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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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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狠抓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
措施落地见效，精准施策、靠前发力，全市经济承压前行、
持续恢复，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升良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780.2亿元，比上年
增长3.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20.0亿元，增长4.9%；
第二产业增加值 600.1 亿元，增长 5.1%；第三产业增加值
760.1亿元，增长2.5%。三次产业比例为23.6:33.7:42.7。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自然口径计算完成 123.9 亿
元，比上年下降1.7%；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影响，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6.7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436.4亿元，比上年增长3.6%。其中，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43.9 亿元，增长 4%；教育支出 84.4 亿元，增长
3.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3.4亿元，增长14.3%；卫生健
康支出53.6亿元，增长3.9%；节能环保支出14.3亿元，下
降26.1%；交通运输支出22.6亿元，下降7.9%；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8.1亿元，增长12.7%。

全年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108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1.0%。在民营经济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46.1 亿元，增长 6.9%；第二产业增加值 532.6 亿
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506.9亿元，增长1.6%。

据抽样调查，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4%。其中，
食品烟酒类上涨 3.1%、衣着类上涨 1.2%、居住类上涨
2.9%、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1.8%、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4.0%、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1.5%、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
涨0.9%，医疗保健类下降0.4%。

二、农业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28.0 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其
中，谷物 340.0 万亩，下降 0.3%；豆类 10.9 万亩，增长
22.3%；薯类77.0万亩，下降1.0%。在谷物播种面积中，玉
米263.5万亩，增长0.8%；稻谷8.3万亩，下降1.7%。油料
播种面积16.8万亩，下降1.1%。蔬菜播种面积 （播种并收
获） 101.6 万亩，增长 2.7%。中草药材播种面积 35.8 万亩，
增长10.4%。瓜果播种面积3.3万亩，增长14.9%。

全年粮食总产量149.0万吨，比上年增长1.6%；粮食平
均亩产348.2公斤，增长1.6%。在粮食总产量中，谷物112.5
万吨，增长 1.3%；豆类 2.0 万吨，增长 19.0%；薯类 （折
粮）34.5万吨，增长1.8%。在谷物中，玉米97.2万吨，增长
1.5%；稻谷3.6万吨，下降1.0%。油料总产量2.7万吨，增长
0.9%。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473.4万吨，增长3.1%，其中食
用菌 （干鲜混合） 达到87.2万吨，增长5.8%。中草药材总
产量 23.2 万吨，增长 11.0%。瓜果总产量 9.0 万吨，增长
14.6%。

全年园林水果、食用坚果产量分别为115.5万吨、22.5
万吨，比上年增长 3.1%、5.8%。其中，苹果产量 72.5 万
吨，比上年增加1.7万吨，增长2.4%；梨产量12.8万吨，比
上年增加0.4万吨，增长3.5%；红果产量24.2万吨，比上年
增加 1.3 万吨，增长 5.8%；板栗、核桃产量分别为 19.8 万
吨、1.3万吨，增长7.2%、7.5%。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40.2万吨，比上年增长2.6%。其
中，猪肉产量 14.5 万吨，增长 2.6%；牛肉产量 12.0 万吨，
增长 3.9%；羊肉产量 2.4 万吨，增长 10.0%；禽肉产量 11.2
万吨，下降0.4%。禽蛋产量10.2万吨，增长2.8%。生牛奶
产量 10.6 万吨，增长 11.5%。生猪存栏 99.1 万头，增长
6.7%；牛存栏79.2万头，增长6.0%；羊存栏107.5万只，增
长7.8%；家禽存栏2233.6万只，增长1.7%。生猪出栏187.5
万头，增长 2.8%；牛出栏 74.0 万头，增长 3.9%；羊出栏
179.2万只，增长11.8%；家禽出栏8002.4万只，增长1.3%。

水产品养殖面积2.4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水
库养殖1.9万亩，与上年持平。水产品总产量0.4万吨，增长
2.5%。

三、工业和建筑业

44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2%。从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1.4%，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下
降6.0%。从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增长7.1%，重工业
增加值增长6.1%。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增长
9.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12.8%。食品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0.2%，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下降
0.4%，酒和饮料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2%，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增加值下降 5.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4.8%，
医药工业增加值增长1.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1.3%。121家规模以上
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6.5%，新能源领域高
新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54.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762.2亿元，比上年下
降8.2%；实现利润总额8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7%。每百

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3.8元，比上年增加2.7元；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为72%，比上年增加1.4个百分点。年末亏损
企业166家，累计亏损额30亿元，比上年增长6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5.1%，比上年下降3.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量中，铁矿石原矿
33270.2万吨，增长8.3%；生铁956.1万吨，增长6.1%；粗钢
943.3万吨，增长6.1%；钢材876.1万吨，增长10.0%；水泥
1003.3万吨，下降22.1%；中成药3093.4吨，增长4.1%；白
酒2357.9万升，增长13.2%。发电量270.9亿千瓦小时，增长
6.8%，其中风力发电量136.0亿千瓦小时，增长1.9%；光伏
发电量23.5亿千瓦小时，增长30.9%。

初步核算，全年建筑业增加值110.4亿元，比上年增长
1.9%。资质等级以上总承包及专业承包建筑企业275家，有
施工活动的企业254家。签订合同总额307.6亿元，比上年
下降3.8%，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154.3亿元，下降7.1%。房
屋建筑施工面积635.3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5.7%。房屋建
筑竣工产值50.1亿元，比上年下降22.7%。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不含农户） 比上年增长 8.1%，
其中城乡建设项目投资增长10.7%。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
资增长40.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8%。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7.6%，在工业投资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48.6%；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增长 36.1%；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67.3%；汽车制造业下降53.7%；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业增
长 13%；工业技术改造增长 41.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4%。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5.3%；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18.9%。国有投资下降16.8%，民
间投资增长23.6%。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93.7亿元，比上年增长2.4%，其
中商品住宅投资 140.7 亿元，增长 2.9%。房屋施工面积
1724.3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9%；房屋竣工面积173.4万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06.4%。商品房屋销售面积139.2万平
方米，比上年下降35.5%。

五、国内贸易与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8亿元，比上年增长
2.0%。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27.4亿元，增长2.5%；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83.3亿元，下降0.5%。

260 家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全年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39.1亿元，比上年增长8.9%。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零
售额中，粮油、食品类26.9亿元，增长17.0%；烟酒类13.1
亿元，增长19.2%；服装、鞋帽、针织品类7.5亿元，增长
5.3%；日用品类 5.4 亿元，增长 21.2%；金银珠宝类 1.2 亿
元，下降 8.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8 亿元，下降
12.8%；中西药品类5.4亿元，下降3.2%；文化办公用品类
2.1亿元，下降12.9%；石油及制品类33亿元，增长24.2%；
汽车类25.5亿元，下降3.5%。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1922万美元，比上年下降65.6%。新
批外商投资企业10家，比上年增长11.1%；新增合同外资额
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7.7%。

全市进出口总值 2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其中，
出口17.6亿元，增长7.5%；进口4.6亿元，增长14.9%。

六、文化和旅游

年末全市拥有广播电台11座，广播节目13套，中波发
射台4座，广播覆盖率98.0%；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12座，
电视台节目 20 套，电视覆盖率 99.3%；有线电视用户数
100.1 万户，入户率 85.0%。拥有文化馆 12 个，文化站 218
个，营业性演出场所6个。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128.8万
册。

河北省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被评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双桥区金龙旅游休闲街区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丰宁县“传承民族文脉 赋能乡村振兴”入选“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滦平金山岭滑雪度假区成功创
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承德好礼”荣获中国文化和旅
游创意产品开发案例，“承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卡拉动消费
内循环”荣获中国文化旅游消费创新案例。鼎盛文化产业园
成功创建4A级旅游景区。莲花山、唐家湾成功创建3A级旅
游景区。开展文化惠民演出1364场。市图书馆新馆开工建
设。音乐电视《百年红船》荣获第九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最
佳作品。小戏《承诺》获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九届全
国群星奖入围奖。

据市旅游部门提供，全年共接待游客1648.6万人次，比
上年下降 54.3%。旅游综合收入 170.8 亿元，比上年下降
55.8%。

七、交通、邮电

全年公路客运量353.7万人，客运周转量35512.0万人公
里；公路货运量3753.7万吨，货运周转量1095047.3万吨公
里。全年建成各等级公路 1407.5 公里，投资 97.3 亿元。其
中，普通干线公路新建续建12条段299公里，建成通车44.1
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1363.4公里，建成美丽农村路221公
里。干线公路技术状况指数MQI达到93.1，超过全省平均
水平。全市县城30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客运线路公交化运行
率达到100％，55.3%的乡镇基本完成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
改造。双滦区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九华山大桥
建成通车。绕城高速小客车免费通行。新增及更新能源公交

车 200 台，全市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到 92.3%，
成功争列全国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城市。

全年实现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
营业收入） 6.6亿元，比上年下降12.4%。快递业务总收入
4.6亿元，比上年下降10.3%。电信业务总收入 （移动、联
通、电信公司） 32.2亿元，比上年增长31.4%。移动电话年
末用户404.5万户，比上年增长1.3%。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39.9万户，比上年增长7.5%。

八、金融和保险业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770.8亿元，比上年
增长11.5%。其中，住户存款2974.1亿元，增长13.5%；非
金融企业存款394亿元，增长7.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 31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住户贷款余额
125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其中，短期贷款 432.1 亿
元，下降1.5%；中长期贷款824.7亿元，增长3.1%。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1942.2亿元，增长13.2%。

全市人身险保费收入51.8亿元，比上年下降3.0%；赔
款、给付金额12.8亿元，比上年增长12.9%。财产险保费收
入 2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财产险赔付金额 14.5 亿
元，与上年基本持平。交强险保费收入5.2亿元，比上年增
长2.0%；交强险赔付金额3.0亿元，比上年下降4.8%。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承德国
家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河北承德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挂牌运
行。全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89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701
家，新认定河北省科技领军企业1家，科技领军企业实现零
的突破，2家企业被列入省级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库。完成技
术合同成交额23.7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22.3亿元，研发投
入强度1.3%。新建河北双滦省级农业科技园区1家。承德高
新区获批省创新型园区建设试点。全年新增省级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16个，新建市级技术创新平台9个，新增国家级众创
空间和省级众创空间各1家。

2022学年，全市拥有幼儿园1066所，其中省级城市示
范性幼儿园34所，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91.3%，在公办和普
惠园就读幼儿占比达87.1%，80%的农村幼儿园达到农村二
类园以上标准。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100%，巩固率达
到 98.6%。省级示范性高中 16 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6%，在省级示范性高中就读学生数占高中学生数的比例
达77.4%。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95.8%。

全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6所，专任教师3448人，在校学
生7.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24所，专任教师2976人，在
校学生4.5万人；普通中学136所，专任教师16922人，在校
学生22.0万人；小学448所，专任教师18897人，在校学生
24.2万人。

十、体育、卫生和健康

全市拥有体育场馆34个。体校及业余体校4个，重点
体校及业余体校 1 个。体育俱乐部 50 个，体育社团组织
312 个。全年新增二级运动员 24 人，社会体育指导员 （二
级） 297 人。我市运动员在省及以上级别比赛中获金牌 22
枚、银牌 29 枚、铜牌 46 枚。国家河北承德塞罕坝体育训
练基地冰上项目训练中心、滑雪滑冰科研训练馆、7.5公里
冬季两项赛道气膜工程等15个项目投入使用，为国家队备
战北京冬奥会、东京奥运会作出了特殊贡献。御道口牧场
管理区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御道口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基地”，宽城蟠龙湖风景区被命名为“河北省体育旅游示
范基地”。

初步统计，年末全市拥有公立卫生健康机构 2898 个，
其中医院35个；公立卫生健康机构医生 （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 8910人，注册护士9279人；公立卫生健康机构
实有床位2.3万张，其中医院拥有1.5万张；公立卫生健康机
构在岗职工2.8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2万人。承德市康
养医院正式运营投入使用。

十一、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200元，比上
年增长6.0%。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495
元，增长 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966 元，增长
7.5%。

年末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89.5万人，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78.2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50.1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82.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33.6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67.5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37.9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人员4.8万人。

全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4万人，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人数17.5万人。年末养老机构112个，床位1.4
万张。社会福利院1个，福利院床位220张。

十二、生态保护

市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326 天，占全年总天数的
89.3%。全市PM2.5浓度年均值2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减少
3微克，环境空气质量保持全省前列。全市23个地表水国省
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和优良比例均保持100%。圆满完成冬奥
会空气质量保障任务，我市是参与保障的44个城市中5个全
部达到优良城市之一。丰宁县、围场县获评第六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累计获评数量占全省半数。全年完成营造
林152.4万亩，修复退化草地17.5万亩。成功争列全国森林
经营、全国国有草场、国家专项有害生物防控能力提升等国
家级试点项目。北方防沙带项目县由4个增加到8个，实现
县域全覆盖。平泉、围场、承德县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率先在全省实现省级森林城市全覆盖。

附件：1.主要农产品产量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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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粮食

#玉米

稻谷

豆类

薯类（折粮）

油料

蔬菜及食用菌

#食用菌（干鲜混合）

食用坚果

园林水果

猪牛羊禽肉产量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禽蛋

生牛奶产量

生猪出栏

牛出栏

羊出栏

生猪存栏

牛存栏

羊存栏

计量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头

万头

万只

万头

万头

万只

绝对数

149.0

97.2

3.6

2.0

34.5

2.7

473.4

87.2

22.5

115.5

40.2

14.5

12.0

2.4

11.2

10.2

10.6

187.5

74.0

179.2

99.1

79.2

107.5

比上年增长%

1.6

1.5

-1.0

19.0

1.8

0.9

3.1

5.8

5.8

3.1

2.6

2.6

3.9

10.0

-0.4

2.8

11.5

2.8

3.9

11.8

6.7

6.0

7.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粗钢

钢材

生铁

水泥

白酒

饮料

中成药

发电量

#风电

光伏

计量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升

万吨

吨

亿千瓦小时

亿千瓦小时

亿千瓦小时

绝对数

943.3

876.1

956.1

1003.3

2357.9

57.2

3093.4

270.9

136.0

23.5

比上年增长%

6.1

10.0

6.1

-22.1

13.2

11.8

4.1

6.8

1.9

30.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类别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食品烟酒

粮食

鲜菜

畜肉

水产品

蛋

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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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同比指数（上年=100）

102.4

103.1

101.8

100.3

97.4

98.6

104.8

112.1

101.2

102.9

101.8

104.0

101.5

99.6

100.9

注释：1.本公报中部分数据为快报数。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值按现行价格计算，
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本公报中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
二中部分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
者王明玉、王思北） 记者从3日
在京开幕的2023中国翻译协会年
会上获悉，我国翻译人才队伍持
续增长，2022年，我国翻译及语
言服务从业人员规模达 601 万，
相比上一年增长11.7％，为党和
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及对外交往工
作提供良好支撑。

2023中国翻译协会年会由中
国外文局指导、中国翻译协会主
办，主题为“推动国家翻译能力
建设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开幕会上发布了《2023中国翻译

及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并
首次发布《2023全球翻译及语言
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举行了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资深翻
译家”“翻译中国外籍翻译家”
表彰仪式，还启动了首届全国翻
译技术大赛。

中宣部副秘书长汤恒在开幕
会致辞中指出，在中国走向世
界、融入世界、贡献世界的历史
进程中，中国翻译界始终坚持服
务国家大局，有力支撑和促进了
国家各方面对外交往工作，向世
界说明中国，让世界读懂中国。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
社会迫切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中国翻译事业必将面临着更
加艰巨的现实任务和更加光荣的
历史使命。他强调，新时代中国
翻译事业，要担当职责使命，对
外译介传播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胸怀“国
之大者”，紧跟国家发展与进
步，高水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要深化文明互鉴，拓展交流渠
道，丰富合作内容，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强基固
本，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不断推进国家翻译能力实现
提升和突破。

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翻译
协会会长杜占元表示，面对新形
势新要求，中国翻译协会要持续
对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叙事体系；加强开放协同创
新，全力打造中国译协品牌矩
阵；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提升协
会和中国翻译界国际化水平和国
际影响力。

据悉，为期2天的年会将举
办22场专题论坛。

我国翻译及语言服务从业人员规模突破600万 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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