草加工等行业形成优势。

西部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耀眼的辉煌。如今,西部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西部大开发进军号角的 

赛_ ,西部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必将进人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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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N E R A L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O F  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lW western region embraces six provinces of Shaanxi, Gansu，（̂inghai，Sichuan, Yunnan and Guizhou, three autonomoiiii re

gions of Inner Mongolia, Guaii^xi, Nin^xia, Xinjiang and Tibet, and Chongqing Municipality that is directly under the adminislra- 

tion of lhe Central Government. it^iun，rovtTing 6.87 million square k m，lakes up 71.6 percent of the countryT s total land ar

ea . As emirnerdled in the 5th census, llierc* art、0.36 billion persons living in lhe region, which is home lo 28.1 percent of the na

tion *s tolal population. In 2000, G D P  of lhe western region was 1664. 8 billion yuan, contributing 17.2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GDP.

The region enjoys vasl It̂ rilon , rii：h natural resources ami plentiful laf)ur power. Wilh tremendous developing potential, the 

is the key reserve bas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l of nalioiial economy.

As the source and main valley of four major rivers in China: Yangtze, Yellow, Pearl and Yarlung Zangbo Rivers, hydix)power 

capacity of tlie weslem region ainouiils 0.56 billion k w，accuuiUirig for 82.5 percenl of nalional tolal. However, developed ami uli- 

lized hyclrupowei is less lhan 1 percent. 7 of 10 hycbupower bases in plan are located in the region for subslanlial developing poten

tial . Physical featuit\s are vt*n tomplicaleil, abLirulant mineral resounres are contained in lhe region. Among 140 sorts of surveyed 

mineral resources, more than 120 soils ol mineral resource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is tolal, coal is as much 

as 39.4 percenl of nalional total; jK.*lix)lfitni, 27.8 percenl; aiul iialural gas, 87.5 percent. Capacities of some rare melals top in 

China，even in the world.

Natuml appeai'aiices of lhe region are preseived besl in China al present, so that it is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 It is famous for 

grand Majesty Terra - cotta Army, world - famous Macao Groltoes, wonderlantl Jiuzhai - Huanglongy well - known the 'Phree Gorg

es, and fascinaletl folk 一  cuslom. ll can Lit* foreseen that tourism will be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is to U? vigor

ous in the future.

Wilh vast territory anil low population deiisily»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l is relatively slow. There are many spare la

bor forces, and most of them traiisfer to oulside every year, ll has lhe unique advantage on labor power for rich supply and low cost.

llie region has long Iwundary. Kxchaii^es with neigh bo riiig counlries are frequent. As the door opening to wesl, to north and 

to South Asia, the western region enjoys special lernloriai advantage. More than 20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i'e 

part of lhe same tribe as tlie citizen of neighboring counlries.

With long history of relaliorisliip, they sliare the sam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and close custom. Most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believe the same religion，and traditional etonomic anil cultural relal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lries are kept well for a long lime. 

Su complementariti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struclures of resources, economy and technology are available. rHie western 

region was booming in the period of lhe Silk Road. While the opening police is carried out from east to west, the weslem region is 

bound to be another foreland area opening lo uutside.

Since the fouiulalion of PRC, the social aiu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he region has advanced greatly, and laid lougti lwsis of 

economy am! lechmlogy. During lhe period of i：oiistiuctiiig remote refpons away fmm lhe coaslal areas, wilh the empKasi/etl inpu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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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more than 2000 laige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had been set up in every province (municipality, autonomous re

gion) _ A  batch of indusUies of hi^i specialty and Htiong influence has been foimed. Lots of competent persons d  specialized tech

niques have been brought up. Technical level in some fields is at the top of the state even of the world. The western region is re

garded as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Besides, in support of rich resources,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lemons) of the region made gteat efforts lo develop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fonning advanced industries of electricity, 

nonferrous metals mining and dressing, avialion and aerospace lechnology, smelting and pressing, communication facility manufac

turing, coal and tobacco piucesaing.

T\ie western i^ion once was brilliant in history. Today the region fkc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While westward bound is 

biought into effect, development of all causes in the region will enter a new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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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西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2000年 )

指 标 Item
内蒙古

Inner

Mongoba

广西

Guangxi

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Land Area (10 000 sq.km) 118.30 23.67

年末总人口 C万人） Year-cnd Population(10 000 persons) 2372.40 4751.20

# 非农业人口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837.00 825.53

人口自然增长率（％。） Natural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4.4 7.9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Population Density (person/sq.km) 20 201

从业人员数（万人） Employment10 000 persons) 1061.60 2566.40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553.70 1571.50

第二产业 Secondaiy Industry 182.40 278.40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iy 325.50 716.50

# 在岗职工人数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263.90 283.10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100 million yuan) 1401.01 2050.15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350.80 538.70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556.28 748.00

# 工业 Industry 455.21 619.84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iy 493.93 763.45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receding ycar=100X%) 109.7 107.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Per Capita GDP(yuan) 5872 431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100 million yuan) 430.42 660.01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242.03 281.54

地方財政预算收入（亿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cnue(l00 million yuan) 110.68 147.05

地方財政预算支出（亿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Expenditures。00 million yuan) 261.06 258.49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Deposit Balance(100 million yuan) 1270.13 2269.07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875.74 1374.42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 Loan Balance(100 million yuan) 1340.74 16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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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特刊

MAIN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2000)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n

云南

Yunnan

贵州

Guizhou

西藏

Tibet

陕西

Shaanxi

甘肃

Gansu

青海

Qinghai

宁S

Ningxia

新a

Xinjiang

8.24 48.50 39.40 17.61 122.84 20.58 45.44 72.23 5.18 166.49

3091.09 8407.50 4240.80 3755.72 259.83 3644.00 2556.89 516.50 554.32 1791.55

660.89 1565.00 656.50 543.09 43.89 832.00 491.43 137.03 159.23 554.33

3.5 5.1 11.5 13.1 12.9 8.0 13.1 11.9 9.3

375 173 108 212 2 177 56 7 107 11

1695.00 4435.80 2268.50 1866.23 124.18 1812.80 1492.00 256.52 275.50 693.85

905.48 2643.40 1760.50 1305.28 90.98 1010.20 785.50 143.20 158.60 388.1 1

293.66 641.80 210.50 221.79 7.35 299.00 296.80 32.34 50.00 97.63

495.86 1150.60 297.50 339.16 25.85 503.60 409.70 80.98 66.90 208.11

208.88 515.45 273.40 218.36 16.24 327.60 201.20 46.87 63.80 276.26

1589.34 4010.25 1955.09 993.32 117.46 1660.92 983.36 263.59 265.57 1364.36

283.00 945.58 436.26 270.26 36.32 279.12 193.36 38.53 45.95 288.18

657.51 1700.49 843.24 385.68 27.21 731.90 439.88 114.00 120.04 586.84

527.48 1393.84 697.69 308.52 10.13 549.58 328.41 80.55 93.00 422.07

648.83 1364.18 675.59 337.38 53.93 649.90 350.12 111.06 99.58 489.34

108.5 109.0 107.1 108.7 109.4 109.0 108.7 109.0 109.8 108.2

5157 4784 4637 2661 4559 4549 3838 5087 4839 7470

655.81 1403.85 697.94 402.50 66.50 745.85 441.35 154.83 160.82 610.38

262.93 663.79 342.12 147.99 55.87 376.03 225.36 87.25 88.87 392.75

104.46 233.86 180.75 85.23 5.38 114.97 61.28 16.58 20.82 203.14

202.46 452 414.11 201.57 59.97 271.76 188.23 68.26 60.84 190.95

1904.70 4513.20 2465.68 1106.64 144.98 2663.00 1402.93 280.17 396.49 1863.48

1085.30 2693.17 1138.22 539.49 40.48 1522.53 818.76 159.08 229.35 908.55

1881.30 4053.46 1987.83 1064.82 80.62 2193.12 1171.14 348.57 382.23 1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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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续1

指 标 Item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广西

Guangxi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100 million yuan)
543.16 828.97

农业 Fanning 308.36 418.83

林业 Forestry 23.61 38.76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205.46 275.33

渔业 Fishery 5.73 96.05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上年=100) (%)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preceding year=100X%)
102.5 100.2

粮食产量（万吨） Grain(10 000 tons) 1241.90 1667.24

油料产量（万吨） Oil-bearing Crops(10 000 tons) 116.40 58.61

糖料产量（万吨） Sugar(10 000 tons) 141.30 2937.89

水果产量（万吨） Fruit(10 000 tons) 21.45 360.14

肉类总产量（万吨） Output of Meat(10 000 tons) 143.40 287.26

# 猪肉 Pork 76.62 217.87

奶类产量（万吨） Milk(10 000 tons) 82.99 1.69

水产品产童（万吨） Aquatic Products(10 000 tons) 7.21 239.86

全部工业总产值（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100 million yuan) 1800.24

全部工业总产值指数（上年=100) (%)
Indices of Gross Ou中ut Value of Total Industry (preceding 

yeai=100X%)
107.4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100 million yuan) 748.97 1003.24

#国有企业 State-owned 598.08 410.56

集体企业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20.32 132.6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数（上年=100) (%)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preceding 

yeai=100X%)
109.0

原煤产量（万吨） Coal(10 000 tons) 7247.29 706.67

发 电 量 （亿千瓦时） Electricity 100 million kwh) 439.2】 289.09

钢 （万吨） Steel(10 000 tons) 423.59 104.73

生 铁 （万吨） Pig Iron(10 000 tons) 440.83 1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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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特刊

CONTINUED-1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n

云南

Yunnan

贵州

Guizhou

西藏

Tibet

陕西

Shaanxi

甘肃

Gansu

青海

Qinghai

宁*

Ningxia

新疆

Xinjiang

412.63 1483.52 680.86 412.97 51.21 464.89 323.03 56.99 77.75 487.20

244.74 785.37 416.36 279.61 26.36 327.78 238.97 24.91 46.99 360.54

10.82 49.13 49.75 18.04 1.31 27.22 11.15 1.51 3.11 8.35

141.99 611.76 201.49 110.67 23.53 106.39 71.72 30.49 25.75 114.51

15.08 37.26 13.26 4.65 0.01 3.50 1.19 0.08 1.90 3.80

104.5 105.0 106.5 103.8 101.9 104.6 104.9 97.5 103.8 105.3

1131.21 3568.50 1467.80 1161.30 96.22 1089.10 713.48 82.70 252.74 808.60

31‘06 193.00 26.98 74.34 3.96 38.76 41.68 19.40 6.99 60.14

9.06 166.82 1420.61 25.65 1.79 37.90 0.35 292.65

81.68 252.37 76.95 31.10 0.74 493.79 121.59 2.24 19.32 151.87

143.91 641.20 205.17 124.06 14.93 92.12 60.91 20.83 19.00 90.00

122.45 478.59 172.94 105.50 0.79 69.75 40.97 6.95 9.34 17.18

5.60 28.92 14.69 1.69 20.40 63.88 13.74 21.29 23.64 78.23

20.03 51.31 16.62 6.24 0.02 6.08 1.41 0.12 3.70 6.01

1530.00 4154.07 1589.36 855.51 18.30 1787.59 1087.31 141.57 293.94 1061.29

111.1 106.5 108.1 114.7 108.1 114.3 112.41 10.00 115.9 108.6

962.32 2076.96 1063.36 631.64 1184.58 840.60 196.08 239.11 852.01

283.63 594.56 319.64 557.32 430.84 91‘40 104.77 203.31

57.59 153.97 85.63 50.54 75.86 128.42 5.46 7.63 27.08

113.6 113.1 113.8 107.1 110.6 8.8 122.6

1149.90 2061.95 2215.61 3677.00 2.13 1983.89 1632.71 145.44 1581.00 2798.90

167.90 500.24 317.46 404.70 6.61 272.28 280.27 133.79 136.61 182.98

179.69 602.35 189.41 166.90 53.65 229.94 42.91 0.79 109.70

167.20 555.61 309.42 150.22 62.53 203.30 6.85 1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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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续2

指 标 Item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广西

Guangxi

成品钢材（万吨） Steel Products(10 000 tons) 378.91 102.63

水 泥 （万吨） Cement(10 000 tons) 630.00 2198.35

农用化肥（万吨） Chemical Fcrtilizer(lO 000 tons) 35.54 53.30

汽 车 （万辆） Motor Vehicles(10 000 vehicles) 13.12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100 million yuan) 138.80 287.05

建筑业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10 000sq.m) 1816.90 2327.50

建筑业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Floor Space Completed(10 000 sq.m) 1130.00 1188.70

交通运输客运童（万人次） Passenger Traffic(10 000 persons) 42952

# 铁 路 . Railway 2508

公路 Highway 39321

水运 Waterway 766

交通运输货运量（万吨） Freight Traffic(10 000 tons) 31270

# 铁路 Railway 5843

公路 Highway 23514

水运 Waterway 1910

邮电业务总量（万元）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10 000 yuan)
96355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100 million yuan) 483.98 859.16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Total Inq>ort8 and Exports(USD 100 million) 20.36 20.38

#出口总额 Imports 10.22 14.93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USD 100 million) 5.48 7.53

#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Capital 1.12 5.25

国际旅游人数（万人次） Internationa] Tourists(10 000 person-times) 39.19 50.63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
Foreign Exchange Haming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m(USD 

100 million)
1.27 2.62

专任教师数（万人） Full-time Teachers (10 000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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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特刊

CONTINUED-2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n

云南

Yunnan

贵州

Guizhou

西藏

Tibet

陕西

Shaanxi

甘肃

Gansu

青海

Qinghai

宁夏

Niogxia

新疆

Xinjiang

156.98 541.34 183.71 150.93 57.70 201.91 36.39 5.59 131.26

1402.78 2766.42 1642.80 783.88 49.32 989.44 732.10 123.71 280.25 895.67

72.26 263.51 197.22 84.05 93.90 54.60 67.06 59.52 75.47

24.59 2.39 2.21 0.14 1.93

348.66 713.81 311.34 109.06 16.82 242.30 126.40 44.72 56.20 234.95

6088.49 10592.05 3513.63 1792.00 86.98 2396.54 1914.12 339.43 563.15 2241.48

3083.72 5839.32 2217.50 824.00 81.06 1087.17 1066.18 192.90 340.69 1261.42

57667 143072 33704 53978 310 28709 12907 3612 5537 23191

2140 3161 1532 3113 - 2661 1039 352 271 1147

53170 136729 31586 50397 257 25600 11600 3250 5252 21877

2240 2523 241 468 - 234 192 ~ - -

27889 54943 52452 18891 209.3 29209 22722 5076 6880 33091

2848 5645 3521 6853 一 3933 2885 833 2105 4199

23646 47058 48789 11684 196 25200 19800 4050 4252 27048

1392 2224 134 354 - 73 36 ~ - —

858200 1619856 990739 406100 38398 850392 421000 49181 143401 473000

643.58 1523.75 583.17 343.67 42.87 607.61 362.70 89.08 90.23 374.50

17.85 25.45 18.13 6.60 1.30 21.40 5.70 1.60 4.43 22.64

9.95 13.94 6.38 4.21 1.13 13.10 4.15 1.12 3.27 12.04

3.45 9.56 2.21 1.95 2.01 0.91 0.19

2.44 4.37 1.28 0.25 3.00 0.62 0.13 0.19

26,61 46.21 100.11 18.39 14.94 71.28 21.31 3.26 0.78 25.61

1.37 1.22 3.39 0.63 0.52 2.80 0.55 0.07 0.03 0.95



W E S T E R N  R E G I O N

续3

指 标 Item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广西

Guangxi

大学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0.89 1.20

中等学校 Secondary Schools 10.10 14.11

小学 Primaiy Schools 12.92 19.90

在校学生数（万人） Student Enrolment 10 000 persons)

大学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7.19 12.00

中等学校 Secondaiy Schools 162.13 328.20

小学 Primary Schools 201.51 536.79

广播人口覆盖率（％) Listener Rating(%) 85.58 85.20

电视人口覆盖率（％) Viewer Rating(%) 81.42 90.10

医院、卫生院个数（个） Hospitals(unit) 1988 1868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Hopital Beds(10 000 beds) 6.32 8.30

医生数（万人） Doctors(10 000 persons) 5.23 6.15

每万人医生数（人） Number of Doctors Per 10 000 Population(person) 22.0 13.0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yuan) 6974 765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Urban Households Per Capita Average Disposable 

Income(yiian)
5129 5834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Urban Households Per Capita Living £^>enditures for 

Consun̂ >tioQ(yuaii)
3928 485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Rural Households Per Capita Average Net Income(yuan) 2038 1864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抽样调查）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抽样调查）

Rural Households Per Capita Living Expenditures for 

Consumption(yuan)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esidence for Urban Households 

(sq.m)(Sauq)le survey)

Per Capita Floor Space of Residence for Rural Households 

(sq.mXSample survey)

1615

15.55

16.84

1846

18.91

23.40

人均储蓄余额（元） Per Capita Saving Dq>osits(yuan) 3700 2905

注：l.重庆人口数为户籍统计数。 

2.贵州奶产量为牛奶产量;进出口和出口总额为资阳海关报关数。 

3.宁夏医院、卫生院个数及床位数为医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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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特刊

C0NTINUED.3

重庆

Chongqing

四川

SichuaD

云南

Yunnan

贵州

Guizhou

西藏

Tibet

陕西

Shaanxi

甘肃

Gansu

靑海

Qinghai

宁夏

Ningxia

新疆

Xinjiang

1.04 1.84 0.92 0.72 0.08 2.07 0.72 0.21 0.19 0.76

8.59 21.7 12.05 8.12 0.43 14.40 8.54 1.87 2.01 8.90

11.90 33.16 21.05 17.48 1.32 18.23 12.52 2.77 3.47 13.13

13.25 23.55 9.04 7.55 0.55 24.17 8.17 1.34 1.72 7.29

156.24 391.98 213.74 157.20 5.52 266.89 144.95 24.64 31.83 131.18

276.13 802.65 472.06 500.21 31.38 480.93 316.46 50.47 65.74 247.74

89.93 92.85 87.45 76.24 77.70 90.30 85.63 63.32 85.20 89.77

93.74 93.61 89.00 85.34 76.10 91.40 86.14 85.96 86.00 92.15

2250 7665 13356 2515 810 2779 1867 5755 380 1352

6.57 17.08 9.75 5.86 0.62 9.26 5.66 1.65 1.62 6.59

4.49 13.04 6.26 3.78 0.53 6.43 3.77 0.96 0.88 4.54

14.6 15.5 14.8 12.2 20.3 17.7 14.8 19.0 18.0 24.6

8020 8323 9231 7468 14976 7804 8516 9316 8681 8717

6276 5894 6325 5122 6448 5124 4916 4704 4912 5817

5475 4856 5185 4278 5554 4277 4126 4186 4201 4665

1892 1904 1479 1374 1331 1444 1429 1490 1724 1618

1396 1485 1271 1097 1117 1251 1084 348 1417 1236

10.72 10.42 12.00 9.20 20.04 9.34 15.21 12.71 13.80 15.27

29.58 28.03 22.18 19.75 23.16 22.87 18.00 15.32 18.00 17.25

3522 3203 2684 1436 1558 4178 3211 3070 4179 4921

Note: 1.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i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2. Milk output of Guizbou refers to cow milk output, and imports and exports is the data applied to Guiyang Customs.

3. Data of hospital institutions and beds ofNingxia refers to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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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重庆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占全国的比重（2000年） 
APPENDIX IrCHONGQING MAIN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Y AS PERCENTAGE OF WHOLE NATION (2000)

全国 重庆
重庆占全11的

比 重 （％)

指标 Item

Whole Nation ChongQing

Chongqing as 

Percentage of 

Whole Nation

(%)

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Land Area(10 000 sq.km) 960 8.24 0.9

五普人口（万人） Population of the 5th Census (10 000 persons) 126583 3090 2.4

社会从业人员（万人）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71150 1695.00 2.4

#城填 Urban 21274 381.20 1.8

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current prices) (100 million 

yuan)
89403.5 1589.34 1.8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14212 283.00 2.0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45487.8 657.51 1.4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29703.8 648.83 2.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currcnt prices) 84870.6 962.32

#国有及国有控股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41017.6 653.58 1.6

集体 Collective-owned 12910.9 57.59 0.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当年价） 

(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nn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ly and Fishciy(current prices)
24915.8 412.63 1.7

农业 Fanning 13873.6 244.74 1.8

林业 Forestry 936.5 10.82 1.2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7393.1 141.99 1.9

渔业 Fishery 2712.6 15.08 0.6

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Output of Major Farm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钢(万吨） Steel(10 000 tons) 12850 179.69 1.4

原煤(万吨） Coal(10 000 tons) 100000 1149.90 1.1

发电量(亿千瓦小时〉 Electricity(100 million kwh) 13556 167.90 1.2

汽车(万辆） Motor Vehicles(10 000 vehicles) 207.0 24.59 11.9

摩托车(万辆） Motorcycles(10 000 vehicles) 960.2 191.07 19.9

粮食(万吨） Grain(10 000 tons) 46218 1131.21 2.4

油料(万吨） Oil-bearing Crops(10 000 tons) 2954.8 31.06 1.1

货物运输总量(万吨） Total Freight Traffic(10 000 tons) 1354542 27889 2.1

客运总量(万人次） Total Passenger Tiaffic(10 000 person-times) 1476671 57667 3.9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Total Business Revenu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100 million yuan)
4792.7 85.82 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100 million yua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100 million yuan)

34152.6 643.58 1.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32619.0 655.81 2.0

#基本建设投资 Capital Constniction 13214.6 262.93 2.0

更新改造投资 Innovation 5077.4 92.03 1.8

房地产开发投资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4901.7 139.63 2.8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Local Financial Budgetary Revenue (100 million 

yuan)
6394.0 104.46 1.6

年末城乡居民铕蓄余额(亿元）
Year-end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000 million yuan')
64332 1085.36 1.7

注i 工业部分为国有及规棋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下同）。
Note: Data of industry refers to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non-statc-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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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 全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量与速度指标（2000年） 
APPENDIX HrPRINCIPAL AGGREGATE INDICATORS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ED 

INDICIES AND GROWTH RATES OF WHOLE NATION (2000)

平均每年增长％

Average Annual Growth

指标名称 Item 1980 1985 1990 1995 1999 2000 Rate 9̂

1986- 1991- 1996-

1990 1995 2000

人口 Population

年末总人u (万人）
Year-end Poulation(10 000 

persons)
98705 105851 114333 121121 125909 126583 1.6 1.2 0.9

就业 Employment

从业人员数(万人） Employment 10 000 persons) 42361 49873 63909 67947 70586 71150 5.1 1.2 0.9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29122 31130 38428 35468 35364 35575 4.3 -1.6 0.1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7707 10384 13654 15628 16235 16009 5.6 2.7 0.5

第三产业 Tertiaiy Industry 5532 8359 11828 16851 18987 19566 7.2 7.3 3.0

国民核算 National Accounting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100 

million yuan)
4518 8964 18548 58478 82067 89404 7.9 12.0 8.3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1360 2542 5017 11993 14472 14212 4.2 4.2 3.5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2192 3867 7717 28538 40558 45488 9.0 17.4 9.8

工业 Industry 1997 3449 6858 24718 35087 39570 9.2 17.7 10.2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95 418 859 3820 5471 5918 6.4 14.9 6.1

第三产业 Tertiaiy Industry 966 2556 5814 17947 27038 29704 9.4 10.0 8.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

通信业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205 407 1148 3055 4460 4919 9.8 11.1 10.7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批发、零售贸易和 

餐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Catering Trade
214 878 1420 4932 6910 7307 4.6 7.5 7.4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额(亿元） Asscts(100 million yuan)
911 2543 4517 20019 29855 32619 16.5 36.9 11.2

#基本建设 Capital Construction 559 1074 1704 7404 12455 13215 10.7 36.1 14.3

更新改造 Innovation 187 449 830 3299 4485 5077 19.7 34.1 9.2

房地产开发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 - 253 3149 4103 4902 - 73.0 6.4

财政 Public Finance

国家財政收入(亿元）
Government Finance Revenue 

(100 million yuan)
1159.9 2004.8 2937.1 6242.2 11444.1 13380.1 7.9 16.3 里6.5

#地方 Local Government 875.5 1235.2 1944.7 2985.6 5594.9 6394 9.5 9.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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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CONTINUED-1

指标名称 Item 1980 1985 1990 1995 1999 2000

平均每年壜长％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cŜ o

1986

1990

1991

1995

1996

2000

国家财政支出(亿元）

Government Finance 

Expenditures (100 million 

yuan)

1228.8 2004.3 3083.6 6823.7 13187.7 15879.4 9.0 17.2 18.4

#地方 Local Government 562 1209 2079.1 4828.3 9035.4 10365.1 11.5 18.4 16.5

农业 Agriculture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主要农产品产量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rming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Output of Major Farm 

Products

1922.6 3619.5 7662.1 20340.9 24519.1 24915.8 4.7 7.4 6.0

粮食(万吨） Grain(10 000 tons) 32056 37911 44624 46662 50839 46218 3.3 0.9 -0.2

油料(万吨）
Oil-bearing Crops(10 000 

tons)
769.1 1578.4 1613.2 2250.3 2601.2 2954.8 0.4 6.9 5.6

猪牛羊肉(万吨）
Pork Beef and Mutton(10 

000 tons)
1205.4 1760.7 2513.5 4265.3 4647.4 4838.2 7.4 11.2 2.6

工业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亿元）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Gross Output Value of 

lndustry(100 million yuan)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5154 9717 23924 91894 127633 13.1 22.2

布(亿米） Cloth(丨 00 million m) 134.7 146.7 188.8 260.2 250 277 5.2 6.6 1.3

机制纸及纸板(万吨）
Machine-made Paper and 

Paperboards(10 000 tons)
535 911 1372 2812 2159 2487 8.5 15.4 -2.4

原煤(亿吨） Coal( 100 million tons) 6.2 8.7 10.8 13.6 10.5 10 4.4 4.7 -6.0

发电纛(亿千瓦小时）
Electricity 100 million 

kwh)
3006 4107 6212 10070 12393 13556 8.6 10.1 6.1

钢(万吨） Steel(10 000 tons) 3712 4679 6635 9536 12426 12850 7.2 7.5 6.1

水泥(万吨） Cement(10 000 tons) 7986 14595 20971 47561 57300 59700 7.5 17.8 4.7

汽车(万辆）
Motor Vehicles(10 000 

vehicles)
22.23 43.72 51.4 145.27 183.2 207 3.3 23.1 7.3

建筑业 Construction

建筑企业总产值(亿元）

建筑企业房厘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Gross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100 million 

yuan)

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under Constmction (10 000 

sq.ro)

347 985.1

35492

1947.6

37923

9505

89863

11152.9

147263

11759

155175

7.9

1.3

19.3

18.8

4.3

11.5

建筑企业房厘竣工面积Floor Space of Buildings 

(万平方米） Completed (10 000 sq.m)
17073 19553 35666 73925 73835 2.7 12.8 15.7

• 673 •



A P P E N D I X

续 2 CONTINUED-2

平均每年增长％

指标名称 Item 1980 1985 1990 1995 1999 2000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c%

1986- 1991- 1996-

1990 1995 2000

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货运量(亿吨）
Freight Traffic(100 million 

tons)
54.7 74.6 97.1 123.5 129.3 135.5 5.4 4.9 1.9

货运周转量(亿吨公里）
Freight Ton-kilometers( 100 

million ton-km)
12026 18365 26207 35730 40496 44452 7.4 6.4 4.5

客运量(亿人）
Passenger Traffic( 100 million 

persons)
34.2 62 77.3 117.3 139.4 147.7 4.5 8.7 4.7

客运周转童(亿人公里）
Passenger>kilometers( 100 

million passenger-km) 

Postal and

2281 4437 5628 9002 11300 12261 4.9 9.8 6.4

邮电通倍业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Total Business Volume(100 

million yuan)
19 62.21 155.54 988.9 3330.82 4792.7 20.1 44.8 37.1

本地电话年末用户 

(万户）

Capacity of Telephone 

Exchanges at Year-end(10 

000 gates)

443 312 685 4071 10872 14485 17.0 42.8 28.9

移动电话用户(万户）
Mobile Telephone 

Subscribers(10 000 sets)
1.8 362.9 4329.6 8453.3 - 188.1 87.7

国内贸易 Domestic Trade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100 million yuan)
2140 4305 8300.1 20620 31134.7 34152.6 14.0 23.2 10.6

市 City 733.6 1874.5 3888.6 12376.7 19091.6 21110.3 15.7 26.1 11.3

县 County 399.4 737.2 1337.4 2919.6 3892.5 4217.2 12.7 16.9 7.6

县以下 Below County Level 1007 1693.3 3074.1 5323.7 8150.6 8825.1 12.7 11.6 10.6

对外经济贸易和国际旅 

游

Foreign Trade and 

Internatioiial Tourism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USD 100 million)
381.4 696 1154.4 2808.6 3606.5 4743.1 10.6 19.5 11.0

出口额 Exports 181.2 273.5 620.9 1487.8 1949.3 2492.1 17.8 19.1 10.9

进口额 Imports 200.2 422.5 533.5 1320.8 1657.2 2251.0 4.8 19.9 11.3

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Amount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2ed(USD 100 

million)
46.5 102.9 481.3 526.6 593.6 17.2 36.1 4.3

#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6.6 34.9 375.21 403.2 403.2 16.0 60.8 1.6

国际旅游人数(万人）
International Tourists(10 000 

persons)
570.3 1783.3 2746.2 4638.7 7279.6 8344.4 9.0 tl.l 12.5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

Foreign Exchange Earnings 

from Tonrism(USD 100 

million)

6.2 12.5 22.2 87.3 141 162.3 12.1 31.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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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3 C O N T I N U E D ^

平均每年增长％

Average Annual Growth

指标名称 Item 1980 1985 1990 1995 1999 2000 Rate 5̂

1986- 1991- 1996-

1990 1995 2000

金融 Finance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亿元）

Deposit Balance of Financial 

lnstitution$(]00 million yuan)
53882 108779 123804 18.1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亿元）

Loan Bal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100 million yuan)
50544 93734 99371 14.5

教商 Education

学校数(所） Number of Schools(unit) 1042751 938173 867924 764955 674173 644426 -1.5 -2.5 -3.4

专任教师数(万人）
Full-time Teachers(10 000 

persons)
891.7 868.8 946.9 994.8 1073.7 1090.5 1.7 1.0 1,9

在校学生数(万人）
Student Enrollmcnt(】0 000 

persons)
20419.2 18633.1 17553.1 19677.3 21782.1 21930.9 -1.2 2.3 2.2

卫生 Public Health

医院卫生院(个） Number ofHospitals(unit) 65450 59614 62454 67807 66935 66509 0.9 1.7 -0.4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万张）
Hospitals Beds(10 000 units) 198.2 222.9 262.4 283.6 292.8 294.8 3.3 1.6 0.8

医生(万人） Doctors(10 000 persons) 115.3 141.3 176.3 191.8 204.5 208 4.5 1.7 1.6

人民生活 People's Livelihood

Total Wages of worker Staff

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and Worker(100 million 

yuan)

772.4 1382.8 2951.1 8100 9875.5 10656 16.4 22.4 5.6

职工平均工资(元）
Average Annual Wages of 

Staff and Woxkers(yuan)
762 1148 2140 5500 8346 9371 13.3 20.8 11.2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R 收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入(元） of Urban Residents(yuan)
478 739 1510 4283 5854 6280 15.4 23.2 8.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yuan)
191 398 686 1578 2210 2253 11.5 18.1 7.4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100 million 

yuan)

400 1623 7120 29662 59622 64332 34.4 33.0 16.7

注：1、本表2000年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本表总量指标中的价值量指标除邮电业务总量指标外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3、本表国内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邮电业务总量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他按当年价格计算。

Note: a)Some figures in 2000 in the table are preliminary statistics.

b)Thc data in value terms in the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except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c)Thc growth rate of the follow indicators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cs:GDPfgross ou中ut vahic of fanning,forestry,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and business volum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value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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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及排位（2000年） 
APPENDIX ffl:MAIN INDICATORS AND ORDER OF NATIONAL ECONOMY 

BY PROVINCE, MUNICIPAL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2000)

地区 Region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Land Area

(10 000 sq.km)

五普人口 (万人）

Population of 5 th Census 

(10 000 persons)

在岗职工年末人数 

(万人）

Year-end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 

(10 000 persons)

地方预算内一般性财政收 

入(万元）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of Local 

Government 

(100 million yuan)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1.7 29 1382 26 398 11 3449968 5

天津 Tianjin 1.2 30 1001 27 193 27 1336069 18

.河北 Hebei 18.8 12 6744 6 539 6 2487621 8

山西 Shanxi 15.6 20 3297 19 370 14 1144762 20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8.3 3 2376 23 264 22 950320 23

辽宁 Liaoning 14.6 21 4238 13 587 5 2956274 7

吉林 Jilin 18.7 13 2728 21 330 15 1038267 22

黑龙江 Heilongjiang 45.4 6 3689 15 532 7 1853379 13

上海 Shanghai 0.6 31 1674 25 307 18 4853777 2

江苏 Jiangsu 10.3 24 7438 5 673 4 4483097 4

浙江 Zhejiang 10.2 25 4677 10 373 13 3427745 6

安徽 Anhui 14.0 22 5986 9 393 12 1787187 15

福建 Fujian 12.1 23 3471 18 318 17 2341061 10

江西 Jiangxi 16.7 18 4140 14 292 19 1115536 21

山东 Shandong 15.7 19 9079 2 790 4636788 3

河南 Henan 16.7 17 9256 718 3 2464694 9

湖北 Hubei 18.6 14 6028 8 529 8 2143450 12

湖南 Hunan 21.2 10 6440 7 441 10 1770403 16

广东 Guangdong 17.8 15 8642 3 748 2 9105560 1

广西 Guangxi 23.6 9 4489 11 283 20 1470539 17

海南 Hainan 3.4 28 787 28 78 28 391995 28

重庆 Chongqing 8.2 26 3090 20 209 24 872442 24

四川 Sichuan 48.5 5 8329 4 515 9 2338630 11

贵州 Guizhou 17.6 16 3525 17 194 26 852324 25

云南 Yunnan 39.4 8 4288 12 273 21 1807450 14

西藏 Tibet 122.8 2 262 31 16 31 53848 31

陕西 Shaanxi 20.6 11 3605 16 328 16 1149711 19

甘肃 Gansu 45.4 7 2562 22 201 25 612849 27

音海 Qinghai 72.1 4 518 30 47 30 165843 30

宁夏 Ningxia 5.2 27 562 29 63 29 208244 29

新a Xinjiang 165.0 1 1925 24 256 23 790724 26

注：本表资料来源于 <中国统计摘要》，全国及各省数据多为快报数。

Notc:Figures in this table are prelimimy statistics from China tatistical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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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CONTINUED-1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100 

million yuan)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国内生产总值 

指数

“九五”时期G D P平均 

每年增长(％)

地区 Region
绝对数 位次

Value Order
Primary

Industry

Secondary

Industry

Tertiary

Industry

Index of G DP  

1999=100

Average Growth Rate of 

G D P  in "Ninth-Five- 

Year" Period

北京 Beijing 2460.5 15 90.0 935.8 1434.7 m . o 10.0

天津 Tianjin 1639.4 22 73.5 811.5 754.4 110.8 11.3

河北 Hebei 5076.3 6 824.6 2551.8 1699.9 109.5 11.1

山西 Shanxi 1640.1 21 168.0 835.7 636.4 107.7 7.6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403.9 24 351.8 559.7 492.3 109.9 10.0

辽宁 Liaoning 4668.3 7 510.0 2307.3 1851,0 108.9 8.9

吉林 Jilin 1831.1 19 399.7 792.0 639.4 109.0 9.8

黑龙江 Heilongjiang 3252.0 13 353.0 1885.0 1014.0 108.1 8.5

上海 Shanghai 4551.2 8 81,7 2186.9 2282.6 110.8 11.3

江苏 Jiangsu 8584.7 2 1028.0 4439.0 3117.7 M0.6 11.2

浙江 Zhejiang 6024.3 4 650,0 3194.3 2180.0 110.9 11.0

安徽 Anhui 3031.8 14 732.2 1294.9 1004,7 108.0 10.3

福建 Fujian 3920.0 11 638.0 1711.0 1571.0 109.5 11.7

江西 Jiangxi 2000.0 17 485.0 695.0 820.0 108.0 7.9

山东 Shandong 8542.4 3 1268.6 4226.6 3047.3 110.5 11.0

河南 Henan 5126.1 5 1160.0 2410.0 1556.1 109.4 10.1

湖北 Hubei 4276.3 9 662.3 2123.7 1490.3 109.3 10.8

湖南 Hunan 3688.9 12 781.2 1463.2 1444.5 109.0 9.2

广东 Guangdong 9506.0 990.3 4853.1 3662.7 110.5 10.3

广西 Ouangxi 2035.6 16 536.6 741.5 757.4 107.2 6.6

海南 Hainan 518.5 28 196.6 101.7 220.2 108.8 8.5

重庆 Chongqing 1589.3 23 283.0 657.5 649.8 108.5 9.3

四川 Sichuan 4016.8 10 935.2 1715.9 1365.7 109.3 8.9

贵州 Guizhou 993.3 26 270.3 385.7 337.4 108.7 8.7

云南 Yunnan 1955.3 18 436.2 840.2 678.9 107.1 8.4

西藏 Tibet 116.5 31 35.8 26.9 53.8 109.3 4.8

陕西 Shaanxi 1661.0 20 279.1 731.9 649.9 109.0 9.0

甘肃 Gansu 983.0 27 193.0 439.9 350.1 108.7 9.3

靑海 Qinghai 263.1 30 38.5 113.2 111.5 109.0 8.7

宁夏 Ningxia 265.3 29 46.3 120.0 99.0 109.6 9.7

新a Xinjiang 1364.7 25 288.0 587.0 489.7 108.2 8.0

注：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t卜算，国内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Note:The absolute figur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while indicies of GDP,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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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 CONTINUED-2

地区 Region

农林牧渔业总

(亿元)

Output Valu< 

Farming,Forestry 

Husbandry and Fis 

million yua

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指数1999-100

Index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Fanning,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1999=100

5 Of
,Animal
hery(100

n)
农业

Fanning

林业

Forestry

牧业

Animal

Husbandry

渔业

Fishery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195.2 27 91.1 5.4 90.6 8.1 113.1

天津 Tianjin 156.3 28 83.4 1.4 51.8 19.8 104.2

河北 Hebei 1544.7 5 846.7 25.4 613.7 58.9 105.7

山西 Shanxi 322.4 24 218.3 12.7 89.7 1.6 109.3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543.2 18 308.4 23.6 205.5 5.7 102.5

辽宁 Liaoning 967.4 12 463.5 19.7 304.2 180.0 99.2

吉林 Jilin 609.4 17 320.3 11.4 268.7 9.0 94.4

黑龙江 Heilongjiang 625.1 16 414.4 18.3 175.7 16.8 99.3

上海 Shanghai 216.5 26 89.8 1.4 87.4 37.9 103.9

江苏 Jiangsu 1869.7 3 1096.0 30.2 430.5 313.0 105.0

浙江 Zhejiang 1062.9 10 520.4 67.8 177.3 297.4 104.6

安徽 Anhui 1220.0 8 675.3 64.0 349.4 131.3 101.7

福建 Fujian 1037.3 11 421.0 82.3 208.2 325.8 103.1

江西 Jiangxi 760.3 14 387.3 51.1 221.8 100.1 102.8

山东 Shandong 2294.3 1300.4 47.6 599.2 347.1 103.9

河南 Henan 1981.5 2 1264.3 56.2 641.6 19.5 105.4

湖北 Hubei 1125.6 9 615.7 40.2 338.8 130.9 102.8

湖南 Hunan 1221.7 7 633.8 51,0 455.9 80.9 104.2

广东 Guangdong 1640.7 4 807.9 59.6 389.7 383.4 104.0

广西 Ouangxi 829.0 13 418.8 38.8 275.3 96.1 100.2

海南 Hainan 311.9 25 145.0 48.1 50.3 68.6 111.5

重庆 Chongqing 412.6 22 244.7 10.8 142.0 15.1 101.0

四川 Sichuan 1413.3 6 785.4 49.1 541.5 37.3 104.9

责州 Guizhou 413.0 21 279.6 18.0 110.7 4.6 103.8

云南 Yunnan 680.9 15 416.4 49.7 201.5 13.3 106.5

西藏 Tibet 51.2 31 26.4 1.3 23.5 101.9

陕西 Shaanxi 464.9 19 327.8 27.2 106.4 3.5 104.6

甘肃 Gansu 323.0 23 239.0 11.2 71.7 1.2 104.9

青海 Qinghai 57.0 30 24.9 1.5 30.5 0.1 97.5

宁夏 Ningxia 77.8 29 47.0 3.1 25.7 1.9 103.8

新a Xinjiang 461.2 20 340.9 7.6 109.2 3,4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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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3 C0NTINUED-3

地区 Region

工业总产 

(全部国有及却 

工业)(亿 

Gross Industria 

Value above de 

size (100 millic

值

,模以上 

元） 工业总产值 

指数

Index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1999=100

i Ou^jut 

sigoated 

nyuan)
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

State-owned 

and State 

Holding

集体企业

Collective-

owncd

股份制企业 

Share Holding

外商及港澳台

Funnded by 

Foreign,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2292.3 13 1702.5 172.4 288.7 1034.0 120.9

天津 Tianjin 2582.1 10 869.8 426.0 419.5 1136.0 117.7

河北 Hebei 3413.6 8 1835.1 793.1 877.9 381.2 114.7

山西 Shanxi 1224.5 18 832.3 201.2 378.4 59.2 110.9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740.0 26 614.8 28.4 354.1 56.0 115.3

辽宁 Liaoning 4169.5 6 2829.3 342.9 864.5 797.4 116.7

吉林 Jilin 1679.9 17 1377.9 99.7 526.7 312.2 116.3

黑龙江 Heilongjiang 2458.8 12 2102.3 110.4 420.9 132.8 113.9

上海 Shanghai 6174.9 5 3158.9 469.9 535.3 3366.0 113.3

江苏 Jiangsu 10444.3 2 3154.3 2224.1 2452.8 2894.8 118.5

浙江 Zhejiang 6576.0 4 1292.4 1152.6 2644.9 1215.8 125.0

安徽 Anhui 1700.0 16 1116.9 205.8 416.2 187.7 112.7

福建 Fujian 2505.7 11 843.6 163.0 297.9 1538.7 115.4

江西 Jiangxi 925.1 23 738.3 80.5 185.0 98.3 112.8

山东 Shandong 8311.7 3 3488.0 2455.5 1643.2 1168.8 117.8

河南 Henan 3495.0 7 1900.9 916.8 877.2 257.7 110.6

湖北 Hubei 3131.9 9 1952.4 660.6 740.3 352.4 113.4

湖南 Hunan 1704.0 15 1147.6 276.1 395.2 107.5 114.3

广东 Guangdong 12244.8 1 3306.1 1349.1 1329.4 7206.5 119.0

广西 Guangxi 993.0 21 683.3 147.4 271.9 107.9 109.0

海南 Hainan 202.3 29 132.8 4.9 69.9 43.6 105.1

重庆 Chongqing 956.3 22 653.6 57.6 443.2 129.0 113.6

四川 Sichuan 2039.5 14 1280.4 189.1 881.3 158.4 115.1

贵州 Guizhou 621.3 27 497.4 52.6 186.6 16.5 113.2

云南 Yunnan 1029.0 20 838.2 89.5 186.3 57.1 106.7

西藏 Tibet 17.6 31 14.9 4.5 2.5 0.1 109.3

陕西 Shaanxi 1175.5 19 929.1 76.7 204.5 126.2 110.5

甘肃 Gansu 781.9 25 624.6 】03.7 49.6 31.7 112.4

靑海 Qinghai 193.1 30 173.5 5.1 87.5 4.8 108.8

宁夏 Niogxia 236.6 28 179.6 9.6 69.3 16.8 117.0

新a Xinjiang 850.0 24 766.9 29.5 160.7 18.8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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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农产品产量 工业产品产量

Output of Farm Products Output of Industrial Products

地区 Region

粮食

(万吨）

油料

(万吨）

猪牛羊肉总 

产置

(万吨）

原煤

(万吨)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钢

(万吨）

水泥

(万吨）

汽车 

(万辆）

Grain (10 

000 tons)

Oilbearing

Crops (10 

000 tons)

Output of 

Pork, Beef, 

Mutton (10 

000 tons)

Coal (10 000 

tons)

Electricity 

(100 million 

kwh)

Steel (10 

000 tons)

Cement (10 

000 tons)

Motor 

Vehicles (10 

000 

vehicles)

北京 Beijing 144.2 3.8 34.0 553.0 145.3 803.4 827.0 12.5

天津 Tianjin 124.1 3.3 22.1 211.5 356.8 267.8 10.2

河北 Hebei 2551.1 147.0 332.7 5781.2 844.4 1230.1 4694.6 1.4

山西 Shanxi 853.4 44.8 57.8 19602.7 620.3 470.9 1193.7 0.1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1241.9 116.4 130.2 7247.3 439.2 423.6 630.0 0.1

辽宁 Liaoning 1140.0 29.6 146.2 4454.9 645.6 1553.8 1954.9 8.2

吉林 Jilin 1638.0 39.0 132.2 1636.7 313.5 159.3 758.9 32.5

黑龙江 Heilongjiang 2545.5 43.8 117.7 4974.4 426.7 89.0 903.7 13.4

上海 Shanghai 174.0 16.4 26.6 553.1 1778.7 311.7 25.3

江苏 Jiangsu 3106.6 225.6 226.6 2479.0 909.7 617.2 4599.5 9.1

浙江 Zhejiang 1217.7 57.9 93.3 73.0 624.8 145.0 4256.6 1.0

安徽 Anhui 2472.1 285.1 227.9 4678.3 355.4 438.9 1905.6 10.7

福建 Fujian 854.7 25.8 109.9 375.0 403.7 124.9 1513.6 3.0

江西 Jiangxi 1614.6 96.7 149.6 1813.8 203-4 319.9 1463.0 13.4

山东 Shandong 3837.7 356.9 379.9 8038.6 1005.3 635.4 6547.1 6.1

河南 Henan 4101.5 392.6 437.9 7577.9 694.9 404.8 3723.4 0.8

湖北 Hubei 2218.5 287.2 210.3 389.3 534.8 895.9 2460.9 19.6

湖南 Hunan 2767.9 139.3 391.4 1490.8 354.4 304.1 2395.7 1.8

广东 Guangdong 1760.1 78.8 212.4 161.7 1292.7 287.0 5872.4 3.9

广西 Guangxi 1528.5 58.6 219.1 706.7 283.0 112.0 2198.4 13.1

海南 Hainan 199.6 10.1 25.8 2.0 39.1 0.2 315.1 0.3

重庆 Chongqing 1131.2 31.1 138.4 1149.9 167.9 179.7 1402.8 24.6

四川 Sichuan 3372.0 193.0 459.1 2062.0 500.2 602.4 2766.4 2.4

贵州 Guizhou 1161.3 74.3 116.0 3676.8 404.7 166.9 783.9 0.1

云南 Yunnan 1467.8 27.0 191.2 994.1 297.8 187.1 1512.0 2.2

西藏 Tibet 96.2 4.0 15.0 2.1 6.6 49.3

陕西 Shaanxi 1089.1 38.8 74.2 1983.9 272.3 53.7 989.4 1.9

甘肃 Gansu 713.5 41.7 54.3 1632.7 253.5 227.2 723.5

青海 Qinghai 82.7 19.4 20.4 145.4 133.8 42.9 123.7

宁夏 Ningxia 252.7 7.0 15.4 1581.0 136.6 0.8 280.3

新a Xinjiang 783.7 60.1 70.5 2745.8 182.1 112.2 894.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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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5 C0NTINUED-5

全社会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全社会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地区 Region
Passenger-kilometers

(10 000 tons)
公路 水运

Freight ton-kilometers 

(100 million ton-km)
公路 水运

绝对数 位次 绝对数 位次

Value Order Highway Waterway Value Order Highway Waterway

北京 Beijing 118.2 25 52.8 363.1 26 82.6

天津 Tianjin 91.6 26 18.6 4621.9 2 62.7 4306.6

河北 Hebei 795.8 2 405.6 2323.9 5 555.4 268.0

山西 Shanxi 219.3 20 135.9 866.0 16 270.0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200.1 23 116.3 943.2 13 211.9

辽宁 Liaoning 495.8 Ll 159.9 10.7 1745.5 6 209.4 572.4

吉林 Jilin 206.7 21 76.8 0.1 492.1 22 85.6 0.3

黑龙江 Heilongjiang 377.4 15 214.5 0.1 918.2 15 161.9 19.5

上海 Shanghai 73.6 27 34.1 4.1 6286.9 56.4 6187.0

江苏 Jiangsu 762.7 3 594.5 1.4 1459.3 S 340.7 746.4

浙江 Zhejiang 609.8 6 449.5 8.9 1199.8 9 280.0 732.6

安徽 Anhui 519.0 8 314.1 1.7 1050.9 12 274.7 159.3

福建 Fujian 403.9 14 330.0 1.4 929.2 14 195.0 581.7

江西 Jiangxi 418.9 13 171.3 1.2 645.0 IS 147.2 35.8

山东 Shandong 549.1 7 323.5 3.3 4033.0 3 405.8 2827.8

河南 Henan 759.4 4 353.8 0.3 1553.5 7 363.9 10.7

湖北 Hubei 512.6 9 297.5 12.4 1081.1 10 232.7 305.3

湖南 Hunan 714.6 5 318.4 3.5 1066.4 11 297.8 143.8

广东 Guangdong 937.0 685.4 9.2 3276.9 4 487.2 2249.6

广西 Guangxi 451.5 12 347.9 2.5 707.0 17 209.4 76.0

海南 Hainan 60.5 28 57.7 2.6 310.0 28 39.1 269.0

重庆 Chongqing 270.4 17 170.1 31.1 354.4 27 72.5 105.7

四川 Sichuan 496.8 10 358.7 3.4 622.9 20 187.7 11.8

贵州 Guizhou 238.4 18 116.5 1.0 404.1 25 65.9 4.1

云南 Yunnan 205.5 22 171.2 0.8 481.9 23 296.7 1.0

西藏 Tibet 4.1 31 4.1 13.5 31 13.5

陕西 Shaanxi 331.1 16 151.0 0.4 573.0 21 143.6 0.3

甘肃 Gansu 226.0 19 70.6 0.2 639.5 19 109.4 0.1

靑海 Qinghai 29.7 30 18.2 86.6 30 36.6

宁夏 Ningxia 52.1 29 31.4 205.2 29 56.9

新a Xinjiang 186.8 24 107.4 457.3 24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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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续 6 CONTINUED-6

地区 Region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in Fix

(100 million 3

亿元)
“九五”时期投资

合计 

(亿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during 

Wmth-Hve-Ycar” 

Period

sd Assets 

ûan) 基本建设投资

Capital

Construction

更新改造投资 

Innovation

房地产开发投资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1186.3 6 447.0 185.9 522.1 5361.5

天津 Tianjin 526.2 17 280.4 111.9 133.9 2613.0

河北 Hebei 1047.8 7 624.4 305.9 108.4 7018.7

山西 Shanxi 456.5 22 276.5 110.8 36.7 2077.5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347.3 24 232.5 59.6 44.8 1553.1

辽宁 Liaoning 1028.2 8 451.3 284.2 264.3 5073.7

吉林 Jilin 484.9 20 274.5 114.3 63.5 2140.9

黑龙江 Heilongjiang 740.7 13 382.5 230.3 104.1 3501.0

上海 Shan 决 ai 1678.8 2 703.8 402.0 551.9 9479.4

江苏 Jiangsu 1645.3 3 751.4 339.4 357.1 10675.7

浙江 Zhejiang 1444.6 5 791.8 240.7 356.6 8424.4

安徽 Anhui 573.8 15 318.0 152.8 88.1 3287.6

福建 Fujian 810.5 12 333.1 176.5 198.8 4608.9

江西 Jiangxi 321.9 26 194.0 75.1 37.9 1823.7

山东 Shandong 1563.9 4 784.1 390.2 219.7 8991.1

河南 Henan 884.6 11 594.8 163.4 77.9 5630.0

湖北 Hubei 988.2 10 594.4 245.2 134.6 5342.8

湖南 H uhaxi 634.4 14 367.7 176.8 74.0 3666.7

广东 Guangdong 2535.7 1 1151.5 432.8 831‘2 12771.1

广西 Ouangxi 397.7 23 267.8 80.2 38.9 2495.0

海南 Hainan 150.3 28 127.0 10.2 10.0 861.0

重庆 Chongqing 458.4 21 215.5 89.9 139.6 1852.3

四川 Sichuan 1016.4 9 640.8 173.9 194.4 5425.6

贵州 Guizhou 288.3 27 146.6 88.0 42.1 1294.5

云南 Yunnan 504.1 19 331.8 74.6 79.2 2823.4

西藏 Tibet 48.6 31 45.0 2.9 0.7 207.4

陕西 Shaanxi 529,1 16 302.0 132.1 77.7 2371.4

甘肃 Gansu 322.1 25 199.8 88.4 27.6 1428.2

靑海 Qinghai 131.9 29 97.6 17.1 13.2 524.0

宁夏 Ningxia 123.9 30 85.0 22.2 15.4 516.7

新韁 Xinjiang 519.9 18 373.8 75.9 57.4 2397.1

注：本表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各省数不包括跨区投资。

Note: In ves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Uective-owned units and individuals is not included in this table. Data of each province 

excludes investment of trans-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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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7 C0NTINUED-7

地区 Region

社会消费品零« 

(亿元） 

Total Retail Sa 

Consumer Go 

(100 million yi

f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指数

Index of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1999=100

es of

ods

nan) 市

City

县

County

县以下

Below County 

Level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1443.3 11 1138.5 92.6 212.2 109.9

天津 Tianjin 736.6 18 564.5 58.6 113.5 112.1

河北 Hebei 1613.9 9 749.5 312.8 551.6 110.6

山西 Shanxi 629.1 21 369.2 132.5 127.4 107.2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484.0 24 288.4 117.1 78.5 110.7

辽宁 Liaoning 1847.6 5 1529.9 102.3 215.4 108.9

吉林 Jilin 810.9 17 596.4 55.6 158.9 110.5

黑龙江 Heilongjiang 1094.0 14 785.1 160.6 148.3 107.7

上海 Shanghai 1722.3 8 1398.9 81.2 242.2 108.3

江苏 Jiangsu 2604.1 2 1598.1 187.0 819.0 108.8

浙江 Zhejiang 2298.8 4 1255.2 225.4 818.2 110.7

安徽 Anhui 1054.3 15 499.0 234.5 320.8 107.7

福建 Fujian 1372.8 12 778.0 178.6 416.2 110.2

江西 Jiangxi 704.9 19 333.7 159.8 211.4 108.4

山东 Shandong 2545.9 3 1573.0 243.6 729.3 110.2

河南 Henan 1786.7 7 874.2 381.3 531.2 110.6

湖北 Hubei 1789.4 6 1128.5 177.7 483.2 110.7

湖南 Hunan 1364.7 13 710.1 255.1 399.5 111.0

广东 Guangdong 4071.9 2685.7 221.8 1164.4 111.4

广西 Ouangxi 859.2 16 416.4 176.4 266.4 108.6

海南 Hainan 172.5 28 113.6 14.8 44.1 109.4

重庆 Chongqing 643.6 20 361.6 88.9 193.1 107.9

四川 Sichuan 1523.7 10 713.1 271.2 539.4 110.2

责州 Guizhou 343.7 27 197.4 66.8 79.5 109.5

云南 Yunnan 583.2 23 309.3 139.1 134.8 108.2

西藏 Tibet 42.9 31 16.3 18.5 8.1 113.2

陕西 Shaanxi 607.6 22 400.7 103.1 103.8 109.1

甘肃 Gansu 362.7 26 234.0 57.5 71.2 109.4

育海 Qin^iai 82.1 30 50.7 19.8 11.6 109.2

宁夏 Ningxia 90.2 29 58.9 16.6 14.7 109.1

新a Xinjiang 374.5 25 233.7 65.1 75.7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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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续 8 CONTINUED-8

地区 Region

海关进出口J 

(按目的地、货i 
Value oflnq>orts ai 

(by CIF’FO 

(USD 100 mil

g额 

S地分） 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额

(万美元）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ually Utilized 

(USD 100 million 

yuan)

国际旅游人数

(万人次）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10 000 

person-times)

旅游创汇总额 

(亿美元）

Foreign Exchange 

Eamings from 

Tourism (USD 100 

million)

idE]q)orts

B)
lion)

# 出口额 

Exports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242.4 6 76.6 168368 282.09 27.68

天津 Tianjin 171.6 9 76.8 116601 35.62 2.32

河北 H^>ei 54.9 10 32.8 67923 41.43 1.42

山西 Shanxi 27.9 17 20.9 22472 16.53 0.50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23.9 20 11.2 10568 39.19 1.26

辽宁 Liaoning 200.7 8 105.9 204446 61.22 3.82

吉林 Jilin 29.9 15 14.9 33701 22.27 0.58

黑龙江 Heilongjiang 39.9 11 24.2 30086 55.17 1.89

上海 Shanghai 547.0 2 246.4 316014 181.40 16.13

江苏 Jiangsu 492.0 3 263.8 642550 160.95 7.24

浙江 Zhejiang 315.2 4 204.8 161266 112.59 5.14

安徽 Anhui 36.9 13 21.2 31847 31.84 0.86

福建 Fujian 229.6 7 136.3 343191 161.33 8.94

江西 Jiangxi 20.5 23 11.9 22724 16.31 0.62

山东 Shandong 282.5 5 160.9 297119 72.31 3.15

河南 Henan 31.2 14 15.8 56403 32.50 1.24

湖北 Hubei 38.9 12 19.0 94368 45.08 1.46

湖南 Hunan 29.9 16 16.3 67833 45,40 2.21

广东 Guangdong 1754.9 1 934.3 1128091 1198.94 41.12

广西 Ouangxi 22.9 22 16.4 52466 122.91 3.07

海南 Hainan 10.9 26 6.1 43080 48.68 1.09

重庆 Chongqing 18.5 25 10.6 24436 26.61 1.37

四川 Sichuan 27.8 18 14.3 43694 46.20 1.22

责州 Guizhou 8.6 27 4.8 2501 18.39 0.61

云南 Yunnan 18.8 24 10.9 12812 100.11 3.39

西藏 Tibet 1.5 31 1.1 28842 15.00 0.52

陕西 Shaanxi 23.9 21 13.3 6235 71.28 2.80

甘肃 Gansu 6.9 28 4.2 21.31 0.55

青海 Qinghai 2.3 30 1.4 1741 3,26 0.07

宁夏 Ningxia 5.3 29 3.5 1911 0.78 0.03

新a Xinjiang 25.9 19 11.5 25.61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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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9 C0NTINUED-9

地区 Region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t 

Post(yuan)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yuan)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onsumer Price Indices of 

Urban Households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yuan)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1999=100

1998=100

位次

Order

绝对数

Value

位次

Order

北京 Beijing 16350 2 10349.7 2 103.5 2 4604.55 2

天津 Tianjin 12480 6 8140.5 5 99.6 19 3622.39 5

河北 Hebei 7781 22 5661.2 15 99.7 18 2478.86 9

山西 Shanxi 6918 31 4724.1 31 103.9 1905.61 20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6974 29 5129.1 22 101.3 7 2038.21 16

辽宁 Liaoning 8811 11 5357.8 19 99.9 16 2355.58 10

吉林 Jilin 7924 19 4810.0 29 98.6 28 2022.50 17

黑龙江 Heilongjiang 7835 20 4912.9 27 98.3 29 2148.22 14

上海 Shanghai 18531 
一 —一 _

11718.0__ 102.5 3 5596.37 1

""Jiangsu ,10299 8 6800.2 8 100.1 13 3595.09 6

浙江 Zhejiang 13076 5 9279.2 4 101.0 9 4253.67 3

安徽 Anhui 6989 28 5293.6 20 100.7 10 1934.57 19

福建 Fujian 10584 7 7432.3 6 102.1 4 3230.49 7

江西 Jiangxi 7014 27 5103.6 25 100.3 11 2135.30 15

山东 Shandong 8772 12 6490.0 9 100.2 12 2659.20 8

河南 Henan 6930 30 4766.3 30 99.2 26 1985.82 18

湖北 Hubei 7565 24 5524.5 17 99.0 27 2268.59 11

湖南 Hunan 8128 17 6218.7 12 101.4 6 2197.16 12

广东 Guangdong 13823 4 9761.6 3 101.4 5 3654.48 4

广西 Guangxi 7651 23 5834.4 14 99.7 17 1864.51 23

海南 Hainan 7408 26 5358.3 18 101.1 8 2182.26 13

重庆 Chongqing 8020 18 6276.0 11 96.7 31 1892.44 22

四川 Sichuan 8323 16 5894.3 13 100.1 14 1903.60 21

贵州 Guizhou 7468 25 5122.2 24 99.5 23 1374.16 30

云南 Yunnan 9231 10 6324.6 10 97.9 30 1478.60 27

西藏 Tibet 14976 3 7426.3 7 99.9 15 1330.81 31

陕西 Shaanxi 7804 21 5124.2 23 99.5 22 1443.86 28

甘肃 Gansu 8560 15 4916.3 26 99.5 24 1428.68 29

青海 Qinghai 10050 9 5170.0 21 99.5 21 1490.49 26

宁里 Ningxia 8590 14 4912.4 28 99.6 20 1724.30 24

新a Xinjiang 8717 13 5644.9 16 99.4 25 1618.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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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附录4 :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主要经济指标（2000年 )

项目 Item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Land Area(sq.km)

#城市建成区面积 City-scaled Area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a(year-eQd)(l 0 000 persons)

# 非农业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人口出生率(％0) Biith Rate(%o)

人口自然增长率(％0〉 Natural Growth Rate(%o)

年末全部从业人员数(万人） Total Employment Persoimel(year~endX10 000 persons)

#城镇个体劳动者 Urban Individuals

1.职工人数 Staff and Workers

#国有经济 State-owned

2.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Total Wages For Staif and Workers。00 million yuan)

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Average Annual WagcfYuan)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Gross Domestic Product(100 million yuan)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 工 业 Industry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yuan)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precedmg ycai=100)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i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 工 业 Industiy

第三产业 Tcrtiaiy Industry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 Indices of Per Capita G D P  (preceding ycar^lOO)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100 million yuan)

# 不含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 Exclude Rural Collective-owned &  Individuals

地方財政收入(预算内）（亿元） Local Government Rcvenue(In BudgetXIOO million yuan)

地方财政支出(预算内）（亿元） Local Government Eiq>enditures(ln BudgetXIOO million yuan)

金融系统年末存款余额(亿元） Deposits of Financial System(year-endX 100 million yuan)

#银行系统 Banking System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Saving Deposit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金融系统年末贷款余额(亿元） Loans of Financial System(year-endX 100 million yuan)

#银行系统 Banking System

金融机构现金收入(亿元） Cash Income of Financial System(100 million yuan)

金融机构现金支出(亿元） Cash Expenditures of Financial System(100 million yuan)

保险业务承保额(亿元） Amount Ihsured(100 million yuan)

保险业务保费收入(亿元） Premium(100 million yuan)

保险业务赔款支出(亿元） Claim(100 million yuan)

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100〉 Retail Price Indices of Urban Commodities (Preceding ycar=100)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Consumer Price Indices of Urban Residents (Preceding year=100)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Ex-Factoiy Price Index of Industry Products (Preceding year=100)

注：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年平均工资天津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报酬总额和人均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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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PPENDIX IV: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CHONGQING AND GUANGZHOU (2000)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广州市

Guangzhou

16807.8 11920.0 6340.5 82403.0 7434.4

490.1 386.0 324.3 297.5

1107.5 912.0 1321.6 3091.1 700.7

760.7 532.5 986.2 660.9 436.1

6.2 7.7 5.3 11.4 10.3

0.9 1.6 -1.9 3.5 4.5

619.3 486.9 828.4 1695.0 503.7

20.2 9.4 9.3 77.7 23.3

434.2 201.8 390.1 254.4 180.4

283.0 125.0 229.2 175.7 98.1

72.9 49.3 89.2 905.5 95.7

208.2 258.1 367.0 293.7 202.1

338.2 179.5 372.1 495.9 206.0

695.5 253.5 614.5 182.9 348.1

15726.0 12414.0 15420.0 6980.0 19091.0

2478.8 1639.4 4551.2 1589.6 2375.9

90.0 73.5 83.2 283.3 94.4

943.5 820.2 2163.7 656.6 890.0

745.3 747.3 1956.6 526.6 890.0

1445.3 745.7 2304.2 649.7 1249.5

22460.0 17993.0 34547.0 5159.0 34292.0

111.0 110.8 110.8 108.5 113.4

104.0 103.7 103.4 101.5 101.7

111.4 111.5 109.8 110.5 111.9

113.2 112.2 110.2 110.4 112.5

111.1 110.5 112.9 109.0 116.3

110.2 110.3 110.2 107.9 111.2

r 1297.4 608.8 1869.7 655.8 923.7

1212.9 526.2 1696.2 507.0 846.7

345.0 133.6 498.0 104.5 200.6

443.0 187.1 622.8 202.5 240.7

9705.0 2281.6 9349.8 1904.7 5545.2

9189.8 2000.6 6926.0 1532.7

2923.2 1172.4 2524.1 1085.4 2239.9

5944.6 1863.6 7254.3 1881.3 3895.5

5666.7 1636.0 5415.7 1417.0

8864.6 4277.5 7946.8 4882.9 8916.7

8697.4 4268.4 8041.1 4848.5 8972.0

3696.2 3419.6 17621.8

88.0 31.5 127.2 27.7 57.5

7.2 36.2 8.7 11.0

98.9 98.6 96.4 95.5 99.4

103.5 99.6 102.5 96.7 102.8

102.5 102.8 102.5 98.6 103.2

Note: Total wages and annual average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of Tianjin refers to remuneration of urba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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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续1

项目 Item

工业主要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Purchasing Purchase Price Index of Main Raw Materials J'uel and Energy

(上年=100) (preceding year=100)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 Price Indices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preceding year2100)

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口 (人） Dependents Per Rural Labor(person)

每一城市就业人口负担人口 (人） Dependents Per Urban Employment Personnel(per8on)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元）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Available For Living of Urban Households(yuan)

城镇^ 民人1  生活费支出（元） Per Capita Annual Expenditures Available For Living of Urban Households(yuan)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Per Capita Annual Net Income of Farraers(yuan)

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元） Per Capita Annual Living Expenditures of Farraers(yuan)

住宅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Completed Spac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Buildings(10 000 sq.m)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Per Capita Dwelling Space of Urban Persons(sq.m)

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 Per Capita Dwelling Space of Rural Persons(sq.m)

乡村劳动力(万人） Rural Labour Force(10 000 person)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万公顷） Cultivated Areas(Y ear-end)( 10 000 ha)

农业总产值(当年价）（亿元）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Ciirrent Price)(100 Million Yuan)

农业总产值指数(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preceding year=100)

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个）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imit)

#国有经济 State>owned

全部工业总产值(亿元） Total Gross Output Value oflndustry(100 million yuan)

#限额以上 Above Designated size

# 国有经济 State-owned

集体经济 CoUective^owned

股份制经济 Share Holding

“三资”经济 Foreign-funded Economy

轻工业 Light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全部工业总产值指数(上年=100) Indices of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Preceding year= 100)

#限额以上 Above Designated Size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With Independent Accounting System Main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年底固定资产原价(亿元） Original Value of Fixed Assets(year-«nd)( 100 million yuan)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 Average Balance Net Value of Fixed Assets(100 million yuan)

流动资产年末合计(亿元） Total Circulating Funds(year-endX 100 million yuan)

产品销售收入(亿元） Product Sales Income(100 million yuan)

利税总额(亿元） Total Pre-tax Profits(100 million yuan)

利润总额(亿元） Total Profit(100 million yuan)

产销率（％) Production/sales Ratio(%)

资金利税率(％) Fund/Profit-tax Ratio(%)

埔加值率(°/0 Rate of Value-added ofIndustry(%)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按增加值）（元/人) Overall Labour Productivity of Industry (According to Value-added) (yuan/person)

全 动 资 金 周 转 次 数 (次） Turnover Times of Circulating Funds(time)

注：上海限额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为不含村以下，市独立和非独立核算的全部工业企业单位 

•  688  •



附录

CONTINUED-1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广州市

Guangzhou

100.0 104.5 107.1 105.6 113.6

101.0 99.9 100.0 102.5

1.5 1.5 1.3 1.4 1.6

1.4 1.9 1.9 1.8 1.7

10349.7 8141.0 11718.0 6276.0 13967.0

8493.5 6121.0 8868.2 5475.2 11349.0

4687.0 4370.0 5596.0 1892.4 6086.0

3441.4 2393.0 4137.6 1395.5 4453.0

1499.7 673.3 1459.4 4075.6 1539.4

11.2 8.9 11.8 10.7 13.1

28.9 23.6 53.6 29.6 30.6

165.8 168.1 255.6 1313.8 164.0

32.9 42.4 28.6 158.3 11.9

195.2 156.3 216.5 412.6 163.1

105.9 104.3 3.9 101.0 102.0

4572.0 5430.0 19719.0 2040.0 4531.0

1980.0 1843.0 1400.0 931.0 475.0

2774.2 3080.7 6968.2 1530.0 3100.0

2565.3 2606.4 6604.4 962.3 2568.6

788.6 558.5 865.0 283.6 523.8

175.3 499.7 518.0 57.6 221.2

191.4 464.9 443.2

1150.9 1195.7 1076.6 129.0 1448.5

615.2 895.2 2569.7 329.7 1418.9

1950.2 1711.1 4034.7 632.6 1149.7

131.3 117.5 113.5 111.1 114,7

133.1 117.7 113.6 115.8

2531.6 2488.6 5578.2 1151.6 1767.3

1602.2 1561.4 3524.1 754.3 1201.1

2173.1 1787.4 4571.1 866.0 1508.3

2821.4 2657.0 6793.3 959.4 2534.3

256.1 274.3 758.0 85.6 256.6

127.1 164.9 398.8 15.6 118.4

96.0 98.4 98.8 99.1 96.9

7.0 9.0 5.5 9.6

24.9 24.2 20.7 27.6

51182.0 52425.0 69111.5 27148.0 60342.0

1.4 1.8 1.5 1.2 1.7

Not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ver designated size of Shanghai excludes village below, municipal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account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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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续2

项目 Item

亏损企业个数(个） Number of Loss Enterprises(unit)

亏损企业亏损额(亿元） Loss Suffered By Loss Enteipriscs(100 000 OOOyuan)

港口泊位(个） Berths at Port

# 万吨级以上 10 000 Tonnage Level and Above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Freight Handled at Port(10 000 tons)

集装箱吞吐量（万标准箱） Freight Handled of Piling Containers (10 000 TEU)

社会货运童(万吨） Freight Traffic(10 000 tons)

社会客运量(万人次） PassengCT TrafEc(10 000 person-time)

邮电业务总量(1990年不变价）（亿元）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at 1990 Constant PriceXlOO million yuan)

全市每百人拥有电话(部） Telephone Sets Per Hundred Residents(set)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100 million yuan)

海关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Total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USD 100 million)

#出  口 Exports

外 民 ⑩ 口 总 额 (亿美元） Total Value of Imports and Exports In Foreign Tradc(USD 100 million)

#出  口 Exports

弓此外资新签协议合同数(个） Number of New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客商直投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弓u s外资新签协议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 Foreign Capital of New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USD 100 Million)

#客商直投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当^ 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Foreign Capital Actual Used Current Year(USD 100 Million)

#客商直投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Foreign Capital Actual Used (Up to Year-end)(USD 100 Million)

#客商直投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接待(过夜)旅游人数(万人次） Accommodated Tourists(10 000 persoo/time)

涉外旅馆数(个） Numbo- of Tourist Hotel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 Exchange Income in Travel (USD 100 000 000)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Area of Paved Roads(Year-end)(l 0 000 sq.m)

P 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Buses Per 10 000 Residents

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辆） Number of Taxies(Year-end)

城市绿化覆盖率（％) Rate of Green Coverage

环境嗓声达标面积(平方公里） Area of Noise Reaching Standards(sq.km)

高等学校校数(个）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 Students Enrollment of Higher Schools(10 000 persons)

独立自然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数(个） Number of Independent Na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科技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万人） Personnel Enroll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nstitutions(10 000 person)

卫生机构数(个） Health Caie Institutions

# 医 院 Hospitals

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 Medical Technical Personnel 10 000 persons)

# 医 生 Doctors

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 Beds of Health Care lnsticutions(10 000 sheet)

社会描利院数(个） Number of Social Welfare Homes(unit)

# 民政部门办 Run by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注：广州接待（过夜）旅游人数和涉外宾馆数为主要宾馆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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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ONTINUED-2

北京市

Beijing

天津市

Tianjin

上海市

Shanghai

重庆市

Chongqing

广州市

Guangzhou

3630.0 763.0 1711.0 771.0 954.0

45.0 36.0 73.2 28.6 39.4

77.0 134.0 151.0 837.0

51.0 70.0 43.0

9582.0 20440.0 2448.0 12455.0

171.0 561.2 205.6

30716.7 26523.0 52206.0 27889.0 24585.0

18396.1 3474.0 6893.0 57637.0 23430.0

214.7 75.4 224.8 85.8 172.1

82.0 41.0 14.0 117.0

1443.3 736.6 1722.3 643.6 1121.1

496.2 298.0 1093.1 17.9 233.5

119.7 165.3 615.7 10.0 117.9

171.6 547.1 176.4

86.3 253.5 91.8

1149.0 2375.0 237.0 1445.0

1146.0 626.0 1814.0 190.0 647.0

43.4 80.6 8.8 16.4

43.3 46.0 63.9 3.6 15.3

, m i — 28.3 53.9 3.5 31.2

24.6 25.6 31.6 2.4 29.9

229.4 501.1 53.8 235.0

158.8 309.9 28.8 207.0

282.1 16.0 181.4 26.6 1218.7

347.0 32.0 290.0

27.7 2.3 16.1 1.4 15.1

4198.8 4168.0 8147.0 2139.0 2805.0

13.6 4.6 16.4

65127.0 31939.0 42943.0 15580.0 15622.0

36.5 25.0 22.2 19.6 31.6

348.9 314.3 166.0 245.0

59.0 21.0 37.0 22.0 31.0

28.3 11.8 22.7 12.6 18.5

226.0 196.0

1.7 2.2

6176.0 2983.0 4400.0 4382.0 1703.0

458.0 488.0 459.0 299.0 252.0

11.6 6.5 10.7 8.9 5.6

5.2 3.0 5.0 4.5 2.4

3.8 7.5 6.6 3.9

290.0 277.0 427.0 182.0

9.0 29.0 17.0 10.0

Note: Tourists(staymg) received by Guangzhou and foreign hotels refers to main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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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N D I X

附录5: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APPENDIX V： MAIN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指 标 Item 1995 1999 2000

本地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stimates

以固定(1990年)市价计算 At Constant1990) Maricet Prices

本地生产总值(十亿港元） Total Expenditure on GDP(HK $ billion) 755.8 809.3 893.7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港元） Per Capita GDP(HK$) 122778 120389 131483

以当时市价计算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本地生产总值(十亿港元） Total Expenditure on GDP(HK $ billion) 1077.1 1231.4 1271.7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港元） Per Capita GDP(HK $) 174972 183219 187105

人D 及生命事件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年中人口 (千人> Mid-year Population(thousands) 6156.1 6720.7 6796.7

男 Male 3084.3 3299.2 3309.7

女 Female 3071.8 3421.5 3487.0

人口增长率(％0) Population Growth rate(%o) 11.2 7.6 8.0

粗出生率 Crude Birth Rate(%o)

粗死亡率(^) Crude Mortality Rate(%o) 5.1 5.0 4.9

劳工 Labor

劳动人口 (千人> Labor Force(thousands) 3046 3359 3406

男 Male 1874 1958 1966

女 Female 1173 1401 1439

失业率(经季节性调整)(％) Unemployment R t̂e(seasoDally adjusted) 3.2 6.3 5.0

就业不足率(％) Underemployment Rate 2.3 2.8 2.7

工资及收入

工资指数 

1992年9 月=100 

名义 

实质

就业人士平均薪金指数 

1994 年 1 季=100 

名义 

实质 

地产

获批准可动工兴建的私人楼宇

Wages and Earmlngs

Wage Index 

Sep 1992=100 

Nominal 

Real

Index of Payroll Per Person Engaged 

1st Qrt 1994=100 

Nominal 

Real 

Real Estate

Private New Buildings with Consent to Commence 

Work

总实用楼面面积(千平方米） Total Usable Floor Area of Which(thousand sp.m) 1979 2191 1849

新落成私人楼宇 Private New Buildings completed

总实用楼面面积(千平方米） Total Usable Floor Area of Which(thousand sp.m) 2162 2578 1475

送达土地注册处登记的文件涉及的价值 

(十亿港元）

Land Documents Received for registration Registry in 

the Land
763.8 745.5 666.8

楼宇及地段买卖合约(十亿港元）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s for Building Land 

units and(HK $ billion)
283.2 287.0 243.0

物业转让契约(十亿港元） Assignments of Real Estate(HK $ billion) 309.5 300.1 273.0

129.3 149.4 151.0 

101.6 108.9 112.5

102.1 125.9 128.0 

89.1 101,3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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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 1 CONTINUED-1

指 标 Item 1995 1999 2000

楼宇及地段转让契约(十亿港元）
Assignments of Building Units and Land(HK $ 

billion)
49.7 35.7 19.9

房厘 Housing

永久性屋宇单位总数(千个单位） Stock of Permanent Living Quarters(thousands) 1980 2132 2231

於该年落成的永久性屋宇单位总数
(千个单位）

Permanent Living Quarters Built (thousands) 54.8 83.4 84.3

政府财政状况 Public Finance

政府收入总额(十亿港元） Total Government Revenue(HK $ billion) 175.0 216.1 233.0

政府一般收入帐目所列收入(十亿港元）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Revenue (HK $ billion) 151.1 170.4 157.1

基金收入(十亿港元） Funds Revenus (HK $ billion) 23.9 45.7 75.9

政府开支总额(十亿港元） Total Govermnent Hxpenditure(HK $ billion) 143.2 218.8 214.5

财政储备(十亿港元） Fiscal Reserves (HK $ billion) 151.0 434.3 444.3

货币及银行 Money and Banking

货币供应(定义Ml)(十亿港元） Money Supply (definition M1)(HK $ billion) 190.5 225.2 243.5

#港元 Of Which in H K $ 171.6 205.3 204.0

货币供应(定义M3)(十亿港元） Money Supply(definition M3) (HK $ billion) 2364.0 3361.8 3647.9

#港元 Of Which in H K $ 1278.3 1923.0 1999.2

在港使用的贷款及垫款(十亿港元）
Loans and Advances for Use in Hong Kong(HK $

billion)
1398.2 1819.8 1862.0

港币汇率指数(1983年 11月=100) For Hong Kong Dollai(Nov. 1983=100) 121.8 134.2 135.0

物价 Prices

消费物价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ices

甲类消费物价指数 BH(A) 108.7 96.7 97.2

乙类消费物价指数 BPI(B) 109.2 95.3 96.2

恒生消费物价指数 Hang Seng CPI 109.6 96.3 95.5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omposite CPI 109.1 96.0 96.3

电力耗用(兆焦耳） Electricity Consumptionof Which 112817 127566 134928

工业生产指数1986年=100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1986=100

所有制造业 Al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26.2 103.1 100.9

服装制品业(鞋类除外） Wearing Apparel(except footwear) 114.6 99.2 98.6

纺织制品业(包括针织） Textiles (including knitting) 110.8 89.9 90.9

电器及电子制品、机械、专业设备及光学用 

品制造业

Electri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Machinery, and 

Optics Professional Equipment and Optical Goods
179.5 151.7 149.6

运輸及通讯 Transport and Comnraiilcatlons

公共道路长度(公里） Length of Public Roads(km) 1717 1885 1904

领牌车辆总数(千辆） All Licensed Motor Vehicles of Which(thousands) 466 504 517

#货车 Goods Vehicles 118 114 114

私家车 Private Cars 285 322 332

进出香港的货物及旅客货物装卸总数 

(千公吨）

Inward and Outward Movements Passengers of Cargo 

and Total Cargo (thousand tonnes)
192966 209693 217923

#经水运 Ocean 155906 168838 175300

经空运 Air 1457 1974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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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 CONTINUED-2

指 标

经铁路运输 

经陆路运输 

抵港及离港旅客总人数(千人）

空

海

陆

公共交通乘客总人数(百万人次）

电话线路数目(以千条计）

邮递服务 

信件邮件(百万件）

包裹(千件）

商业、服务业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百万港元）

零售指数(1994年10月至1995年9月=100)

价值指数 

数量指数 

总收益价值(百万港元）

1994年10月至1995年9月=100 

价值指歎 

数量指数 

服务行业业务收益指数 

1996年按季平均指数=100 

神 fc发零售 

进出口贸易

金融市场及基金管理服务 

地产 

对外贸易

Rail(thousand tonnes)

Road(tfaousand tonnes)

Total Passengers by (thousands)

Air (thousands)

Sea (thousands)

Land(tbousands)

Total Passenger Journeys od Public Transport (millions)

Telephone Exchange Lines(pcr 1000 population)

Postal Services 

Letter Mail (millions)

Parcels (thousands)

Commerce and Services

Value of Total Retail Sales (HK $ millions)

Index of Retail Sales Monthly Averagef of (Oct. 1994- 

Sep. 1995=100)

Value

Volume

Index of Restaurant Receipts

0f0ct.94-scp.95=100

Value

Volume

Business Receipts Indices for Service Industries 

Quarterly Average of 1996= 100 

Wholesale/Retail 

Import/Export

Financial Maikets and Fund Management Services 

Rea] Estate 

External Trade

贸易总额(十亿港元） Total Trade Vahie(HIC $ billion) 2835.2 2741.7 3230.7

港产品出口货值(离岸价X十亿港元） Domestic Expoits(FOB) of which(HK $ billion) 231.7 170.6 181.0

#中国内地 The Mainland of China 63.6 50.4 54.2

美国 US A 61.3 51.4 54.4

英国 United Kingdom 10,9 10.4 10.7

德国 Germany 12.2 8.5 9.3

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177.7 129.5 139.6

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40.1 32.8 32.9

转口货值(离岸价)(十亿港元） Re-Rxport(FOB)of Which(HK $ billion) 1112.5 1178.4 1391.7

#中国内地 The Mainland of China 384.0 399.2 488.8

美国 U S A 231.0 269.4 311.0

曰本 J印an 70.1 67.5 82.1

1995 1999 2000

1313 466 451

34290 38415 39933

92126 129035 143973

21369 21322 23024

20904 17441 19239

49853 90272 101710

3826 3896 3971

3254 3839 3946

1165 1269 1341

1869 1027 975

210560 179917 186699

101.1 86.3 89.6

99.7 84.0 90.8

52447 56678 57857

101.4 109.6 111.9

99.9 99.2 102.3

96.2 77.7 80.1

98.8 83.8 97.0

98.3 129.5

69.0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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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续 3 C0NTINUED-3

指 标 Item 1995 1999 2000

徳国 Germany 45.8 44.1 50.6

英国 United Kingdom 32.3 45.5 52.4

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845.3 899.0 1078.9

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160.7 184.1 206.9

进口货值(到岸价X十亿港元） Import (CIF) of which(HK $ billion) 1491.1 1392.7 1658.0

#中国内地 The Mainland of China 539.5 607.5 715.0

曰本 Japan 221.3 162.7 199.0

美国 US A 115.1 98.6 112.8

台湾 Taiwan 129.3 100.4 124.2

韩国 Korea 73.3 65.4 80.6

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ion 1260.2 1200.7 1436.9

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160.4 127.2 144.3

旅游 Tourism

访港旅客总人数(千人次） Total Visitor Arrivals of Which (thousands) 10200 11328 13059

#中国内地 The Mainland of China 2243 3206 3786

曰本 Japan 1691 1174 1382

东南亚 South East 1264 1339 1539

台湾 Taiwan 1761 2063 2386

美国 U S A 749 859 966

教有 Education

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学生人数(千人） Full-tim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1000 persons) 59.1 70.6 67.7

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占同龄人口百分比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Attending Full-time Education

三岁至五岁(％) Aged 3-5(%) 83.8 76.6 82.8

六岁至十一岁(％) Aged 6-11(%) 97.0 92.8 94.2

十二岁至十四岁(％) Aged 12-14(%) 94.0 90.7 91.4

十五岁至十六岁(％> Aged 15-16(%) 86.8 83.2 79.5

社会保陣 Social Secroity

综合社会保陣援助计划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个案数目(千宗). No.of Cases (thousands) 129 231 228

发放款项(百万港元） Amount of Payment (HK $ million) 3427 13029 13623

交通意外伤亡援助计划 Traffic Accident Victioms Assistance Scheme

个案数目 No.of Cases 5207 5631 5852

发放款项(百万港元） Amount of Payment (HK $ million) 99 165 134

治安 Law and Order

* 力犯罪案(举报数目） Overall Crimcs(person) 17087 15705 14812

非暴力罪案(举报数目） Violent Crimes(person) 74799 61066 62433

整体罪案率(按每十万人口计算） Offender Rate(per 100 000 population) 1493 1142 1139

注：本表数揭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的“香港统计资料”。

Note: The data resources of this table are from Hongkong statistics published of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kong Special Adiministrativ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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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指 标 Items 1995 1999 2000

国内生产总值_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②⑤

以1996年不变价格计算 At 1996 Constant Prices

国内生产总值实质增长率(支出法)(％) GDP Real Growth R^te by Expenditure Approach (%) 3.3 -2.9

国内生产总值（百万澳门元） G D P  (Million MOP) 55526 5107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澳门元） G DP  per Capita (MOP) 135661 117327

以当年价格计算 At Current Prices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支出法x%)
GD P Nominal Growth Rate by Expenditure Approach

(%)
10.4 -5.2

国内生产总值（百万澳门元） GD P (Million MOP) 55333 4921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澳门元） GD P per Capita (MOP) 135190 113044

人口及生命统计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ics

年中人口估计（千人） Mid-year Estimates Population (1000 persons) 409 434 438p

粗出生率（％。） Crude Birth Rate (%o) 14.4 9.6 8.8p

粗死亡率（％。） Crude Mortality (%o) 3.3 3.2 3.1p

劳动、就业 Labors and Employment

劳动人口（千人） Labors (1000 persons) 187.1 216.2 214.6p

劳动力参与率（％)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 65.3 64.7 63.4p

失业率（％) Unemployment Rate (%) 3.6 6.4 6.8p

就业不足率（％) Underemployment Rate (%) 2.6 1.3 2.9p

就业人口（千人）① Employed Population (1000 persons)① 180.3 202.5 200. Ip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39.2 44.5 39.3p

零售及批发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25.5 31.3 30.9p

餐厅及酒店业 Restaurants and Hotels 20.7 21.7 21.6p

团体、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54.3 56.6 58.0p

对外贸易 External Trade

出口 (百万澳门元） Exports (Million MOP) 15913 17580 20380

本地产品出口（百万澳门元） Domestic Exports (Million MOP) 15044 17080

转 口 （百万澳门元） Reexports (Million MOP) 2536 3300

进 口 （百万滇门元） Imports (Million MOP) 16267 16300 18098

贸易条件指数（1996=100) Terms of Trade Index (1996=100) 104.3 103.1 100.7

工业生产 Indnstiial Production

工业电力消耗量（百万千瓦小时）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Million kwh) 138.1 168.3 149.4

ft筑 Construction

新建及扩建私人楼宇单位数目（个） Units Completed and Expanded (No.) 9432 5389 3146

新建及扩建私人楼宇总面积（平方米） Gross Floor Area Completed and Expanded (m2) 1221131 668778 370315

新动工的私人楼宇单位数目（个） Units Ncwdy Commenced Work (No.) 12584 3619r 1167

新动工的私人楼宇总面积（平方米） Gross Floor Area Newly Commenced Work (m2) 1581985 4l7225r 202776

楼宇单位买卖数目（个） Number of Units Sold (No.) 14284 11039 10211

不动产买卖契约数目（宗） Deed of Real Estate Transacted (No.) 13582 12230 12484

不动产按掲贷款数目（宗） Real Estate Mortgage Loans (No.) 8522 7363 7367

运输、通讯、旅游 Transportf Communicfttions，Tourism

进出澳门货运车辆数目（千辆）⑥ Lorries Passing Through the Border Gate (1000 units) 487.0 241,9 454,1

领牌车辆（千辆） Licensed Vehicles (1000) 70.9 114.2 "4.2

电话线（千条）⑦ Telephone Lines (1000) 189.9 300.1 320.9

访澳旅客（千人次） Visitors (1000) 7752.5 7443.9 9162.2

酒店入住率（％) Hotel Occupancy Rate (%) 57 54r 58

• 696 *



附录

APPENDIX VI: MAIN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指 标 Items 1995年 1999年 2000年

政府收支、货币、金 鼪 （百万澳门元） Government Accounts, Monetary and

政府总收入② Finance (Million MOP) 16195 16943 8816*p

政府总开支② Total Government Revenue© 15472.0 16636.0 8502*p

货币供应（广义货币供应量M 2 ) Total Govcnunent Expenditure©

澳门元③ Money Supply (M2) 20126 28169 23903**

港元 M O P ® 38986 46702 47460**

其他货币 H K D 10172 15268 18024**

总计 Other Cunencies 69284 90140 89386“

本地机构及私人贷款及垫款 Total 38790 45941 44403**

消费物价指数（包括厘租） Loans/advances to resident firms &  individuals

(1999年 10 月至 2000年9 月=100) Consumer Price Index (Excluding Rent)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Oct/99 - Sept/00=100) 101.1 99.5

甲类消费物价指数 Composite Consumer Price Index 101.0 99.6

乙类消费物价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A) 101 99

房 屋 （期末值〉 Consumer Price Index (B)

社会房屋(个〉 Housing (End of period balance) 6528.0 9084.0

教育④ Social Housing (No.)

学前教育学生(人） Education ④ 19770.0 16061p

小学生(人〉 Pre-primary Education (No. of Students) 46703.0 46972p

中学生(人） Primary Education (No. of Students) 23440.0 34745p

高等教育学生(人） Secondaiy Education (No. of Students) 6933.0 8758p

医疗卫生 Higher Education (No, of Students)

死亡登记人数(人） Health 1351.0 1374.0 1338.0

死于心脏病人«  (人） Registered Deaths (No.) 274

死于痛症人数(人） Deaths of Heart Diseases (No.) 366

婴儿死亡率(按每千名出生登记 Deaths of Cancers (No.) 6 4

活产婴儿计算〉 Tnfant Mortality R^te

社会保障 (per 1000 registered live births)

供款单位数目 Social Security 6541.0 7609.0 845 lp

总发放援助次数 Contributors 80803.0 157889.0 163363p

总发放金额(千澳门元） Number of Payments Granted 43335.0 147164.0 20I9I2p

治安 Amoiuit of Payments Granted (1000 M O P )

罪案数目（宗） Criminality 7181 9262 8925

囚犯数目(期末值,人） Number of Crimes 482 788 847

Number of Prisoners (as at end of year)

注：本表数据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国家统计局整理编辑。1998年及以前数据均指原澳门地区。 

①2000年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说明，澳门元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

③不包括特殊教育学生。第n年的学生人数是指n/n+1学年年底学生人数。

④澳门特别行政区出版刊物中称为“本地生产总值” •

⑤自2000年开始包括进出关闸及路城边检站的数字。 

* 因2000年指定之账目收入及支出未能提供,故2000年的政府总收入及总支出不能与1999年直接比较。 

** 2000年11月数字. …未能提供。p临时性资料。r更正资料。

①Figures of 1999 are subject to revisions 05 more data become available.

②Pataca (MOP) is the legal tender i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 stated in "The Basic Law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ed students of special educati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of year N  refer to the students at the end of academic year N/N+1.

④The Chinese term used i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本地生产总值'

©data of 2000 includes data ofbaniers and border check stations for imports and exports.

* Because the icveaue and expenditures of appointed accounts are not provided, government accounts is not comparable with that of 1999. 

** refers to data of Nov, 2000; refers to data not provided; p refers to provisional data; and r refers to correct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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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庆统计年鉴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总队

己经走过20多年风雨岁月的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总队足在山儿 

个先进青年组成的单纯的医疗、文艺宣传、家电维修服务小分队的基础h 

发展起来的。现有遍布全市的服务小分队527个，队员3万多名。他们人 

多是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服务内容也由开始10多项增至现 

在的近40项。20多年来，他们在总队长刘崇和同志的带领下，不为名、+  

为利，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利用节假日走街串巷，深 入 |:厂、 

农村、部队、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和精神文明宣传。总队成立至今，队W  

们已为广大群众义务做好事、办实事116万余件向灾区和社会福利事业、 

特困企业职工、希望工程捐款790万元，赠送电机、音响、教学、民疗设 

备530多件；向机关、部队、学校赠书37000余册，义务植树19万多株。 

收到各种感谢信5万多封，获全国、市级各种奖励200多次，被誉为“山 

城的活雷锋”。

20多年来，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总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行为受到 

了各界群众的好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锫基、李瑞环、胡 

锦涛等先后接见了总队先进代表，并对总队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重庆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重庆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93年12月22日，初期与民政学会两块牌子一套人员开展活动，1995午3 )} 

两会合并，统称社会工作者协会。1998年4 月22日进行了换届选举，成立了重庆直辖市社会L:作名协会，现打 

理事87名、顾问14名、个人会员160余名，聘请副市长陈光国、市民政局局长魏长述为名誉会长，业 务 中  

位系重庆市民政局。

市社丄协会是全市从事社会丄作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自愿参加的全市性社团。其宗R 是 ：卨举邓小 

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广大社会工作者，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宏扬社会—t 义道德，促 

进社会互助，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服务。近两年来，我会以民政业务理论政策的研究为1；点，丨*1绕社会热 

点和民政工作难点，先后开展了 “发展城市社区服务，推进再就业丄程”、“家庭养老弓社会化养老服务”、“N 家 

办老年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民政丄作改革与发展”和 “社区建设”等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出丨IJ 

论文专集，共发表论文159篇，为我市民政工作、对社会工作的改革S 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40号 

邮编：400015 
电话:(023) 63865012 
传真:(023) 63851968

关心支持老区建设发展

元月22日上午，重庆市老促会在广场宾馆多功能厅举行2001年迎春座谈会，市领导、老领导、专家、教 

授和关心老区的各界朋友80余人欢聚一堂，共商老区建设发展大计。

在座谈会开始前，本会会员唐继龙教授主持表演了精彩文艺节目，在表演结束后，以《关心支持老区建设 

发展》为主题的迎春座谈会开始。

邓中文会长主持了座谈会，常务副会长罗远树代表市老促会汇报了 2000年的工作简况和2001年的工作要 

点，并诚心实意希望与会同志给予指导。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老促会名誉会长王云龙到会并讲话。他首先向关心支持老区 

建设的老同志和老区工作者致以良好祝福。他强调指出，老区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我们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 

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关心、支持老.区建设，要充分发挥老促会的政治优 

势，希望大家在新世纪2001年里使老区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邓中文会长向在迎春座谈会上表演的艺术家们表示感谢：对市领导、老同志、专家教授以及各界朋友对 

老区工作的关心支持与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努力促 

进老区建设，为老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于汉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建中、陈之惠，原副省级和市级以上老 

同志，以及市老促会副会长陶维全、任群、王新章、李宗贤和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等有关领导和重庆赛 

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部分团体会员单位负责人。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出席了座谈会并进行 

了新闻报道。

另有市长包叙定、常务副市长王鸿举等市领导打电话或派秘书祝贺会议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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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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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铳计年鉴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前身是重庆市消费者协会，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于1985年 1 

月15日。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社会团体。履行下列职能：（一）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二）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 

务的监督、检查；（三 ）就有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査询、提出建议；（四）受 

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五）投诉事项涉及商品和服务质量问题的，可以提请鉴 

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应当告知鉴定结论；（六）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害的消费者提起诉 

讼；（七）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法律规定，消费者组织不能 

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性服务，不能以牟利为目的向社会推荐商品和服务。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经历了两个阶段。1985—— 1996年的起步发展阶段，重庆市保护消费者 

权益运动从无到有，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发展时期。重庆设立直辖市后标志着重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行政区划调整后，幅员面积增加，扩大了发展空间，增添了新生力量。如今，全市 

建立各种类型的基层消费者组织从1996年的328个增加到现在的3770个。1995年以来，全市消委组织共 

受理消费者投诉101454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990万元。在消费指导工作方面，这几年市消委在企 

业中推行了先行代赔偿制度，开展了评选“消费者信得过企业”、“消费者满意商品”活动，每年根据市场 

消费情况开展比较实验，定期发布消费警示，还两次修订了鞋类三包卡，有力地规范了市场，引导了消费。 

1997年，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为“全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成绩显著单位”， 

同年，市消委名誉会长张文彬（市政协主席）、章必果（市人大副主任）被中国消费者协会授予“全国保护 

消费者权益活动家”称号；1998年市消委会鲍平（市工商局副局长）等五位会长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为“全 

国消费者协会好会长”。

进入21世纪，我国己经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国民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消费水平也 

将逐步提高，新的消费矛盾将不断产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事业任重道远。为了使消费者尽快适应这种变 

化，市消委已在全市启动国民消费教育，全面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素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加大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力度，年内建成争议仲裁中心，使消费争议简便、灵活地得到快捷处理，力争在五年骨全市 

消委处理投诉实现微机管理，实现上下联动，形成整体合力。拓宽监督领域，加大社会监督的力度，尤其 

加强对垄断行业和与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的监督。联合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消费者维权事业，丼 

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我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地 址：渝中区沧白路73号 

联系电话：637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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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统景风景区

重庆市统景风景区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部御临河畔，景区方圆11平方公里，距渝中区65公里、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仅38公里。“统景峡猿”居 “巴渝十二景”之首，统揽山、水、林、泉、峡、洞、瀑、天池、小 

岛、古寨、鹰群诸景，被誉为“自然博物馆”，历代文人墨客盛赞为“武陵仙境”。1989年定为省级风景名胜 

区，1998年被重庆直辖市评定为首届“十佳”风景名胜区。

统景的温泉闻名遐迩，有人冠之“统景温泉甲天下”的美称，有天然温泉25处，水温可髙达62X：, 日涌 

量3万吨，富含多种矿物质成份和微量元素，位居西南之首。总投资800余万元的统景温泉城，已于1997年 

5月8 日投入使用。该温泉城占地面积17500平方米，其中园林式花园950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8000平方 

米. 总体建筑包括露天游泳池，室内情侣池和娱乐区三个部分，泳池的水温均为30-53X：。露天游泳池分儿 

童和成人游泳池，可同时容纳500人，并设有更衣室、淋浴、歌舞厅、休息厅、冷饮厅、理疗保健厅等现代 

化的配套设施。夏日、阳光普照，还可以同时享受温泉浴和日光浴。冬日，泉暖如汤，仍可令君品味其浓浓 

春意。整个温泉城的规模当居西南地区第一位。

十里温塘河，九曲十八湾。统景峡由温塘峡、桶井峡、老鹰峡组成，素有“小三峡”之称。入峡，峭壁 

青崖绮天而立，两岸翠竹铺天盖岭，秀色可餐，峡内山重水复，四壁环合若桶、天光水影仅然一线。野生猿 

猴成群结队，或悬挂树梢或攀于崖壁，游人至此，既可喂食戏猴，又可拥抱猿猴拍照，让你感受动物世界的 

真谛和风趣。夏曰，瀑布高悬，雾绕云崖，气象万千，老鹰百十成群，盘旋天际，加之峡谷山水自然泼墨，蜿 

蜒幽谷蔚为一大奇观。

风景区内溶洞70余处，洞内钟乳石瑰丽多姿，各具其趣。猴子洞长2000米，洞内石柱林立、充满野趣； 

杨家洞螺旋而下，深达105米，洞内石钟乳密如星辰，萤光闪烁：下感应洞长达437米，洞内阴河潺潺，令 

人神往。

瑰丽吉样的麒麟山脚下，山衔水吻的悬崖畔，俏然屹立的统景蹦极跳与温泉城交相辉映。当您步步雄心 

登临56米的跳台，环视青山绿水，顿觉心旷神怡；扣上脚环站立台端时，是您战胜自我，挑战极限的时刻； 

纵身一跃，燕子般的凌空飞下，鸟瞰温泉碧波，山峰倒影，悬空橡筋的反弹力把您带到绝炒的境界。跳后方 

觉有惊无险，回味无穷。来吧，勇敢的人们！

游统景风景区，既可入住布局精巧、造型别致，融吃、住、娱乐、商务、会议为一体的金华度假村、宇 

田山庄等宾馆，也可享受其乐溶溶、返朴归真的“农家乐”旅游。宾馆内格调高雅，现代化设施，豪华舒适, 

温泉山庄、海螺宾馆将在年底投入运营，武陵山庄（三星级宾馆）也正在加紧建设中。吃、住农家乐，能真 

正体验到返朴归真的田园生活。风景区日接待能力已达到12000人，是旅游观光、度假疗养、修身养性、举 

办会议、商务会谈的理想去处。

统景风景区不仅拥有泉暖、峡险、洞奇、石怪、山柔、谷幽、竹秀这些美丽而独特的自然景色，更有着 

时尚的卡丁车娱乐，辣人的高空速滑，惊险剌激的蹦极度跳等富于参与性的体育健身项目。还有炫丽多姿醉 

人的夜生活，浓情奉献民族歌舞篝火晚会，中外经典影片欣赏。游统景风景区，既可入住布局精巧，造型别 

致，融吃住、康娱、商务、会议为一体的温泉宾馆、海螺宾馆、金华度假村、宇田山庄等宾馆；也可享受返 

朴归真、奇乐溶溶的“农家乐”旅游，今日的老牌风景区在巴山蜀水中独放异彩，闪耀着诱人光芒，更加吸 

引着寻奇探幽的中外嘉宾。

联系电话：67281064 
传 真 ：67281223 
网 址 ：http://www_visitcq.net/tongjing

http://www_visitcq.net/to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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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安居工程公司

重庆市南岸安居工程公司是在重庆市南岸区房地产管理局危房改造工程办 

公室基础上于1996年组建成立的，是专门从事旧城改造、安居工程建设、房地 

产开发、物业管理服务为一体的三级房地产开发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壹 

仟万元。公司机构设置合理、管理模式先进，现有财务计划科，丄程技术科，销 

售科，市场调研策划科，物业管理科，行政办公室，总工办等业务科室；公司员 

工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专业配备齐全，现有正式职工28人，聘用职丄20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各2人，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各3人，初级职 

称20人；公司工程建设管理经验丰富，开发业绩斐然，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房 

屋开发建设，现已圆满竣工了南坪正街旧城改造片区10万M2,新华社旧城改造片 

区16万M2，南坪后堡旧城改造片区4万M2，南桥头河嘴街旧城改造片区8万M2， 

完成投资40亿元，为南岸区的旧城改造及人民居住生活条件改善作出了巨大贡 

献，受到了政府及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进国家安居工程建设，公司于1997年开工建 

设者了玛瑙国家级安居工程—— 玛瑙花园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13万M2，总投 

资1.2亿元，该小区地处南坪后堡，紧邻南岸滨江路和玛瑙大道，交通方便快捷， 

小区房屋户型多样合理，配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是居家的良好选择。

为积极响应和实施南岸区委、区府提出的“吃在南岸、旅游在南岸、住在南 

岸”三大品牌战略，我司将集几十年的房屋建设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南岸区独有 

的区域优势，并愿与社会各界同仁，为改善重庆的城市面貌和人民居住条件，作 

出贡献、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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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2000年公司在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分路突围、分片搞活的经营方式，继 

镍钻生产系统租赁后，对铜生产系统实施租赁经营，使公司保持了4万吨以上有色金属产 

品的生产综合能力。

二、生产经营

2000年，公司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继续缩小， 

在及其困难的经营状况下，公司坚持分路突围、分片搞活的经营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经 

营形式维持生产，继1999年镍钴生产系统租赁后，于当年4月又对铜生产系统实施租赁 

经营，由重庆电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投入流动资金6400万元以租赁形式维持生产，公司 

自己组织生产的铅生产系统、有色金属粉末生产系统由中国银行纂江县支行给予“封闭贷 

款” 610万元解决流动资金，稀贵产品用其他办法解决流动资金。

产品生产采用目前国内外先进工艺，主要生产设备达到90年代水平，公司自己组织 

生产的产品，设备达产率在90%以上，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特别是有色金属粉末产品质量 

在国内属领先水平，部份粉末产品已经取代进口产品。各种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 

先进水平。

三、企业管理

2000年，公司深入学邯钢，狠抓成本管理，对营销部门实行费用与销售收入挂钩，物 

资采购、产品销售继续实行最高限价、最低限价考核办法，对生产分厂实行变动成本考核 

和试行工资总额包干，对公司机关科室、服务部门实行包费用、包收入、包盈亏等指标。 

对中层管理人员和营销人员严格素质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

企业内部狠抓基础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计量制度，严格控制各项消耗指标，大力开展 

内部挖潜工作，大搞综合利用，对历年存积的各种有色金属废渣进行回收处理，公司在未 

摆脱生产经营困境的艰难情况下，通过灵活多样的经营形式和真抓实干的企业管理，成本 

和费用得到降低，亏损额从1999年的4136万元下降到2000年的1933万元，收到企业稳 

定的效果，得到企业主管单位的好评。



C H O N G Q I N G S T A T I S I C A L  Y E A ^ B ^ O C  2001

重庆统计年鉴

不屈不挠，负重自强，再创辉煌

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人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T1997年出现上千万元的卜额亏损，陷入严重困境。公司被闽家列入6599户車:点脱W 企、Ik。丨f丨丨对严峻丨Afil，新的籼广丨丨丨饨公 

司员工命力拼搏，坚定“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信念，认真开展学邯钢活动，于1998年扭V 为盈，1999 4:、2000屮为中:认山哏点汁济增K 点iHk, 
公M 在逐步走出困境的近年中，多次得到市领导和政府有关部委的電点关注和大力支持，在2000年中，公~ 领异班f继续卅领个体W I.夼A；拼搏，彳、丨外丨Wifih 
场促销售.抓伐新产品的市场机遇：对内强化管理，继续降低成本费用，严格财务管理，执行货款逾期滞纳金制，W 料比价采购及价格监拧：钠简机构，b\ !分流， 
提卨工作效率等-系列措施，在瀲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实现了产值、销售收入、利税总额较大幅度增K 。2000年文现钔忾收入1.37亿儿，丨Mj比增K 
28%,实现利税总额426. 2万元，同比增长303.6%,扭亏脱困工作初见成效。

分析2000年取得的成绩，公司k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狠抓领导班子建设。
领导班了•闭结务实、真抓实-r,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司始终把领导班子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肖\ 公…作氓饨w■班r•的〈丨.耖化、知〖只化，妍 

r-成员人部份年龄在40岁以下，a 均具有大专以上文凭。围绕搞好公司生产、经营，公司党政齐心协力，领导班了-成m u 丨小叫确、姐想统_、娩兢卟业、忘找I: 
作。公司狠抓班了■思想建设和廉政建设，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检查自己的言行，以打利r扬k：避如。公"彳 领 r得到丨‘人w I的g 
任、支持，1_:卜' -心，形成-股振兴企业的合力》

二、深入“学邯钢”，加强以成本管理为核心的内部管理。
管理出效益, 这诅的“管理”尤其以“成本管理”为重，公司领导深谙髙质量，低成本竞争的退理。n 先, 公…实施丨H小成本竹跸，/t:经济办忏制的制^  h. 

加大“推墙入海”的力度，制定出按“I丨】场倒推法”确定的成本，笮间负责人收入与员工收入挂钩。公司充分放权给午:叫负々人，文行川丨上内部分屺丨‘丨1', m  
以相庖的政策，奖励经济效益记著的单位。这样，在利益驱动机制的激励下，乍间层居分解指标，逐级明确任务，落文责仃到埒个岗位。 丨丨丨常叫rnij.；ri 
h的责任，站在主人翁的* 场L:实实在在做好本职工作。车间苦练内功，挖潜降耗，取得较好成绩，为公uj贏利提供/保讪。 个卩时葡仰糖的丨"丨收中较1999十 
乂有了提高，并且他们生产出了法围客户满意的特殊规格的葡萄糖，找到湿法炭生产原料的代用品，节约/■费川。卩4午:间作犮布苒泰项畎滿足无w 艿广,w 出求的 
M 时，乍间成本较丨999年下降了 33. 6%.五车间在搞好生产的情况F,通过各方配合，对大容量输液的“软件”和部分“她ft ‘进1 广七芮和改迅，顺利通过n;Ml> 
认证，为今后输液更广泛地占据市场打下基础。八车间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为提高员工丄作水平，增强其危机意识，nm厂'轮岗制“的探本•, Liu丨.作泣介卟绡（包 
括1:怍业绩考核和违章违纪处罚）处亍末位的人员下岗，由待岗人员顶替其岗位，形成一种竞争上岗的方式。

批次，加强采购成本笤理。公司根据《国有工业企业物资采购管理暂行规定》，对设备及备件实行招标采购，对人a 淖料、w 料实彳]比价疋购。公k 施r灭 
购决策和执行分离的制度，迮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价格审定小组。审定小组裉据各种渠道收集到的物资佶息作出决策，丨iHli供 部 n 按决笟执丨j n如遇山场临时发 
生变化，必须经过规定的审批程序才能改变。公司工会还建立了价格监督小组对采购物资在价格、质量上予以监督。为此，公u]坫本实现对物资汜购价格的效柠 
制. 采购成本较1999年又有所不降。

加强物资管理及资金监控管理。公司严格要求物资仓储帐帐、帐物要核对无误,实行每月财务褙核制，努力究得物资出入竹邺制度， 防il:物资流火， 
降低物资仓储成本，公司积极融资.严格管理，有效使用，保障生产，清理债权，加大催收力度；实施货款逾期滞纳介处罚制. 加人资金(W绝力度，捉A.资介迗川 
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三、处室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
长期以来，公司处室人员较多，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的现象较为普遍。1998年，公司对处室进行了定的调粮，减少处屮人w 编制7丨个，处中办负效_  

得到一定提高。2000年公司进-步调粮了处室机构,分流了部分处室人员。由于这项T.作涉及面广，对 -些员工既得利益灯枰度的触动。为f将"丨能山观的附 
力尽量减少，公司在开展此项T.作的过程中汴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职工参与、J:h—结合。

首先，公司召开党政联席会，IH寸论通过了《处室机构调整、定岗定员工作程序》，组建了领导小组、丄:作小绀。山1.怍小汛制山厂《灯艾紅免处令机构调粮 
推荐方案实施办法》和《有奖征集处室定岗定员推荐方案实施办法》。经过广大职r的积极参与，由董事会枇准r “呎丨人人新药业处屮设w/j案”，改案将丨!;i<r的 
23个处室缩编为11个处室。

根据设定的11个处室及其职责，广大职工又提出了定岗定员的推荐意见，最后确定了处室定岗定编的方案。4丨丨又处屮人W 山 拟 宋 的 缩 减 为 227名。
根据定岗定编的方案，对部分处H(负责人进行了公开招聘，通过考试、考核、答辩，择优进行了聘任。

在处室负责人的主持下，由‘‘处室机构调整、定岗定员工作小组”派出联络员指导，分別进行了择优上岗的】:作。按 煦 位 实 制 记 )丨文施r新的岗位I 
资办法。

对未能h岗的人记按不同情况以正式退体、内部离岗退养、转岗、到待业办等方式进行了分流。
四、以营销为“龙头”，努力拓展产品市场。
营销是企处联系rh场的桥梁。公司主要领导相当重视营销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把一半以上的精力放在/灼销lufn。
为调动营销人员的积极性，公司对营钔队伍实行经济责任制承包，营销人员的收入与业绩挂钩考核。继续推行分片竹销，）丨卜片押负山'的 制 i£、>:起八fft人 

员的工作记录及业绩考核表，引入部分1:岗机制，优胜劣汰。经过努力，2000年公司营销工作成绩较为显著。紀介忾钔丨:作. 公dil L小加弛iHk策刟沾沾动.通 
过宣抟资料、打广告、参加耔关社会宣传活动，有目的地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与此同时，公司重视附加值高的新产品的开发，加大了对云星胶襄等品种市场的开拓力度，经过艰辛•的I:作，新产品的扪代籼和货款M 笼数lii然绝叫额小人• 
但与1999年相比，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公司还把眼光盯向利润丰厚的外销市场，以避开国内瀲烈的竞争，公—U彳在巩阆说宋夂灯的Whi h场的MH、1, 名/J、f求W  

际合作伙伴，以期更广泛地A 有国际市场。
在营销策略上f 公司还作常重视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收到用户质暈m 题信息的反映，及时派专人前往核实并解决i‘"j题，维护r公"ui件。

五、调整产品结构，注重产品开发。
企业能否贏利f与其产品结构有着重要关系。公司紧紧盯住瞬间万变的巾场，及时扩大某些产品规模，或荇对玷冲产品进彳』限产以个扑产，保ii丨■公…利H  2000 

年，公司独家生产的麦迪霉素供不戍求，抓住此种契机，公司对生产车间实施了技术改造。该年度，麦迪霉素生产规模文6猛进.产M:込 判 IH.M没 
有长據不衮的产品，公司居安思危，加紧对现有热销产品衍生物的研制。与此同步，公司通过与离校、科研机构等介作，枳枨储备汁发新产品. 增伽企业ju劲.柘 

展企业生存空间。

大新人多年卧薪尝胆、苦练内功，公司才有了现在的生机，今后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竞争更加激烈，公…仟中:逬远，丨N人新人仏心上)|创人新的卟史夂的 

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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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北化肥厂

重庆江北化肥厂地处重庆市渝北区，是以天然气为原料、以化肥 

生产为主、兼营多种产品的国有中型企业，1998年被评为全国小氮肥 

生产先进单位。企业现有固定资产15000万元，在册职工825人，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250名。该厂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具有良好的工作、 

生活环境，水陆空交通便利，能源、通讯、运输及相关化工配套设施 

齐全，企业全面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该厂始建于1969年，至今先后经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改造，1991年 

尿素工程建成投产，结束了重庆市不产尿素的历史。主导产品渝江牌 

尿素、碳铵、液氨年产能力20万吨，深受全国各地农民朋友的青睐。 

附加产品：纯度99.99%的工业氢日产能力达600瓶以上、编织袋、玻 

璃绵及其制品空气过滤纸等，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医药、电子、建 

筑、服务等行业，具有相当的开发投资潜力。

跨越新千年，江化人学邯钢推行目标连销法管理模式，决心以良 

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广交四海朋友，愿携手在西部大开发中共 

创充满希望的21世纪。

厂长兼党委书记刘华 

厂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镇 

电话：(023) 67483060 

传 真 ：(023) 67483075 

邮 编 ：4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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