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6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一、工业生产

1-6 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 378.74亿元，同比增长 16.1%，增加值同比增

长 19.1%。26个大类行业中，有 9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34.6%。农副食品加工

业、冶金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261.84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9.1%。

36家产值过亿元企业累计总产值 314.05 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82.9%，拉动全县产

值同比增长 25.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用电累计 37.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4%。

营业收入累计 378.58亿元，同比增长 15.3%；累计利润-2.74亿元，同比下降 151.5%。

二、固定资产投资

1-6月，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42.2%，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8.7%。123个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11.8%。

23个房地产项目投资下降 7%，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6.1%。

三、消费市场

1-6月，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9亿元，同比增长 6.8%。

从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看，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8.5%；零售业销售额

增长 9.2%；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19.8%；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6%。

四、财税收入

1-6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57亿元，同比增长 13.4%。其中，税收收入 10.43

亿元，增长 20.9%，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3%。

1-6月，税务部门累计收入 16.19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增值税增长 14.6%，消

费税增长 320.1%，企业所得税下降 24.1%，个人所得税增长 91.3%。

五、金融市场

截至 6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779.48亿元，较年初增加 97.51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 592.76亿元，较年初增加 54.9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503.32亿元，较年初

增加 50.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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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 7.4 — 6.2
第一产业 18.9 3.5 — 4.0
第二产业 56.2 11.7 — 6.5
第三产业 54.8 4.9 — 6.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9.1 12.1 6.9
固定资产投资 — 6.3 5.8 5.5

商品房销售面积 — 6.1 2.0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9 6.8 10.7 9.1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40.8 3.4 4.0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 13.4 — 7.8
税务部门收入 16.2 7.1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79.5 15.3 — 10.1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503.3 13.9 — 11.8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5692 6.8 6.2 6.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2039 6.1 5.3 5.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9718 7.3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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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012 17.7 3787449 16.1

二、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19.1

三、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3116 -17.9 206845 -10.3

四、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6916 9.0 378594 0.4

五、工业产品销售率（%） 98.3 -1.8 94.6 -3.4

六、工业经济效益（万元）

营业收入 — — 3785803 15.3

利税合计 — — 30344 -69.7

其中：利润 — — -27445 -151.5

税金 — — 57789 23.2

亏损企业亏损额 — — 81413 297.8

应收账款 — — 916590 14.6

产成品 — — 4673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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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 -52.2 782 -69.1

农副食品加工业 958363 -1.2 10725 -44.0

食品制造业 66751 66.7 6305 536.9

纺织业 61414 -58.4 -725 -128.4

纺织服装、服饰业 2527 8.3 98 15.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1653 -19.0 308 16.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8574 -24.0 140 -21.8

家具制造业 25705 -41.4 838 -17.8

造纸和纸制品业 33428 -10.0 -4457 -361.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5063 16.3 5835 83.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68214 -27.1 1025 24.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32406 -21.0 19506 -15.5

医药制造业 24286 -9.2 3904 4.0

化学纤维制造业 16451 13.9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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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3 -50.4 -3549 -129.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4920 -11.6 506 -83.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660025 90.1 -28612 -1134.8

金属制品业 63550 20.2 3157 311.1

通用设备制造业 9924 -21.4 3100 209.4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15 59.5 -110 -283.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1035 -14.2 910 42.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704 10.1 415 -3.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369 -29.1 82 530.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17437 -13.0 4099 -68.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22877 -7.4 4563 -27.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836 12.8 124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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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42.2
第二产业 2.1
第三产业 8.7

二、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123
本年完成投资 11.8

三、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项目（个） 23
本年完成投资 -7.0
商品房销售面积 6.1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亿元） 增速（%）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9 6.8

二、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批发业 107.5 8.5

零售业 9.1 9.2

住宿业 0.5 19.8

餐饮业 1.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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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7 125693 13.4

1.税收收入 24397 104342 20.9

其中：增值税 13188 53411 43.1

企业所得税 39 8823 -24.1

个人所得税 226 2635 92.9

城建税 1157 4500 14.1

房产税 270 2234 33.5

2.非税收入 1200 21351 -12.9

其中：专项收入 1179 4404 12.3

行政事业性收费 13 4249 -26.2

二、财政总支出（万元） 245578 340432 14.8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487 36429 47.5

教育支出 74826 87407 24.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219 7991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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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33 7.1
国内增值税 90820 14.6
国内消费税 85 320.1
营业税 5 --
企业所得税 22057 -24.1
个人所得税 6724 91.3
资源税 1452 71.4
城镇土地使用税 3121 4.4
城市维护建设税 4499 14.1
印花税 2538 81.1
土地增值税 12242 56.8
房产税 2234 33.4
车船税 2435 7.9
车辆购置税 2771 -18.8
耕地占用税 856 -57.0
契税 9295 -22.8
环境保护税 797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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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7794754 170163 975135
（一）境内存款 7793829 169955 975069

1．住户存款 5927553 102312 549872
（1）活期存款 1104716 46687 13212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822837 55625 536660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94491 94297 422490
（1）活期存款 755935 76073 300954
（2）定期及其他存款 738556 18224 121536
3. 广义政府存款 371783 -26654 2709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2 -1 -2

（二）境外存款 925 209 66
二、各项贷款（万元） 5033206 129984 500815

1．住户存款 2199412 51820 141451
（1）短期贷款 1015636 43624 141308
（2）中长期贷款 1183776 8196 143
2.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2833794 78164 359364
（1）短期贷款 1146178 28744 105918
（2）中长期贷款 1120511 -7958 162748
（3）票据融资 567105 57379 90698



国内消费恢复态势向好[1]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经济恢复向好、消费场景拓展、促消费

政策落地显效，居民消费稳步扩大，市场销售增长加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20万亿元，达到 22.8万亿元，同比增长 8.2%，明显快于去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同比名义增长 8.4%，快于上年同期 5.9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7.2%。

一是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出行类和接触型消费增势较好。随着各类服务消费场景的恢复，

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增加，餐饮、交通、旅游消费增长较快。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

费支出同比增长 12.7%，明显快于全部消费支出增速。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21.4%；营业

性客运量同比增长 56.3%。今年端午假期，国内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32.3%、44.5%。

二是商品销售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特别是满足居民发展型需求的商品

销售增势较好。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限额以上单位八成商品零售类值保持

增长。

三是消费新动能发展壮大，绿色消费、数字化消费扩大。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量

超过 300万辆，同比增长 37.3%；限额以上单位低能耗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

速超过 20%；随着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新型商业模式带动增强，网上零售较快增长，上

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0.8%。

四是文化娱乐消费潜力释放，乡村市场发展向好。随着线下消费场景有序恢复，体育赛

事、演唱会、戏剧表演等文体活动增多，带动消费扩大。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

出同比名义增长 38.5%。全国电影票房同比增长 52.9%，观影人次增长 51.8%。同时，乡村

振兴稳步推进，乡村消费市场持续活跃。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8.4%，增长

快于城镇，乡村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速也明显快于城镇。农村电商

发展加快，大数据监测显示，“6·18”期间农村地区网上零售额的增速快于全部网上零售额的

增速。

以绿色消费、智能产品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增长点逐步形成，将助力消费发展向好。下

阶段，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落实好促消费政策，优化

消费环境，增加优质的消费产品供给，培育壮大新兴消费，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23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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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