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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区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多轮疫情的风险考验，全区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家、省、市经济工作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经济平稳

运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事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综合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772.0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2%。

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198.24 亿元，增长 6.8%；第三产业增加值 1573.77 亿元，

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1.1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 88.81%。

表 1：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2022 年（亿元） 比上年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1772.02 4.2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198.24 6.8

第三产业 1573.7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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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8—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亿元                                                                                              %

图 2：2018—2022 年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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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全 区 年 末 常 住 人 口 127.05 万 人。 户 籍 人 口 104.79 万 人（2021：

105.49），减少 0.7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0.60 万人，出生率为 5.76‰；死亡人口 0.70

万人，死亡率为 6.70‰；自然增长率为 -0.94‰。

全年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225.95 元，下降 5%，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 135.93 亿元，比上年下降 3.00%。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119.0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7.45%；基金支出 114.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4%。

截止 2022 年底，全区共有法人单位 37996 户，比上年同期增加 775 户，增长

2.1%；产业活动单位 10934 户（含经营地在本区的产业活动单位 5060 户），比上

年同期增加 328 户，增长 3.1%。

全区共有“四上”企业 1173 户，单位总量在全市中心城区中排名第二。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4 户，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122 户，资质以上房地产企业 90 户，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 486 户，规模以上服务业 451 户。

二、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30.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2.9%。

图 3：2018—2022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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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产值过亿的企业 11 户。在 15 个工业行业中，9 个

行业产值超亿元，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通用设备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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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比增长 8.9%，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8.02%，规模

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8.03%，下降 0.78 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税总额 3.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23.3%；利润总额 1.42 亿元，下降 43.0%。

表 2：2022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2 年 比上年增长（%）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3.0 -14.5

单色印刷品 万令 0.5 -1.7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8.7 -61.7

高压开关板 面 1229 30.9

低压开关板 面 1199 55.9

工业仪表 万台 (个 ) 30.6 -28.2

电子元件 万只 61.5 34.6

铸造机械 台 11 0

变压器 千伏安 121600 18.1

风机 万台 0.5 -22.9

传感器 万只 7047 19.1

互感器 台 72 28.6

饮料 吨 1761 15.6

服装 万件 14.0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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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122 户。全年建筑业增加

值 171.55 亿元，同比增长 7.1%。建筑业总产值 1314.41 亿元，同比增长 6.4%。

三、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6.2%。年末共有投资项目

304 个，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 72 个，5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 232 个。

图 4：2018—2022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速度
                    %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9.9%。其中，住宅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1.1%；

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同比增长 0.6%。全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117.41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1.8%。商品房销售额 261.45 亿元，同比下降 21.1%。商品房待售面积

45.0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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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2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2022 年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 19.9

其中：住宅 亿元 — 21.1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941.67 4.3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410.61 7.5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127.29 23.4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77.60 182.5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94.67 42.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40.93 31.3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17.41  1.8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63.00 -40.9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261.45 -21.1

其中：住宅 亿元 188.58 -39.0

商品房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45.03 68.0

四、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其中，限额以上企

业完成社零额 183.31 亿元，同比增长 11.6%；限额以下企业的社零额完成 506.84

亿元，同比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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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8—202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亿元                                                                                     %

限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社零额 148.24 亿元，同比上升 20.9%；限上住宿

和餐饮业实现社零额 35.08 亿元，同比下降 15.8%。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增长较快的前三类是机电产品及设备类增长

3511.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 27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203.3%；降幅最大的

三类是汽车类下降 33.5%、体育、娱乐用品类下降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下降 0.5%。

五、对外经济和招商引资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97.5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42290 万美元，比上年减少

39.26%。实际引进内资 92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04%。

六、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全年重点路网工程建设项目 24 个，长度 10141 米。全区综合性公园 9 个，

社区公园 12 个，专类公园 2 个，街头游园 64 个。全年植树 0.5 万株，栽培各种

花草 255 万盆。建成区园林绿化覆盖面积 2407.4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0.3%。全区绿地面积 2291.22 万平方米，其中公园绿地 1132.61 万平方米，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9.07 平方米。新、改、扩建绿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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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区共有普通高中 10 所，在校学生 16463 人，专任教师 1610 人；初中 24 所，

在校学生 25820 人，专任教师 2149 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4 所，在校学生 4798 人，

专任教师 213 人。小学 38 所 , 在校学生 65219 人，专任教师 3744 人。幼儿园 111

所，在园幼儿 26522 人，教师 2094 人。

年末高新技术企业 788 家，比上年增长 50.1%。其中，“四上”高新技术企

业 171 户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81.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2%。技术合同交

易 87.38 亿，比上年减少 2.8%。

八、文化、体育和卫生

年末全区社区文体活动室 145 个，晨、晚练地点 225 个，建立户外健身路径

1198 套，举办大型文化体育活动 9 次，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3737 名，获市以上

体育竞赛前三名奖牌数 93 枚，社会体育人口占全区人口比例 40.6%。

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540 个，其中：医院 43 个，医院床位 17883 张，病床

使用率 79.16%；卫生技术人员 24954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8598 人、注

册护士 11113 人、药剂人员 921 人、检验人员 630 人。卫生总收入 188.7 亿元。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武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7180 元，比上年增长 6.2%。人均消费支

出 43214 元，比上年增长 2.0%。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 60.91 辆，计算机 94.55

台，空调 232.73 台，移动电话 237.2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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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8—2022 年武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全年参加养老保险单位 21000 户，比上年增加了 6.30%；养老保险参保 90.50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37.66%，在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中，在职职工 66.00 万人，

离退休人员 17.50 万人，个体流动人员 7.0 万人。全年发放养老金 69.00 亿元。参

加医疗保险的单位 19000 户，比上年减少了 965 户，参加医疗保险 71.31 万人，

比上年减少了 10.14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单位 21000 户，比上年增长了 1362 户，

参加失业保险 40.61 万人，比上年减少了 0.15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单位 21000 户，

比上年增加了 1268 户，参加工伤保险 49.68 万人，比上年增加了 6.0 万人。参加

生育保险单位 19000 户，比上年减少了 920 户，参加生育保险 45.60 万人，比上

年增加了 1.62 万人。全年城市居民享受低保 4167 人，减少 524 人。发放保障金

5587 万元，减少 0.90%。

公报注释：

        1．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数取自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系统。

        2．“四上”企业单位数取自 2022 年年报单位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