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一、工业生产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 242.65亿元，同比增长 16.2%，增加值同比增长 17.1%。

26个大类行业中，有 12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46.2%。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

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164.14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7.6%。31家产

值过亿元企业累计总产值 196.84 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81.1%，拉动全县产值同比

增长 24.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用电累计 24.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营业收入累计 236.84亿元，同比增长 12.7%；累计利润-1.69亿元，同比下降 203%。

二、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34.4%，第

二产业投资下降 27.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9.2%。82个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14.7%。

22个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 3.6%，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10.4%。

三、消费市场

全县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6.4亿元，同比增长 7.0%。

从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看，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2.2%；零售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 3.7%；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22.1%；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2.6%。

四、财税收入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8.75亿元，同比增长 9.5%。其中，税收收入 6.81亿元，同

比增长 3.7%，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7.9%。

税务部门累计收入 10.31亿元，同比下降 1%。其中，增值税下降 8.1%，消费税增长 308.8%，

企业所得税下降 0.9%，个人所得税增长 262.9%。

五、金融市场

4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758.58亿元，较年初增加 76.62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 578.68亿元，较年初增加 40.9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89.35亿元，较年初增加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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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5.8 4.9 4.7

第一产业 5.5 3.8 3.8 3.8
第二产业 28.0 9.6 5.9 5.1
第三产业 28.1 3.0 4.3 4.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7.1 10.6 6.1
固定资产投资 — 11.2 5.7 4.3

商品房销售面积 — 10.4 2.3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6.4 7.0 10.4 7.0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26.7 2.9 3.0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 9.5 -2.8 7.1
税务部门收入 10.31 -1.0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58.6 13.5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89.4 12.1 — 12.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8527 4.4 4.2 4.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917 4.0 3.7 3.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961 5.7 5.3 5.5
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是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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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业总产值（万元） 571081 3.4 2426509 16.2

二、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17.1

三、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2052 -16.8 140383 -7.0

四、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49638 -23.8 248674 2.7

五、工业产品销售率（%） 92.7 -6.2 92.0 -5.3

六、工业经济效益（万元）

营业收入 — — 2368416 12.7

利税合计 — — 20197 -51.4

其中：利润 — — -16887 -203.0

税金 — — 37083 47.5

亏损企业亏损额 — — 54640 76.5

应收账款 — — 886746 13.5

产成品 — — 54940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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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 -45.7 -199 -113.6
农副食品加工业 632448 2.6 10777 -8.5
食品制造业 48220 75.3 4233 675.2
纺织业 33355 -64.8 -297 -114.4
纺织服装、服饰业 1698 81.9 83 6.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7567 -16.1 170 88.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695 -23.4 115 -5.1
家具制造业 16177 -44.1 500 -36.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1887 -10.6 -2864 -363.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0469 21.8 3613 81.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8637 -22.8 491 46.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3743 -11.1 14288 -8.3
医药制造业 21675 -35.5 1945 -36.9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574 22.8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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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6 -30.1 -1871 -12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0097 0.1 -253 -116.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8953 79.8 -24219 --

金属制品业 36641 6.1 1953 791.5

通用设备制造业 7036 -22.0 2834 1197.0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21 109.6 -117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655 -9.6 437 32.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08 21.7 221 -20.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352 -40.1 76 516.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48201 -12.2 4817 -39.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7186 1.4 2379 -53.3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482 12.3 794 1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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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34 .4
第二产业 -27.4
第三产业 49.2

二、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82
本年完成投资 14.7

三、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项目（个） 22
本年完成投资 3.6
商品房销售面积 10.4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亿元） 增速（%）

一、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6.4 7.0

二、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批发业 68.0 12.2

零售业 5.6 3.7

住宿业 0.3 22.1

餐饮业 0.8 12.6

财政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完成 累计完成 增速（%）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16393 87472 9.5
1.税收收入 13130 68126 3.7

其中：增值税 4751 33483 1.7
企业所得税 2531 6825 -0.9
个人所得税 104 2127 279.2
城建税 614 2776 -7.3
房产税 889 1958 19.1

2.非税收入 3263 19346 36.2
其中：专项收入 605 2729 -8.2

行政事业性收费 158 3927 56.6
二、财政总支出（万元） 49545 206565 8.6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852 24693 39.7

教育支出 17032 61189 32.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308 59547 31.4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累计总量（万元） 增速（%）

税收收入合计 103063 -1.0
国内增值税 53074 -8.1
国内消费税 74 308.8
企业所得税 17064 -0.9
个人所得税 5454 262.9
资源税 1441 80.8
城镇土地使用税 2801 -4.7
城市维护建设税 2776 -7.3
印花税 2124 105.0
土地增值税 3700 -32.0
房产税 1958 19.1
车船税 1725 8.3
车辆购置税 1709 -27.2
耕地占用税 744 -62.2
契税 7634 30.8
环境保护税 789 -23.4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

指标名称 本月末余额 比上月末增减额 比年初增减额

一、各项存款（万元） 7585798 -126526 766180
（一）境内存款 7585063 -126547 766302

1．住户存款 5786775 -79106 409095
（1）活期 1031091 -31499 -60413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755684 -47607 469508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32171 -3089 360170
（1）活期存款 655223 5520 200242
（2）定期及其他存款 776948 -8608 159928
3. 广义政府存款 366114 -44348 -2961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2 -5 -2

（二）境外存款 736 21 -123
二、各项贷款（万元） 4893505 -31368 361115

1．住户存款 2138712 -27250 80751
（1）短期贷款 968770 -16180 94442
（2）中长期贷款 1169942 -11070 -13691
2.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2754794 -4118 280364
（1）短期贷款 1139307 -32269 99047
（2）中长期贷款 1102155 9844 144392
（3）票据融资 513332 18307 36924



2022 年城镇单位[1]就业人员工资水平[2]保持增长[3]

一、工资水平保持增长，增速回落

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14029 元，比上年增长 6.7%，

增速比 2021年回落 3.0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 65237元，比上年增长 3.7%，回落 5.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7%。

在 19个行业门类中，有 18个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保持增长。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2022年，采矿业两类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增长 12.0%和 9.3%；受人们

对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和网络购物需求量较大等因素影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两类单位平均工资分别增长 9.4%和 8.1%；金融业等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

平均工资增速均为 15.6%，主要受行业结构调整、减员增效等因素影响。房地产行业平均工

资水平下降，部分人员密集型或接触型服务业平均工资增速较低。

二、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较为明显

2022年，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单位中，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

前三位的行业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工资水平排在后三位的行业略有不同，在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为住宿和餐饮业，

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私营单位中为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与 2021年相比，2022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与后三

位的行业保持不变。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水平行业高低倍差达到 4.08，城镇私营单位工资水

平行业高低倍差为 2.91。

三、个人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应理性看待

由于所处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类型不同，单位之间的工资水平有时会存在较大差

异；在同一单位内部，由于就业人员所处岗位不同，工资水平也会存在一定差异。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变化也受多重因素影响，既有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大

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有单位改制、用工结构变化等内部因素。

[ 1]
城镇单位指：城镇地域内从业人员在 5 人及以上的法人单位，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

[ 2]
就业人员工资指：单位就业人员领取的由本单位发放的全部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类津补贴，以及单位从个人工资

中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及住房公积金等。
[ 3]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解读 2022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GDP）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活动的最终成果。分为现价和不变价。

现价（当年价格） 报告期当年的市场价格。现价计算的增长速度即名义增长速度，价

值量变动由实物量变化和价格变化共同引起。

不变价（固定价格） 用某一时期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价格来计算各个时期的

产品价值。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速度即实际增长速度，价值量变动只由实物量变化引起，消除

各时期价格变化的影响，保证前后时期指标之间可比性。不变价核算每五年更换一次基期。

2023年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以 2020年为基期年份。

居民可支配收入 是居民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使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

和。按照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常住人口数后得到的平均数。

“四上”企业 是现阶段我国统计工作实践中对达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的

一种习惯称谓。分行业及确定以上法人单位的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在报告期内

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包括三部分：生产

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工业总产值不含增值

税。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以货币形

式表现的当期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即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实际操作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各调查单位上报的工业总产值乘

上增加值率得到。

固定资产投资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价值量以及与

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通常用本年完成投资来表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实际完成的建

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

建安投资 通俗理解为一个工程在建造过程中通过“兴工动料”发生的投资，是反应实体

工程量的指标。具体包括建筑工程投资和安装工程投资两方面。建筑工程投资 指各种房屋、

建筑物的建造工程。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的部分。安装工程

投资 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

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具体构成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