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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2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 月 累 计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0.0 13.8

二、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6.57 13.03 16.6 6.5

三、货物运输周转量（亿吨公里） 185.46 349.64 110.6 123.7

旅客运输周转量（亿人公里） 48.86 95.38 68.9 67.0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839.64 1572.76 28.9 1.5

四、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16.9

#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7.1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61.81 61.81 32.1 32.1

五、房屋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30.59 30.59 -39.9 -39.9

房屋销售额（亿元） 52.64 52.64 -34.4 -34.4

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75.49 7.5

七、货物进出口总额（亿元） 109.31 16.4

八、实际利用外资（万元） 229105.00 23.8

九、接待游客总人数（万人次） 249.09 525.94 -3.7 18.4

#接待过夜游客（万人次） 157.16 308.46 11.9 7.2

旅游总收入（亿元） 37.29 77.69 -2.0 8.8

十、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1.55 122.11 -19.3 -24.3

#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43 50.06 -22.2 -26.9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6.33 49.34 210.1 5.2

十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4 101.7 0.4 1.7

十二、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0 100.0 0.0 0.0

注：1.规模以上工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2.本册中部分指标合
计数与分项数有出入主要是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均未作机械调整；3.“#”表示其中
项；4.“空格”表示数据不详或无该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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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情况

指 标

2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一、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98347 1197822 50.4 15.1

1.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364996 731705 63.1 22.4

重工业 233350 466117 29.9 -0.1

2.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工业 43058 85429 4.7 -1.3

集体工业

股份制工业 423895 862352 60.9 15.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 131394 250041 38.0 9.8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在总计中：国有控股工业 98112 216284 39.9 7.0

大中型工业 410327 828919 38.7 9.5

# 国有工业 43058 85429 4.7 -1.3

二、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535040 1136121 42.8 5.4

# 出口交货值 39166 78284 -1.7 -16.8

三、规模以上工业销售率（%） 89.4 94.8 -4.3 -6.8

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3.8

注：1.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2.规模以上工业为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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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指 标

2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全 市 598347 1197822 50.4 15.1

秀英区 326261 633290 40.3 10.3

龙华区 171398 341414 63.3 28.3

琼山区 44169 114667 103.8 14.6

美兰区 56519 108451 46.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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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产值

指 标

2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一、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98347 1197822 50.4 15.1

二、按主要行业分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63362 111653 9.5 -6.3

非金属矿采选业 838 2834 609.6 1.2

农副食品加工业 27526 54151 27.9 -4.5

食品制造业 3610 7229 28.5 13.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8551 90610 70.7 30.9

烟草制品业 30623 92500 133.6 19.8

纺织服装、服饰业 84 138 -54.2 -65.5

造纸和纸制品业 2898 6101 13.8 12.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935 4969 -22.4 -42.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737 4841 97.7 173.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11 2255 60.1 10.3

医药制造业 240258 460335 71.3 3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925 5655 49.0 -8.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648 69366 71.8 -17.5

金属制品业 7371 13305 145.2 85.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37 3975 105.6 -33.5

汽车制造业 31743 51054 126.1 85.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2635 4960 877.0 662.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4748 91371 15.4 0.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58 758 -84.2 -85.5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4847 10824 24.8 -13.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048 87872 18.0 6.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826 11307 7.9 -2.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230 9761 -7.6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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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指 标 2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1.售电量（亿度） 6.57 13.03 16.6 6.5

2.配混合饲料（万吨） 4.36 15.43 2.5 53.2

3.啤酒（万吨） 0.12 0.35 -61.0 -49.8

4.软饮料（万吨） 7.09 13.28 73.3 26.0

5.卷烟（亿支） 9.00 24.00 140.0 15.7

6.塑料制品（万吨） 0.30 0.36 50.3 -8.7

7.汽车（辆） 2660 4359 127.4 91.8

MPV（辆） 720 960 242.9 181.5

SUV（辆） 1920 3363 100.0 75.2

8.变压器（万千伏安） 67 206 30.7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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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

指 标 1-12 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1.企业单位数(户) 196 175 12.0

#亏损企业数(户) 57 47 21.3

2.亏损面(%) 29 27 2.2

3.营业收入(万元) 7597612 6794574 11.8

4.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96930 64482 50.3

5.利税总额(万元) 1470607 1050766 40.0

#利润总额(万元) 821027 621057 32.2

6.应收账款(万元) 1544023 1408798 9.6

7.产成品库存(万元) 326327 316156 3.2

8.平均用工人数（人） 48117 49069 -1.9

注：本表中的企业单位数（户）是有主营业务收入的企业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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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指 标

2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全市重点园区 332989 683790 62.0 21.7

海口江东新区 46510 90688 70.6 21.6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85585 592048 59.6 21.2

海口综合保税区 7391 15094 81.2 17.6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注：1.园区统计月报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2.大新华飞
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为跨园区经营企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分别按总量计入各相关园
区，合计数剔除重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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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

指 标

2月

（万千瓦时）

1-2 月

（万千瓦时）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月 累计

全社会用电量总计 65708 130290 16.6 6.5

全行业用电 52791 102438 20.2 5.4

第一产业 1112 2165 5.8 -4.3

第二产业 12982 23714 44.2 8.5

工业 11618 21133 48.1 10.3

建筑业 1401 2646 18.9 -4.9

第三产业 38697 76559 14.3 4.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21 4060 9.8 -10.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40 4204 22.1 17.6

批发和零售业 7686 14942 41.3 23.8

住宿和餐饮业 2671 5159 10.8 -1.6

金融业 669 1351 4.5 -6.9

房地产业 11114 22893 -0.1 -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896 5467 25.3 5.4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9069 17733 12.0 2.5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2918 27852 4.0 10.9

城镇居民 9934 20858 7.6 10.9

乡村居民 2984 6994 -6.7 10.9

注：全社会用电量包含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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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

指 标 2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月 累计

一、货物运输量（万吨） 1119 2132 23.8 6.4

公 路 299 581 15.0 -2.0

水 运 767 1446 29.3 12.6

民 航 2 5 38.5 7.9

铁 路 51 100 2.6 -18.5

货物周转量（万吨公里） 1854586 3496441 110.6 123.7

公 路 17559 34883 14.0 -3.5

水 运 1821448 3432788 114.4 130.7

民 航 5856 11971 15.6 -12.3

铁 路 9723 16799 -9.9 -34.0

二、旅客运输量（万人） 709 1398 6.0 6.0

公 路 64 110 -13.5 -28.6

水 运 129 294 -27.9 -11.4

民 航 239 468 81.9 81.4

铁 路 277 526 -2.6 -8.5

旅客周转量（万人公里） 488576 953796 68.9 67.0

公 路 11842 18718 23.5 -7.7

水 运 3452 7610 -20.4 -5.0

民 航 422618 828480 84.8 84.7

铁 路 50664 98988 8.6 4.9

三、旅客吞吐量（万人）

港 口 200 513 16.4 55.7

# 离 港 97 257 17.6 53.0

机 场 218 437 23.9 25.5

# 发送量 112 219 21.0 24.1

四、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840 1573 28.9 1.5

# 外 贸 6 11 227.8 79.2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标箱） 93844 170781 -23.5 -39.4

五、电信业务总量（万元） 46536 91081 33.0 26.5

六、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17968 31663 90.2 32.7

注：从 2022 年起电信业务总量执行 2021 年不变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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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指 标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固定资产投资额 16.9

#本年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204.6

一、按四大领域分

基础设施投资 -10.3

公共服务投资 -26.7

房地产开发投资 32.1

产业投资 32.2

二、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2.3

设备工器具购置 -45.0

其他费用 51.6

三、按投资主体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 16.4

民间投资 7.1

外商投资 109.2

四、按建设性质分(不含房地产)

# 新 建 9.9

扩 建 -19.8

改建和技术改造 123.2

五、项目个数

# 本年新开工 130.8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83.3

房地产开发项目 700.0

注：以上数据不含城镇私人和农村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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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指 标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6.9

# 基础设施建设 -10.3

1.农林牧渔业 -6.5

2.采矿业 2726.6

3.制造业 -6.6

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5

5.建筑业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0.1

# 邮政业 -80.2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8.9

8.批发和零售业 -19.8

9.住宿和餐饮业 353.1

10.金融业 -62.6

11.房地产业 26.8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7.6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2.6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6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100.0

16.教育 -47.6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9.8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5.1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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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投资

指 标

2 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 618123 618123 32.1 32.1

二、按工程用途分

住 宅 417019 417019 45.5 45.5

# 经济适用房

办公楼 67585 67585 13.1 13.1

商业营业用房 51409 51409 3.2 3.2

其 他 82110 82110 14.6 14.6

三、按财务资金来源分

本年财务资金合计 1993665 1993665 -33.4 -33.4

1.上年末结余 1074453 1074453 -15.9 -15.9

2.本年资金小计 919212 919212 -46.4 -46.4

⑴预算内资金

⑵国内贷款 98167 98167 -23.5 -23.5

⑶债券

⑷利用外资

# 直接投资

⑸自筹资金 450426 450426 114.0 114.0

⑹其他资金 370619 370619 -73.1 -73.1

# 定金及预收款 186496 186496 -70.2 -70.2

四、房屋施工面积（万平米） 3398.6 3398.6 10.1 10.1

# 住宅 1978.1 1978.1 11.1 11.1

五、新开工面积（万平米） 78.6 78.6 189.1 189.1

# 住宅 51.0 51.0 331.2 331.2

六、房屋竣工面积（万平米） 43.3 43.3 70.3 70.3

# 住宅 32.8 32.8 44.8 44.8

七、房屋销售面积（万平米） 30.6 30.6 -39.9 -39.9

# 住宅 23.1 23.1 -38.7 -38.7

八、房屋销售总额（万元） 526402 526402 -34.4 -34.4

# 住宅 420854 420854 -31.4 -31.4

注：以上房屋销售面积及房屋销售额=现房销售+期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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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指 标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总 计 7.1

1.农林牧渔业 -35.3

2.采矿业

3.制造业 27.8

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4.6

5.建筑业

6.批发和零售业 148.5

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0

8.住宿和餐饮业 80.8

9.信息传输计算机输服务和软件业 -30.7

10.金融业

11.房地产业 2.4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6.9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6.9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6.0

1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16.教育 -17.7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93.1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81.0

1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
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
定资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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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园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指 标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全市重点园区 32.1

海口江东新区 36.3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1.6

海口综合保税区 -51.8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34.8

注：园区统计月报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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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 标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54872 7.5
#免税店商品零售额 528409 60.2
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 279622 74.8

（一）按经营地分

城镇 1546042 12.5
乡村 208830 -19.3

（二）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84234 10.1
商品零售 1670638 7.3
# 限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类

值
1348233 10.7

1.粮油、食品类 51350 -17.0
# 粮油类 6877 -33.0

肉禽蛋类 8117 63.6
2.饮料类 16233 97.7
3.烟酒类 66825 35.7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61960 37.2

# 服装类 46342 41.4
5.化妆品类 333297 37.5
6.金银珠宝类 49096 99.7
7.日用品类 93220 64.7
8.体育、娱乐用品类 2598 2.4
9.书报杂志类 1511 16.4

1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7089 17.7
11.中西药品类 10715 25.8
12.文化办公用品类 4376 -29.2
13.家具类 838 -88.0
14.通讯器材类 36535 -6.1
15.石油及制品类 253956 7.9
16.汽车类 333787 -16.8

# 新能源汽车 132675 36.7
17.其他 12714 13.2

注：1.限上企业标准为批发业年主营收入 2000 万元以上；零售业年主营收入 500 万元以上；

住宿餐饮企业年主营收入 200 万元以上。月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仅供参考使用，最终

数据以季度为准。 2.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本月起统一采用新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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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园区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

指 标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全市重点园区 7269999 32.3

海口江东新区 4435792 35.0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2671 -2.6

海口综合保税区 1701892 43.0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1117124 27.6

注：1.园区统计月报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2.海
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为跨园区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
售业销售额分别按总量计入各相关园区，合计数剔除重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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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一）

指 标 1-12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法人单位个数（个） 650

按主要行业分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1

房地产业 11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8

营业收入（亿元） 1298.13 -6.5

按区域分

秀英区 125.59 19.2

龙华区 797.74 -4.1

琼山区 73.98 -21.0

美兰区 300.82 -16.0

按主要行业分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86.58 -11.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3.52 0.5

房地产业 58.07 -13.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84.01 -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0.05 1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7.41 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3.83 -46.6

注：规模以上服务业数据错月公布。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1.辖区内年营业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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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2.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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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3.辖

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居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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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23

2022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二）

指 标 1-12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利润总额（亿元） -107.94

按主要行业分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6.4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55 37.4

房地产业 1.90 -61.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7.9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86 -49.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4 -14.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89

应交增值税（亿元） 20.87 -29.6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亿元） 672.02 -6.1

按区域分

秀英区 31.21 35.7

龙华区 535.16 -9.3

琼山区 36.00 -22.6

美兰区 69.65 23.7

按主要行业分

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14.72 -40.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38 -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84.01 -2.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0.05 10.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03 2.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3.83 -46.6

注：规模以上服务业数据错月公布。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1.辖区内年营业

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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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2.辖区内年营

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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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法人单位；3.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居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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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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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分区情况

指 标

1-12 月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 计

总 计 386.58 -11.9

秀英区 69.52 14.4

龙华区 94.47 10.4

琼山区 25.85 -15.8

美兰区 196.7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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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园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指 标

1-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累计

全市重点园区 6261487 -21.7

海口江东新区 807191 3.7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48095 15.7

海口综合保税区 271702 -20.4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4934588 -25.9

注：1.园区统计月报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2.园
区统计月报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统计范围仅包括以下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不含住
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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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总额

指 标
2 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亿元） （亿元） 本月 累计

货物进出口总额 109.31 16.4

1.货物进口总额 80.06 1.6

按方式分

#一般贸易 39.98 12.6

加工贸易 0.71 84.5

保税物流 17.21 -9.0

免税品 20.69 0.3

按地区分

#中国香港 1.86 647.2

日 本 5.54 -33.3

新加坡 0.12 -10.3

美 国 10.96 -12.5

欧 盟 13.33 -15.5

东 盟 5.94 73.2

非 洲 2.02 -10.5

2.货物出口总额 29.25 93.3

按方式分

#一般贸易 27.49 175.4

加工贸易 1.35 -36.4

按地区分

#中国香港 5.09 373.1

日 本 0.75 191.8

新加坡 0.11 158.0

美 国 2.67 28.2

欧 盟 1.76 -5.0

东 盟 5.06 112.3

非 洲 1.96 80.3

注：本表数据为市商务局初步统计数，最终核实数以海口海关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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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指 标 2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万元） 229105 23.8

新设企业家数（家） 96 -30.9

合同外资金额（万元） 122777 -84.9

注：本表数据由市商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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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基本情况

指 标 2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 月
累

计

一、接待游客总数（人次） 2490927 5259447 -3.7 18.4

（一）接待国内外过夜游客 1571552 3084625 11.9 7.2

1.旅游饭店 491530 923283 43.9 30.2

（1）入境游客 2195 4466 31.0 15.8

香港同胞 701 1173 98.6 50.4

澳门同胞 54 127 25.6 36.6

台湾同胞 157 323 60.2 -2.1

外 国 人 1283 2843 8.5 7.2

（2）国内游客 489335 918817 43.9 30.3

2.社会旅馆 816991 1637326 1.4 -1.1

3.日租短租房 64077 128810 21.1 13.0

4.候鸟 198954 395213 -2.7 -1.3

（二）一日游 919375 2174822 -22.2 38.9

二、旅游饭店客房平均出租率（%） 67.74 59.72 20.5 11.4

三、旅游总收入（亿元） 37.29 77.69 -2.0 8.8

1.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37.25 77.61 -2.0 8.8

2.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54.86 119.28 31.2 22.9

注：本表数据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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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按级次分)

指 标

2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 月 累 计

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5459 1221133 -19.3 -24.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4253 500609 -22.2 -26.9
1.地方税收收入 129324 435835 -37.4 -31.1

增值税 58671 158149 -18.0 -15.5
企业所得税 4527 76737 46.4 -30.9
个人所得税 22873 66158 -19.5 -4.8
资源税 30 236 -24.8 -43.2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767 30028 -20.1 -23.4
房产税 709 25440 108.5 2.3
印花税 1776 16650 -51.7 8.0
城镇土地使用税 90 10161 53.2 -12.6
土地增值税 12915 27483 -78.4 -77.2
车船税 3299 5770 -4.4 -2.5
耕地占用税 7 -26 0.0 0.0
契税 11649 18899 -41.1 -59.4
环保税 2 136 0.0 -44.2
其他税收收入 9 14 -97.4 -96.1

2.地方非税收入 44929 64774 156.3 23.5
专项收入 10299 22039 -7.7 -20.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435 5151 30.4 -66.4
罚没收入 25545 26355 1329.5 389.8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0 0 0.0 0.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422 10898 365.0 187.4
捐赠收入 27 29 -80.9 -80.1
政府性住房基金收入 201 302 123.3 32.5
其他收入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047 126161 -37.7 -36.6
国内增值税 24794 53039 -12.2 -24.0
企业所得税 1942 32888 46.5 -30.9
个人所得税 9802 28353 -19.5 -4.8
资源税 -29 101 -266.8 -43.5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5535 11778 -78.4 -77.2
契税 -1 -3 0.0 0.0
环境保护税
其他税收收入 4 6 -97.1 -96.1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9160 594363 -10.8 -18.5
增值税（不含进出口货物增值税） 83460 211185 -16.4 -17.8
消费税（不含进出口消费税） 48119 60734 -1.6 3.4
企业所得税 11898 167859 79.5 -30.3
个人所得税 49010 141765 -19.5 -4.8
船舶吨税 9 45 -67.0 14.6
车辆购置税 6650 12755 2.6 -45.5
其他税收收入 14 20 -97.1 -96.1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5067 54819 -13.1 -85.6

注：本表数据由市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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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

指 标

2月

（万元）

1-2 月

（万元）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 月 累 计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3264 493412 210.1 5.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280 65926 51.4 -25.4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60 122 30.4 1.7

公共安全支出 10720 24298 243.5 39.2

教育支出 34097 106620 443.6 27.2

科学技术支出 275 570 -96.0 -92.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310 3760 240.3 37.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724 72344 125.2 5.3

卫生健康支出 23120 46522 119.0 52.2

节能环保支出 2973 3606 2996.9 539.4

城乡社区支出 30505 60796 325.0 -21.0

农林水支出 9753 19728 94.5 22.7

交通运输支出 14518 16724 4889.0 53.6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028 6705 1356.0 -59.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8 186 -84.2 -71.1

金融支出 27 65 440.0 132.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02 1617 2093.8 72.6

住房保障支出 9258 18985 647.8 34.4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8 472 157.1 -63.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439 2553 1698.8 66.5

其他支出 39597 40041 7219.2 100.8

债务付息支出 1772 1772 0.0 -83.2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74116 366132 -47.8 -56.6

注：本表数据由市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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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 标
定基比(以 2020

年价格为 100)

与上年同期相比
环 比

2 月 累 计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5 100.4 101.7 98.9

#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99.9 99.1 100.1 99.0

消费品价格指数 104.1 101.2 102.7 98.8

非食品价格指数 102.1 99.7 100.2 99.6

一、食品烟酒 104.7 102.2 104.7 97.7

# 食品 103.7 103.2 107.2 96.5

二、衣着 101.0 100.2 99.9 100.6

三、居住 98.1 97.0 96.9 100.4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03.2 102.6 102.9 99.3

五、交通通信 107.5 100.1 101.8 99.6

六、教育文化娱乐 102.5 102.0 103.6 97.4

七、医疗保健 97.4 99.0 99.1 100.0

八、其他用品及服务 100.1 101.3 102.0 98.2

注：本表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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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环境质量状况

指 标 2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

减数（±）

一、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0 100.0 0.0

# 优级天数比例 57.1 85.7 -28.6

良级天数比例 42.9 14.3 28.6

轻度污染天数比例 0.0 0.0 0.0

中度污染天数比例 0.0 0.0 0.0

重度污染天数比例 0.0 0.0 0.0

SO2 浓度（微克/立方米） 5 4 1.0

NO2 浓度（微克/立方米） 10 7 3.0

PM10 浓度（微克/立方米） 36 23 13.0

PM2.5 浓度（微克/立方米） 18 14 4.0

CO 浓度（微克/立方米） 900 800 100.0

O3 浓度（微克/立方米） 123 115 8.0

二、城市（镇）饮用水源地水质

水质达标率（%）

# Ⅰ类水质比例

Ⅱ类水质比例

Ⅲ类水质比例

Ⅳ类水质比例

三、地表水主要河流湖库水质

水质优良率（%）

# Ⅰ类水质比例

Ⅱ类水质比例

Ⅲ类水质比例

Ⅳ类水质比例

Ⅴ类水质比例

劣Ⅴ类水质比例

注：本表数据由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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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2月 1-2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月 累计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5

二、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30.57 61.99 10.4 5.6

#工业用电量 11.55 22.56 12.3 3.1

三、货物运输周转量（亿吨公里） 977.05 1586.38 51.4 -15.9

四、旅客运输周转量（亿人公里） 55.28 107.55 57.4 53.8

五、货物吞吐量（万吨） 1581.22 3007.45 27.6 2.1

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7

非房地产开发投资 4.0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140.53 -2.2

七、房屋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89.52 -10.7

八、房屋销售额（亿元） 158.59 -9.1

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29.05 2.6

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亿元） 46.51 17.6

十一、货物进出口总额（亿元） 344.94 21.8

货物进口总额 231.68 8.9

货物出口总额 113.26 61.0

十二、接待游客总人数（万人次） 859.34 2004.34 -22.1 13.3

#接待过夜游客（万人次） 553.58 1168.58 -7.1 2.3

十三、旅游总收入（亿元） 167.40 378.35 -9.5 14.1

十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55.74 172.15 -17.0 -17.2

#地方税收收入 43.51 139.48 -20.2 -19.8

十五、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51.06 279.96 25.6 -11.7

十六、金融机构期末存款余额（亿元） 12627.06 2.5

十七、金融机构期末贷款余额（亿元） 11251.7 1.5

十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8 102.2 0.8 2.2

十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101.4 102.8 1.4 2.8

二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99.4 99.7 -0.2 -0.1

二十一、地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0 100.0 0.0 0.0

二十二、城镇内河（湖）水质达标率 88.3 88.3 -5.9 -5.9

注：1.金融机构期末存贷款余额增速为与年初比较数；2.本册中部分指标合计数与分项数有出入主要是由于四舍五入

的原因，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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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1-2 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11.8

二、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6.4

# 房地产开发投资 78.65 62.44 26.0

三、 房屋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39.92 60.50 -34.0

房屋销售额（亿元） 63.86 91.44 -30.2

四、 货物进出口总值（亿元） 128.44 17.8

五、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万元） 27.06 21.78 24.3

六、 接待国内外过夜游客（万人次） 455.72 4.3

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66.46 -14.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89.84 1.2

注：1.规模以上工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2.# 表示其中
项；3.本册中部分指标合计数与分项数有出入主要是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均未作机
械调整；4.本册中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减按同口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