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2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一、工业生产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119.89 亿元，同比增长 20.3%，增加值同比增长 20.2%。

26 个大类行业中，有 13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50%。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两

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79.31 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6.2%。17 家产值过

亿元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86.9 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72.5%，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

长 26.4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3.85 亿元，同比增长 12.1%；利润亏损 0.36 亿元，同比

下降 167.2%。工业用电 13.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1%。

二、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90.3%，第二产

业投资下降 24.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9.4%。61 个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下降 12.6%，房

地产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22.0%，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9.4%。

三、消费市场

全县完成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8 亿元，同比下降 4.3%。分行业看，限额以上

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8.8%；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同比下降 6.5%；限额以上住宿业营

业额同比增长 4.4%；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6.3%。

四、财税收入

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3 亿元，同比增长 6.4%。其中，税收收入 3.47 亿元，同

比下降 12.8%，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78.2%。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5.35 亿元，同比下降 25.3%。其中，增值税下降 41.6%，消费税增长

242.9%，企业所得税下降 32.9%，个人所得税增长 316.6%。

五、金融市场

2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743.94 亿元，比年初增加 61.98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574.36

亿元，比年初增加 36.60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77.38 亿元，比年初增加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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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第一产业 — — — —
第二产业 — — — —
第三产业 — —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0.2 11.3 5.4
固定资产投资 — 4.3 5.9 6.3
#商品房销售面积 — -9.4 -2.0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8 -4.3 -3.4 —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14.7 34.4 9.6 2.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 6.4 -9.5 —
税务部门收入 5.3 -25.3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43.9 11.8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77.4 12.3 — 12.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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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477 43.1 1198853 20.3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20.2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40799 19.6 74725 6.2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 — 137685 35.1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97.2 -0.1 93.7 -3.4

㈥工业经济效益

营业收入（万元） — — 1138477 12.1

利税合计（万元） — — 20017 48.7

其中：利润（万元） — — -3550 -167.2

税金（万元） — — 23567 188.2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25633 7.0

应收账款（万元） — — 956269 27.7

产成品（万元） — — 508668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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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 -15.9 -107 -116.8
农副食品加工业 325020 7.2 8272 96.3
食品制造业 22026 123.3 322 1092.6
纺织业 26694 -47.2 -309 -150.3
纺织服装、服饰业 674 51.7 -2 -103.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746 -17.0 107 -40.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965 -29.5 15 -74.6
家具制造业 7588 -49.4 161 -71.4
造纸和纸制品业 11383 -5.0 -1260 -328.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8181 9.5 1060 60.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1277 -6.5 450 183.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7341 -3.3 8177 29.6
医药制造业 10655 -26.9 1131 -6.5
化学纤维制造业 4866 31.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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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8 -38.2 -334 -107.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730 5.4 -129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68099 81.4 -4073 --

金属制品业 16143 0.5 1023 --

通用设备制造业 2228 -36.5 788 2287.9

专用设备制造业 912 178.4 -70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5769 -14.2 -159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70 15.3 -53 -141.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66 -81.5 -27 -280.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3152 8.7 4069 -59.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0714 21.2 764 -53.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02 22.5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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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90.3
第二产业 -24.8
第三产业 29.4

2.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61
本年完成投资 -12.6

3.房地产项目

本年完成投资 22.0
商品房销售面积 -9.4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亿元） 增速（%）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8 -4.3
按行业销售额分

批发业 32.9 18.8
零售业 2.5 -6.5
住宿业 0.1 4.4
餐饮业 0.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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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9 44335 6.4
（1）税收收入 14305 34678 -12.8

其中：增值税 6165 15833 -27.5
企业所得税 785 2935 -32.9
个人所得税 240 2176 316.2
城建税 507 1195 -32.8
房产税 28 901 0.4

（2）非税收入 4584 9656 410.4
其中：专项收入 490 1160 -34.3

行政性收费 3114 3116 15477.5
2．财政总支出（万元） -- 108936 6.3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13168 14.9

教育支出 -- 25494 30.2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 37135 114.5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万元） 增速（%）

合 计 53469 -25.3
增值税 26155 -41.6
消费税 39 242.9
企业所得税 7338 -32.9
个人所得税 5441 316.6
资源税 697 114.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44 -14.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95 -32.8
印花税 1108 84.5
土地增值税 2282 -11.8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901 0.4
车船税 996 6.8
车辆购置税 762 -47.9
耕地占用税 747 -58.6
契税 3972 128.8
其他非税收入 112268 6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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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9414 242687 619795
1．住户存款 5743630 39982 365950
（1）活期 1047573 -44548 -43931
（2）定期及其他 4696058 84529 409881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290304 190532 218303
（1）活期存款 491059 83122 36078
（2）定期及其他存款 799245 107410 182225
3. 广义政府存款 404710 12285 35635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773850 155528 241459
1．住户贷款 2108577 26963 50616
（1）短期贷款 931627 28624 57299
其中：消费贷款 244710 8587 19616

经营贷款 686917 20037 37683
（2）中长期贷款 1176950 -1661 -6683
其中：消费贷款 1130328 -988 -5743

经营贷款 46622 -673 -940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665273 128565 190843
（1）短期贷款 1137748 76193 97488
（2）中长期贷款 1036537 24861 78775
（3）票据融资 490988 27512 14580

三、固定资产贷款（万元） 36709 -187 709



2023 年 1-2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稳经济政策的效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整体呈

现企稳回升的态势。

一、生产需求回升向好

从生产来看，工业和服务业双双回升。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

相比上年 12 月回升了 1.1 个百分点。从两年平均增速
1
来看，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两年平均增长了 4.9%，回升幅度较大。

从服务业来看，1-2 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5%，去年 12 月份是下降的，实现

了由降转增。从服务业分行业指数来看，8 个分项指数中有 7 个回升，说明服务业整体改善

比较明显。

从需求来看，消费和投资都在改善。从消费来看，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3.5%，实现了由降转增。限额以上 18 类商品零售额中有 12 类回升。具体来看，消费有

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接触型消费、服务消费回升比较明显。二是商品零售多数改善。三是实

体店零售明显改善。从投资来看，1-2 月份投资同比增长 5.5%，比去年全年增速加快 0.4

个百分点。从房地产市场来看，今年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随着经济转暖，房地产市场出现

了一些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销售降幅明显收窄。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 3.6%，

降幅比去年全年大幅收窄；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0.1%，也明显收窄。与此同时，房地产企业

到位资金、开工、投资方面也在改善。1-2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5.7%，去年全年为下

降 10%。总的看，目前房地产市场还处在调整阶段，后期随着经济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

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企稳。

二、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从就业看，1-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6%，保持基本稳定。从月度看，1 月

份是 5.5%，2 月份是 5.6%，2 月份略有上升，主要是由于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未来，就业保

持总体稳定有非常好的条件和基础：一是经济运行有望整体好转。国内需求有望逐步扩大，

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二是服务业恢复对就业带动大。1-2 月份的数据显示，服务业恢复加



快，特别是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服务业就业容量比较大，服务业逐步恢复也有利于稳定和

扩大就业。三是今年扩大就业政策力度会加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新增就业

1200 万，比去年增加，稳就业政策力度也在提升。四是近年在推动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今年随着整体经济的好转，创业创新加快，新的就业形态也会持续增加，为就业稳定

提供新的支撑。

从价格看，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保持温和上涨，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相

比明显较低，中国价格稳定和国际高通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价格变化主要由于春节错月的

影响。从价格走势来看，随着国内需求的逐步改善，对相关价格的拉动可能会有所增强。从

国际因素来看，国际输入性因素比去年有所降低，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处高位，还会对

国内有一定的输入性影响。尽管有这样一些压力，但是全年保持价格总体稳定还是有很好的

条件，主要表现在：一是粮食生产保持稳定。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八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

以上，库存比较充裕。目前猪肉产能处于合理水平，不具备大幅上涨条件。二是能源供应有

保障。去年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比较大，我们主体能源是煤炭，去年有效释放煤炭先进产能，

稳定了能源价格。近些年，石油、天然气增产比较明显，我国能源自给率在 80%以上，这些

都有利于稳定能源价格。三是工业消费品、服务供给比较充裕。总的看，在保供稳价各项政

策措施的作用下，能够实现全年 3%左右的预期目标。

三、经济循环逐步改善

去年由于疫情等多方面超预期因素冲击，经济运行循环不畅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年以来

出现明显改善。从生产端来看，规模以上工业 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28 个行业增速回升。从消

费端来看，18 类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有 12 类增速回升。从交通运输指标来看，前 2

个月货运量由去年 12 月份的下降转为增长，铁路、航空客运量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四、市场主体活力趋于增强

市场主体发展预期改善，从制造业 PMI 来看，2 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到 52.6%，达到了

近年来较高水平。同时，服务业 PMI 也达到了 55.6%，达到了近期高点。

小微企业生产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当中，1-2 月份小微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快

于大型企业。2 月份制造业 PMI 中，小型企业制造业 PMI 已经回升到临界点以上，去年很长



时间处于临界点以下。

五、总结

总的看，1-2 月份经济运行整体上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当然也要看到，今年经济发展还

面临不少困难，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增长趋于放缓，主要经济体通胀问题比较突出，

地缘政治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从国内来看，目前经济仍然处在初步恢复阶段，一些

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稳定经济运行、促进经济整体好转还需付出艰苦努力。

下阶段，需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政府工作

报告》部署，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