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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成都市彭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数轮疫情冲击等多

重挑战，全市上下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

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成都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立体山水公

园城市，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成功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

县。

一、综合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根据成都市区（市）县地区生产总值统

一核算初步结果，2022年彭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38.92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7.36 亿元，增长 4.6%；第二产业增加值 358.93 亿元，增长 6.9%；

第三产业增加值 212.62 亿元，增长 2.3%。三次产业结构为

10.5:56.2:33.3。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1.0%、

73.3%、15.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1646 元，增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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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2022 年（亿元） 比上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638.92

67.36

358.93

212.62

5.0

4.6

6.9

2.3

图 1 2018-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二、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业平稳增长。全年实现增加值 68.36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06.31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4.7%。其中，农业产值 80.34 亿元，增

长 4.6%；林业产值 1.2 亿元，增长 0.9%；牧业产值 23.04 亿元，

增长 3.1%；渔业产值 0.77 亿元，增长 8.6%。

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22.87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 56.8 万亩，产量 24.9 万吨；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8.25 万亩，

产量 1.49 万吨；中药材播种面积 6.45 万亩，产量 1.7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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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 48.94 万亩，产量 124.77 万吨。生猪出

栏 39.65 万头，比上年增长 1.6%。肉类总产量 4.18 万吨，增长

3.9%。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327.4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9%。其中，22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8.7%，分行业看，石油加工业增长 15.8%，医药行业增长 6.0%，

建材行业下降 16.3%，化工行业下降 4.3%，机械行业增长 6.0%，

家具行业下降 6.0%；从效益来看，实现营业收入 967.4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3%，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4%。

成都新材料产业功能区化工园区获批成都市唯一省级化工

园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实现彭州本土企业

主板上市零的突破。

表 2：2022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化学药品原药 吨 1466 18.0

中成药 吨 5516 33.1

水泥 万吨 729.4 -6.3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45.2 -3.5

乙二醇 万吨 10.9 -14.3

硫酸（折 100％） 吨 21277 137.2

盐酸（氯化氢，含量 31％）吨 86427 -1.2

钢材 万吨 37.4 -25.2

钢结构 万吨 87.8 -7.1

电力电缆 千米 120358 -2.1

家具 万件 51.5 -37.2

服装 万件 39 11.4

塑料制品 万吨 6.9 -16.4

纸制品 万吨 8.7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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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较快增长。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31.9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6.3%。35 家资质以上的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实现总产值增长 16.8%。

四、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8.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0.5%；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6.0%；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0.3%。

房地产市场需求疲软。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43.12 万平方

米，商品房销售额 30.41 亿元。

五、贸易和对外经济

消费品市场有所回落。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52

亿元，比上年下降 2.0%。按经营地统计，城镇实现零售额 102.16

亿元，下降 2.3%；乡村实现零售额 25.36 亿元，下降 0.8%。按

消费形态统计，餐饮收入 39.62 亿元，增长 2.8%；商品零售额

87.90 亿元，下降 4.1%。

对外合作不断拓展。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20.51 亿元。其中，

出口总额 16.58 亿元；进口总额 3.92 亿元。新增（变更）外贸

备案登记企业 35 家，新增外贸实绩企业 8 家。全年产业化项目

实际到位内资 100.09 亿元，外商投资实际到位 5.32 亿元。

六、交通运输业

大力实施交通互联互通提升工程。建成全省首条县级城市三

环路，全长 25.2 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60 公里。全市境内

公路总里程数 2799.96 公里，等级公路里程数 2798.83 公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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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里程数 61 公里。全市货运企业货运总量 1508.79 万吨，

货运周转量107777.26万吨公里；旅客运输总量2949.27万人次，

旅客周转量 45094.16 万人公里。

七、财政和金融

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

其中，税收收入 27.66 亿元，下降 6.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11

亿元，增长 11.7%。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897.3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8%。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66.76 亿元，增长 14.2%。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599.87 亿元，增长 20.7%。

八、生态环境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4 天，

优良天数比例 77.8%，PM2.5 平均浓度 33 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3.76。全市地表水环境考核断面水质全面达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优良比例、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继续保持

100%。全面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全年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2.4%。

九、科技、教育、卫生事业

科技创新活力不断激发。全市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108 家，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 46 家，同比增长 74.2%。全年开展校地合作项

目 41 个，转化科技成果 20 余项。建设成都市级以上企业创新平

台 54 个。

智慧城市场景不断丰富。打造多个基础能力平台，支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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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围绕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三个维度，实现

对整个城市日常运行态势呈现、监测预警。接入 24 个单位 2 亿

余条数据，分类构建各个专题数据资源库。完成雨量水位监测、

森林火源监测、市政设施监测等 5038 个传感器数据和公安天网、

政法委雪亮、数字城管等 6360 路视频监控数据的接入。

教育资源供给全面增强。全市共有学校（园）163 所，在校

（园）学生 93131 人，专任教师 6949 人。全年教育总投入 16.99

亿元。彭州中学（九峰书院）建成投用，新增优质学位 3000 个。

石室中学、成都七中等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在彭加速汇聚。引

进教育类人才 54 名。义务教育持续均衡发展，小学、初中入学

率 100%，小升初升学率 99.9%，初升高升学率 99.1%。

医疗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517 个，拥有床

位 8023 张，总诊疗人次 561.07 万人次，健康检查 24.53 万人次；

执业(助理）医师总数达 2364 人，注册护士 2877 人；全年共引

进高层次人才 20 人，急需紧缺人才 45 人，专家人才和团队 23

名（个）。疫情防控科学精准，成功打赢多轮本土疫情防控阻击

战，全年累计开展区域核酸检测扩面筛查和大规模核酸检测 56

轮次，检测 1809.15 万人次。深入实施健康城市行动，再次荣获

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号。

十、文化、体育和旅游事业

文体旅事业多元发展。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51.11

亿元。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1755.93 万人次，增长 5.0%；实现旅

游总收入 101.01 亿元，增长 25.8%。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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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新增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体育消费新场景 16 个，开展“爱

成都·迎大运”等文化体育活动 337 场次。

十一、人民生活和民生保障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5547 元，比

上年增长 5.1%。其中，工资性收入 27228 元，增长 5.0%；经营

净收入 5044 元，增长 6.4%；财产净收入 3996 元，增长 5.3%；

转移净收入 9279 元，增长 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06

元，增长 6.6%。其中，工资性收入 14580 元，增长 7.0%；经营

净收入 7563 元，增长 9.7%；财产净收入 2899 元，增长 6.5%；

转移净收入 4965 元，增长 1.3%。

图 2 2018-2022 年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稳岗就业扎实推进。全年新增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

移 6508 人，新增吸纳大学生就业创业 1764 人，城镇新增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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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1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3550 人。新增技能人才 7625 人，其

中高技能人才 2593 人。

基本保障抓牢抓实。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53.94 万人，其

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29.63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 24.31 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72.77 万人，其中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25.39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47.38 万人。全年城乡低保对象 8059 人，其中，城镇低保 1041

人，农村低保 7018 人。城乡特困供养人员 1815 人。实施临时救

助、社区快速救助 4128 人次。

十二、人口

年末户籍人口 78.89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7.14 万人，乡

村人口 51.75 万人；男性人口 39.07 万人，女性人口 39.82 万人，

男女性别比例为 1:1.02。总户数 29.41 万户，户均人口数 2.68

人。年末常住人口 78.01 万人，城镇化率 55.53%，比上年末提

高 3.09 个百分点。全市出生人口 4453 人，死亡人口 8349 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4.92‰。

注释：

1.公报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正式数据以《彭州统计年鉴—2023》

为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

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公报中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按照最终核算数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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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报中交通、对外经济、财政、金融、生态环境、科技、教育、卫

生、文化、体育、旅游、社会保障、人民生活、人口等数据来源于彭州市

市级相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