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9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一、工业生产

1-9 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584.37亿元，同比增长 22.6%，增加值增长 23.6%。

26个大类行业中，有 10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38.5%。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

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408.75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9.9%。61家产

值过亿元企业累计总产值 515.08 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88.1%，拉动全县产值同比

增长 29.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用电 57.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7%。

营业收入 594.28亿元，同比增长 22.4%；累计利润 1.87亿元，下降 36.9%。

二、固定资产投资

1-9月，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39.8%，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3.9%，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4%。157个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6.9%。

23个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 4.9%，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3.2%。

三、消费市场

1-9月，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4亿元，同比增长 7.1%。

从分行业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营业额）看，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3.2%；零售业销

售额增长 8.9%；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13.0%；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8.0%。

四、财税收入

1-9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11亿元，同比增长 9.9%。其中，税收收入 14.21

亿元，增长 9.4%，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8.4%。

1-9月，税务部门累计收入 19.79亿元，同比下降 8.2%。其中，增值税下降 3.7%，消费

税增长 104.6%，企业所得税下降 29.1%，个人所得税增长 68.9%。

五、金融市场

截至 9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762.47亿元，较年初增加 80.50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 594.39亿元，较年初增加 56.6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515.04亿元，较年初

增加 61.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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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7.4 6.3 6.0

第一产业 38.2 3.9 4.4 4.3
第二产业 90.3 12.5 7.9 6.5
第三产业 92.6 4.6 5.5 6.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3.6 12.5 7.1
固定资产投资 — 6.3 5.9 5.5

商品房销售面积 — 3.2 -1.9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4 7.1 9.7 8.2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62.3 14.0 7.7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 9.9 3.1 5.8
税务部门收入 19.8 -8.2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62.5 12.4 — 9.7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515.0 16.0 — 11.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4295 7.1 6.6 6.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3975 6.4 5.7 5.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5034 7.7 7.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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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917 42.7 5843672 22.6

二、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23.6

三、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29432 -26.2 288630 -13.7

四、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2391 28.9 574266 10.7

五、工业产品销售率（%） 94.1 3.6 96.2 -0.5

六、工业经济效益（万元）

营业收入 — — 5942836 22.4

利税合计 — — 136775 43.2

其中：利润 — — 18713 -36.9

税金 — — 118063 79.3

亏损企业亏损额 — — 63483 -10.0

应收账款 — — 1006973 33.7

产成品 — — 51594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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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7 141.1 1432 -62.2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14116 -0.4 16581 -42.6

食品制造业 102738 49.3 7191 1370.5

纺织业 93208 -56.6 925 -78.8

纺织服装、服饰业 3028 -24.1 120 -19.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8294 -18.0 436 15.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1822 -25.2 247 -34.3

家具制造业 39444 -38.8 1168 -8.5

造纸和纸制品业 48532 -8.0 -368 -115.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8323 24.6 11318 153.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95458 -29.7 1692 16.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61439 -12.1 30677 -1.0

医药制造业 35117 -4.9 6497 6.2

化学纤维制造业 24969 15.0 186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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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02 -45.4 1395 -89.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2069 -24.0 2253 -38.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573358 116.2 23193 --

金属制品业 86552 5.3 4910 74.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3224 -21.5 3539 26.9

专用设备制造业 4438 18.7 -101 -149.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3788 -8.3 1317 6.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036 19.8 938 41.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775 2.0 180 270.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12177 -7.8 12289 -31.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82717 -8.2 6711 -14.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853 6.8 205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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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39.8

第二产业 13.9

第三产业 2.4

二、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157

本年完成投资 6.9

三、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项目（个） 23

本年完成投资 4.9

商品房销售面积 3.2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亿元）

增速

（%）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4 7.1

二、分行业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营业额）

批发业 160.6 3.2

零售业 13.2 8.9

住宿业 0.7 13.0

餐饮业 2.2 18.0

注：分行业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营业额）不含产业活动单位销售额（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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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8 181134 9.9

1.税收收入 17171 142077 9.4

其中：增值税 8165 68311 46.2

企业所得税 957 10424 -29.1

个人所得税 204 3413 69.5

城建税 773 6135 15.3

房产税 523 3705 14.3

2.非税收入 6827 39057 11.8

其中：专项收入 781 6278 18.0

行政事业性收费 36 5071 -39.0

二、财政总支出（万元） 48562 456214 1.9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976 52461 46.7

教育支出 10200 119180 12.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237 10947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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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36 -8.2
国内增值税 98775 -3.7
国内消费税 109 104.6
营业税 5 --
企业所得税 26061 -29.1
个人所得税 8668 68.9
资源税 3769 189.9
城镇土地使用税 4629 8.3
城市维护建设税 6135 15.3
印花税 3647 106.4
土地增值税 16827 19.3
房产税 3705 14.3
车船税 3526 10.4
车辆购置税 4391 -5.2
烟叶税 0 -100.0
耕地占用税 1222 -41.6
契税 11404 -61.5
环境保护税 5063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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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762.47 -4.68 80.50

（一）境内存款 762.36 -4.68 80.49

1．住户存款 594.39 6.02 56.62

（1）活期存款 107.55 1.57 -1.60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86.84 4.45 58.22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26.47 -15.89 19.27

（1）活期存款 66.48 -8.40 20.98

（2）定期及其他存款 59.99 -7.49 -1.71

3. 机关团体存款 32.16 -0.59 -3.15

4. 财政性存款 9.21 5.80 7.61

5.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0.13 -0.01 0.13

（二）境外存款 0.10 0.00 0.02

二、各项贷款（亿元） 515.04 -1.99 61.80

1．住户贷款 221.54 1.97 15.74

（1）短期贷款 102.16 0.69 14.73

（2）中长期贷款 119.38 1.28 1.01

2. 企（事）业单位贷款 293.50 -3.95 46.06

（1）短期贷款 115.31 3.45 11.29

（2）中长期贷款 117.33 2.66 21.56

（3）票据融资 60.86 -10.06 13.22



普查摸清经济家底 数据服务发展决策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要点

一、普查目的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主要

目的是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情

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等方面的新进展。

二、普查对象

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三、普查时点和时期

标准时点：2023年 12月 31日

时期：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四、普查内容

包括普查对象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

生产和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

动、投入产出情况等。依据不同普查对象，普查登记表分为以下五类。

（一）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

（二）非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

（三）个体经营户普查登记表；

（四）部门普查登记表；

（五）投入产出调查表。

五、普查方法

（一）清查方法

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

（二）普查登记方法

法人单位和

产业活动单位
在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调查。

个体经营户 在抽取的多套个体经营户样本中确定



一套作为最终样本，对个体经营户进

行抽样调查。

投入产出

调查单位
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

（三）数据报送方式

在单位清查阶段，普查员使用 PAD、手机等手持电子终端采集清查对象数据；

在普查登记阶段，采取普查员入户采集、普查对象自主填报、部门组织普查等方式采集

普查对象数据。

投入产出调查

一、调查目的

投入产出调查是经国务院批准每五年开展一次的大型基础性统计调查。通过收集国民经

济行业以及部分产品详细的投入结构和投资结构数据，编制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系统

反映行业间的经济联系，为国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有关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数

据支撑。通过全面认识本单位生产经营状况，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二、调查新变化

（一）首次统筹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

能够避免连续两年开展大型调查，优化调查项目，提高调查效率，减轻基层整体负担，

有效衔接经济普查总量数据和投入产出调查结构数据，提高调查数据质量。

（二）首次建立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库

加强对调查单位的管理和维护，确保投入产出调查单位的稳定性和代表性，有利于开展

不同年份同类调查单位间的数据比对。

（三）细化行业调查表

共设置 30套投入产出结构调查表，进一步提高调查指标的针对性，更准确反映产业发

展情况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

（四）创新调查方式

首次采用填报电子台账的形式开展投入结构调查和运输费构成等典型调查。

调查单位可以在平时阶段性收集整理资料，按季度/半年度填写电子台账。

（五）优化报送方式



台账上传至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集系统，使用智能赋码功能对材料（产品）分类

进行批量处理，数据审核后即可完成数据报送。

三、调查对象和内容

（一）调查对象

我国境内从事第一、二、三产业部分生产单位。第一产业投入调查单位通过专项调查开

展。

（二）调查内容

生产经营投入构成，购进材料来源、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进口货物使用去向情况、产品

初次去向等。

普查年度 GDP核算方法

经济普查是为了全面掌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布局，即经济总量和结构。

经济总量指普查年度收入法 GDP，结构指二三产结构和各产业各行业内部结构。

一、GDP计算方法

（一）从生产过程创造新增价值的角度，用于季度 GDP核算

生产法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

（二）从初次分配核算的角度，用于普查年度 GDP核算

收入法增加值=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

二、普查核算任务

非经普年度采用生产法核算 GDP；经济普查年度，先核算生产法 GDP，再根据经济普

查数据核算收入法 GDP，修订前 5年历史数据总量和结构，并作为后 5年生产法核算基准

数据。

所以“五经普”将调整各省、各市、各县区 GDP总量位次及内部结构。

三、普查年度各专业核算范围

专业核算范围包括“四上”法人企业（一套表法人企业+大个体）、“四下”法人企业



（非一套表法人企业）、个体经营户（不包含大个体）。

四、四项构成指标

经济普查年度采用收入法 GDP，主要利用普查单位财务指标进行核算。

（一）营业盈余

由营业利润调整计算得到，需要把握营业成本和四项费用填报。

（二）生产税净额

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差额。包括税金及附加、应交增值税、上交政府的各项非税费

用等。

（三）劳动者报酬

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所应得的全部报酬，其中最关键的指标是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或补偿”。需重点把握“职工、薪酬”两个关键词。一是三大类职工都要包括在内、做到不

漏人，包括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兼职和临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等。二是凡是

给职工的薪酬都要包括在内、做到不漏项，既包括以货币形式发放的五险一金，也包括实物

报酬形式发放的各种物品。

（四）固定资产折旧

指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

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核算的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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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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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