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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快报统计［1］，现将 2020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
报如下：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
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着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各
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民生福祉持
续增进。

一、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

2511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0.6%。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284.6 亿元，增
长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9400.9 亿
元 ，增 长 1.8%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3429.4 亿元，下降 0.7%。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527.2
千公顷，比上年增加 38.4 千公顷。
其中，水稻播种面积 520.4 千公顷，
增 加 13.3 千 公 顷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2699.3 千公顷，增加 24.3 千公顷；其
他谷物播种面积 121.3 千公顷，增加
2.6 千公顷；豆类播种面积 116.2 千
公顷，增加 22.8 千公顷；薯类播种面
积 66.9 千 公 顷 ，减 少 25.2 千 公 顷 。
全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760.6 千公
顷，比上年增加 32.3 千公顷。其中，
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309.6 千公顷，增
加 16.1 千公顷；蔬菜及食用菌播种
面 积 325.6 千 公 顷 ，增 加 13.4 千 公
顷。全年果园面积 358.4 千公顷，比
上年增加 5.6 千公顷。

全年粮食总产量 2338.8 万吨。
其中，水稻产量 446.5 万吨，玉米产
量 1793.9 万吨，其他谷物产量 41.4
万吨,豆类产量 25.6 万吨。全年油
料产量 99.7 万吨。全年蔬菜及食用
菌产量 1960.0 万吨。全年水果产量
851.3 万吨。

全年造林作业面积 158.0 千公
顷，比上年增加 0.4 千公顷；森林抚
育面积 46.7 千公顷；育苗面积 24.5
千公顷，增加 2.5 千公顷；义务植树
0.6 亿 株 。 全 年 林 木 采 伐 蓄 积 量
194.2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38.4 万
立方米。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376.0 万
吨，比上年增长 2.8%。其中，猪肉产
量 183.5 万吨，下降 3.1%；牛肉产量
31.0 万吨，增长 4.7%；羊肉产量 6.9
万吨，增长 1.3%；禽肉产量 154.6 万
吨 ，增 长 10.6% 。 全 年 禽 蛋 产 量
331.9 万吨，比上年增长 7.8%。全年
生牛奶产量 136.7 万吨，比上年增长
2.1%。全年生猪出栏 2175.2 万头，
比 上 年 下 降 2.9% ；年 末 生 猪 存 栏
1284.2 万头，增长 21.7%。

全年水产品产量（不含远洋捕
捞）437.0 万 吨 ，比 上 年 增 长 2.0% 。
其中，淡水捕捞 3.9 万吨，增长 0.5%；
淡水养殖 82.7 万吨，增长 1.9%；海洋
捕捞 46.3 万吨，下降 5.0%；海水养殖
304.1 万吨，增长 3.2%。

全年化肥施用量（折纯）137.6
万吨，比上年减少 2.4 万吨。年末
农 业 机 械 总 动力［3］（不包括渔船）
2466.0 万千瓦，比上年末增加 112.1
万千瓦。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4］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1.8%。

分经济类型看，全年规模以上
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0.5%；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增长 2.6%，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
长 0.3% ；私 营 企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2.6%。

分门类看，全年规模以上采矿
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0.6%，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8%，电力、热力、燃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3.6%。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年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3%，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为
29.5%。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8.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4.6%，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 3.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 3.2%。全年石化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 3.9%，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4.1%。其中，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0.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业增加值增长 3.1%。全年冶金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9%，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7.5%。
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增加值增长 2.6%。全年农产品加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4%，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8.9%。其
中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1.7%。

全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主 要 产 品
产量中，乙烯 355.7 万吨，比上年增
长 90.2%；民用钢质船舶 252.7 万载
重 吨 ，增 长 52.9% ；合 成 纤 维 单 体
1636.8 万 吨 ，增 长 28.5% ；水 泥
5387.9 万 吨 ，增 长 14.7% ；发 动 机
12916.3 万千瓦，增长 12.4%；金属切
削机床 2.8 万台，增长 10.9%；生铁
7235.2 万吨，增长 4.8%；钢材 7578.4
万吨，增长 4.2%；粗钢 7609.4 万吨，
增 长 3.4% ；十 种 有 色 金 属 124.6 万
吨，下降 2.3%；汽车 74.8 万辆，下降
5.5%；平板玻璃 4682.7 万重量箱，下
降 7.4% ；发 电 量 2051.1 亿 千 瓦 小
时，增长 1.5%；原油加工量 10276.3
万吨，增长 4.1%；汽油 1766.9 万吨，
下 降 1.2% ；柴 油 2223.1 万 吨 ，增 长
3.6%；原煤 3091.5 万吨，下降 6.0%。
工业新产品产量中，集成电路 7.4
亿 块 ，增 长 49.3% ；城 市 轨 道 车 辆
603 辆，增长 23.6%；稀土磁性材料
158.3 吨，增长 21.8%；光缆 732.9 万
芯千米，增长 16.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8.5%。其中，国有控股企业产品销
售率 99.0%；股份制企业产品销售率
98.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产
品销售率 99.5%；私营企业产品销售
率 98.0%。

全年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
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共签订工
程合同额 792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本年新签订工程合同
额 5139.3 亿元，增长 21.2%。

四、国内贸易

全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8960.9 亿元［5］，比上年下降 7.3%。

分经营地看，全年城镇消费品
零 售 额 7639.7 亿 元 ，比 上 年 下 降
7.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321.2 亿
元，下降 4.8%。

分消费类型看,全年商品零售
额 8270.9 亿元,比上年下降 6.5%；餐
饮收入额 690.0 亿元，下降 16.3%。

在限额以上单位［6］批发零售业
商品零售类值中，全年粮油、食品
类 零 售 额 280.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7% ；中 西 药 品 类 零 售 额 188.5 亿
元 ，增 长 8.1% ；日 用 品 类 零 售 额
103.0 亿元，增长 17.8%；烟酒类零售
额 47.2 亿元，增长 3.2%；饮料类零
售额 35.6 亿元，增长 21.4%；建筑及
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16.2 亿元，增长
23.9% ；体 育 、娱 乐 用 品 类 零 售 额
14.4 亿元，增长 31.0%；汽车类零售
额 950.4 亿元，下降 0.8%，其中新能
源 汽 车 零 售 额 6.4 亿 元 ，增 长
20.4%；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 430.3
亿元，下降 26.9%；服装、鞋帽、针纺
织 品 类 零 售 额 280.8 亿 元 ，下 降
14.3% ；家 用 电 器 和 音 像 器 材 类 零
售 额 214.5 亿 元 ，下 降 22.1% ；通 讯
器 材 类 零 售 额 118.9 亿 元 ，下 降
1.8%。

全 年 实 物 商 品 网 上 零 售 额
127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其
中 ，限 额 以 上 单 位［6］网 上 零 售 额
499.0 亿元，增长 12.3%。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7］

比上年增长 2.6%。
分投资渠道看,全年建设项目

投资比上年增长 0.8%，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长 5.1%。

分产业看，全年第一产业投资
比上年增长 79.9%,第二产业投资下
降 5.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9%。

分经济类型看，全年国有控股
投资比上年增长 2.7%，外商及港澳
台商控股投资增长 8.2%；民间投资
增长 2.2%。

全年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2.4%。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投资增长 52.5%，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32.3%，道路运输
业投资增长 13.9%，公共设施管理业
投资增长 3.3%，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投资下降 7.8%，铁路运输业投
资下降 36.6%。

全年新开工建设项目 5049 个，
比上年增加 555 个。其中，亿元以
上新开工建设项目 969 个，增加 270
个。

全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比上年
增长 33.4%。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投资增长 96.1%，医疗仪器设
备 及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长
64.7%，医药制造业投资下降 3.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下
降 24.0%。

重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沈阳
华晨宝马大东厂区产品升级项目、
沈阳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大连恒

力石化 150 万吨/年乙烯项目、大连
地铁 5 号线项目、大连金普城际铁
路工程项目、抚顺清原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辽阳忠旺铝业特大高精铝
项目、盘锦宝来新材料 60 万吨/年
ABS 及其配套装置项目等建设持续
推进。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3743.2 万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其中住宅
销 售 面 积 3447.3 万 平 方 米 ，增 长
1.0%；商品房销售额 3366.3 亿元，增
长 10.4%，其中住宅销售额 3114.1 亿
元，增长 10.6%。年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 2902.0 万平方米，比上年末下降
0.2%。

六、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 6544.0 亿元，
比上年下降 9.9%。其中，出口总额
2652.2 亿元，下降 15.3%；进口总额
3891.8 亿元，下降 5.8%。

分贸易方式看，在出口总额中，
全年一般贸易出口 1477.7 亿元，比
上 年 下 降 14.5% ；加 工 贸 易 出 口
1056.8 亿元，下降 13.3%。在进口总
额中，全年一般贸易进口 2692.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7%；加工贸易进口
432.1 亿元，下降 25.6%。

分经济类型看，在出口总额中，
全年国有企业出口 351.3 亿元，比上
年下降 29.6%；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1092.5 亿元，下降 20.8%；民营企业
出口 1205.2 亿元，下降 3.3%。在进
口 总 额 中 ，全 年 国 有 企 业 进 口
1026.6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4%；外
商投资企业进口 1441.4 亿元，下降
11.8%；民营企业进口 1412.9 亿元，
增长 8.8%。

分商品看，在出口总额中，全年
机电产品出口 1333.5 亿元，比上年
下 降 10.9%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出 口
477.2 亿元，下降 21.4%。在进口总
额中，全年机电产品进口 1045.4 亿
元，比上年下降 5.0%；高新技术产品
进口 370.1 亿元，下降 4.7%；农产品
进口 391.0 亿元，增长 7.9%；原油进
口 1134.1 亿元，增长 1.2%；汽车零配
件进口 373.8 亿元，增长 0.5%。

分国家和地区看，年末对外贸
易国家和地区 231 个。全年对亚洲
出口1635.6亿元，比上年下降17.3%。
其中，对日本出口 559.9 亿元，对韩
国出口 237.0 亿元。全年对欧洲出
口 445.4 亿 元 ，比 上 年 下 降 11.6% 。
其中，对欧盟（27 国）出口 329.5 亿
元，对俄罗斯联邦出口 62.4 亿元。
全年对北美洲出口 304.8 亿元，比上
年下降 14.7%。其中，对美国出口
265.2 亿元。全年对拉丁美洲出口
154.0 亿元，比上年下降 4.1%。全年
对非洲出口 65.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9% 。 全 年 对 大 洋 洲 出 口 46.9 亿
元，比上年下降 24.8%。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174.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7%，折 25.2 亿美元，
增长 12.8%。其中，第一产业实际利
用外资 0.04 亿美元，下降 67.3%;第
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9.6 亿美元，下
降 1.8%;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15.5
亿美元，增长 25.0%。

全 年 实 际 到 位 内 资 5221.0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3.4%。

全 年 对 外 承 包 工 程 新 签 合 同
110 份，新签合同额 25.2 亿美元，完
成营业额 11.3 亿美元。全年共备案

（核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89 家。
全年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员 1.3 万
人次。

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

全年公路、铁路、水运和民航四
种 运 输 方 式 完 成 货 物 运 输 量
167332.7 万吨。其中，铁路货运量
23956.7 万吨，公路货运量 138569.2
万吨，水路货运量 4797.2 万吨，民航
货运量 9.6 万吨。全年货物运输周
转量［8］5422.0 亿吨公里。全年旅客
运输量 34440.4 万人。其中，铁路客
运 量 7062.7 万 人 ，公 路 客 运 量
26211.0 万 人 ，水 路 客 运 量 227.8 万
人，民航客运量 938.9 万人。全年旅
客运输周转量［9］580.7 亿人公里。全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8.2 亿吨，港口集
装箱吞吐量 1310.8 万标准箱。

年末铁路营业里程（不含地方
铁 路）6196.1 公 里 ，其 中 高 速 铁 路
2105.8 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69.2 公
里。年末公路通车里程（不含城管
路段）130899.5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4331.4 公里。

年 末 民 用 汽 车 保 有 量［10］934.3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8.1%，其中载客
汽车 818.9 万辆，载货汽车 111.1 万
辆。在民用汽车保有量中，私人汽
车保有量 821.6 万辆，增长 9.1%。

全 年 邮 电 业 务 总 量 3667.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5.3%。其中，邮政
业务总量 278.3 亿元，增长 37.3%；电
信 业 务 总 量 3388.8 亿 元 ，增 长
24.4%。全年邮政业完成函件 2054.5

万件，快递 11.2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
131.4 亿元，增长 26.5%。全年订销
报纸 47642.9 万份，订销杂志 2885.9
万份。年末电话用户 5414.3 万户，
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540.5 万户，移动
电话用户［11］4873.8 万户。年末固定
电话普及率 12.4 部/百人，移动电话
普及率 111.9 部/百人。年末 4G 移
动电话用户 4059.8 万户，占移动电
话用户的比重为 83.3%。年末移动
互联网用户 3921.8 万户，其中手机
上网用户 3919.5 万户。全年移动互
联网接入流量 40.3 亿 G，比上年增
长 30.6%。

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30170.0
万 人 次 。 其 中 ，接 待 国 内 旅 游 者
30150.2 万人次，接待入境过夜旅游
者 19.8 万 人 次 。 在 接 待 入 境 过 夜
旅游者中，外国人 16.7 万人次，港
澳台同胞 3.1 万人次。全年旅游总
收入 2720.5 亿元，其中国内旅游收
入 2712.2 亿元，旅游外汇收入 1.2 亿
美元。

年末有星级以上饭店 388 家，其
中五星级及以上饭店 26 家。年末
有 旅 行 社 1520 家 。 年 末 有 国 家 A
级旅游景区 566 个，其中 5A 级旅游
景区 6 个。

八、市场价格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4%。其中，城市价格上涨 2.2%，农
村价格上涨 3.4%。分类别看，全年
食品烟酒类价格比上年上涨 7.4%，
衣着类价格下降 0.4%，居住类价格
上涨 0.2%，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
下降 0.5%，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
3.3%，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0.8%，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3.4%，其
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 3.6%。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
年下降 3.0%。其中，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价格下降 32.0%，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价格上涨 3.5%，通用和专用
设备制造业价格下降 1.2%，黑色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价 格 下 降
1.0%，汽车制造业价格上涨 0.3%，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下降
7.9%。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
上年下降 1.8%。

全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12］比上
年上涨 8.1%，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 4.9%。

九、财政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0.1%。其中，各项
税收收入 1878.9 亿元，下降 2.6%。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00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其中，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654.3 亿元，增长
14.8% ；教 育 支 出 741.3 亿 元, 增 长
5.5%；卫生健康支出 413.0 亿元,增长
13.3%；住房保障支出 215.8 亿元,增
长 19.3%。

十、金融、证券和保险业

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 67988.2 亿元，比年初
增加 5290.8 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
存款余额 67187.4 亿元，增加 5283.4
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
币各项贷款余额 52209.4 亿元，比年
初增加 2626.8 亿元，其中人民币各
项 贷 款 余 额 51498.7 亿 元 ，增 加
2844.9 亿元。在金融机构（含外资）
本外币各项贷款中，年末住户贷款
余 额 12607.2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1171.3 亿元。

年末有境内上市公司 76 家，年
内累计实现境内融资 96.4 亿元，其
中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 81.3 亿元。
年末有证券公司 3 家，证券分公司
62 家，证券营业部 325 家；期货经纪
公司 2 家，期货分公司 51 家，期货经
纪公司营业部 57 家。

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13］133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其中，财产
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386.5 亿元，增长
4.0% ；人 寿 保 险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706.0 亿元，增长 0.4%；人身意外险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28.2 亿 元 ，增 长
8.8% ；健 康 保 险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217.6 亿元，增长 15.0%。全年支付
各类赔款和给付总额 472.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6.4%。其中，财产险赔付
支出 226.0 亿元，增长 9.8%；人寿保
险赔付支出 130.2 亿元，增长 2.4%；
人身意外险赔付支出 6.9 亿元，增长
0.4% ；健 康 保 险 赔 付 支 出 109.7 亿
元，增长 65.3%。

十一、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 年 科 学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支出 524.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3.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2.09%。年末从事科学研究与
试 验 发 展（R&D）人 员 15.9 万 人 。

全年技术市场成交各类技术合同
1.8 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645.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9%。

年末有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
测机构 1859 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38 个。年末有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10 个，产品认证机构 8 个，全年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4.5 万个。年末有法
定 计 量 技 术 机 构 131 个 。 全 年 制
定、修订地方标准 157 项。年末有
气象雷达观测站点 5 个，卫星云图
接收站点 2 个。年末有地震台站 15
个，地震监测中心 1 个。

全 年 研 究 生 招 生 5.4 万 人 ，在
校生 14.2 万人，毕业生 3.7 万人;普
通 本 专 科 招 生 36.3 万 人 ，在 校 生
114.1 万人，毕业生 25.6 万人;普通
高中招生 20.5 万人，在校生 59.4 万
人，毕业生 20.9 万人;初中招生 32.8
万 人 ，在 校 生 100.2 万 人 ，毕 业 生
33.9 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34.7 万人，
在 校 生 196.7 万 人 ，毕 业 生 32.8 万
人;特殊教育招生 0.3 万人，在校生
1.5 万人，毕业生 0.2 万人;学前教育
在园幼儿 86.0 万人。义务教育巩固
率 97.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7.1%。

十二、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有文化馆、艺术馆 124 个，
公共图书馆 130 个，博物馆 65 个，
档案馆 144 个。年末有线电视用户
575.3 万 户 ，其 中 数 字 电 视 用 户
558.4 万户。年末广播人口覆盖率
99.45%，电 视 人 口 覆 盖 率 99.42% 。
全年出版报纸 66 种（不含校报），出
版量 5.1 亿张；期刊 312 种，出版量
0.6 亿份；图书 1.1 万种，出版量 1.5
亿册。

年 末 有 各 类 卫 生 机 构 34131
个 。 其 中 ，医 院 1359 个 ，卫 生 院
1047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8 个，
妇幼保健院（所、站）89 个，社区卫
生 服 务 机 构 1309 个 ，村 卫 生 室
17567 个。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94 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 915 个。年末各类卫生机
构拥有床位 31.5 万张；卫生技术人
员 31.6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 12.6 万人，注册护士 14.3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4］1.6 亿人
次，出院人数［15］575.5 万人。

全年在国内各项比赛中，辽宁
运动员 62 人 21 项 65 次获得全国冠
军。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738 元，比上年增长 2.9%。其中，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0376
元，增长 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7450 元，增长 8.3%。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人数 2049.1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1058.4 万人。年
末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867.5 万
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16］1588.4 万人，参加城乡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人 数［17］2279.1 万
人。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677.0
万 人 ，其 中 领 取 失 业 保 险 金 人 数
33.5 万人。年末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807.1 万人。年末参加生育保险人
数 791.6 万人。全年 34.9 万城镇居
民和 69.6 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
生活保障。

年末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2134 个 ，其 中 城 乡 养 老 服 务 机 构
2035 个；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床位
18.4 万张。全年收养救助人员 9.4
万人。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62.5
亿元。全年辽宁省慈善总会接受捐
赠 3.2 亿元。

十四、能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 1.6 亿吨标准煤,其中六大高耗
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 91.0%。

全年城市空气优良天数 306 天，
占比 83.6%；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
物［18］、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年平均
浓度分别为 39 微克/立方米、64 微
克/立方米、16 微克/立方米、27 微
克/立方米。

全年辽河流域50个国考断面［19］，
全面消除劣Ⅴ类［20］，优良水质断面
28 个。全年河流优良水质断面占

“水十条”［21］地表水国考断面的比
重为 73.3%，比上年提高 10.5 个百分
点 。 全 年 渤 海 优 良 水 质 比 例 为
80.3%。全年 46 个国家考核的地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总达标率（按达标个数评价）
97.8%。

全 年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死 亡 820
人，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
故 死 亡 人 数 0.033 人 ；煤 矿 百 万 吨
死 亡 人 数 0.097 人 ；道 路 运 输 事 故
死亡 511 人。

注释：

［1］本公报中 2020 年数据均为
初步统计数，部分指标数据在年报
时可能还有调整。部分数据因四舍
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
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及各
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农业机械总动力：指全部农
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按使
用能源不同分为以下四部分：柴油
发动机动力指全部柴油发动机额定
功率之和；汽油发动机动力指全部
汽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和；电动机
动力指全部电动机（含潜水电泵的
电动机）额定功率之和；其他机械动
力指采用柴油、汽油、电力之外的其
他能源，如水力、风力、煤炭、太阳能
等动力机械功率之和。

［4］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法人单位。

［5］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已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进行了修订，2020 年数据以修订后
数据为计算依据。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
中限额以上单位：指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

（单位）、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
企业（单位）、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
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

［7］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统计范围为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
人单位以及个体经营进行的计划总
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投资项目，
不包括农户投资、军工和国防项目。

［8］货物运输周转量：指在一定时
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实际完成的货物
运量与相应的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9］旅客运输周转量：指在一定
时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的
旅客人数与相应的运送距离的乘积
之和。

［10］民用汽车保有量：指报告
期末，按照《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
规范》，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注
册登记领有民用车辆牌照的全部
汽车数量。汽车保有量统计的主
要分类：根据汽车结构分为载客汽
车、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根据汽
车所有者分为个人（私人）汽车、单
位汽车；根据汽车的使用性质分为
营运汽车、非营运汽车；根据汽车
大小规格，载客汽车分为大型、中
型、小型和微型，载货汽车分为重
型、中型、轻型、微型、三轮汽车和
低速汽车。

［11］移动电话用户：指报告期
末通过移动电话交换机进入移动电
话网的全部电话用户。

［12］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农产品
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13］原保险保费收入：指保险
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14］总诊疗人次：指所有诊疗
工作的总人次数，包括门诊、急诊、
出诊、预约诊疗、单项健康检查、健
康咨询指导（不含健康讲座）人次。

［15］出院人数：指报告期内所
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包括医嘱离
院、医嘱转其他医疗机构、非医嘱离
院、死亡及其他人数，不含家庭病床
撤床人数。

［16］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包括参保职工和参保退休
人员。

［17］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由于政策调整，自 2019 年
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部并入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8］可吸入颗粒物：指悬浮在
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
微米的颗粒物。

［19］国考断面：全称国家地表
水 环 境 质 量 考 核 断 面 ，范 围 包 括

《“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
测网设置方案》确定的 1940 个地表
水评价、考核、排名断面和 110 个入
海河流考核断面，共计 2050 个。

［20］劣 V类：地表水水质依据地
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按
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Ⅰ类主
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
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场、仔稚幼鱼
的索饵场等；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
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地二级保
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
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
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
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
要求水域。地表水水质劣于 V 类的
即丧失使用功能的，简称劣 V 类。

［21］“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简称“水十条”，是为切实加
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
全而制定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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