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

计

资

料
华 容 区 统 计 局

二○二三年



目     录

一、华容区 2022 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及 2023 年经济

运行走势预判 ………………………………………… 1

二、华容区基本情况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 8

三、分乡镇基本情况和社会各项经济指标 ………………12



1

华容区 2022 年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及
2023 年经济运行走势预判

华容区统计局

（2023 年 3 月）

2022 年，全区上下团结一心、克难攻坚、抢抓机遇，

紧紧围绕“六稳”“六保”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经济恢复持续加快，积极因素不断增加，主要经济

指标稳中有进，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

稳增长、稳中向好的态势。

一、2022年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1、地区生产总值（GDP）153.41亿元，按不变价计算，

同比增长 4.7%；

2、规模工业增加值 74.92亿元，同比增长 8.4%；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4.7亿元，同比增长 52.8%；

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 亿元，同比增长

23.4%；

5、财政总收入完成 10.4亿元，同比下降 20.4%，地方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7.70亿元，同比下降 6.2%；

6、招商引资（省外）31.54亿元，同比下降 25.3%；外

贸进口额 2294 万元，同比增长 6.3 %；外贸出口额 3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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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下降 8.4%，

7、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275 元，同比增长 

6.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614 元，同比增长

7.8%。

二、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特点

（一）经济总量继续攀升

据测算，2022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按现行价

格计算）153.41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4.7%。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3.81 亿元，同比增长 4.1%；第二产

业增加值 63.66 亿元，同比增长 6.9%；第三产业增加值

55.94亿元，同比增长 2.5 %。三次产业比 22.04∶41.50∶

36.64。

（二）农业经济稳定发展

2022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15.88万亩，同比增长 0.6%，

总产量 6.70 万吨，同比增长 0.03 %；禽肉类总产量

 3.38 万吨，同比增长 2.5%。年末生猪存栏 15.43 

万头，同比增长 0.3% ，生猪出栏 26.39 万头，同比

增长 5.2 %；家禽出笼 244.3 万只，同比减少 19.2%；

水产品产量 9.29万吨，同比增长 2.5 %；蔬菜产量 33.59

万吨，同比增长 0.9%，瓜果产量 3.97 万吨，同比增长

 3.1 %。



3

（三）工业生产稳步运行

2022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285.89亿元，同

比增长 8.0%，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低于全市平

均水平 2.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全区重点监测的 21 个行

业大类中 15个实现了正增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

增长 240.8%，医药制造业增长 30.4%、金属制品业增长

15.8%。

（四）固定投资增长加快

2022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2.8 %，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37.8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2 位。从主要领域看，

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23.9%；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4.5%；房

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4.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完成 2.0 亿元，实现零突破；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2.2%，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71.6%。

（五）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2022 年全区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为 10027 万元，同

比增长 23.4%，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7.7 个百分点，排全市

第 2 位。从消费区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8107.4万

元，同比增长 56.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1919.7万元，

同比下降 34.7%。从消费形态看，餐饮收入 3136.3 万元，

同比增长 36.8%；商品零售 6890.8万元，同比增长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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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上服务业稳步增长

全年全区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08 亿元，同

比增长 39.1%。其中，参与核算的其他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3845.7万元，同比增长 41.4%。

（七）对外贸易下滑明显

2022 年全区招商引资（省外）31.54 亿元，同比下降

25.3%；外贸进口总额 2294万元，同比增长 6.3 %，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 45.4个百分点。外贸出口额 35087万元，同比

下降 8.4%，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58.6个百分点。

（八）财政金融运行平稳

2022年全区财政总收入 10.4亿元（不含留抵退税），

同比下降 2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72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2位。其中税收收入 7.26 亿元，同比下降 3.7%，占财政总

收入的比重为 69.8%。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0 亿

元，同比下降 6.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35 亿元，

同比下降 15.5%。

（九）居民收入显著提高

2022 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275 元，同比

增长 6.2%，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1

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614元，同比增长 7.8%，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排全市第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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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经济运行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企业经营压力较大。受原材料价格、销路等因

素影响，2022年全区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成本同比上涨 4.2%。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8%，44%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负增长。

（二）部分行业发展偏慢。全区 2022年 GDP不变价增

速 4.7%，除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

融业四个行业增速高于 GDP增速外，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增速均低于 GDP

总体增速，分别为 4.4%、0.5%、0.3%、-3.0%、1.2%。

（三）市场新生活力不足。全区现有“四上”企业（可

报数）123家，其中规模工业企业（可报数）86家，限额以

上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8家，规模以上服务业 9家，资

质内建筑业房地产业 20 家，2022 年全区累计入库 5000 万

元以上项目 19 个，亿元以上项目 13 个，总体偏少。2022

年退出“四上”库企业 7家，新入“四上”企业库 8家，新

增企业不足。

四、2023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走势预判

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区经济平稳向上运行的基础

不断巩固，武汉新城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全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有着强有力的支撑，同时，随着 3月份鸿泰钢铁的

复工复产，我区工业经济将呈现逐步向上的态势，年初新进



6

规的 2家服务业也填补了我区其他营利性服务业的空白，但

当前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尤其是房地产和建筑业、建材

行业的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五、促进经济增长的几点建议

做好 2023 年我区经济工作，要牢牢把握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重要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抓住武汉新城发展机遇，在立

足武鄂同城发展“加速器”的定位中谋发展、促转型，努力

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一）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健康运行。全面贯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千名干部进千企”和“下基层察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活动，宣传各级稳链纾困助企政策，协调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精准指导和帮助企业科学应对市场形势

变化。同时依托好产业链机制平台，做好强链、补链、延链

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各行业主管部门进

一步建立健全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围绕工业生产总值、建筑

安装工程投资、批零住餐、服务业、房地产等指标做好运行

分析预警，同时加强与财务状况、用电量等指标的逻辑分析，

增强相关指标的匹配性和协调性，指导企业积极应对国家、

省级查询，真正体现全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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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抓好抓实申规入统。加强部门协作联动，

了解企业具体经营状况和协调解决发展困难，保证存量，找

准增量，确保符合“四上”标准的企业第一时间入库入统，

抓实培育库工作，把暂时未能达规单位录入到培育库中管理

培育，全力抓存量、扩增量。

（四）进一步助推企业提质增效。依托武汉新城引进

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等，为工业高质量转型

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多举措引导企业加大

技改投入，支持企业积极扩大先进设备更新，鼓励企业智能

化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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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区基本情况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对比± 对比±%

一、组织情况

    1、乡镇政府 个 5 5  -  -

    2、村民委员会 个 75 75  -  -

    3、村民小组 个 973 974 -1 -0.10 

二、总户数 户 63727 63722 5 0.01 

    其中：乡村户数 户 56344 49717 6627 13.33 

三、总人口(户籍人口) 人 184473 188510 -4037 -2.14 

    其中：乡村人口 人 168471 168936 -465 -0.28 

四、国土面积 KM2 382.13 382.13  -  -

  其中:1、耕地总资源 亩 209500 208871 629 0.30 

       2、常用耕地 亩 193845 194189 -344 -0.18 

          ①水   田 亩 153470 153932 -462 -0.30 

          ②旱   地 亩 40375 40257 118 0.29 

五、生产总值 亿元 153.41 134.57 18.84 4.7

    1、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33.81 31.49 2.32 4.1

    2、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63.66 48.76 14.9 6.9

    3、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55.94 54.31 1.63 2.5

六、规模工业总产值 亿元 285.89 264.83 21.06 7.95

七、规模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284.88 265.05 19.83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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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区基本情况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续一)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对比± 对比±%

八、规模工业增加值 亿元 74.92 69.11 5.81 8.4

九、规模工业效益指标

    1、利润总额 万元 11252 52666 -41414 -78.64

    2、产品销售率 % 99.65 100.09 -0.44

     3、年初存货 万元 108876 118196 -9320 -7.89 

    4、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272.32 265.01 7.31 2.76

    5、应交增值税 万元 40699 45735 -5036 -11.01

    6、从业人员 人 11251 11802 -551 -4.67 

十、农业总产值 万元 631806 592239 39567 6.68 

    1、种植业产值 万元 149279 138634 10645 7.68 

    2、林业产值 万元 8568 8738 -170 -1.95 

    3、牧业产值 万元 130625 145786 -15161 -10.40 

    4、渔业产值 万元 312089 271237 40852 15.06 

    5、服务业产值 万元 31245 27844 3401 12.21 

十一、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1、粮食 吨 67038 67017 21 0.03 

          稻谷 吨 55052 55264 -21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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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区基本情况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续二)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对比± 对比±%

    2、棉花 吨 1625 1709 -84 -4.92 

    3、油料 吨 16565 16106 459 2.85 

    4、蔬菜 吨 335896 332929 2967 0.89 

    5、水果 吨 39720 38528 1192 3.09 

    6、牲猪出栏 万头 26.39 25.09 1.3 5.18 

    7、家禽出笼 万只 244.3 302.2 -57.9 -19.16 

    8、水产品 万吨 9.29 9.06 0.23 2.54 

十二、财贸金融

    1、财政收入 亿元 10.4 13.06 -2.66 -20.37

    2、财政支出 亿元 13.35 15.80 -2.45 -15.5

1 十三、人口出生率 ‰ 4.63 6.34 -1.71

十四、人口死亡率 ‰ 6.48 4.91 1.57

十五、人口自然增长率 ‰ -1.85 1.43 -3.28

十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4614 22843 1771 7.75 

十七、招商引资额(省外） 亿元 31.54 42.23 -10.69 -25.3 

十八、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14.7 75.07 39.63 52.8

十九、限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 0.81 0.19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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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区基本情况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指标

(续三)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对比± 对比±%

二十、卫  生

   1、医疗机构数 个 97 93 4 4.30

   2、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490 503 -13 -2.58 

   3、医院床位数 床 486 381 105 27.55 

二十一、教育

   1、学校数 所 36 36 / /

      ①小学 所 30 30 / /

      ②初中 所 5 5 / /

      ③高中 所 1 1 / /

   2、教师数 人 1275 1229 46 3.74 

      ①小学 人 786 757 29 3.83 

      ②初中 人 378 369 9 2.44 

      ③高中 人 111 103 8 7.77 

   3、在校学生数 人 15584 15652 -68 -0.43 

      ①小学 人 9865 10330 -465 -4.50 

      ②初中 人 4358 4172 186 4.46 

      ③高中 人 1361 1150 211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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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乡镇基本情况和社会各项经济指标

指     标 单位 全区 庙岭镇 华容镇 段店镇 临江乡蒲团乡

村委会 个 75 15 21 17 13 9

村民小组 个 973 198 273 212 144 146

总户数 户 63727 11361 18538 12395 12507 8926

    其中:乡村户数 户 56344 8743 15890 11487 11946 8278

总人口 人 184473 36536 49590 36687 35023 26637

    其中:乡村人口 人 168471 31479 42663 34913 34076 25340

KM2
382.13 90.42 74.76 71.57 61.51 83.87

国土面积
万亩 57.32 14.34 11.21 10.73 9.23 11.81

耕地总资源 亩 209500 42043 37322 36411 36532 57192

常用耕地面积 亩 193845 40513 34157 33497 32592 53086

    ①、水田 亩 153470 32874 26954 26573 22931 44138

    ②、旱地 亩 40375 7639 7203 6924 9661 8948

财政收入 亿元 10.4 3.25 2.79 0.25 0.53 0.17

财政支出 亿元 13.35 1.46 1.48 0.47 0.69 0.38

人口出生率 ‰ 4.63 5.59 4.06 4.98 4.25 4.51

人口死亡率 ‰ 6.48 5.24 6.5 6.16 6.97 7.77

人口自然增长率 ‰ -1.85 0.34 -2.44 -1.18 -2.7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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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乡镇基本情况和社会各项经济指标(续一)

指     标 单位 全区 庙岭镇 华容镇 段店镇 临江乡蒲团乡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14.7 74.8 14.1 8.8 13.7 3.3

规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285.89 28.61 153.13 56.7 39.45 8

规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74.92 8.5 38.22 15.09 11.48 1.63

农业总产值 万元 631806 135873 105052 84054 86159 220668

    ①种植业产值 万元 149279 24212 26387 28284 28037 42359

    ②林业产值 万元 8568 2253 1546 1776 1316 1677

    ③牧业产值 万元 130625 13439 29085 19331 19420 49350

    ④渔业产值 万元 312089 87540 44123 30258 33906 116262

    ⑤服务业产值 万元 31245 8429 3911 4405 3480 11020

粮食播种面积 亩 158758 29779 27955 32726 26595 41703

粮食产量 吨 67038 12548 11157 13807 10872 18654

棉花产量 吨 1625 169 497 253 466 240

油料产量 吨 16565 2690 3149 2998 2533 5195

蔬菜产量 吨 335896 57947 58557 63422 64692 91278

水果产量 吨 39720 3141 5569 6128 6494 19388

牲猪出栏 万头 26.39 2.51 6.26 4.93 4.81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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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乡镇基本情况和社会各项经济指标(续二)

指     标 单位 全区 庙岭镇 华容镇 段店镇 临江乡蒲团乡

家禽出笼 万只 244.25 4.44 38.3 19.57 10.92 171.02

水产品产量 万吨 9.29 2.41 1.37 0.9 1.03 3.58

医疗机构数 个 97 25 28 19 14 11

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490 60 152 80 156 42

医院床位数 床 486 50 287 49 70 30

学校数 个 36 5 8 7 9 7

    其中:小学 个 30 4 6 6 8 6

         初中 个 5 1 1 1 1 1

         高中 个 1 0 1 0 0 0

教师数 人 1275 230 513 187 175 170

其中:小学 人 786 161 252 122 127 124

         初中 人 378 69 150 65 48 46

         高中 人 111 0 111 0 0 0

在校学生数 人 15584 3399 7600 1919 1273 1393

    其中:小学 人 9865 2473 4299 1294 875 924

         初中 人 4358 926 1940 625 398 469

         高中 人 1361 0 136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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