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超预期因素叠加
冲击，商丘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
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着力稳
大盘、保重点、扩投资、促消费、防风险、惠民生，全市
经济运行持续恢复、稳中向好，保障改善民生全面加强，
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生产总值3262.68亿元，比上年增
长 5.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02.67亿元，增长 5.2%；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35.87亿元，增长 7.2%；第三产业增加值
1424.14亿元，增长 3.4%。三次产业结构为 18.5∶37.9∶43.6。
全年人均生产总值42227元，比上年增长5.7%。

图1 2018-2022年全市生产总值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77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369.6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403.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7.81%，比上年年末提高 0.6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6.5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35‰；死亡人口6.3万人，人口死亡
率为8.1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8‰。

表1 2022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数及其构成

图2 2018-2022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8.72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1.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0.79万人。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8.83万人，新增返乡创业 5.03万人，年末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246.12万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7%。商品零售价格上
涨2.4%。

表2 2022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单位：%

二、农业

全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 1650.29万亩，比上年增加 1.98
万亩。其中，小麦种植面积 908.62万亩，增加 0.25万亩；
玉米种植面积659.26万亩，减少9.31万亩。

全年粮食产量740.43万吨，比上年增加34.70万吨，增
产 4.9%。其中，夏粮产量 455.28万吨，增产 0.4%；秋粮产
量 285.15 万吨，增产 13.0%。小麦产量 455.26 万吨，增产
0.4%；玉米产量265.46万吨，增产13.4%。

图3 2018-2022年全市粮食产量

全年猪牛羊禽肉总产量 57.67万吨，比上年增长 2.5%。
其中，猪肉产量 33.06万吨，增长 1.3%；牛肉产量 3.50万
吨，增长 2.5%；羊肉产量 4.68万吨，增长 3.1%；禽肉产量
16.42万吨，增长 5.0%。禽蛋产量 58.45万吨，增长 4.9%。
牛奶产量 21.02万吨，增长 1.2%。年末生猪存栏 311.03万
头，比上年年末下降 1.8%；全年生猪出栏 451.30万头，比
上年增长1.4%。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 996.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0%。在规模以上工业
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下降11.1%；集体企业
下降18.5%，股份制企业增长7.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增长 2.8%；其他类型企业增长 1.1%。分门类看，采矿业
增加值下降 0.4%，制造业增长 7.5%，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9.4%。

图4 2018-2022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20.6%，纺织业增长 19.3%，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制
造业增长 19.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39.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2.6%，医药制造业增长
9.4%。

表3 2022年全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速度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805.60亿
元，比上年增长 8.6%；实现利润总额 251.42 亿元，增长
10.2%。

全年全市建筑业增加值 24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

四、服务业

全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77.47亿元，比上年下
降 1.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64.19亿元，增
长7.7%；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77.13亿元，下降5.2%；金融
业增加值 115.64亿元，增长 6.0%；房地产业增加值 213.59
亿元，增长 1.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
值70.84亿元，增长9.5%。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
入271.41亿元，比上年下降2.0%；利润总额46.44亿元，增
长7.9%。

图5 2018-2022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全年全市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 12860 万吨，下降
4.7%；货物周转量 556.36亿吨公里，增长 11.8%；客运量
1521万人，下降 38.4%；旅客周转量 12.26亿人公里，下降
22.6%。年末干线公路通车里程2120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
程22305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20公里。

全年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含快递） 58.99亿元，比
上年增长 11.3%。快递业务量 5.95亿件，增长 14.9%；快递
业务收入 28.26亿元，增长 19.3%。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69.33亿元，增长23.5%。年末固定电话用户39.17万户，移
动电话用户787.3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271.53万
户，无线上网用户739.17万户。

五、国内贸易

全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8.31亿元，比上年增
长 1.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102.65亿元，
增长 1.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15.66亿元，增长 1.9%。按
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1270.68亿元，增长3.3%；餐饮收
入247.63亿元，下降4.7%。

图6 2018-2022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增
长 27.4%，饮料类增长 31.9%，烟酒类增长 27.7%，日用品
类增长 10.3%，中西药类增长 35.0%，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增长 41.6%，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增长 31.8%，通讯
器材类增长 17.5%，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27.9%，汽车类增
长 3.2%。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比上年增
长 13.0%。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47.5%，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27.6%，民间投资增长 23.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
降 12.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7.4%，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9.8%。

图7 2022年全市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表4 2022年全市工业投资完成情况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 9.7%。其中，住宅投
资下降 7.3%。房屋施工面积 2874.80 万平方米，下降
12.7%；新开工面积 843.72万平方米，下降 14.5%。房屋竣
工面积341.13万平方米，下降14.1%。

全年亿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817个，完成投
资比上年增长9.4%。

七、对外经济

全年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6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6%。其中，出口 51.6 亿元，增长 23.3%；进口 14.0 亿
元，增长11.6%。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 新设
立企业 11个。实际利用外资到位部口径资本金 2366万美
元，比上年增长 2090%。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841.5 亿元，

增长 4.2%。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7.33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税收收入 126.90亿元，增长 2.7%，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1.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52.60亿
元，增长7.4%。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591.99 亿
元，比上年年末增长 14.5%。其中，境内住户存款余额
3718.65 亿元，增长 16.3%。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616.42
亿元，增长 7.5%。其中，境内住户贷款余额 1482.47 亿
元，增长 7.2%。

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121.92亿元。其中，财产险保
费收入43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78.92亿元。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95元，比上年增
长 5.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975
元，增长 3.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868元，增长
7.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27，比上年缩小
0.08。

图8 2018-2022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738 元，比上年增长
3.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462 元，
增 长 1.6% ；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12603 元 ， 增 长
5.3%。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07.19 万
人，其中参保在职职工79.94万人。机关事业参保在职职工
30.14万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804.63万人。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53.79万人，其中参保在职职工
38.93万人。

全年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8039 万元，城
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9 万人；发放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金 8.12 亿元，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28.7 万
人。

十、科学技术

年末全市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7家，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5家，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66家。全年研创市级科技成果 59项，
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3项。年末有效发明专利873件，全年
专利授权量 4680件。全年签订技术合同 430份，成交金额
10.45亿元。

年末全市共有通过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153个，其
中国家级检测中心3个、省级检测中心7个；法定计量技术
机构1个。全年新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4项，强制检定计量
器具22.43万台（件）；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2项、商丘市地
方标准 18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6种，拥有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6个；商标申请量 24583件，注册量 25191件，有
效商标量130241件。

十一、文化旅游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2 个，艺术表演场所 6
个，文化馆 10个，公共图书馆 10个，博物馆 9个。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4处。广播综合
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达到100%。

全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619.29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 65.13亿元。年末共有A级旅游景区 25家，其中 4A级以
上旅游景区7家。

全年全市运动员在省级比赛中获得金牌32枚、银牌29
枚、铜牌 42枚。在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上，我市两名运动员
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承办了河南省武术套路、足球、激
光枪锦标赛和河南省柔道4个省级赛事。

十二、生态环境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5.05%。

全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57天，优良天数比例
70%。PM10平均浓度为 74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度
为 46微克/立方米。全市 14个国省考断面全部达到考核要
求，其中6个断面达到了三类水质标准，三类以上好水占比
达到了43%，8个断面达到了四类水质标准，五类水体、劣
五类水体全部消除。

注：
1.本公报中2022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

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劳动就业、交通邮电、对外经

济、财政金融保险、科技、文化旅游和体育、社会保障、
生态环境等数据由相应部门提供；粮食种植面积及产量、
畜产品产量、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商丘调查
队；其他数据来自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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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全市常住人口

其中：城镇

乡村

其中：男性

女性

其中：0-15岁（含不满16周岁）

16-59岁（含不满60周岁）

60周岁及以上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年末数
（万人）

773.0

369.6

403.4

385.7

387.3

197.0

432.0

144.0

116.7

比重
（%）

100.0

47.8

52.2

49.9

50.1

25.5

55.9

18.6

15.1

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

其中：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全市

1.7

2.1

0.4

1.2

0.4

3.6

2.1

1.3

1.7

城市

2.2

3.0

0.7

0.5

0.3

3.7

1.4

4.8

2.7

农村

1.6

1.8

0.3

1.3

0.4

3.6

2.3

0.5

1.4

产品名称

小麦粉

鲜、冷藏肉

速冻食品

乳制品

纱

布

服装

鞋

人造板

兽用药品

商品混凝土

平板玻璃

家用冷柜（家用冷冻箱）

家用电冰箱（家用冷冻冷藏箱）

工商用制冷、空调设备

比上年增长（%）

4.1

59.3

-5.6

15.9

-14.0

73.6

9.5

-2.6

12.2

-1.9

9.3

-9.7

0.1

-7.8

7.0

指标

工业投资

其中：五大主导产业

其中：传统支柱产业

其中：高成长性制造业

其中：高载能行业

比上年增长
（%）

47.5

40.6

36.8

24.8

7.2

占工业投资
比重（%）

100.0

39.0

36.1

10.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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