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川县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伊川县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伊川县调查队 

2023年 2月 17日 

2022 年，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各项决策部署，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狠抓稳经济各项政策，全力推

进稳增长各项工作，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9.4 亿元，同比下

降 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1.7 亿元，同比增长 4.9%；

第二产业增加值 194.9 亿元，同比下降 0.8%；第三产业增加

值 222.7 亿元，同比下降 0.1%。转型发展持续推进。三次产

业结构由 2021 年的 7.0:44.6:48.3 调整为 2022 年的

7.1:43.4:49.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

提高 1.3 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7751 元，比上年增

长 1.3%。 



年末常住人口 76.80 万人，其中，男性 38.8 万人，女性

38.0 万人，男女性别比 101：100。城镇人口 39.20 万人、乡

村人口 37.60 万人，城镇化率 51.0%。出生人口 5804 人，出

生率 7.5‰；死亡人口 5619 人，死亡率 7.2‰；人口自然增

长率 0.2‰。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1032 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2316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542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6090 人。 

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411 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8818 人。直接招聘中小学教师 72 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57

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教师 505 名。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7%，涨幅比上年增加 2.7 个

百分点。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5.3%，消费品价格上涨 4.9%，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9%。 

各类价格指数如下：（以 2021 年平均价格为 100） 

 项目          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     102.7 

#服务项目价格     102.9 

消费品价格      104.9 

    1、食品烟酒       105.3 

   #粮食        107.2  

畜肉       102.3 

    禽肉        97.2 

  蛋类       99.2 

    水产品       106.5 

    菜类        101.0 



    鲜果        98.9 

2、衣着       101.8 

3、居住       100.1 

4、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2 

5、交通和通信     94.3 

6、教育文化和娱乐   105.3 

7、医疗保健      103.6 

8、其他用品和服务   121.9 

二、农业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1.5 亿元，同比增长 5.4%；增加值

35.3 亿元，同比增长 5.1%。 

粮食种植面积 69.8千公顷（夏粮 39.2千公顷，秋粮 30.6

千公顷），其中，稻谷 0.1 千公顷；小麦种植面积 39.2 千公

顷；玉米种植面积 25.1 千公顷；其它谷物 5.4 千公顷。油料

种植面积 5.0 千公顷，同比增长 4.6%；蔬菜种植面积 4.7 千

公顷，同比增长 0.1%。 

粮食产量 35.9 万吨,同比下降 10.0%。其中，夏粮产量

22.9 万吨，同比增长 0.9%；秋粮产量 13.0 万吨，同比下降

24.4%。主要粮食作物中，稻谷 0.1 万吨，同比下降 21.7%；

小麦产量 22.9 万吨，同比增长 0.7%；玉米产量 10.7 万吨，

同比增长 7.4%；其它谷物 2.2 万吨，同比增长 7.2%。油料产



量 1.4 万吨，同比增长 11.7%。蔬菜产量 19.1 万吨，同比增

长 5.2%。水果产量 1.4 万吨，同比增长 13.7%。棉花产量

331.2 吨，同比下降 32.2%。 

生猪、家禽、肉牛、肉羊出栏分别达到 32.3 万头、1374

万羽、1.5 万头、7.6 万只。 

 

营造林 2.9 万亩（其中飞播造林 2 万亩），森林抚育 0.9

万亩，绿化美化村庄 59个。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1‰以下，

森林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 3.5‰。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0.8 万千瓦。农村用电量 4.7 亿千

瓦时，化肥施用量（折纯）2.4 万吨。 

三、工业、能耗和建筑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2%，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

长 3.7%，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9.8%。在规模以

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 17.5%；



股份制企业下降 4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9.7%；

私营企业下降 12.5%。分门类看，采矿业下降 2.5%，制造业

下降 5.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3.0%，

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72.6%。规模以上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4.2%，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 22.5 亿元,下降 0.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25.3%。规模以上制造业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下降 6.8%，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30.5%，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下降 3.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433.6亿元，同比增长 2.3%；

利税总额和税金总额分别为 5.6 亿元和 7.5 亿元，分别下降

30.1%、22.6%。利润总额 1.9 亿元，同比下降 46.0%。年末

规模以上工业资产负债率 72.2%，比上年减少 3.5个百分点。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92.6 元，比上年增加 0.3 元。高

新技术企业净增 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增长



128.0%。规上工业企业 143 家。其中，亏损企业 39 家，亏损

额 5.5 亿元，同比增长 163.2%。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365.3 万吨标准煤，同比

增长 10.1%。全社会用电量 105.8 亿度，同比下降 2.5%。其

中，第一产业 0.7 亿度，同比增长 7.6%；第二产业 101.2 亿

度，同比下降 4.9%；第三产业 3.9 亿度，同比增长 39.5%。

城乡居民 6.3 亿度，同比增长 18.4%。其中，城镇居民用电

量 1.6 亿度，同比增长 11.1%；乡村居民用电量 4.7 亿度，

同比增长 21.0%。火力发电装机容量 222 万千瓦。 

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61.2 亿元，同比增长

3.0%；增加值 65.1 亿元，同比下降 8.0%，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 73.2%。营业收入 365.6 亿元，同比增长 2.9%；

利润总额 3.9亿元，同比下降 46.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7.6

亿元，同比下降 61.2%,其中，亿元以上项目个数 12 个，同

比减少 3 个。从业人员 6745 人，同比下降 3.6%。 

建筑业增加值 9.5 亿元，同比下降 30.4%。资质以上建

筑业总产值 8.1 亿元，同比增长 5.2%。资质内建筑业企业 23

家，比上年增加 1 家。房屋施工面积 21.9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5.7%。 

四、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下降 61.2%。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76.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63.9%，第

三产业投资下降 53.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64.7%，

民间投资下降 61.3%，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89.2%。

工业投资下降 63.9%，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45.5%。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 16.3%。 

 

房地产开发投资 11.8 亿元，比上年下降 37.9%。其中，

住宅投资 10.2 亿元，同比下降 38.4%。商品房销售面积 44.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5.0%；商品房销售额 25.2 亿元，同比

下降 26.6%。 

2022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行业 
比上年增长 

(%)  

总计 -61.2  

农、林、牧、渔业 -77.4  

采矿业   



制造业 60.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2.6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8.1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99.6  

金融业   

房地产业 -2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9.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8.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64.3  

卫生和社会工作 -5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183 个，比

上年减少 26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49 个，比上年增加 1

个。 

2022 年房地产开发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名称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本年投资 亿元 11.8 -37.9 

  住宅 亿元 10.2 -38.4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44.7 -25.0 

  住宅 万平方米 44.3 -24.4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25.2 -26.6 

  住宅 亿元 24.7 -24.9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38.4 -1.0 



  住宅 万平方米 27.2 -3.9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36.5 -62.3 

  住宅房屋 万平方米 30.6 -59.5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 万平方米   

  

五、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0.7 亿元，比上年下降 0.8%。分

城乡看，城镇零售额 123.8 亿元，同比下降 1.2%；乡村零售

额 36.8 亿元，同比增长 0.3%。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

售额 132.1 亿元，下降 1.7%；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28.5 亿

元，增长 3.6%。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中，粮油食品类比上年增长

13.4%、饮料类增长 5.3%、烟酒类增长 19.6%、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增长 21.7%、化妆品类下降 9.1%、日用品类增长 31.3%、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33.2%、中西药品类下降 11.9%、

家具类下降 54.5%、石油及制品类下降 54.5%、金银珠宝类下

降 50.1%、体育娱乐用品类下降 4.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

长 101.5%。 



 

六、交通、邮电和文化旅游 

据交通部门统计，全年公路运输货物周转量 17.2 亿吨

公里，比上年下降 69.6%；货物运输量 386.7万吨，下降 6.7%。

公路旅客客流量 363.9 万人次，下降 45.2%；收入 681.9 万

元，下降 35.2%；客运周转量 7878.6 万人公里，下降 39.7%。

汽车站班次 6.9 万次，下降 17.3 %；汽车周转量 343.3 万人

公里，下降 37.0%。 

据邮电部门统计，年末营业收入 5.6 亿元。其中，移动

业务总量 2.8 亿元，电话用户 46 万户（含宽带 12 万户)，用

户普及率 55%；电信业务总量 0.4亿元(固定电话用户 133户，

手机卡 5.7 万张，宽带 2.0 万户）；邮政业务总量 1.3 亿元；

联通营业收入 1.1 亿元（移网收入 0.69 亿元，固网收入 0.4

亿元），在网用户 28.7 万户（移网 16.8 万户，固网 11.9 万

户）。 



据旅游部门统计，全年接待游客 201 万人/次，交易单量

16.2 万元，旅游总收入 1.3 亿元，游客满意度 100%，投诉率

为 0，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A 级旅游景区 3 处，其中

4A 级以上景区 2 处。年末共有星级酒店 3 家。 

《伊川新闻》微信公众号在 2022 年度全国县级媒体微

信号百强榜总排名 45、点赞榜第一名；荣获 2022 河南政务

微信影响力·县市区综合类年度十强，在全市县级媒体中影

响力持续排名第一；洛阳政务新媒体 2022 年度影响力排行

榜中，“伊川新闻”位居洛阳市县区官方发布年榜榜首，全

年共发布作品 2.1 万条。举办大型直播电视问政节目《百姓

问政 公共服务大家评》7 期。 

2022 年在新华社、学习强国、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

云上河南 APP、洛阳日报、洛阳电视台、无线洛阳等市级以

上媒体重要位置发表作品 820 篇。有线电视普及率 90%，有

线电视用户 6879 户。 

图书馆馆藏 20.4 万余册，报刊 50 余种，新增图书约

5000 余册，捐增书籍约 363 余册，总流通人次为 50.1 万人，

文献外借量为 31.0 万册，办证 710 张。开展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 977 场，其中线上活动 854 场，线下活动 123 场，活动

参与人数 11.7 万人。 

七、财政和金融 



据财政部门统计，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2 亿元，同

比下降 3.2%。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14.1 亿元，同比

下降 5.3%。县级税收 16.5 亿元，乡级税收 4.7 亿元。分税

种看：增值税 3.9 亿元，同比下降 28.0%；企业所得税 6773

万元，同比增长 72.5%；个人所得税 4926 万元，同比增长

79.3％;城市维护建设税 3464 万元，同比下降 36.7%；房产

税 5931 万元，同比下降 13.6%；城镇土地使用税 1.9 亿元，

同比增长 14.6%；土地增值税 1.9 亿元，同比增长 29.5%；耕

地占用税 1.4 亿元，同比下降 35.2%；契税 8702 万元，同比

下降 33.1%。非税收入 7.0 亿元，同比增长 1.1%。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9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 9534 万元、教

育支出 7.9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 2.3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7.3 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0 亿元、节能环

保支出 1.7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 2.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4.4%、23.2%、5.6%、17.3%、15.8%、1.3%、11.2%、5.4%。

农林水事务资金支出 6.0 亿元，同比增长 17.6%。财政八项

支出 30.2 亿元，同比增长 13.8%。民生支出 32.4 亿元，同

比增长 12.0%，占总支出 78.3%。 



 
 

据金融部门统计，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323.0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32.6 亿元，比年初增长 11.2%。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267.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8.9 亿元，

比年初增长 12.0%。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767.0 亿

元，比上年末增加 5.9 亿元，比年初增长 0.8%；其中住户贷

款余额 157.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0 亿元，比年初增长

5.4%。 



 

八、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374.1 元，比上年增长 4.5%。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021.1 元，同比增长

3.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36.5元，同比增长 7.0%。 

 

  



据民政部门统计，新增特困对象 136 人，因亡故、条件

好转等原因取消特困对象 98 人，城镇低保 1909 户 2939 人、

农村低保 23056 户 31528 人，发放低保金 1.025 亿元。低保

取消 2528 户 2802 人，新增 2369 户 2501 人。城镇低保转为

农村低保 697 户 1021 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 6552

元、城市特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 9984 元，2022 年共发放特

困供养资金 2135 万元，临时救助 196 人／次、发放临时救

助金 21.3 万元。因疫情原因下拨乡镇临时救助资金 123 万

元，救助 113 人。 

全县农村低保中有 16010 人为脱贫人口纳入农村低保，

其中“三类户”纳入农村低保 744 人；特困供养对象 3155 人中

脱贫人口享受特困待遇 869 人；全年共救助困难对象 134 人。

全县孤儿 89 人，无人抚养儿童 164 人；全县享受残疾人生

活补贴 9589 人，其中脱贫人口享 4905 人；享受残疾人护理

补贴 5769 人，其中脱贫人口 2285 人；全县享受城乡高龄补

贴 16443 人，其中脱贫人口 260 人，城乡失能老人生活补贴

3611 人，其中脱贫人口 388 人。发放高龄老人生活补贴 16538

人（其中:80-89 岁 14001 人，90-99 岁 2474 人，100 岁以上

63 人）1159 万元；发放失能老人护理补贴 3553 人 426 万元。 

全县现共有孤儿 103 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68 人，累

计发放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 145.5 万元，发放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生活补助金 149.5 万元。新增孤儿 5 人，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 38 人；取消孤儿 9 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7 人。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 9426 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5667 人，累计

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 705.9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资金 422.4 万元。 

据社保部门统计，社会保险费征缴 7.7 亿元。其中，企业

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征收 5.0 亿元、职业年金征收 4847 万

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收 4893 万元、工伤保险征收 1168

万元、失业保险征收 1881 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征收 1.4

亿元。共支付各项社保待遇 8.7 亿元。其中，企业及机关事

业职工养老保险支付 6.9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付 1.7

亿元、工伤保险支付 994 万元、失业保险支付 1641 万元。办

理新增参保单位 2904 家，新增个人参保登记 9982 人。企业

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人数分别达到 30562 人、

36851 人、34872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469719 人，较

上年净增 8240 人。 

 九、教育、科技 

据教育部门统计，各类本科上线 3313 人，其中一本上线

1153 人；被 211 院校录取 215 人，其中被 985 重点院校录取

80 人；部队招收飞行员录取 7 人，其中空军招飞 5 人，海军

招飞 2 人。公办普通高中 3 所、民办普通高中 3 所，公办中

等技术学校 1 所、公办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1 所、公办特教 1



所、公办初中 28 所、民办初中 18 所、公办小学 99 所、民办

小学 21 所、公办幼儿园 30 所、民办幼儿园 182 所。基础教

育教学班 5093 个。其中，学前教育 1425 个，小学 2465 个，

初中 8845 个，高中 340 个，特教 15 个。各级各类在校生

185430 人。其中，学前教育 35502 人，小学 85403 人，初中

406617 人，高中 18618 人，特教 223 人，中等职业教育 4863

人。全部教职工 14539 人。 

共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43548 人次，发放资金

2116.5 万元。 

据科技部门统计，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59 家，市级以上创

新平台 37 个。实施科技项目 167 个，其中，国内首创 25 个。

市级“重点制造业”项目 26 个。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4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22 家，市级提质倍增

企业 15 家。 

十、卫生 

据卫生部门统计，卫生技术人员共计 5224 人。其中，执

业（助理）医师 2132 人，注册护士 2482 人。全县拥有床位

4512 张，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为 5.8 张，每千

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2.7 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

士数 3.2 人。全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机构共 526 个。

其中，三级综合医院 1 家，二级综合医院 1 家，二级中医院

1 家，二级妇幼保健院 1 家，计划生育服务站、疾控中心和



卫生监督所各 1 家，乡镇卫生院 15 家，村卫生室 420 个，诊

所、门诊部 69 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15 家，建成紧密

型医疗共同体 1 个，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1 家，初步形成了功

能齐全、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县注册村卫生室

420 个，达到标准 80 个，基本标准 328 个，未达标 12 个。

村卫生室公有产权 360 个，私有产权 60 个，公有产权率占

85.7%。 

新冠疫苗接种 1747337 剂次。其中一针 681504 剂次，二

针 655443 剂次，第三针 29308 剂次，加强针 375863 剂次，

第二针加强针 5219 剂次。全县建卡 2412 人，一类疫苗应种

儿童 128035 人，实种儿童 94384人，接种率 73.7%。产前超

声筛查 5713 例，筛查率 72.8%；产前血清学筛查 6062 例，

筛查率 77.3%；新生儿两病筛查 7622 例，筛查率 97.2%，听

力筛查 7657 例，筛查率 97.6%。“两癌”筛查项目，宫颈癌

筛查 8011 人，乳腺癌筛查人数 8021 人。 

十一、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市场监管 

据环保部门统计，全县 PM10 平均浓度为 85.2 微克/立

方米，在剔除沙尘天平均浓度为 79μg/m³，同比下降 10.7%；

PM2.5 平均浓度为 46 微克/立方米，在剔除沙尘天平均浓度

为 46μg/m³，同比下降 0.4%；环境质量优良天数 236 天。断

面水质检测达标率 100%，城镇集中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



保持在 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受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据自然资源部门统计，共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

18905 件，其中，解封 222 宗、查封 1073 宗、查询 5678 宗。

湿地 142.2 公顷，其中，内陆滩涂 142.2 公顷。耕地 51773.1

公顷。其中，水田 235.4 公顷、水浇地 10531 公顷、旱地

41006.7 公顷、园地 3061.4 公顷。其中，果园 1546.8 公顷、

其他园地 1514.6公顷。林地 16629.9 公顷。其中，乔木林地

9504.6 公顷、竹林地 6.9 公顷、灌木林地 1826.6 公顷、其

他林地 5291.8 公顷、草地 4044.9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7545.8 公顷。其中，建制镇 4799.7 公顷、村庄 11738.3 公

顷、采矿用地 813.7公顷、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194.1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 1811 公顷。其中，铁路用地 123.4公顷、公路

用地 1687.1 公顷、管道运输用地 0.5 公顷、水工建筑用地

585 公顷。水域 2435.6 公顷。其中，河流水面 1034.6 公顷、

水库水面 430.9公顷、坑塘水面 470.9 公顷、沟渠 499.3 公

顷。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划入 832 个地块，总面积为 11355.1

亩。 

据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各类商品质量抽检 2401批次。

市场主体 48625户，新登记市场主体 11198 户（其中个体工

商户 9461 户、有限公司 1620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117 户）。

新核发食品许可和三小登记备案 2374户。申请注册商标 1066



件、商标拥有总量 6772 件，专利 640 件（其中发明专利 22

件、实用新型专利 581 件、外观设计专利 37 件），目前有效

专利拥有量 2797 件，质押融资 9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