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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 2022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仁化县统计局

2023 年 3 月 24 日

2022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新冠疫情、罕见洪涝

灾害、持续高温干旱等超预期因素叠加多重冲击，仁化县坚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工作要求，实现了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一、综合

经韶关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22 年仁化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初步核算数）1192562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9％，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45459 万元，增长 13.2%；第二产业增加值

514499 万元，增长 8.8%；第三产业增加值 432603 万元，增长 1.3%；

第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3.6%、48.9%、7.4%。

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20.6:43.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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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年末户籍人口数 24.2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9 万人，占

37.3%；乡村人口 15.15 万人，占 62.7%；按性别分：男性人口 12.46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1.6%；女性人口 11.7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48.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37.3%。

全年出生人口 1215 人，出生率 6.25‰；死亡人口 1610 人，死

亡率 8.29‰；自然增长率-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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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年末户籍人口及其构成

指标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比重
（%）

户籍人口 24.16 100

其中：城镇 9.01 37.3

乡村 15.15 62.7

其中：男性 12.46 51.6

女性 11.71 48.4

其中：0-17 岁 5.68 23.5

18-59 岁 14.46 59.8

60 岁及以上 4.02 16.7

年末全县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1082 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325 人，安置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823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67

人。

二、农业

2022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5.19 万亩，比上年增长 1.7%，水稻种

植面积12.01万亩，下降13.4%；油料种植面积9.41万亩，下降3.9%；

蔬菜种植面积 7.33 万亩，增长 26.7%；水果种植面积 15.38 万亩，

下降 7.5%；茶叶种植面积 1.43 万亩，下降 3.1%。全县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395286 万元，增长 15.3%。

全年粮食产量 6.94 万吨，比上年增长 0.1%；水稻产量 5.82 万

吨，下降 11.2%；油料产量 2.50 万吨，下降 3.0%；蔬菜产量 13.47

万吨，增长 30.7%；园林水果产量 13.7 万吨，下降 3.4%；茶叶产量

0.09 万吨，下降 43.7%。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2.30 万吨，比上年下降 5.7%。其中，猪

肉产量 1.74 万吨，下降 5.5%；禽肉产量 0.51 万吨，下降 26.5%。

年末生猪存栏 15.1 万头，增长 42.7%；生猪出栏 21.6 万头，增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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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县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14.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11.1%，民营企业

增长 30%,中省属企业增长 11.1%，县属企业增长 27.8%，外商及港

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2.5%。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下降 29%，重工业

增长 15.9%。支柱行业中：有色金属行业增长 10.3%，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41%。

表 2 2022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品产量
比上年增减

（%）

发电量 亿千瓦时 7.81 -25.4

#火电 亿千瓦时 3.48 -45.1

水电 亿千瓦时 1.6 28.3

太阳能 亿千瓦时 2.73 -5.2

锌精矿 万吨 10.3 0.7

铅精矿 万吨 5.14 8.6

锌锭 万吨 15.34 2.5

硫酸 万吨 5.97 14.9

铝材 万吨 0.63 -3.3

人造板 万立方米 36.5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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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6.17 亿元，同比下降 12.1%。资质建

筑企业 22 个，建筑企业总产值 14.93 亿元，增长 0.5%。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613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33336 万元，下降 1%；住宿和餐饮业增

加值 12785 万元，增长 0.4%；金融业增加值 37274 万元，增长 5.2%；

房地产业增加值 74575 万元，下降 0.9%；其他服务业 211412 万元，

增长 1.5%。

全年完成货物运输周转量 82575 万吨公里，比上年下降 4.4%；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2232.4 公里。完成旅客运输周转量 5194.2

万人公里，比上年下降 18.3％。

五、贸易和外经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7885 万元，比上年增长 0.2％。限

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增长 18.6%；石

油及制品类增长 26.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10.4%。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2232.5 万元，实际利用外资 434 万美元。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6.3%。分投资主体看，国有及国

有控股经济投资增长 14.3%，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下降 23%，民营

经济投资下降 29.3%。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64.6%；

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31.3%，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11.1%。

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49.6%。商品房销售面积 16.2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9%，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 13.66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28%。商品房销售额 9.391 亿元，同比增长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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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额 7.36 亿元，同比下降 4.4%。

七、财政金融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8 亿元，同比增长 4.3%，其中：

税收收入 2.68 亿元，同比下降 21.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6.7

亿元，同比增长 3.5%，其中：教育支出 4.73 亿元，同比增长 2.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 亿元，同比增长 2.1%，卫生健康支出 2.81

亿元，同比下降 4.1%。民生类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

79.9%。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21.5 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104.7 亿元，同比增长 12.2%。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 74.6 亿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中长期贷款

61.1 亿元，增长 12.5%；短期贷款 10.3 亿元，下降 4.3%。存贷比

61.4%，比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

表 3 2022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数（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215142 7.1

其中：非金融企业存款 62002 17.9

住户存款 1046734 12.2

各项贷款余额 746207 11.4

其中：境内短期贷款 102713 -4.3

境内中长期贷款 61108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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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22 年，仁化县

城乡居民收入 27387 元，增长 4.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4295 元，增长 2.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369 元，

增长 5.4%。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全县参加城乡养老保险人数

83178 人，下降 0.3%；参加职工企业养老保险 39781 人，增长 3.5%；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30603 人，下降 0.9%；参加失业保险 18333 人，

增长 21.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64453 人，下降 6.8%；参

加生育保险 22595 人，增长 6%；参加工伤保险 27352 人，增长 17.9%；

全县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 49868 人，增长 24.3%。

年末拥有敬老院 11 个，敬老院供养人数 152 人，五保老人月供

养标准 965 元/人。年末享受低保救济户 1997 户，享受低保救济人

数 4132 人，其中：城镇低保人数 474 人，农村低保人数 3658 人。

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床位 297 张。年末社会组织数 116 个。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2022 年度全年全县共申请专利 115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1

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51 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33 件；专利授权

194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3 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47 件，外观

设计专利授权 34 件。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县拥有各类学校 71 所（不含教学点），

其中：全县普通中小学 29 所，中职 1 所，特殊学校 1 所，幼儿园

40 所。各类在校学生人数 38281 人，下降 1.2%。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小学毕业升学率 100％，初中毕业升学率 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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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2022 年末全县有文化站 11 个，文化广场有 130 个。文化馆、

博物馆、公共图书馆、青少年宫各 1 个，电影院 1 个，公共图书馆

总藏书量 40 万册，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

全年接待旅游人数 75.86 万人次，下降 49％，旅游总收入 4.32

亿元，下降 52.8％。

年末全县有卫生医疗机构 152 个，其中：各类医院 3 间、卫生

院 10 个，村卫生室 117 个；床位 881 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451

人，其中：执业医师 309 人，执业助理医师 444 人，注册护士 513

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10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99.98%。

全年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其中 6 月举办仁化县第四届“天地壹

号杯”青少年围棋公开赛；8 月举办仁化县“工会杯”象棋团体赛

和仁化县社区篮球赛；11 月举办仁化县“工会杯”教工篮球赛和跳

绳比赛；12 月举办仁化县“工会杯”乒乓球比赛。

十一、资源、环境与应急管理

全县有自然保护区 3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4.66 万公顷，森林面

积 269.4 万亩。年末林业用地面积 18.33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表 4 各类学校教育发展情况

学校数（所） 招生数（人）
在校学生

（人）

毕业人数

（人）

幼儿园 40 1856 7807 2484

义务教育 27 5221 25821 5146

高中 2 1197 3473 1100

中职学校 1 519 1585 336

特殊教育学校 1 11 72 9

合计 71 8804 38758 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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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8%，活立木蓄积量 1348.09 万立方米。

行政区域面积2223.22平方公里。全年平均气温为20.2摄氏度，

比历年平均偏高 0.1℃。全年水资源总量 26.05 亿立方米，比上年

增长 26.4%。全县年降水量为 1807.4 毫米，比上年增长 22.8%。2022

年全县年日照时数 1578.9 小时，较历年同期偏少 7%。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其中：道路交通

事故 2 起，死亡 2 人；全年没有发生工矿商贸企业事故和消防火灾

事故。

注：1.本公报中 2022 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按照我国地区生产

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核

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经最终核实，2021 年仁化县地区生产总值

现价总量为 111.9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6%。

2.从 201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由500万元调整为20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 50 万元提高

到 500 万元，增速为可比口径。2012 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3 年起按照新的调查口径对外发布城

乡一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分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数据。由于新老调查方案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城乡划分标

准、样本抽选、计算和汇总方式、指标口径等方面变化较大，改革

后新口径数据和旧口径数据存在不可比的差异。从 2015 年起，“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名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各项存

款余额中，“单位存款”更名为“非金融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

款”更名为“住户存款”。

3.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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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计算（扣除价格因素）。

4.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修

订，农业相关历史数据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修订。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登记失业人员、登记失业率等数据来自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和县医保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出生及死亡人口来自卫生

健康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人民银行仁化支行；外贸进出口总额、

实际利用外资等数据来自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专利等数据来

自县市场监管局；旅游、文化、体育等数据来自县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教育数据来自县教育局；气象数据来自县气象局；用水数据

来自县水务局；行政区域面积等数据来自县自然资源局；广播、电

视数据来自县广播电视台；卫生及人口计划生育数据来自县卫生健

康局；低保数据来自县民政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县应急管理局；

林业数据来自县林业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县公安局；其他数据来

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