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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河 统 计
第一期

陆河县统计局编 2023年 5月 18日

2022 年陆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陆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

得新成效。

一、综合

经汕尾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22年，陆河县地区生产总值（初

步核算数据）1060139万元，比上年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168724万元，增长5.2%；第二产业增加值299130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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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第三产业增加值592284万元，增长2.2%。三次产业结构为

15.9:28.2:55.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2542元，增长4.0%。

图 1 2017-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2 2017-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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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末，全县常住人口24.89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3.48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4.16%。年末户籍

人口355580人,其中，城镇人口137337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

38.6%。

全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746万元，自然口径同比

增长 6.5%；其中，税收收入 22018 万元，下降 16.3%。全年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336796万元,增长 2.4%；其中，教育支出 78203

万元，增长 15.6%；卫生健康支出 41562 万元，增长 6.0%；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0790万元，增长 12.5%。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100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200人，

年末城镇实有登记失业人员数 95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38%。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93380万元，比上年增长8.0%。

其中，农业产值177153万元，增长3.6%；林业产值41641万元，

增长39.4%；牧业产值59688万元，增长4.2%；渔业产值4126万

元，增长0.5%；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10773万元，增

长8.2%。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62100亩，比上年提高 0.2%；油料

种植面积 24441 亩，增长 2.1%；蔬菜种植面积 76979 亩，增长

1.6%。

全年粮食产量 57000吨，比上年增长 0.1%；稻谷产量 5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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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增长 1.8%；蔬菜产量 111864吨，增长 1.3%；水果产量 126776

吨，增长 3.2%；油料产量 5481吨，增长 5.3%；茶叶产量 3395

吨，增长 10.3%。

全年肉类总产量 16573吨，比上年增长 7.0%。其中，猪肉

产量 10513吨，增长 5.2%；禽肉产量 4345吨，增长 13.1%。全

年生猪出栏 127187头，增长 1.8%；年末生猪存栏 73536头，增

长 5.0%

全年水产品（淡水）产量 4130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图3 2017-2022年粮食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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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6.9%。其中，集体企业下降 6.8%，股份制企业增长 96.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 30.3%；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长

15.8%，重工业下降 9.3%。分行业看，制造业增长 6.7%，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5.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34.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 3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下降 34.2%。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24.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 6.8%。先进装备制造业下降 104.3%，先进轻纺制造业增

长 17.8%，新材料制造业下降 13.4%。

优势传统产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3.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 18%。其中，食品饮料业增长 17.8%，建筑材料下降

7.9%，金属制品业增长 4.5%。

图 4 2017-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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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144910万元，比上年增长 4.6%。

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10个，共完成

建筑业总产值 45140万元，增长 5.6%。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14866万元，比上年下降1.4%；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30665万元，下降5.6%；住宿和餐

饮业增加值15905万元，下降2.4%；金融业增加值55452万元，增

长0.9%，房地产业增加值77524万元，增长0.6%。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5199万元，比上年

下降 28.1%。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下降 34.6%。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100万吨，比上年下降 23.5%；公路货物

运输周转量 9818万吨公里,下降 12.5%。旅客运输总量 60万人，

增长 102.4%；旅客运输周转量 5790万人公里,下降 6.0%。

表 1 2022年完成公路货物和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

公路货物运输总量 万吨 100 -23.5

公路货物运输周转量 万吨公里 9818 -12.5

公路旅客运输总量 万人 60 102.4

公路旅客运输周转量 万人公里 5790 -6.0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 1604.4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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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1.9%。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投资增长 57.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22.7%；第三产业投

资下降 13.1%。

图 5 2017-2022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61.8%，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 41.7%。工业投资增长 122.7%，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 32.1%。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40.9%，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9%。制造业投资增长 51.5%，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0.5%。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26344 万元，比上年下降 59.8%。其

中，商品住宅开发投资 112097万元，下降 57.6%。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366706 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6.1%。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340099平方米，下降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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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7836万元,比上年下降 1.1%。分

经营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80658万元，下降 1.0%；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 107178万元，下降 1.3%。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

348468万元，下降 1.1%；餐饮收入 39368万元，下降 1.0%。

图 6 2017-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4437万元，比上年下降 12.6%。其中，

出口 4028万元,增长 14.8%；进口 409万元，下降 73.9%。进出

口差额（出口减进口）3619万元，比上年增加 1286万元。

全年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0000万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 30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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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075686 万元,比上

年末下降 0.6%。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847416万元，增长 9.7％；

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86622万元，下降 38.6%。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 723081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11.0%。其中，住户贷

款余额 499217万元，增长 13.8%；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222929

万元，增长 5.3%。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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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075686 -0.6

其中：住户存款 847416 9.7

非金融企业存款 86622 -38.6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723081 11.0

其中：住户贷款 499217 13.8

企（事）业单位贷款 22292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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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7-2022年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九、人民生活、社会保障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527元，比上年增长 5.6%。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710 元，增长 5.0%；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478元，增长 5.9%。

图8 2017-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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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208元，比上年增长 5.6%。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958元，增长 4.9%；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997元，增长 6.2%。

年末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含离退休）34472

人，比上年末增长 6.8%。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108753人，

增长 0.4%。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6223 人，下降 20.4%。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45179人，下降 4.1%。参加失业保险

12503人，增长 19.8%。参加工伤保险 19662人，增长 16.0%。

参加生育保险 19929人，增长 0.3%。

全年全县养老、失业、工伤保险总收入 48876万元，比上年

增长 8.2%。

全年城乡医疗救助 31763 人次。资助参保参合的人数达

24952人次。年末城镇低保人数 318人，农村低保人数 8516人。

全年城镇职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420人。

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床位 500张，综合性社区服务

中心 128个。全县注册志愿者人数 2.7万人，注册志愿者人均参

与志愿服务时数累计 142.46小时。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各级各类教育（不含非学历培训，不含技工学校）招生

15100人，比上年下降 0.4%；在校生 60562 人，增长 1.5%；毕

业生 15777人，增长 0.2%。其中，特殊教育学校招生 29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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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 160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 10802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达 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88.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8.3%。

表3 2022年各级各类教育招生、在校生、毕业生人数及增长速度

指标
招生

（人）

比上年

增长

在校生

（人）

比上年

增长

毕业生

（人）

比上年

增长（%）

成人本专科 475 -43.6% 1871 -11.2% 765 -16.5%

各类中等职业技术

教育（不含技工学

校）

803 -12.3% 2405 -0.2% 786 26.8%

普通高中 2306 10.2% 6410 4.2% 1962 -1.4%

初中 4212 -3.3% 12527 4.0% 3913 0.7%

小学 4230 -2.4% 26387 1.2% 4215 0.3%

学前教育（在园儿

童）
3045 16.7% 10802 0.5% 4136 0.4%

特殊教育 29 70.6% 160 17.6% 0 -100.0%

年末全县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2家。

全年专利授权量 188件，比上年增长 3.3%。其中，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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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权量 1件。获得 3C产品认证的企业 2家。

年末全县共有建成或在建省级授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1

个。获得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分别为19、

13和13家。

十一、文化和卫生

年末全县共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 2个，县级及以上公共图

书馆 1个，博物馆 1个。全县有广播电台 1座，电视台 1座。广

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0%。有线

广播电视用户数和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均为 2.07 万户，均比上

年末下降 1.0%。全县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28.92万册。

全县接待过夜游客 7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45.4%。全年旅游

总收入 46200万元，增长 10.0%。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 191个。其中，医院 6个；卫生院 8

个；妇幼保健机构、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

生监督机构各有 1个；村卫生室 148个。全县卫生机构卫生技术

人员 1478 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552 人，注册护士 576

个，药剂人员 90 人。拥有医疗床位 1707 张，其中，医院 1170

张，卫生院 459张。全县乡镇卫生院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530人，

床位 459张；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28人。

十二、资源、环境与安全生产

全县水资源总量 246782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61.0%；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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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降水量 2683毫米。年末全县水库蓄水总量 3392万立方米，

增长 0.4%；全县总用水量 10940万立方米，增长 4.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1.92 万吨标准煤，比上

年增长 38.7%。全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0.5%，

全社会用电量 56047万千瓦时，增长 11.0%。其中，工业用电量

19372万千瓦时，增长 24.5%。

全年全县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达 359天，其中优秀 300天，

良好 59天。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比例平均为 100%。年末

建成污水处理厂 8座，污水日处理能力 3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

97.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全年完成营造林 387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130公顷，当年新

封山（沙）育林 1647公顷、退化林修复 479公顷、森林抚育 2162

公顷。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1.73%，活立木蓄积量 355万立方米。

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0起，死亡 7人，受伤 7人。全

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128起，死亡 11人，受伤 154人。全县道

路交通万车死亡人数为 1.0人。

注：

1、本公报中 2022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

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201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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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规模以上服务业范围是：（1）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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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2）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

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

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3）
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2012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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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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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存款”更名为“住

户存款”。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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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先进制造业包括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先

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

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

息化学品制造业。

9、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含外资银行。

10、部分数据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做机械调整。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和医疗保障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

自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路里程、运输数据来自县交通运输局；银行业金融数据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陆河县支行；教育数据来自县教育局；企业研发中心数据来自县科

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质量检验、专利数据来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数据来自县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生健康局；社区服务设施数据来自县民政局；

志愿者数据来自团县委；各类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县应急管理局；户籍人口、道路交通

事故数据来自县公安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县水务局；气象数据来自县气象局；环境监

测数据和污水处理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陆河分局，生活垃圾数据来自县公用事业事

务中心；林业数据来自县林业局；其他数据来自陆河县统计局和上级部门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