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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要要求，聚焦“五大任务”，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加快推
动高质量发展，全区经济稳中求进、难中求成。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2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23159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654亿
元，比上年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1242亿元，比上年增
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9263亿元，比上年增长2.2%。三次
产业比例为 11.5:48.5:40.0。第一、二、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1.9%、62.3%、25.8%。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达到96474元，比上年增长4.2%。

全区年末常住人口 2401.17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1.17 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1647.20万人，乡村人口753.97万人；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68.60%，比上年末提高0.39个百分点。男性
人口 1224.74 万人，女性人口 1176.43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3.40万人，出生率为 5.58‰；死亡人口 18.80万人，死亡率为
7.83‰。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20.5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0.8 万
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8%。分城乡看，城市上
涨1.7%，农村上涨2.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上涨2.0%，衣
着类上涨 0.3%，居住类上涨 0.5%，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1.1%，交通和通信类上涨5.8%，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1.2%，
医疗保健类上涨0.3%，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1.8%。从工业
生产角度看，全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8.6%，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上涨11.2%。

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9.9%。非煤产业增加值比上年
增长 8.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58.5%。新产业
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3.6%，新能
源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3%。新动能继续壮大，高技术产
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49.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91.6%，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7.5%。新能源产业投资比上
年增长79.0%。

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生产总值
7076亿元,比上年增长3.3%，占盟市合计的比重为30.7%；中
部地区生产总值13710亿元，增长5.0%，占盟市合计的比重为
59.4%；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295亿元，增长2.4%，占盟市合计
的比重为9.9%。

二、农牧业

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869.0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695.2万公顷，比上年增长0.98%。粮食产量3900.6万
吨，比上年增长1.6%。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277.8 万吨，比上年增长 2.8%。其
中，猪肉产量 73.7万吨，增长 9.3%；牛肉产量 71.9万吨，增长
4.6%；羊肉产量110.2万吨，下降3.0%；禽肉产量22.1万吨，增
长 7.6%。禽蛋产量 62.6 万吨，比上年增长 1.7%。牛奶产量
7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0%。年末生猪存栏597.1万头，比上
年增长5.6%；牛存栏820.4万头，增长12.0%；羊存栏6124.1万
只，下降0.2%；家禽存栏5496.8万只，增长1.8%。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6%。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8.1%。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
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8.1%，股份制企业增长 8.4%，外商及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3.9%。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6.8%，
制造业增长 10.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5%。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8.0%，食品制造业
增长 9.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1.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8.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39.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2.1%，专用设备制
造业增长 14.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32.1%，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54.8%，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5.3%。

全年原煤产量121354.3万吨，比上年增长13.4%；发电量
6619.2亿千瓦时，增长8.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中，焦炭
产量 4672.5 万吨，增长 0.3%；单晶硅产量 41.2 万吨，增长
25.7%；钢材产量 3041.9 万吨，增长 2.1%；原铝产量 611.4 万
吨，增长2.9%；乳制品产量415.2万吨，增长12.6%。

年末全区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装机容量16811
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9.1%。其中，火电装机容量10496万千
瓦，增长6.8%；水电装机容量238万千瓦，与上年持平；风电装
机容量 4564万千瓦，增长 14.3%；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478
万千瓦，增长 10.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8158.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5.2%；实现利润 4060.0 亿元，增长 18.3%；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 14.4%。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6.6 元，比
上年下降 1.0 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76.6 元，增加 0.3
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3%，比上年末
下 降 2.1 个 百 分 点 。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产 品 销 售 率 为
98.6%。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0%。全区具有资质等级
的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1239家，比上年增加49家。
有工作量的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7046万平方米，比上年下
降6.0%；房屋竣工面积1096万平方米，下降17.0%；房屋建筑
竣工率为15.6%。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增加值 1876.9亿元，比上年
下降4.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1317.9亿元，增长
3.5%；金融业增加值 981.7亿元，增长 5.3%；房地产业增加值
830.3亿元，下降1.5%。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长7.3%，利润总额增长31.1%。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20.8亿吨，比上年下降1.9%。货物运
输周转量5187.0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6.0%。全年旅客运输
总量 4103.2万人，比上年下降 43.6%。旅客运输周转量 89.0
亿人公里，比上年下降46.0%。

年末全区民用汽车保有量 712.3 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
低速货车 10.0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5.7%。其中，私人汽车
保有量 656.7 万辆，增长 5.7%。民用轿车保有量 399.3 万
辆，增长 4.7%。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385.5 万辆，增长
4.5%。

全年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58.7 亿元，比上年下降
6.7%。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429.7 万件，包裹业务
10.1 万件，快递业务量 24213.5 万件，快递业务收入 48.3 亿
元 。 全 年 完 成 电 信 业 务 总 量 293.8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9.4%。年末全区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3013.1 万户。其中，
5G移动电话用户 901.0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 125.5 部/百
人。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 868.1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71.9 万
户；移动互联网用户2577.0万户，减少88.2万户。全年移动互
联网接入流量439809.9万GB，比上年增长8.6%。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71.4 亿元，比上年下降
1.8%。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390.0 亿元，下降
1.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81.4亿元，下降1.3%。按消费类型
统计，商品零售额 4408.5亿元，下降 0.1%；餐饮收入 562.9亿
元，下降12.8%。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0.2%，中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下降 2.5%，西部地区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下降2.1%。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24.2%，饮料类增长8.8%，烟酒类增长4.8%，日用品
类增长 16.3%，中西药品类增长 12.8%，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18.8%，汽车类下降8.8%。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44.4亿元，比上年下降1.2%，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6.9%，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
点。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6.8%。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7.6%。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12.7%，中部地区投资增
长19.1%，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6.2%。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3.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4.8%，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4.3%。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6.8%，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的比重为54.0%。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35.3%。按
项目隶属关系分，地方项目投资比上年增长13.6%，中央项目
投资增长57.5%。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978.3亿元，比上年下降20.7%。其
中，住宅投资771.0亿元，下降20.6%；办公楼投资7.4亿元，下
降6.3%；商业营业用房投资80.0亿元，下降26.1%。商品房销
售面积 1380.5万平方米，下降 25.7%；商品房销售额 868.0亿
元，下降28.5%。

七、对外经济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52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2%。
其中，出口总额 630.3 亿元，增长 31.9%；进口总额 893.3 亿
元，增长 17.8%。从主要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982.4亿元，增长 21.8%，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4.5%；边境
小额贸易进出口额 283.0 亿元；加工贸易进出口额 116.8 亿
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 935.5 亿元，比上年
增长29.6%。

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4.5亿元，比上年增长58.6%，折
5.4亿美元，增长70.6%。年末全区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外
商投资企业3289家。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0家。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2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2%，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27.0%。其中，税收收入
213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7%，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7.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5.6%。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5885.1亿元，比上年增长12.3%。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32313.6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17.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20195.3亿元，增长17.8%；非
金融企业存款余额6753.9亿元，增长17.7%；机关团体存款余
额 4021.4亿元，增长 10.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6919.0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7.8%。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8344.4 亿元，增长 6.8%；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18572.0 亿
元，增长8.3%。

年末全区保险机构共有 2934 家，与上年持平。全年保
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667.0亿元，比上年增长 3.3%。全
年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 240.1 亿元，增长 3.9%。全年人身
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444.0 亿元，累计赔付 100.4 亿元。
全年农业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67.5 亿元，累计赔付支
出 44.3亿元。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921 元，比上年增长
5.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295元，比上
年增长4.3%。从主要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28090元，增长
5.7%；经营净收入8911元，增长2.4%；财产净收入2607元，下
降0.9%；转移净收入6687元，增长3.3%。农村牧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9641元，比上年增长7.1%。从主要收入构成看，
工资性收入 3795元，增长 5.3%；经营净收入 10718 元，增长
7.4%；财产净收入500元，增长 5.7%；转移净收入4628元，增
长8.1%。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2298元，比上年下降
1.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667元，比
上年下降1.9%。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444元，
比上年下降 1.6%。全体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8.1%。其中，城
镇为27.0%，农村牧区为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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