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0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1、工业生产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525.18 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25 个大类行业中，有 19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76%。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两

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304.10 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57.9%。64 家产值

过亿元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449.40 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85.6%，拉动全县产值同

比增长 11.0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534.34 亿元，同比增长 8.3%；实现利润 10.62 亿元，

同比下降 32.3%。工业用电 57.7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1.2%。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4%。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70.8%，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26.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1.5%。134 个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43.2%，27

个房地产项目完成投资下降 11.4%。

3、消费市场

全县完成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14.5 亿元，同比下降 17.2%。分行业看，限额以上

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26.0%，增幅比 1-8 月份增长 1.3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

同比下降17.2%，降幅比1-8月份扩大0.6个百分点；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15.2%，

增幅比 1-8 月份提高 0.8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下降 7.5%，降幅比 1-8 月

份收窄 0.4 个百分点。

4、财税收入

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 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税收收入 14.4 亿元，

同比下降 0.4%，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79.7%。在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下降 25.5%，企业所

得税下降 20.0%，个人所得税增长 87.0%。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23.78 亿元，同比下降 9.5%。其中，增值税下降 23.9%，消费税增长

46.1%，企业所得税下降 20.0%，个人所得税增长 87.4%。

5、金融市场

10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96.88 亿元，比年初增加 86.35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527.68 亿元，比年初增加 54.59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46.41 亿元，比年初增加 39.22 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表

指标
莒南县 临沂市 山东省

总量
（亿元）

增速
（%）

增速
（%）

增速
（%）

地区生产总值 204.88 4.0 4.1 4.0
第一产业 36.51 4.1 4.1 4.2
第二产业 80.51 4.1 4.8 4.4
第三产业 87.87 3.9 3.5 3.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3 6.9 5.5
固定资产投资 — 24.1 16.7 6.6
#房地产投资 — -11.4 — -8.8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14.5 -17.2 4.9 —
工业用电（亿千瓦时） 61.2 -12.2 1.0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 16.4 9.7 5.3
税务部门收入 23.78 -9.5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696.88 13.5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46.41 10.8 — —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2692 5.8 5.8 5.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1918 5.0 5.2 4.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963 6.9 6.5 6.0
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是季度数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同口径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当月
增速

（%）

本月止

累计

增速

（%）

㈠工业总产值（万元） 568844 19.6 5251823 10.3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2.3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26790 -6.3 354574 11.4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1209 1.9 577727 -11.2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97.9 -7.7 96.8 -3.1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5343386 8.3

利税合计（万元） — — 183051 -18.6

其中：利润（万元） — — 106243 -32.3

税金（万元） — — 76808 13.2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93349 1971

应收账款（万元） — — 830494 11.4

产成品（万元） — — 447923 66.3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指标（一）

行业名称

工业总产值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7120 181.7 4167 434.2
农副食品加工业 1685467 23.0 31092 -1.3
食品制造业 86796 70.4 92643 5090.1
纺织业 211764 -9.1 4616 28.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4723 12.2 378 28.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1676 -26.7 301 -31.0
家具制造业 66453 5.3 1286 -44.5
造纸和纸制品业 58594 9.6 2411 -16.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96088 22.9 4993 -23.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54359 -16.4 1810 -6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19463 17.1 34004 2.0

医药制造业 62464 20.3 8485 26.4
化学纤维制造业 24483 3.5 -250 -170.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指标 （二）

行业名称

工业总产值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4374 20.9 12208 -4.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5818 8.4 3528 -11.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348463 -2.7 -58245 -165.7

金属制品业 83057 26.0 3541 8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9927 0.5 2992 79.9

专用设备制造业 4274 86.5 167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9891 -9.0 1373 29.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195 74.3 768 683.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670 -51.9 -12 -106.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77994 1.8 22948 55.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21789 54.9 7869 67.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922 7.0 -22 --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增速（%）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21.4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70.8

第二产业 26.7

第三产业 21.5

2.500 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134

本年完成投资 43.2

3.房地产

项目（个） 27

完成投资 -11.4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亿元）

增速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5 -17.2

按行业销售额分

批发业 174.9 26.0

零售业 12.7 -17.2

住宿业 0.6 15.2

餐饮业 2.0 -7.5



财政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

完成

累计

完成

增速

（%）

1.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15743 180511 6.2
（1）税收收入 14004 143845 -0.4

其中：增值税 5110 51839 -25.5
企业所得税 5811 20512 -20.0
个人所得税 1592 3605 87.0
城建税 478 5800 -7.4
房产税 779 4020 24.1

（2）非税收入 1739 36666 43.6
其中：专项收入 739 6058 -6.2

行政性收费 0 8313 178.9
2．财政总支出（万元） 63189 510747 1.4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950 41714 63.4

教育支出 8825 115081 6.5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8720 111853 -10.5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速

（%）

合 计 237830 -9.5
增值税 110852 -23.9
消费税 62 46.1
企业所得税 41001 -20.0
个人所得税 9013 87.4
资源税 1437 15.1
城镇土地使用税 5606 -13.8
城市维护建设税 5800 -7.3
印花税 2521 16.3
土地增值税 14252 57.2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4020 24.2
车船税 3544 11.1
车辆购置税 4901 -45.1
耕地占用税 2092 -47.3
契税 30237 102.5

其他非税收入 100591 1236.5



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

指标名称 月末余额 比上月末增减额 比年初增减额

一、.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6968756 183306 863489

1．住户存款 5276793 14434 545920

（1）活期 1018904 -8980 -4628

（2）定期及其他 4257889 23415 550548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160828 42884 202993

（1）活期存款 494483 5056 26088

（2）定期及其他存款 666345 37829 176905

3. 广义政府存款 530289 126079 114585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464127 22365 392221

1．住户贷款 2032077 4649 82421

（1）短期贷款 842739 10472 95711

其中：消费贷款 212223 2829 25370

经营贷款 630516 7643 70341

（2）中长期贷款 1189338 -5823 -13289

其中：消费贷款 1139869 -4874 -13856

经营贷款 49470 -949 567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419131 17577 308358

（1）短期贷款 977121 -8795 110033

（2）中长期贷款 951943 -2772 50646

（3）票据融资 490066 29144 147678

三．固定资产贷款（万元） 34249 -89 1746



2022 年 10 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10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增加，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下降，一线城市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略扩。

一、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10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58

个和 62 个，比上月分别增加 4 个和 1 个。

10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降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 0.3%和 0.5%，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1 和 0.2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4%和 0.5%，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二、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略扩

10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51

个和 64 个，比上月均增加 1 个。

10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2.6%，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1.3%和 3.2%，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1 和 0.2 个百

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3.9%和 4.7%，降幅比上月

分别扩大 0.1 和 0.2 个百分点。

注释：

7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一二三线城市划分：一线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 4个城市；二线城市指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

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南宁、海

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 31 个城市；三线城

市指唐山、秦皇岛、包头、丹东、锦州、吉林、牡丹江、无锡、徐州、扬州、温州、金华、

蚌埠、安庆、泉州、九江、赣州、烟台、济宁、洛阳、平顶山、宜昌、襄阳、岳阳、常德、

韶关、湛江、惠州、桂林、北海、三亚、泸州、南充、遵义、大理等 35 个城市。



2022 年 10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回落

PPI 同比由涨转降

一、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回落

10 月份，受节后消费需求回落、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有所回落。

从环比看，CPI 上涨 0.1%，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1.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01 个百分点。食品中，果蔬及水产品大

量上市，加之节后消费需求有所回落，鲜菜、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均由涨转降，分别下降 4.5%、

1.6%和 2.3%；受生猪生产周期、短期压栏惜售和猪肉消费旺季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上涨

9.4%，涨幅比上月扩大 4.0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继续持平。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继

续持平。其中，国际油价变动影响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 1.2%和 1.3%；秋冬装上市，

服装价格上涨 0.3%。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转为持平。

从同比看，CPI 上涨 2.1%，涨幅比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是

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7.0%，涨幅比上月回落 1.8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上涨约 1.26 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价格由上月上涨 12.1%转为下降 8.1%；鲜果

价格上涨 12.6%，涨幅比上月回落 5.2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51.8%，涨幅比上月扩大 15.8

个百分点；在猪肉价格上涨带动下，鸡蛋和禽肉类价格分别上涨 12.7%和 8.3%，涨幅均有扩

大。非食品价格上涨 1.1%，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88 个百分点。

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1.7%，涨幅比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柴油和

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12.5%、13.5%和 5.6%，涨幅均回落较多；服务价格上涨 0.4%，涨

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二、PPI 环比小幅上涨，同比由涨转降

10 月份，部分行业需求有所增加，全国 PPI 环比小幅上涨，但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

高影响，同比由涨转降。

从环比看，PPI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2%。生产资料价格由下降0.2%转为上涨0.1%；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5%，涨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继续下降，其中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下降 2.2%，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下降 0.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价格下降 0.6%。冬季储煤需求提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 3.0%，涨幅扩大 2.5 个

百分点。受水泥价格上涨影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由下降 0.4%转为上涨 0.6%。另外，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0.4%，降幅收窄 1.3 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

上涨 1.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上涨 0.9%，涨幅均有所扩大。

从同比看，PPI 由上月上涨 0.9%转为下降 1.3%，主要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

生产资料价格由上涨 0.6%转为下降 2.5%；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2.2%，涨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

调查的 40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 27 个，比上月减少 3 个。主要行业中，价格降



幅扩大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21.1%，扩大 3.1 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下降 16.5%，扩大 13.8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7.8%，扩大 3.4 个百

分点。价格由涨转降的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由上涨 1.0%转为下降 4.4%；化学纤

维制造业由上涨 3.1%转为下降 1.1%。价格涨幅回落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1.0%，

回落 10.1 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 8.6%，回落 8.6 个百分点。农副食品

加工业上涨 8.7%，涨幅扩大 1.3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