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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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企业）完成总产值 388.8 亿元，同

比增长 7.4%,增加值增长 6.2%。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90.61 亿元，同比增长 3.5%；实现

利润 6.05 亿元，同比下降 51.0%。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0.8%。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2.1%，第二产业

投资增长 1.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0.8%。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31.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5%。

3、消费市场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1 亿元，同比增长下降 14.7%。其中，城镇和乡村

分别下降 14.8%和 14.7%。从行业看，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分别下降 14.5%、

14.7%、14.6%、14.5%。

4、税收收入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18.8 亿元，同比增长 5.9%。其中，增值税增长 17.1%，消费税

下降 29.4%，企业所得税增长 16.3%，个人所得税下降 14.7%。

5、金融市场

8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 548.74 亿元，比年初增加 59.87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338.61 亿元，比年初增加 43.61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当月
增长

（%）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㈠工业总产值（万元） 549020 4.7 3887997 7.4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6.2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22313 0.8 173165 -3.7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70208 -30.0 536519 -7.5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97.1 -1.8 98.3 0.0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3906096 3.5

利税合计（万元） -- -- 116213 -33.2

其中：利润（万元） -- -- 60477 -51.0

税金（万元） -- -- 55736 10.5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32132 9.3

应收账款（万元） -- -- 566109 21.8

产成品（万元） -- -- 27198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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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幅

（%）

总量

（万元）

增幅

（%）

农副食品加工业 879456 32.1 18438 93.9

食品制造业 49939 4.7 1802 --

纺织业 137701 -10.5 1227 115.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3013 -40.0 108 -4.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157 -16.7 1963 -30.8

家具制造业 19489 56.6 396 73.4

造纸和纸制品业 70932 -15.5 6542 22.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399 22.6 376 20.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74532 -19.7 954 -51.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9225 35.8 -202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3793 16.9 18561 71.4

医药制造业 35112 11.9 4470 254.0

化学纤维制造业 18371 -30.2 -791 -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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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幅

（%）

总量

（万元）

增幅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3886 -42.0 -2034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4233 -5.4 2691 16.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398467 4.0 51668 -56.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2561 7.2 842 -70.5

金属制品业 23483 -10.6 686 -53.9

通用设备制造业 58591 101.6 1866 49.2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38 -6.0 153 -71.9

汽车制造业 3534 73.4 327 200.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7366 -36.7 962 -60.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431 0.7 195 183.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22007 5.8 1251 -89.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95497 178.1 4347 71.3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288 17.4 -581 --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增长

（%）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0.2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2.1

第三产业 1.1

2.500 万元以上项目（个） 0.8

新开工 500-5000 万元项目（个） 54

新开工 5000 万元以上项目（个） 37

房地产销售面积 17



消费市场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
增长

（%）
本月止累计

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5013 -14.4 601469 -14.7

1.按销售地区分

城镇 41230 -14.5 450827 -14.8

#城区 29148 -14.4 318679 -14.6

乡村 13783 -14.6 150642 -14.7

2．按行业分

批发业 20216 -14.5 199390 -14.5

零售业 28042 -14.6 329180 -14.7

住宿业 1495 -14.6 15782 -14.6

餐饮业 5260 -14.4 57117 -14.5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长

（%）

合 计 187768 5.9

增值税 107904 17.1

消费税 33 -29.4

营业税 -0.08 --

企业所得税 32926 16.3

个人所得税 2802 -14.7

资源税 1455 -62.3

城市维护建设税 5162 4.5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2058 9.0

印花税 1615 11.8

城镇土地使用税 5206 4.2

土地增值税 10571 13.9

车船税 1872 -75.6

车辆购置税 5916 -1.0

耕地占用税 500 -75.2

契税 8593 -15.8

其他非税收入 5839 7.4



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

指标名称
月末

余额
比上月末增减

比年初

增减数

一、.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5487396 58618 598687
1．住户存款 4034348 22899 455040

（1）活期 908160 1861 76584
（2）定期及其他 3126188 21038 378455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870232 23784 140928
（1）活期存款 590844 97652 53285

（2）定期及其他存款 279388 -73868 87644
3. 广义政府存款 581953 11946 2439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3386135 47111 436067
1．住户贷款 1542291 29694 273788

（1）短期贷款 524368 17181 133907
其中：消费贷款 122640 4511 45392

经营贷款 401729 12670 88515
（2）中长期贷款 1017923 12513 139880

其中：消费贷款 975438 11888 141354
经营贷款 42484 625 -1473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1843844 17418 162279
（1）短期贷款 705578 -3777 97106

（2）中长期贷款 867294 47201 55188
（3）票据融资 270973 -26006 9985

三．固定资产贷款 27302 834 2946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一）

镇街名称
工业总产值 营业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3887997 7.4 3906096 3.5

十字路街道 241665 9.0 288232 35.4
大店镇 98131 7.3 95279 2.1

板泉镇 184875 -5.0 181214 0.5
文疃镇 3078 -8.5 3078 -8.5

坊前镇 40921 -13.0 41871 -9.7
洙边镇 24146 -35.6 23225 -36.6

筵宾镇 11608 12.3 10854 7.4
岭泉镇 45398 69.7 43370 69.7

石莲子镇 20176 -3.5 18813 -2.5
涝坡镇 9859 -13.2 9371 -16.6

道口镇 57955 -7.8 57931 -6.9
相沟镇 44844 43.0 43701 46.4

注：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二）

镇街名称

工业利润总额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60477 -51.0 116213 -33.2

十字路街道 2318 7.7 4357 12.2

大店镇 815 -12.1 1592 2.3

板泉镇 1360 127.1 4101 4.5

文疃镇 1000 -35.3 1048 -32.5

坊前镇 458 -- 963 160.8

洙边镇 1199 756.6 1532 341.5

筵宾镇 30 -53.6 122 -16.0

岭泉镇 855 479.1 1093 66.9

石莲子镇 -678 -985.6 -640 -263.8

涝坡镇 402 -- 433 --

道口镇 -157 -- 420 45.8

相沟镇 831 799.2 910 347.1

注：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利润、利税增速画“--”的，同期数据为零或负。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三）

镇街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新开工 500 万元以上项目（个）

全县合计 -0.8 70

十字路街道 0.4 1
大店镇 32.6 2

板泉镇 24.7 3
文疃镇 8.7 10

坊前镇 -4.1 8
洙边镇 31.9 3

筵宾镇 -11.5 10
岭泉镇 21.1 6

石莲子镇 -10.7 8
涝坡镇 -8.1 10

道口镇 25.1 7
相沟镇 19.7 5

注：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四）

镇街名称
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个数

（个）

限上单位

销售额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102 946281 10.2

十字路街道 30 57311 -10.7

大店镇 2 1800 -30.4

板泉镇 11 20440 9.9

文疃镇 10 5776 3.0

坊前镇 2 8093 -14.1

洙边镇 2 3830 -11.8

筵宾镇 4 675 7.7

岭泉镇 3 1441 3.0

石莲子镇 2 934 9.6

涝坡镇 9 902 -16.0

道口镇 2 1065 31.3

相沟镇 4 3187 -19.0

注：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六）

镇街名称

税收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187768 5.9

十字路街道 51023 -8.1

大店镇 3676 -3.1

板泉镇 10503 109.9

文疃镇 632 -36.7

坊前镇 8057 9.3

洙边镇 2096 11.3

筵宾镇 694 -16.3

岭泉镇 1606 -10.3

石莲子镇 824 -24.2

涝坡镇 1882 -18.9

道口镇 1013 -39.6

相沟镇 557 -46.1
注：含原经济开发区和临港产业园数据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一）

县区名称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 5.3

兰 山 -- -2.3
罗 庄 -- -12.7

河 东 -- 9.6
沂 南 -- 0.3

郯 城 -- 9.8
沂 水 -- 9.1

兰 陵 -- 10.1
费 县 -- 7.4

平 邑 -- 7.6
莒 南 -- 6.2

蒙 阴 -- 9.2
临 沭 -- 1.8

高新区 -- 9.4
开发区 -- 11.3

临港区 -- 7.2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区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
工业投资

（%）
技改投资
（%）

全 市 3.1 11.5 25.1
兰 山 3.3 20 50.4

罗 庄 15.5 -2.8 18.8
河 东 11.9 86.4 62

沂 南 12.1 34.2 46.3
郯 城 9.9 9.5 91

沂 水 13.6 37.8 114.8
兰 陵 9.6 77.3 59.8

费 县 7.5 20.8 125.2
平 邑 14.1 9 8.7

莒 南 -0.8 53.9 32.6
蒙 阴 11.1 66.5 334.5

临 沭 12.4 41 46.1
高新区 7.7 -4.3 -2

开发区 -43.5 -66.9 -65.9
临港区 19.4 72.4 21.3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区名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1539.2 -7.3 626.3 27.6

兰 山 478.8 -8.4 73.9 1.7
罗 庄 164.4 -7.2 25 32.2

河 东 161.6 -9 24.6 21.5
沂 南 44.7 -6.4 10.2 5.2

郯 城 73.9 -5.5 19.3 81.7
沂 水 106.5 -5.8 66.6 20.8

兰 陵 76.3 -3.3 17.7 251.1
费 县 95 -6.8 58.3 126.2

平 邑 117.8 -4.6 17.3 208.9
莒 南 60.1 -14.7 47.1 30.9

蒙 阴 37.8 -6.2 10.2 -14.2
临 沭 41.3 -13.5 28.7 6.3

高新区 41.2 -11.2 22.9 52.5
开发区 39.9 -19 56.8 75.9

临港区 15.5 -15.2 9 38.8

2020 年 8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一、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0%，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表明制

造业总体平稳运行。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2.0%，与上月持平；中型企业 PMI 为 51.6%，比上月

上升 0.4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7.7%，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

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 53.5%，虽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但仍位于临界点以上，反映制造业生

产量与上月相比有所增长。新订单指数为 52.0%，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回

升，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持续恢复。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7.3%，比上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减少。从业人员指数为 49.4%，比上月略升 0.1 个百分点，

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基本稳定。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4%，与上月持平，高于临

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仍在加快。

二、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8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2%，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连续 6 个月位于

临界点以上。

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2%，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 54.3%，比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电信广

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60.0%以上，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



务活动指数位于临界点以下。

三、中国综合 PMI 产出指数运行情况

8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5%，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继续恢复向好。

宏观经济政策及指标定义

1、四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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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通俗称谓。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和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确定以上法人单位的标准为：

（1）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2）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3）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

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4）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

位。

（5）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6）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

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

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2、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指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并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

用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包括三个大类，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特点是供

需量大、价格波动大。

3、CPI、PPI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CPI 即消费者物价指数(英文缩写为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

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PPI 又称作生产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主要的目的在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的生产

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形。

一般而言，商品的生产分为三个阶段：一、 完成阶段：商品至此不再做任何加工手续；

二、 中间阶段：商品尚需作进一步的加工；三、 原始阶段：商品尚未做任何的加工。 PPI

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

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PPI 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从生产者角度反映市场价格变化。 如果 PPI 升高了，说

明企业生产成本高了。

https://www.baidu.com/s?wd=%E6%B6%88%E8%B4%B9%E8%80%85%E7%89%A9%E4%BB%B7%E6%8C%87%E6%95%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vcsm1RvnjF9nHn3mW-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dPHc4n1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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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主要从消费者角度反映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如果 CPI 升高了，

说明居民买同样东西所支付的货币多了。

主要区别：PPI 反应的是企业所购买的“生产原料”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而 CPI 是反映

居民所购买“消费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主要联系：PPI 反映的是上游产品的价格，如果 PPI 上涨，那么企业会想方设法将上升

的成本转嫁到消费品上，从而导致 CPI 的上涨。但是也不一定，如果是买方市场，则成本不

易转嫁，企业只有牺牲利润。或者国家对消费品价格进行管制，比如汽油等。则 PPI 的上涨

不能传导至 CPI。

4、PMI

PMI 既为采购经理指数，PMI 指数 50 为荣枯分水线。当 PMI 大于 50 时，说明经济在发

展，当 PMI 小于 50 时，说明经济在衰退。PMI 是一套月度发布的、综合性的经济监测指标

体系，分为制造业 PMI、服务业 PMI，也有一些国家建立了建筑业 PMI。全球已有 20 多个国

家建立了 PMI 体系，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已经建立。PMI 是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

汇总出来的指数，反映了经济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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