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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是 党 和 国 家 历 史 上 极 为 重 要 的 一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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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应对超

预期因素冲击，经济稳定向好，社会大局稳定，安

徽发展实现“皖美”跃升，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 步 核 算 ，全 年 全 省 生 产 总 值（GDP）［2］

4504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5% 。 其 中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3513.7 亿 元 ，增 长 4%；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18588 亿 元 ，增 长 5.1%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22943.3 亿元，增长 2.2%［3］。三次产业结构由上

年的 7.9∶40.5∶51.6调整为 7.8∶41.3∶50.9。工业增

加值占 GDP比重由上年的 30.1%提升至 30.6%，其

中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由 26.2% 提 升 至

26.5%。预计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4］140722元/人，

比上年增加 8900 元/人。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 73603 元（折合 10943 美元），比上

年增加 3927 元。

2018—2022年全省生产总值

2018—2022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6127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2%，提高 0.8 个

百分点。

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及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比重（%）
常住人口 6127 100.0

其中：城镇 3686 60.2

乡村 2441 39.8

其中：男性 3127 51.0

女性 3000 49.0

其中：0—15岁（含不满 16周岁） 1183 19.3

16—59岁（含不满 60周岁） 3728 60.8

60周岁及以上 1216 19.8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968 15.8

2018—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数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69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29.7万人。全省农民工总量 1996.6万人，比上年增

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264万人，下降3.6%。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0%，其中食

品 烟 酒 价 格 上 涨 2.7% 。 商 品 零 售 价 格 上 涨

2.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 3.2%。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4.0%。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

涨 2.8%。

2022 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 标 全 省
城 市 农 村

居民消费价格（%） 2.0 2.1 1.8

其中：食品烟酒 2.7 3.0 2.2

衣着 1.3 1.0 1.9

居住 -0.2 -0.2 -0.4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 1.1 0.9

交通通信 5.3 5.4 5.2

教育文化娱乐 2.8 3.1 2.1

医疗保健 0.9 0.6 1.5

其他用品及服务 2.0 2.0 1.9

新兴动能不断增强。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 10.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为 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8%，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5.2%；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增长 13.8%，其中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

业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59%和 33.6%。 网 上 零 售 额［5］

3435.6亿元，增长 9.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3019亿元，增长 11.4%。高技术产业投资［6］增长

3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44.8%。全年

新登记市场主体 118.5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1101

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 729.8万户。

二、农业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0971.4 万亩，比上年增

加 7 万 亩 ；粮 食 产 量 4100.1 万 吨 ，比 上 年 增 产

0.3%。其中，夏粮 1722.4 万吨，增产 1.3%；早稻

101.1 万 吨 ，增 产 1.9% ；秋 粮 2276.6 万 吨 ，减 产

0.5%。油料产量 173.4 万吨，增产 3.8%。棉花产

量 2.6万吨，减产 12.2%。

2022年全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速

产品名称 产量（万吨）比上年增长（%）
粮食 4100.1 0.3

油料 173.4 3.8

其中：花生 72.4 0.8

油菜籽 96.4 5.9

棉花 2.6 -12.2

烤烟 2.2 8.1

茶叶 14.2 3.2

蔬菜 2537.7 3.8

水果 798.3 2.6

年末全省生猪存栏 1655.8 万头，比上年末增

长 4.6%；全年生猪出栏 2920.9 万头，增长 4.4%。

猪牛羊禽肉产量 474.3 万吨，增长 4.2%。禽蛋产

量 186.7 万吨，增长 5.4%。牛奶产量 50.7 万吨，增

长 6.7%。水产品产量 245.5万吨，增长 3.8%。

年末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7］7070 万千瓦，比

上年末增长 2.1%。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 83%。全年新增高标准农田 514.5万亩，新增

节水灌溉面积 30万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年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565 户，比上

年末增加 1012 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6.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

加值增长 4.8%；股份制企业增长 6.3%，外商及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1.8%；私营企业增长 3.9%。

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4.2%，制造业增长

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4.4%。分行业看，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4 个

增加值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2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1.1%，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 1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增长 8.7%。工业产品中，汽车、太阳

能 电 池（光 伏 电 池）、集 成 电 路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17.4%、33.6%和 100.5%。

202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速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饮料酒 亿升 12.2 6.5

卷烟 亿支 1220.3 0.2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2950.2 -20.2

移动通信手持机 万台 92.3 -1.9

工业机器人 套 11450 8.7

家用电冰箱 万台 2633.6 10.6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2691.1 -20.5

家用洗衣机 万台 2545.2 -3.1

彩色电视机 万台 1026.3 -16.2

原煤 万吨 11176.9 -0.9

发电量 亿千瓦时 3135.0 6.2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320.4 7.7

水泥 万吨 14210.9 -5.4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4213.3 -9.1

化学肥料总计（折纯） 万吨 228.6 9.9

合成洗涤剂 万吨 105.8 3.0

汽车 万辆 174.7 17.4

其中：新能源汽车 万辆 42.2 67.5

电力电缆 百万米 1679.7 -9.3

全年煤炭产能13016万吨。发电装机容量9219

万千瓦，其中燃煤火电装机容量5377.7万千瓦，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3611.1万千瓦。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2449.7 亿元，比

上年下降 8.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

润 643.1 亿元，下降 20.8%；股份制企业 2039.7 亿

元，下降 8.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39.8 亿

元，下降 12.8%；私营企业 756.9 亿元，下降 5.7%。

分门类看，采矿业利润 282.4 亿元，增长 4.8%；制

造业 2048.4 亿元，下降 13.8%；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118.9 亿元，增长 2.9 倍。全年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每 百 元 营 业 收 入 中 的 成 本 为

86.7 元，比上年增加 1.4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0%，下降 0.9个百分点。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481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 8913 家，比上年末增加 1639 家。全

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49670.7 万平方米，比上年

减少 4217.9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14856.9 万

平方米，增加 844万平方米。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4240.8 亿元，比上

年 增 长 2.4%；交 通 运 输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增 加 值

2171.7 亿 元 ，下 降 1.3%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增 加 值

825.9 亿元，增长 1%；金融业增加值 2935.1 亿元，

增 长 7.5% ；房 地 产 业 增 加 值 2937.1 亿 元 ，下 降

5.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1063 亿元，增长 7.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

1451 亿元，增长 4.2%。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 5.6%，其中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商

务服务等新兴行业为代表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 15.9%。

全 年 货 物 运 输 量 39.4 亿 吨 ，比 上 年 下 降

1.8%。货物运输周转量 11236.5 亿吨公里，增长

1.9% 。 全 年 港 口 货 物 吞 吐 量 6.1 亿 吨 ，增 长

4.2%。全年旅客运输量 1.5 亿人次，下降 46.9%。

旅客运输周转量 500.4 亿人公里，下降 36.2%。全

省 民 航 机 场 旅 客 吞 吐 量 707.1 万 人 次 ，下 降

35.7%，其中合肥新桥机场旅客吞吐量 571.3 万人

次，下降 35.0%。

2022年全省主要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增速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量 亿吨 39.4 -1.8

其中：铁路 亿吨 0.8 2.0

公路 亿吨 24.6 -5.0

水运 亿吨 14.0 4.2

货物运输周转量 亿吨公里 11236.5 1.9

其中：铁路 亿吨公里 803.6 2.7

公路 亿吨公里 3696.0 -0.9

水运 亿吨公里 6736.8 3.4

2022年全省主要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增速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量 万人次 14695.4 -46.9

其中：铁路 万人次 7201.4 -34.5

公路 万人次 7283.6 -55.3

水运 万人次 87.3 -45.9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500.4 -36.2

其中：铁路 亿人公里 406.7 -32.6

公路 亿人公里 75.6 -48.8

水运 万人公里 1055.2 -50.5

年 末 全 省 民 用 汽 车 拥 有 量 1129.7 万 辆 ，比

上年末增长 6.1%，其中私人汽车 1004.9 万辆、增

长 6.9% 。 民 用 轿 车 拥 有 量 640.3 万 辆 、增 长

7.1%，其中私人轿车 612.3 万辆、增长 7.2%。年

末 全 省 高 速 公 路 5477 公 里 、一 级 公 路 6752 公

里、铁路营业里程 5264.6 公里。高速铁路营业

里程 2522 公里。

全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9.9 亿

件，比上年增长 12.3%。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35.3 亿 件 ，增 长 13.0%。 电 信 业 务 总 量 608.7 亿

元，增长 21.3%［8］。年末全省电话用户总数 7132.8

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6611.4 万户，移动电话

普及率 108.2 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 2710.1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326.2 万户，其中固

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 2477.7 万户，增加

292.5 万户。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 96.4

亿 GB，增长 17.1%。

全年全省接待国内游客 5 亿人次，比上年下

降 14.6% 。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4640.2 亿 元 ，下 降

16.8%。年末全省有 A 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

683处。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22.5%，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21.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5%。工

业投资增长 21.8%，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1.5%。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9.6%。民间投资增长 3.2%。

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4.5%。

2022年全省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

行 业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业 20.3

采矿业 30.1

制造业 21.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2.7

建筑业 -31.6

批发和零售业 -22.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5

住宿和餐饮业 8.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4

金融业 -21.4

房地产业［9］ -7.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4.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0

教育 1.9

卫生和社会工作 39.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1

全 年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6811.7 亿 元 ，比 上 年

下降 6.2%。商品房销售面积 7471.3 万平方米，

下 降 28.6% ；商 品 房 销 售 额 5487.9 亿 元 ，下 降

32.6%。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1882 万平方米，增

长 9.8%。

全 年 新 开 工 重 点 项 目 4877 个 、竣 工 2562

个。合肥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研发生产基地、马鞍

山中联重科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阜阳中科海

钠年产 10GWh 钠离子电池、合肥至南京高速铁

路安徽段、天天高速公路无为至安庆段等项目开

工建设，滁州晶科年产 16GW 高效太阳能组件、

芜湖太赫兹与毫米波技术研究中心、铜陵浩源恒

方 5G 陶瓷介质滤波器生产、长白山制药（亳州）

产业基地、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新校区等项目

竣工。

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518.4 亿元，比

上年增长 0.2%。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 18094.4 亿元，增长 0.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424 亿元，增长 0.5%［10］。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

零售额 18757.1 亿元，增长 0.2%；餐饮收入 2761.3

亿元，增长 0.6%。

2018—2022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类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 10.5%，肉禽蛋类增长 5.5%，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8.6%，日用品类增长 12.1%，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1.2%，中西药品类增

长 13% ，家 具 类 下 降 16.7% ，通 讯 器 材 类 下 降

16.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 17.5%，汽车类增

长 1.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4.6%。

七、对外经济

全 年 进 出 口 总 额 7530.6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8.9%。其中，出口 4763.7 亿元，增长 16.4%；进口

2766.9 亿元，下降 1.9%。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

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18.5%和 15.3%。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2094.7 亿元，增长 17%。其

中，出口 1521.7 亿元，增长 18.3%；进口 573 亿元，

增长 13.5%。

2018—2022年全省进出口额

2022年全省出口主要分类及地区分布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出口额 4763.7 16.4

其中：机电产品 2994.9 18.5

农产品 117.3 15.3

其中：一般贸易 3685.3 17.0

加工贸易 737.4 -7.1

其中：对亚洲 1882.9 17.0

对欧洲 1126.0 17.3

对北美洲 889.6 18.6

对非洲 241.3 22.8

对拉丁美洲 519.0 4.2

对大洋洲 105.0 30.1

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75 家。合同外资

42.9 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21.6 亿美

元，增长 17.8%。年末 89 家世界（境外）500 强企

业在我省设立 180家企业。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 54.6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23%；完成营业额 23.9 亿美元，增

长 0.3% ；当 年 外 派 劳 务 人 员 5330 人 ，下 降

18.2% 。 全 年 实 际 对 外 投 资 17 亿 美 元 ，增 长

12.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

6.2亿美元，增长 71.9%。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89.1亿元，扣除

留抵退税因素后，比上年增长 9.9%，其中税收收入

2246.6亿元，增长 5%［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378.9

亿元，增长10.4%。重点支出项目中，科学技术支出

增长 22.2%，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长 16%，卫生健

康支出增长 10.3%，教育支出增长 8%，住房保障支

出增长6.4%。全年20项民生实事和10项暖民心行

动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920.7亿元。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税缓费 1276.9亿元。其中，累计退到纳税人

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超 790亿元，新增减税降

费超250亿元，办理缓税缓费超230亿元。

2018—2022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1803.4 亿元，比上

年增加 2091.3 亿元。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 75196.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327.5

亿元，增长 12.5%；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67466.2

亿元，增加 8796.4亿元，增长 15%。

2022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及增速

指 标 年末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各项存款 75196.1 12.5

其中：非金融企业存款 18410.5 3.5

住户存款 41441.9 20.4

机关团体存款 10035.2 4.1

各项贷款 67466.2 15.0

其中：境内短期 16451.9 15.6

境内中长期 45953.9 14.4

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 40563.1 19.5

住户贷款 26662.6 8.8

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476.7亿

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13只（含 3只首次在

北交所公开发行股票），筹资 116亿元；A 股再筹资

（包括配股、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认股权证）133.8

亿元；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公司债筹资 226.9

亿元。年末全省有 A股上市公司 161家，上市公司

市价总值17985亿元。

全年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1418.2亿元，比上

年增长 2.8%。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87亿元，增长 11.5%；人身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931.3亿元，下降 1.2%。赔付支出 562.5亿元，增长

8.3%。其中，财产险业务赔付支出 319.1亿元，增长

8.7%；人身险业务赔付支出243.4亿元，增长7.9%。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745 元，比

上年增长 6.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9%。人

均消费支出 22542 元，比上年增长 2.9%。恩格尔

系数为 34.1%。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5133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4.9%，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2.8%。人均消费支出 26832元，增长 1.3%。城镇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33.3%。年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

筑面积42.4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0.1平方米。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75 元，比

上年增长 6.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7%。人

均消费支出 17980 元，增长 4.8%。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为 35.3%。年末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 54.7平方米，与上年持平。

2018—2022年全省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末全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为 1580.9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 为 3428.8 万 人 。 参 加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人 数 为

6506.7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663.6 万人，

全年为 16.2 万名失业人员发放了不同期限的失

业 保 险 金 。 参 加 工 伤 、生 育 保 险 人 数 分 别 为

818.1 万人和 757.1 万人。年末 27.6 万人享受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69.9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供养对象 32.4万人。

年末全省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机构

2714 个，床位 37.7 万张，收养救助人员 13.3 万人；

不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机构和设施 2.7 万个，其

中社区服务站 1.6 万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48.1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 15.7亿元。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全省有研究生培养单位 21 个，在学人数

11.1万人。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121所，在校生

155.4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不含技工学

校）249 所，在校生 72.8万人。普通高中 679 所，在

校生 120.1万人。初中 2780所，在校生 228.8万人，

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 100%。小学 6509所，在

校生 470.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

2022年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情况

指 标 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研究生 3.9 11.1 2.4

普通高校 46.2 155.4 41.9

中等职业教育 27.6 72.8 23.9

普通高中 42.1 120.1 38.1

初中阶段 75.4 228.8 76.9

小学 75.7 470.3 75.0

年末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量 477 万人，其中

高层次人才 49.7 万人。全省共有科研机构 7267

个。从事研发活动人员 35万人。

全省已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

同步辐射等 3 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含国家研究中心）12 个，省重点实验室 171

个；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21 家，其中国

家级 9 家；有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

个，其中国家级 8个。

全年登记科技成果23049项，其中各类财政资金

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1252项。授权专利15.7万件，比

上年增长2.0%。年末全省有效发明专利14.5万件。全

年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2216.7亿元，增长26.3%；吸纳

技术合同成交额3070.8亿元，增长41.1%。

年末全省有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

1714 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3 个；产品、服

务、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74 个（包含在皖分部、分公

司），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企业 1314 个；法定及

授权计量检定技术机构 226 个，全年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 810.2 万台（件）。累计主导或参与制定国

际标准 59 项、国家标准 4045 项，制定、修订地方

标准 3672 项。累计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85

个、有效注册商标 118.1万件。

十一、文化、卫生健康［12］和体育

年 末 全 省 拥 有 文 化 馆 123 个 ，公 共 图 书 馆

133 个，博物馆 225 个（含非国有博物馆），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 1512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5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15 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9项，省级名录 626项。

（下转 8版）

安徽省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

安徽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2023 年 3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