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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湖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2023 年 3 月 23 日

2022 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和疫情汛情旱情叠加影响，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坚持“稳进高新”工作思路，全力抓好“两

个统筹”，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主要经济指标难中有进、稳

中向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湖南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综 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2]

4867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4602.7 亿元，增长 3.6%；第二产业增加值 19182.6 亿

元，增长 6.1%；第三产业增加值 24885.1 亿元，增长 3.5%。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 73598 元，增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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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总量 增长速度
亿元 %

三次产业结构为 9.5：39.4：51.1。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4%，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0.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2.7%，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4.4%；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7.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0.5%。第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8.2%、51.3%和 40.5%。其中，工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2.6%，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23.4%。

分区域看，长株潭地区[3]生产总值 2028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湘南地区生产总值 9480.5 亿元，增长 5.3%；大湘西地区生

产总值 7816.2 亿元，增长 4.2%；洞庭湖地区生产总值 11093.2 亿

元，增长 4.9%。

二、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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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7-2022年湖南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万吨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816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粮食

种植面积 4765.5 千公顷，增加 7.2 千公顷，增长 0.2%。其中，夏

粮面积 112.6 千公顷，减少 1.2 千公顷，下降 1.1%；早稻面积 1212.8

千公顷，减少 6.8 千公顷，下降 0.6%；秋粮面积 3440.1 千公顷，

增加 15.2 千公顷，增长 0.4%。秋粮面积中，中稻及一季晚稻面积

1481.9 千公顷，增加 2.7 千公顷，增长 0.2%；双季晚稻面积 1273.0

千公顷，增加 0.7 千公顷，增长 0.1%。全年粮食产量 3018.0 万吨，

减少 56.3 万吨，减产 1.8%。其中，夏粮产量 45.6 万吨，增加 0.5

万吨，增产 1.0%；早稻产量 741.3 万吨，减少 2.5 万吨，减产 0.3%；

秋粮产量 2231.1 万吨，减少 54.3 万吨，减产 2.4%。

全年棉花种植面积 64.6 千公顷，比上年增长 7.4%；糖料种植

面积 7.6 千公顷，增长 0.4%；油料种植面积 1518.2 千公顷，增长

2.6%。棉花产量 8.2 万吨，增产 2.3%；油料 277.0 万吨，增产 5.3%；

烤烟 19.5 万吨，增产 5.8%；茶叶 26.5 万吨，增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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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577.3 万吨，比上年增长 3.1%。

其中，猪肉产量 457.9 万吨，增长 3.3%；牛肉产量 21.6 万吨，增

长 1.4%；羊肉产量 18.2 万吨，增长 4.0%；禽肉产量 79.6 万吨，

增长 2.3%。年末生猪存栏 4116.2 万头，比上年末下降 2.0%，其

中，能繁母猪存栏 369.6 万头，增长 0.4%；牛存栏 441.8 万头，增

长 1.5%；羊存栏 801.4 万只，增长 3.4%；家禽存笼 36332.4 万羽，

下降 3.0%。全年生猪出栏 6248.2 万头，比上年增长 2.1%；牛出

栏 183.1 万头，增长 1.3%；羊出栏 1101.4 万只，增长 3.5%；家禽

出笼 55213.2 万羽，增长 2.2%。禽蛋产量 117.5 万吨，下降 0.3%；

牛奶产量 7.2万吨，增长 26.3%；水产品产量 272.6万吨，增长 2.4%。

全年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32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460 万亩。开工各类水利建设项目 2619 个，投入资金 566.0 亿元，

完成水利工程土石方 2.4 亿立方米。提质改造农村旅游路、资源路、

产业路 6995.7 公里。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6778.0 万千瓦，比上年

末增长 1.5%。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2%。其中，民营企业

增加值增长 7.5%，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69.8%。高技术制造

业[4]增加值增长 18.0%，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13.9%，比上年

提高 0.9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5]增加值增长 9.9%，占规模以上工



- 5 -

业的比重为 31.7%。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工业增加值增长 8.0%，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72.5%，比上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六大

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 6.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30.2%。

分区域看，长株潭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1%，湘南地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大湘西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5.8%，洞庭湖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主要产品产量中，大米 1850.9 万吨，

比上年下降 1.9%；饲料 2260.6 万吨，增长 6.7%；原油加工量 828.3

万吨，增长 2.4%；水泥 9944.4 万吨，下降 6.3%；钢材 3038.3 万

吨，增长 1.9%；十种有色金属 232.3 万吨，下降 3.7%；混凝土机

械 3.0 万台，下降 24.5%；汽车 91.6 万辆，增长 38.2%；发电量

1659.0 亿千瓦时，下降 0.6%。

表 1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6]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原 煤 万吨 799.6 11.4

原 盐 万吨 335.1 0.7

大 米 万吨 1850.9 -1.9

饲 料 万吨 2260.6 6.7

精制食用植物油 万吨 237.0 -14.8

卷 烟 亿支 1657.7 0.8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万吨 368.5 4.9

原油加工量 万吨 828.3 2.4

硫 酸（折 100%） 万吨 219.5 17.0

烧 碱（折 100%） 万吨 65.6 5.7

合成氨（无水氨） 万吨 65.7 10.4

化 肥（折 100%） 万吨 76.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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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泥 万吨 9944.4 -6.3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5054.1 17.6

生 铁 万吨 2179.6 0.1

钢 材 万吨 3038.3 1.9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232.3 -3.7

白 银（银锭） 吨 7599.8 31.1

起重机 万吨 134.7 -48.9

混凝土机械 万台 3.0 -24.5

建筑工程用机械 万台 14.5 -4.3

汽 车 万辆 91.6 38.2

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万辆 54.1 31.9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万辆 31.3 58.8

新能源汽车 万辆 47.4 198.8

城市轨道车辆 辆 1021 -37.4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万千瓦 1461.5 52.1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2242.2 3.3

变压器 万千伏安 15748.5 8.3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659.0 -0.6

其中：火电 亿千瓦时 1018.5 -0.1

水电 亿千瓦时 452.5 -7.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231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 132.6 亿元，增长 19.4%；集体

企业 4.8 亿元，增长 63.7%；股份合作制企业 0.4 亿元，增长 62.5%；

股份制企业 1953.3 亿元，增长 11.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47.8 亿元，增长 8.8%；其他内资企业 71.3 亿元，增长 10.1%。

利润总额居前五位的大类行业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17.9 亿元，增长 24.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07.9

亿元，增长 28.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01.8 亿元，下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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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品业 132.1 亿元，增长 33.2%；专用设备制造业 127.9 亿元，

下降 14.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3.26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85%。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 51.4%。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417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资质以上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332.7 亿元，下降 7.8%。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76160.1 万平方米，下降 0.3%。房屋建筑竣工

面积 23988.5 万平方米，下降 0.2%。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478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696.9 亿元，增长 0.6%；住宿和餐

饮业增加值 951.5 亿元，增长 2.2%；金融业增加值 2421.5 亿元，

增长 6.2%；房地产业增加值 2822.0 亿元，下降 3.9%；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1153.8 亿元，增长 15.0%；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增加值 1597.4 亿元，增长 4.9%。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7.8%，利润总额增长 7.5%。

全年客货运输换算周转量 3511.6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 2.7%。

货物运输周转量 2950.5 亿吨公里，增长 1.2%。其中，铁路周转量

1015.6 亿吨公里，增长 2.9%；公路周转量 1465.0 亿吨公里，增长

0.3%。旅客运输周转量 781.0 亿人公里，下降 22.9%。其中，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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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量 538.7 亿人公里，下降 18.5%；公路周转量 146.6 亿人公里，

下降 25.0%；民航周转量 93.9 亿人公里，下降 39.7%。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 24.24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长 0.2%。其中，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7330 公里，增加 247 公里。铁路营业里程 6078

公里，增长 2.9%。其中，高速铁路 2408 公里，增加 159 公里。民

用汽车保有量 1106.4 万辆，增长 6.9%。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030.8 万辆，增长 7.0%。轿车保有量 610.0 万辆，增长 7.5%。

表 2 2022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客货运输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计量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总量 万吨 214266.0 -5.0

其中：铁路 万吨 4826.7 1.2

公路 万吨 186123.4 -6.2

水运 万吨 22301.1 4.8

民航 万吨 8.0 -29.0

管道 万吨 1006.8 -2.9

旅客运输总量 万人 38914.9 -24.9

其中：铁路 万人 9779.4 -24.0

公路 万人 27641.0 -25.4

水运 万人 823.1 7.7

民航 万人 671.4 -41.7

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总量[8]32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电

信业务总量[9]666.9 亿元，增长 26.9%。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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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比上年末下降 3.5%；移动电话用户 7180.6 万户，增长 3.4%。

年末互联网宽带用户 2475.1 万户，增长 6.5%。

全年国内游客 4.3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0%；入境游客 7.7

万人次，增长 10.6%。旅游总收入 6488.0 亿元，下降 0.9%。其中，

国内旅游收入 6486.4 亿元，下降 0.9%；国际旅游收入 0.2 亿美元，

增长 21.8%。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6.6%。其中，民

间投资增长 8.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投资下降 7.9%，非国有投

资增长 11.2%。分投资方向看，民生工程投资增长 3.2%，生态环

境投资增长 1.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0%，高技术产业投资[10]

增长 22.4%，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4.6%。分区域看，长株潭地区投

资增长 1.7%，湘南地区投资增长 10.8%，大湘西地区投资增长 7.8%，

洞庭湖地区投资增长 9.1%。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5180.3 亿元，比上年下降 4.6%。其中，

住宅投资 4053.0 亿元，下降 2.7%。商品房销售面积 6792.9 万平方

米，下降 26.1%。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6085.4万平方米，下降 26.8%。

商品房销售额 4312.3 亿元，下降 28.6%。其中，住宅销售额 3800.1

亿元，下降 29.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1221.3 万平方米，比上

年末增加 75.0 万平方米，增长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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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指 标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6.6

第一产业 -20.5

第二产业 14.4

其中：采矿业 32.1
制造业 14.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2
建筑业 -44.6

第三产业 3.1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0
批发和零售业 21.6
住宿和餐饮业 -11.1
金融业 -42.4
房地产业 -6.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5.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3.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7.0
教育 4.6
卫生和社会工作 28.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9.8

六、国内贸易和物价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05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

分经营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6466.4 亿元，增长 2.4%；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 2584.3 亿元，增长 2.8%。分消费类型看，商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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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6758.0 亿元，增长 2.6%；餐饮收入额 2292.6 亿元，增长 1.0%。

分区域看，长株潭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404.7亿元，增长 2.4%；

湘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68.3 亿元，增长 2.7%；大湘西地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06.0 亿元，增长 2.0%；洞庭湖地区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371.7 亿元，增长 2.6%。

表 4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零售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050.7 2.4

按经营地分

其中：城镇 16466.4 2.4

乡村 2584.3 2.8

限额以上法人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 6336.2 8.8

其中：粮油、食品类 876.1 13.5

饮料类 125.6 9.0

烟酒类 148.2 13.3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344.8 -1.5

化妆品类 76.5 -20.9

金银珠宝类 81.3 4.2

日用品类 211.2 6.4

五金、电料类 47.4 -4.0

体育、娱乐用品类 20.7 7.9

书报杂志类 85.0 18.3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1.9 -1.5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18.8 -4.9

中西药品类 358.9 15.4

文化办公用品类 143.5 50.8

家具类 48.4 4.6

通讯器材类 63.1 15.8

石油及制品类 1297.4 15.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00.8 4.9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44.2 20.1



- 12 -

汽车类 1813.3 5.9

全年限额以上法人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 6336.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8%。分商品类别看，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 13.5%，

化妆品类下降 20.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4.9%，中西药

品类增长 15.4%，通讯器材类增长 15.8%，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15.7%，

汽车类增长 5.9%。绿色智能商品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

7.9%，新能源汽车增长 134.1%。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11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1.1%。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8%。其中，城市上涨 1.7%，

农村上涨 1.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3.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

涨 2.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4.8%。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

3.6%。

表 5 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标
涨跌幅度

（%）

按城乡分

城市 农村

居民消费价格 1.8 1.7 1.9

其中：食品烟酒 1.4 1.4 1.4

衣着 1.3 1.3 1.3

居住 0.7 0.5 1.2

生活用品及服务 1.2 1.3 1.0

交通和通信 6.3 6.7 5.4

教育文化及娱乐 0.9 0.8 1.3

医疗保健 1.0 0.5 1.9

其他用品和服务 1.6 1.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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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11]705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2%。其中，

出口 5154.5 亿元，增长 25.3%；进口 1903.6 亿元，增长 8.3%。分

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出口 4531.6 亿元，增长 30.5%；加工贸易

出口 385.7 亿元，下降 3.4%。重点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 2123.7

亿元，增长 18.3%；高新技术产品 559.2 亿元，增长 12.2%。分产

销国别（地区）看，出口美国 725.4 亿元，增长 2.8%；出口中国

香港 529.3 亿元，增长 2.6%；出口欧盟[12]503.8 亿元，增长 7.8%；

出口东盟 1163.8 亿元，增长 68.5%；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121.1 亿元，增长 52.5%；出口 RCEP 其他成员国 1597.6 亿元，

增长 49.0%。

表 6 2022年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额 7058.2 20.2

出口额 5154.5 25.3

按贸易方式分

其中：一般贸易 4531.6 30.5

加工贸易 385.7 -3.4

按重点商品分

其中：机电产品 2123.7 18.3

高新技术产品 559.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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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 179.6 19.1

进口额
1903.6 8.3

按贸易方式分

其中：一般贸易
1270.5 8.2

加工贸易
284.4 -8.9

按重点商品分

其中：机电产品
601.5 5.5

高新技术产品
447.7 6.7

农产品
303 6.0

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35.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6.1%。

其中，第一产业 0.2 亿美元，下降 41.8%；第二产业 11.7 亿美元，

增长 214.8%；第三产业 23.4 亿美元，增长 16.0%。新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 1 家。实际到位境内省外资金 12929.8 亿元，增长 14.6%。

其中，第一产业 675.4 亿元，增长 3.6%；第二产业 6959.6 亿元，

增长 29.9%；第三产业 5294.8 亿元，增长 0.4%。引进签约 2 亿元

（外资 3000 万美元）以上重大项目 1515 个。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 24.8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7.6 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0.5 万人。对外直接投资新增中方

合同额 26.8 亿美元，增长 226.4%。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投资额 19.1

亿美元，增长 14.8%。

八、财政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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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01.8亿元，比上年下降 4.6%（扣

除退减缓税等因素后增长 6.6%）。其中，税收收入 2004.5 亿元，

下降 10.8%；非税收入 1097.3 亿元，增长 9.2%。税收收入中，国

内增值税 541.5 亿元，下降 31.0%；企业所得税 234.3 亿元，下降

13.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05.3 亿元，增长 8.2%。其中，教育

支出 1502.5 亿元，增长 9.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42.0 亿元，

增长 9.9%；卫生健康支出 821.8 亿元，增长 11.1%；科学技术支

出 279.9 亿元，增长 28.8%；住房保障支出 223.4 亿元，增长 0.5%。

表 7 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01.8 -4.6

其中：税收收入
2004.5 -10.8

国内增值税
541.5 -31.0

企业所得税
234.3 -13.6

非税收入
1097.3 9.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005.3 8.2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841.8 2.6

教育
1502.5 9.4

科学技术
279.9 28.8

文化体育与传媒
136.9 1.4

社会保障和就业
1442.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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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支出
821.8 11.1

节能环保
157.4 -19.1

城乡社区
1016.9 15.9

农林水
992.9 4.6

住房保障
223.4 0.5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70141.9 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 11.5%。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41313.9 亿元，增长 16.3%；非金

融企业存款余额 14174.7 亿元，增长 2.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62351.5 亿元，增长 11.7%。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21576.2 亿元，

增长 3.8%；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40498.9 亿元，增长

15.9%。

表 8 2022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新增额

指 标

年末余额

（亿元）

比年初新增额

（亿元）

各项存款 70141.9 7250.8

其中：境内存款 70096.7 7299.7

# 住户存款 41313.9 5782.5

活期存款 12714.4 1064

定期及其他存款 28599.5 4718.4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174.7 357.8

活期存款 6046.0 -537.1

定期及其他存款 8128.7 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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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3595.1 523.3

境外存款 45.2 -48.9

各项贷款 62351.5 6506.5

其中：境内贷款 62238.9 6471.4

# 住户贷款 21576.2 799.7

短期贷款 5595.1 405.5

中长期贷款 15981.0 394.2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40498.9 5554.4

短期贷款 7537.8 956.8

中长期贷款 29805.1 3596.3

境外贷款 112.6 35.1

年末全省境内上市公司 138 家，全年直接融资总额 3678.9 亿

元，比上年下降 17.0%。年末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 15851.8 亿元，

比上年末下降 20.5%。年末证券公司营业部 434 家，减少 5 家；全

年证券交易额 119791.1 亿元，下降 1.6%。年末辖区共有期货公司

2 家，与上年末持平；全年成交金额 55746.5 亿元，下降 21.9%。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1613.7亿元，比上年增长 7.0%。

其中，寿险保费收入 817.8 亿元，增长 9.3%；健康险保费收入 328.5

亿元，增长 0.07%；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 37.4亿元，下降 8.2%；

财产险保费收入 430.1 亿元，增长 9.9%。原保险赔付支出 580.8

亿元，增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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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有普通高校 116 所。研究生教育毕业生 2.9 万人，普通高

等教育毕业生 44.9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 22.7 万人，普通高

中毕业生 42.5 万人，初中毕业生 84.7 万人，普通小学毕业生 90.3

万人。在园幼儿 216.0 万人，比上年下降 5.8%。小学适龄儿童入

学率[13]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14]94.47%。各类民办学校

10498 所，在校学生 238.0 万人。发放高校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本

专科生）13.8 亿元，资助高校学生（本专科生）72.9 万人次。发

放中职国家助学金 5.1 亿元，资助中职学生 51.4 万人次。落实义

务教育保障资金 105.5 亿元，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5.4 亿元。

表 9 2022年各级学校招生、在校及毕业生人数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招生人数 在校（学）人数 毕业人数

绝对数 比上年 绝对数 比上年 绝对数 比上年

（万人） 增长（%） （万人） 增长（%） （万人） 增长（%）

研究生教育 3.9 6.3 11.8 6.5 2.9 7.2

普通高等教育 55.2 11.8 168.5 5.6 44.9 14.0

成人高等教育 32.6 10.5 67.3 10.2 26.2 17.9

中等职业教育 26.1 -7.7 74.6 -0.04 22.7 10.0

普通高中 50.4 4.9 142.2 5.0 42.5 7.9

初中 91.1 1.6 263.7 2.5 84.7 0.8

普通小学 82.1 -2.3 523.1 -1.3 90.3 1.8

特殊教育 0.7 -11.0 5.4 -0.6 0.8 7.9

年末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12 个，省级工程研

究中心（工程实验室）354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

实验室）42 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68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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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4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23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9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337 个。全年签订技术合同 45780 项，技术

合同成交金额 2544.6 亿元。登记科技成果 1086 项。专利授权量

92916 件，比上年下降 6.1%。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20423 件，

增长 23.3%。工矿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专利授权量分别为

60706 件、12763 件和 836 件。

年末有检验检测机构 2135 个。其中，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25 个。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104 个。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2005

家，特种设备 49.3 万台。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87.3%。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6 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224 项，组织制定地

方标准 284 项。公开出版地图 3219 幅，天地图用户访问量 73.9

万次，提供地理空间数据成果 73 万幅。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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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有艺术表演团体 675 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 146 个，

公共图书馆 144 个，博物馆、纪念馆 162 个。广播电视台（播出

机构）108座。有线电视用户 585万户。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9.42%，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76%。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137

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410 个。出版图书 11608 种、

期刊 253 种、报纸 44 种，图书、期刊、报纸出版总印数分别为 5.5

亿册、0.9 亿册和 6.2 亿份。

年末有卫生机构 55329 个。其中，医院 1733 个，妇幼保健院

（所、站）137 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70 个，乡镇卫生

院 208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987 个，诊所、卫生所、医

务室 12726 个，村卫生室 36128 个。卫生技术人员 51.7 万人，比

上年增长 2.1%。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19.7 万人，注册

护士 24.4 万人。医院拥有床位 39.9 万张，增长 2.4%；乡镇卫生院

拥有床位 10.9 万张，增长 2.6%。

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2550.1 万人，开展全民健身项目

1178 项次。新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行政村 1100 个。全年获得

43 个全国冠军。体育场地 173677 个。其中，体育馆 287 座，运动

场 7293 个，游泳池 1200 个，各种训练房 7666 个。

十一、人口、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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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660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983 万人，

城镇化率 60.31%，比上年末提高 0.6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41.2

万人，出生率 6.23‰；死亡人口 56.5 万人，死亡率 8.54‰；人口

自然增长率-2.31‰。0-15 岁（含不满 16 周岁）人口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 19.52%，下降 0.67 个百分点；16-59 岁（含不满 60 周岁）

人口比重为 59.65%，下降 0.38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20.84%，提高 1.05 个百分点。

表 10 2022年末常住人口数及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常住人口 6604 100

其中：城镇 3983 60.31

乡村 2621 39.69

其中：男性 3380 51.18

女性 3224 48.82

其中：0-15岁（含不满 16 周岁）[15] 1289 19.52

16-59岁（含不满 60周岁） 3939 59.65

60岁及以上 1376 20.84

其中：65岁及以上 1065 16.13

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036 元，比上年增长 6.4%；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7400 元，增长 6.1%。按常住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301 元，增长 5.4%；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42432 元，增长 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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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9546 元，增长 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7583

元，增长 6.6%。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 2.45 缩小为 2.42。分区

域看，长株潭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802 元，增长 5.9%；

湘南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500 元，增长 6.6%；大湘西

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611 元，增长 6.4%；洞庭湖地区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070 元，增长 6.5%。脱贫县[16]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714 元，增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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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083 元，比上年增长 5.6%。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9580 元，增长 4.5%；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18078 元，增长 6.6%。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73.7 万人。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 3241.5 万人，比上年末下降 0.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 1892.9 万人，增长 2.3%。其中，在职职工 1352.3

万人，离退休人员 540.6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5470.5 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052.7 万人。参加

失业保险人数 723.9万人，增长 5.3%。参加工伤保险职工人数 894.3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职工人数 723.6 万人。年末领取失业保险职工

人数 14.8 万人。

获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 34.5 万人，发放最低生活

保障经费 19.4 亿元；获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142.1 万

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经费 50.0 亿元。年末提供住宿民政机构床

位 27.0 万张，收养人数 12.0 万人。其中，养老机构床位 25.3 万张，

养老机构服务人数 11.2 万人。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 3.2 万个。全

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58.5 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 18.7 亿元。圆满

完成 10 件重点民生实事。其中，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500 个，

新增蓄水能力 4794.5 万立方米，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 33.9 万人。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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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发现矿种 147 种，探明资源储量矿种 113 种。其中，

能源矿产 7 种，金属矿产 39 种，非金属矿产 65 种，水气矿产 2

种。财政出资实施地质勘查项目（含续作项目）5 个（只含省级财

政投资项目），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11 处。

全年达到或优于 III 类标准的水质断面比例为 97.4%，比上年

提高 1.3 个百分点。8 个市级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设市城

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53 个，面

积 90.6 万公顷。其中，国家级 23 个，省级 30 个。世界地质公园

2 个，国家地质公园 14 个。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33.1 万公顷。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下降 0.9%。其中，

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下降 0.9%。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 1330 起，生产经营性安全

事故死亡人数 1428 人。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事故死亡人数 0.03 人，

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 0.005 人。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 2.59

人，比上年减少 0.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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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

分项合计不等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

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长株潭地区是指长沙、株洲和湘潭 3 市，湘南地区是指衡阳、郴州

和永州 3 市，大湘西地区是指邵阳、张家界、怀化、娄底和湘西自治州 5

市（州），洞庭湖地区是指岳阳、常德和益阳 3 市。

[4]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

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5]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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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1年部分产品产量数据进行了核实调整，2022 年产量增速按可比

口径计算。

[7]由于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调查范围变动、统计执法、剔除重复数据

等因素，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增速及变化按可比口径计算。

[8]邮政行业业务总量按 2020 年不变价格计算。

[9]电信业务总量按上年不变价格计算。

[10]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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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学品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

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中的高技术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

术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11]根据有关规定，对外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

[12]对欧盟的货物进出口金额不包括英国数据，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1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指调查范围内已入小学学习的学龄儿童占校

内外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比。

[1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主要反映高中阶段教育覆盖面，是指高中阶

段在校生总数占 15-17 岁学龄人口数的百分比。

[15]2022 年末，全省 0-14 岁（含不满 15 周岁）人口为 1199 万人，15-59

岁（含不满 60 周岁）人口为 4029 万人。

[16]湖南省脱贫县，即原湖南贫困地区，包括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

区外的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 40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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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省财政厅；铁路运输、铁路里程数据来自中国

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南昌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武汉集团有限公司和石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运输、水路运输、公路里程数据来自省交通运输厅；民航运输数据来

自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管

道运输数据来自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

陵石化分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湖南输油分

公司、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长沙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湘潭新奥燃气有

限公司、常德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娄底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等；汽车

保有量数据来自省公安厅；电信业务量、移动电话用户、固定电话用户、

互联网宽带用户数据来自省通信管理局；邮政业务数据来自省邮政管理局；

存贷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上市公司数据来自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证券、期货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保险业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教育数据来自

省教育厅；科技数据来自省科技厅；专利、质量检测、行业标准数据来自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测绘、矿产资源数据来自省自然资源厅；艺术表演团

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来自省文化

和旅游厅；广播、电视数据来自省广播电视局；报纸、期刊、图书数据来

自省委宣传部；卫生数据来自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省体育局；

城镇新增就业、社会保险、职业技能培训数据来自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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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数据来自省医疗保障局；城乡低保、社会福利、

社区服务数据来自省民政厅；水利建设数据来自省水利厅；水产品产量、

高标准农田建设数据来自省农业农村厅；城市建设数据来自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造林数据来自省林业局；地表水质量、

空气质量数据来自省生态环境厅；安全生产数据来自省应急管理厅；其他

数据来自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