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4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1、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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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 亿元，同

比增长 1.8%。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33.41 亿元，同比下降 6.7%；实现利润 0.81 亿元，

同比下降 83.8%。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8%。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21.7%，第二产业

投资下降 41.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0.7%。房地产投资下降 0.5%。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

增长 4.2%。 

3、消费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4亿元，同比增长下降 19%。其中，城镇和乡村分

别下降 19.1%和 19.0%。从行业看，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分别下降 18.9%、

18.8%、19.0%、19.0%。 

4、税务部门收入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9.9 亿元，同比下降 1.7%。其中，增值税增长 6.2%，消费税下

降 34.5%，企业所得税增长 8.7%，个人所得税下降 6.5%。 

5、金融市场 

4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 537.02 亿元，比年初增加 48.15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321.58亿元，比年初增加 26.5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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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31 2.3 1283955 1.8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0.6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15389 -29.7 72399 -13.3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58235 -10.2 223481 -0.3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105.9 6.9 105.1 6.6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1334054  -6.7  

     利税合计（万元） -- -- 26478  -63.4  

       其中：利润（万元） -- -- 8083  -83.8  

             税金（万元） -- -- 18395 -18.3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11981 116 

   应收账款（万元） -- -- 492163 13.2 

   产成品（万元） -- -- 258169 114.0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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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049  26.0  7860  40.6  

食品制造业 18567  6.3  -112  83.8  

纺织业 56019  -23.5  214  -11.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6230  -42.7  576  -69.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2629  -3.9  1720  -13.1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4682  -34.3  315  -92.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5050  29.2  7136  99.4  

医药制造业  8678  -19.4  1318  200.6  

化学纤维制造业 8587  -34.3  -448  -154.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9969  -7.2  887  -41.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33650  1.0  10258  -75.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098  -46.0  290  -78.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0198  0.1  -3332  -152.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374  1472.3  105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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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21.7 

第二产业 -41.1 

第三产业 0.7 

2.500万元以上项目（个） 22 

新开工 500-5000 万元项目（个） 15 

        新开工 5000 万元以上项目（个） 7 

房地产完成投资 -0.5 

房地产销售面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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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09 -19.2 284365 -19.0 

1.按销售地区分       

城镇 86119 -19.1 213169 -19.1 

#城区 60883 -18.9 150666 -18.9 

乡村 28790 -19.1 71196 -19.0 

 2．按行业分     

      批发业 42225 -18.9 82862 -18.9 

零售业 58572 -19.0 167544 -18.8 

      住宿业 3123 -19.0 7163 -19.0 

      餐饮业 10989 -18.9 26796 -19.0 

 



 

 

财政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 

完成 

累计 

完成 

增长 

（%） 

 1.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 -- -- 

  （1）税收收入 -- -- -- 

其中：增值税（50%部分） -- -- -- 

       营业税 -- -- -- 

       企业所得税 -- -- -- 

       个人所得税 -- -- -- 

城建税 -- -- -- 

       耕地占用税 -- -- -- 

  （2）非税收入 -- -- -- 

     其中：行政性收费 -- -- -- 

           专项收入 -- -- -- 

2．财政总支出（万元） -- -- --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 -- 

       教育支出 -- -- --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 -- --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长 

（%） 

合   计  99384 -1.7 

增值税 56018 6.2 

消费税 21.51 -11.3 

营业税 0.0 0.0 

企业所得税 19918 8.7 

个人所得税 1257 -6.5 

资源税 1149 -34.6 

城市维护建设税 2552 -11.2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1253 3.3 

印花税 832 7.8 

城镇土地使用税 3141 -7.5 

土地增值税 5118 20.0 

车船税 1079 -81.8 

车辆购置税 2533 -7.9 

耕地占用税 229 -75.0 

契税 3532 -8.8 

其他非税收入 299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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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237 -90700 481528 

      1．住户存款 3916215 -47843 336906 

             （1）活期 868112 -65330 36536 

             （2）定期及其他 3048102 17488 300369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891474 -80102 162170 

         （1）活期存款 529394 -67147 -8164 

         （2）定期及其他存款  362079 -12955 170335 

      3. 广义政府存款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3215831 75835 265762 

       1．住户贷款 1377727 20667 109224 

       （1）短期贷款  423392 9279 32931 

           其中：消费贷款 85411 1185 8164 

经营贷款 337980 8094 24767 

（2）中长期贷款 954335 113881 76293 

           其中：消费贷款 912257 12505 78173 

经营贷款 42077 -1117 -1880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1838103 55167 156538 

        （1）短期贷款 699540 18771 91068 

（2）中长期贷款 843066 5791 30960 

（3）票据融资 295497 30604 34509 

三．固定资产贷款 25221 -171 865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一） 

镇街名称 
工业总产值 产品销售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1283955  1.8  1334054  -6.7  

十字路街道 126739  16.0  141728  41.0  

大店镇 44230  6.9  43364  12.6  

板泉镇 76312  -24.0  77528  -16.0  

文疃镇 1845  -11.5  1845  -11.5  

坊前镇 17438  -35.8  16904  -38.6  

洙边镇 10159  -59.3  10536  -57.1  

筵宾镇 4834  92.1  4381  77.1  

岭泉镇 15719  5.6  17348  15.2  

石莲子镇 10776  5.2  8487  -2.0  

涝坡镇 4959  -17.2  4551  -22.0  

道口镇 24813  3.2  24168  -21.5  

相沟镇 21559  81.5  19983  73.5  

注：含原经济开发区和临港产业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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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3  -83.8  26478  -63.4  

十字路街道 136  -91.4  938  -62.7  

大店镇 281  45.1  651  24.5  

板泉镇 566  -53.4  1621  -56.3  

文疃镇 853  -27.9  879  -26.0  

坊前镇 15  -98.4  261  -85.1  

洙边镇 539  104.6  727  29.6  

筵宾镇 20  -78.4  87  -33.8  

岭泉镇 175  236.6  272  2.5  

石莲子镇 -304  -886.8  -281  -254.9  

涝坡镇 444  97.3  466  -9.5  

道口镇 -337  -166.8  -211  -162.9  

相沟镇 287  258.4  322  120.0  

注：含原经济开发区和临港产业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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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2 

十字路街道 -7.7  5 

大店镇 -2.3  3 

板泉镇 -43.9  2 

文疃镇 --  1 

坊前镇 43.2 0 

洙边镇 --  0 

筵宾镇 -71.6  1 

岭泉镇 --  3 

石莲子镇 -84.5  2 

涝坡镇 -100.0  0 

道口镇 -13.9  0 

相沟镇 -47.0  2 

注：含原经济开发区和临港产业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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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378807 -11.5 

十字路街道 41 25718 -43.7 

大店镇 5 702 -42.6 

板泉镇 19 8115 -2.8 

文疃镇 18 2884 -0.3 

坊前镇 2 4769 -9.4 

洙边镇 2 1759 -10.5 

筵宾镇 4 238 -13.8 

岭泉镇 3 572 -9.8 

石莲子镇 4 457 -6.2 

涝坡镇 9 363 -32.8 

道口镇 3 561 27.2 

相沟镇 4 1724 -17.1 

    注：含原经济开发区和临港产业园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五） 

镇街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财政支出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 -- -- -- 

十字路街道 -- -- -- -- 

大店镇 -- -- -- -- 

板泉镇 -- -- -- -- 

文疃镇 -- -- -- -- 

坊前镇 -- -- -- -- 

洙边镇 -- -- -- -- 

筵宾镇 -- -- -- -- 

岭泉镇 -- -- -- -- 

石莲子镇 -- -- -- -- 

涝坡镇 -- -- -- -- 

道口镇 -- -- -- -- 

相沟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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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84 -1.7 

十字路街道 25281 -19 

大店镇 2111 -7 

板泉镇 5605 126 

文疃镇 167 -74 

坊前镇 4359 11 

洙边镇 1093 -7 

筵宾镇 427 4 

岭泉镇  959 -8 

石莲子镇 460 0 

涝坡镇 1281 -15 

道口镇 379 -60 

相沟镇 32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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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兰  山 -- -9.6  

罗  庄 -- -10.7  

河  东 -- 2.7  

沂  南 -- 1.1  

郯  城 -- 3.5  

沂  水 -- 3.2  

兰  陵 -- 5.9  

费  县 -- -5.6  

平  邑 -- 0.9  

莒  南 -- 0.6  

蒙  阴 -- 2.9  

临  沭 -- -1.4  

高新区 -- 2.1  

开发区 -- 10.4  

临港区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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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1.4 -24.4  

兰  山 -12 -30.8 -38.7 

罗  庄 25.8 1.7 7.2 

河  东 0.7 157.8 56.2 

沂  南 7.6 0 -12.8 

郯  城 -15.1 -23.8 -55 

沂  水 -4.1 -18.8 -5.1 

兰  陵 4.5 -22.3 24 

费  县 1.1 11.1 248.7 

平  邑 -4 -41.3 -69.4 

莒  南 -38 -78.5 -85.7 

蒙  阴 2.9 90.7 233.9 

临  沭 5.1 5.4 7.2 

高新区 -3.8 -35.3 -51.9 

开发区 4.9 -1.1 1.9 

临港区 8.3 54.4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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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8 -15.8 237.6 8.7 

兰  山 186.2 -18 28.9 -18.1 

罗  庄 75 -19.7 7.6 -18 

河  东 54.7 -19.8 8.9 -4.8 

沂  南 26.3 -18.2 4.6 7.4 

郯  城 41.1 -12.5 5.1 4.8 

沂  水 59.4 -13.7 29.1 29 

兰  陵 31.9 -12.3 3.1 34.6 

费  县 54.4 -16 21.5 127.6 

平  邑 50.8 -15.2 2.3 -11.5 

莒  南 28.4 -19 19 5.5 

蒙  阴 22.8 -14 4.8 -12.7 

临  沭 24.6 -20.1 13.8 10.7 

高新区 14.2 -18.7 7.4 3.4 

开发区 12.7 -18.5 20.7 5.2 

临港区 11.3 -19.5 1.9 -21.1 

 

 

 

 

 

 

 

 

 

 

 

 

 

 

 

 

 

 

 

 



 

 

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降一升 

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荣枯线以上，其中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为 50.8%，比上月回落 1.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2%，比上

月上升 0.9个百分点。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 

   一是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生产指数为 53.7%，低于上月 0.4 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活动

继续保持复苏势头。从劳动力需求看，从业人员指数为 50.2%，企业用工量连续两个月增加。

截至 4月 25日，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已复工企业中，77.3%的企业复产率达到正常水平

的八成以上，高于上月 9.4个百分点。 

  二是大中小型企业均保持复苏态势。大、中型企业 PMI分别为 51.1%和 50.2%，比上月回

落 1.5 和 1.3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 为 51.0%，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从生产活动

看，大、中、小型企业生产指数分别为 54.1%、53.3%和 53.4%，生产均继续回升。 

  三是需求恢复弱于生产。新订单指数为 50.2%，比上月回落 1.8个百分点，低于生产指数。

在调查的 21个行业中，纺织、纺织服装服饰、化学原料制品等 15个行业新订单指数低于生

产指数，行业需求复苏滞后于生产。调查结果显示，反映订单不足的企业占比高达 57.7%，

部分企业反映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面临困难，订单回补尚需时日。 

  四是进出口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外疫情加速扩散，全球经济活动剧烈收缩，我国外贸面

临较大挑战。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33.5%和 43.9%，比上月下降 12.9和 4.5个

百分点。部分制造业企业反映新签订的出口订单锐减，甚至已开工生产的订单被取消。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上月 

  4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2%，高于上月 0.9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和服务业

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一是建筑业活动加快恢复。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9.7%，较上月上升 4.6 个百分点，

在复苏传统基建、加快新基建等政策推动下，建筑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 

二是服务业稳步复苏。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1%，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在促

进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公共消费等政策推动下，服务业多数行业

业务活动稳步恢复。 

虽然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但部分行业复工复产仍然比较滞后。住宿、

文化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 45.0%以下，

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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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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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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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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