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6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多项政策，着力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呈持续向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实现生产总值 123.30

亿元，同比增长 3.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8.31 亿元，同比增长 5.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51.92

亿元，同比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53.07 亿元，同比增长 1.5%。

1、工业生产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319.49 亿元，同比增长 19.6%，增加值同比增长 9.2%。25 个大类行业

中，有 21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84%。其中，冶金、农副食品加工业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180.27 亿元，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长 9.8 个百分点。44 家产值过亿元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261.17 亿元，同

比增长 22.7%，拉动全县产值增长 18.1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319.59 亿元，同比增长 21.2%；实现利润

5.22 亿元，同比增长 6.7%。工业用电 37.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7%。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74.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4.9%，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3.8%。92 个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19.6%，其中，新开工项目 52 个；26 个房地产

项目投资下降 8.5%，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2.7%。建安工程投资增长 31.1%。

3、消费市场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7 亿元，同比下降 1.3%。分行业看，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住宿业

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22.4%、12.4%，分别比 1-5 月份提高 3.4 个、10.8 个百分点；零售业销售额、餐饮业

营业额分别同比下降 19.2%、11.1%，降幅分别比 1-5 月份收窄 4.9 个、2.2 个百分点。

4、财税收入

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08 亿元，同比下降 8.8%。其中税收收入 8.63 亿元，同比下降 14.5%，

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77.9%。在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下降 25.1%，企业所得税下降 31.0%，个人所得税增

长 22.0%。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15.12 亿元，同比下降 20.2%。其中，增值税下降 25.6%，消费税下降 21.1%，企业

所得税下降 31.0%，个人所得税增长 29.3%。

5、金融市场

6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76.31 亿元，比年初增加 65.78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521.34 亿元，比

年初增加 48.25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42.06 亿元，比年初增加 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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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30 3.8 3.7 3.6

第一产业 18 .31 5.8 5.4 5.3

第二产业 51 .92 5.8 4.9 3.4

第三产业 53 .07 1.5 2.6 3.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9.2 9.1 4.8

固定资产投资 -- 9.7 9.8 7.5

#房地产投资 -- -8 .5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 .7 -1 .3 0.2 -0 .3

工业用电（亿千瓦时） 39 .5 -1 .2 5.3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 .08 -8 .8 16 .4 6.3

税务部门收入 15 .12 -20 .2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676 .31 10 .6 9.9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42 .06 11 .2 11 .5 12 .3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4693 4.8 4.9 4.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773 4.2 4.3 3.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061 6.2 5.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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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㈠工业总产值（万元） 562865 5.9 3194915 19 .6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9.2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9854 27 .3 221173 19 .7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1079 -5.3 375362 2.8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100 .3 5.3 97 .3 -2 .1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3195870 21 .2

利税合计（万元） -- -- 98399 24 .8

其中：利润（万元） -- -- 52200 6.7

税金（万元） -- -- 46199 54 .3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19927 17 .4

应收账款（万元） -- -- 793760 35 .8

产成品（万元） -- -- 461669 7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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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 1541 .0 2530 8333 .0

农副食品加工业 929302 23 .9 19151 -9 .5

食品制造业 43827 68 .5 761 1957 .0

纺织业 135550 7.0 1724 12 .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4387 23 .8 265 34 .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380 -22 .1 208 -1 .9

家具制造业 38428 9.8 1053 -20.9

造纸和纸制品业 37159 9.3 1705 -7 .7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5923 28 .5 3181 27 .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99532 -4 .9 773 -68.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825744 33 .7 22867 32 .5

医药制造业 42044 37 .8 4900 22 .5

化学纤维制造业 14442 -6 .1 -469 -16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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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66 54 .0 12203 447 .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9695 8.5 2784 7.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73431 10 .5 2765 -87.6

金属制品业 48900 36 .8 572 -21.9

通用设备制造业 12619 20 .6 1002 -2 .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890 52 .7 60 146 .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4508 0.8 640 -14.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181 66 .2 432 575 .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343 4.5 13 62 .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49773 21 .7 12985 328 .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31131 46 .7 6205 252 .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00 -13 .8 94 3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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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74.9

第二产业 64 .9

第三产业 -3 .8

2.500 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92

其中：新开工项目（个） 52

完成投资 19 .6

3.房地产

项目（个） 26

完成投资 -8 .5

商品房销售面积 -22.7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亿元）

增速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 .7 -1 .3

按行业销售额分

批发业 98 .2 22 .4

零售业 7.9 -19.2

住宿业 0.3 12 .4

餐饮业 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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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4 110840 -8 .8

（1）税收收入 12202 86328 -14.5

其中： 增值税 2709 37331 -25.1

企业所得税 1079 11630 -31.0

个人所得税 554 1366 22 .0

城建税 472 3945 5.3

房产税 18 1674 0.4

（2）非税收入 8712 24512 19 .1

其中：行政性收费 3228 5756 129 .0

专项收入 469 3923 3.5

2．财政总支出（万元） -- 296467 4.4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24694 55 .7

教育支出 -- 69976 10 .4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 71910 -7 .7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万元） 增速（%）

合 计 151159 -20.2

增值税 79237 -25.6

消费税 20 -21.1

企业所得税 29075 -31.0

个人所得税 3415 29 .3

资源税 847 49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3945 5.5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1674 0.4

印花税 1402 10 .5

城镇土地使用税 2989 -2 .2

土地增值税 7809 25 .6

车船税 2257 18 .0

车辆购置税 3411 -42.7

耕地占用税 1990 -44.9

契税 12046 32 .3

其他非税收入 21514 4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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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3109 62993 657842

1．住户存款 5213376 56387 482503

（1）活期 1038598 32800 15067

（2）定期及其他 4174778 23587 467436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122394 16779 164560

（1）活期存款 525486 -10684 57091

（2）定期及其他存款 596908 27463 107468

3. 广义政府存款 426332 -9824 10629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420563 91825 348658

1．住户贷款 2017649 21774 67993

（1）短期贷款 825430 21717 78401

其中：消费贷款 205857 6888 19004

经营贷款 619573 14829 59398

（2）中长期贷款 1192219 57 -10409

其中：消费贷款 1143745 -125 -9980

经营贷款 48474 182 -428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390834 69960 280061

（1）短期贷款 978618 26985 111530

（2）中长期贷款 980849 -3874 79552

（3）票据融资 431367 46848 88979

三．固定资产贷款（万元） 33247 -21 744



2022 年 6 月份山东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涨幅扩大

6 月份，山东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1%，涨幅较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

涨 1.9%、农村上涨 2.7%；环比持平。

一、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6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2.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3%，食品中，鲜果价格上涨 25.5%，影

响 CPI 上涨约 0.5 个百分点；鸡蛋价格上涨 7.7%，影响 CPI 上涨约 0.1 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 6.5%，影

响 CPI 上涨约 0.1 个百分点；薯类、豆类、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 9.7%、5.6%、2.4%，共同影响 CPI 上涨约

0.1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0.7%；猪肉价格下降 7.2%，影响 CPI 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下降

2.4%，影响 CPI 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茶及饮料、烟酒、在外餐饮价格分别上涨 2.9%、1.5%、0.7%。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五涨一平一降”。其中，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

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 7.8%、1.6%、1.3%、0.5%、0.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持平；衣着价格下降 0.2%。

二、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6 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1.2%。应季蔬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价格下降 12.2%；鸡蛋需

求减少，养殖户出货积极，鸡蛋价格下降 5.2%；鱼类出塘量增多，鲜虾供应量充足，水产品价格下降 1.5%；

受部分养殖户压栏惜售、疫情趋稳消费需求有所增加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继续上涨，涨幅为 4.4%，较上

月回落 2.2 个百分点；高温天气不利于水果运输和储存，本地新上市水果价格较高，鲜果价格上涨 1.8%。

6 月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3%。服务消费有所恢复，加之暑期将至，旅游出行人数增多，飞机票、

交通工具租赁费、在外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10.4%、5.1%、1.0%；根据省发改委《关于实施国有门票减免优

惠的通知》要求，省内 137 个景点门票降价优惠，景点门票价格下降 8.8%；国际油价上涨影响柴油、汽油

价格分别上涨 7.3%、6.8%；政府出台购车补贴政策，燃油小汽车价格下降 1.0%。

2022 年 6 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

6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2%、54.7%和

54.1%，高于上月 0.6、6.9 和 5.7 个百分点，均升至扩张区间。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

6 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至 50.2%，在连续三个月收缩后重返扩张区间。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3

个行业 PMI 位于扩张区间，制造业景气面继续扩大，积极因素不断积累。



（一）产需恢复加快。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企业前期受抑制的产需加快释放，生产指数和新订单

指数分别为 52.8%和 50.4%，高于上月 3.1 和 2.2 个百分点，均升至扩张区间。从行业情况看，汽车、通用

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两个指数均高于 54.0%，产需恢复快于制造业总体。同时，

物流保通保畅等政策措施显效发力，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1.3%，高于上月 7.2 个百分点，供应商交货时

间较上月明显加快，有效保障企业生产运行。

（二）大、中型企业 PMI 位于扩张区间。大型企业 PMI 为 50.2%，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延续恢复

性扩张势头。中型企业 PMI 为 51.3%，高于上月 1.9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生产活动有所加快。小型

企业 PMI 为 48.6%，高于上月 1.9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恢复进程相对较慢，但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三）高技术与装备制造业恢复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8%和 52.2%，高于

上月 2.3 和 3.3 个百分点。消费品行业 PMI 为 50.9%，高于上月 0.7 个百分点，消费品行业继续恢复性增长。

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8.3%，分别低于上月和制造业总体 1.7 和 1.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总体偏低。

（四）企业预期有所改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2%，高于上月 1.3 个百分点，升至近三个月高

点，企业信心继续回升。从行业情况看，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高于 60.0%，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预期向好；纺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持续低于 50.0%，企业信心有待增强。

虽然本月制造业延续恢复态势，但仍有 49.3%的企业反映订单不足，市场需求偏弱依然是目前制造业

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出厂价格指数降至 46.3%，连续两个月位于收缩区间，部分企业盈利空间受到一

定程度挤压，经营压力较大。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大幅回升至扩张区间

6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7%，高于上月 6.9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明显回升。

（一）服务业景气恢复至扩张区间。6 月份，国内疫情形势整体平稳，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逐步落

地，服务业延续恢复态势，商务活动指数在 4、5 月份低基数水平上回升至 54.3%，高于上月 7.2 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服务业企业经营状况较 5 月份有所改善。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

的由上月 6 个增加至 19 个，服务业景气面明显扩大。其中，前期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有

所回升，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等行业高于 65.0%，业务总量连续两个月环比增长；道路运输、住宿、餐饮、

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升至临界点以上，业务总量由降转升。从市场需求和预期看，

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 53.7%和 61.0%，高于上月 10.0 和 5.8 个百分点，表明随着疫情影

响减弱，服务业市场需求有所回暖，企业信心逐步恢复。



（二）建筑业升至较高景气区间。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6%，高于上月 4.4 个百分点，表明建筑

业景气度有所回升。同时，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5%，高于上月 8.8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表明畅

通交通物流政策取得实效，建筑业原材料运输不畅得到缓解，有力保障了施工进度。从市场预期看，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回升 5.2 个百分点至 63.1%，企业对近期行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三、综合 PMI 产出指数继续回升

6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4.1%，高于上月 5.7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呈现恢复

性扩张。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2.8%和 54.7%。

6 月份采购经理指数重返扩张区间，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 5 月份相比发生明显积极变化。但当

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需进一步细化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积极扩大有效需

求，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