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7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1、工业生产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365.11 亿元，同比增长 14.8%，增加值同比增长 4.6%。25 个大类行业

中，有 19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76%。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205.72

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56.3%，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长 7.8 个百分点。46 家产值过亿

元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299.77 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82.1%，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长 14.2 个百分点。

实现营业收入 370.00 亿元，同比增长 16.4%；实现利润 4.65 亿元，同比下降 27.6%。工业用电 42.13 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 4.1%。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5%。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34.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4.9%，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7.5%。106 个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10.5%，其中，新开工项目 66 个；26 个房地

产项目投资下降 20.0%，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3.5%。

3、消费市场

全县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17.8%。分行业看，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27.0%，

增幅比 1-6 月份提高 4.6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同比下降 17.3%，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1.9 个百

分点；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2.7%，增幅比 1-6 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

同比下降 8.4%，降幅比 1-6 月份收窄 2.7 个百分点。

4、财税收入

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7 亿元，同比下降 1.3%。其中，税收收入 10.37 亿元，同比下降 6.8%，

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79.4%。在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下降 24.1%，企业所得税下降 24.2%，个人所得税增

长 11.7%。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17.85 亿元，同比下降 11.9%。其中，增值税下降 16.5%，消费税下降 11.5%，企业

所得税下降 24.2%，个人所得税增长 12.0%。

5、金融市场

7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83.29 亿元，比年初增加 72.77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519.93 亿元，比

年初增加 46.84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46.2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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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 6.8 4.7

固定资产投资 -- 15 .5 13 .2 6.2

#房地产投资 -- -20.0 --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 -17.8 4.8 --

工业用电（亿千瓦时） 44 .2 -7 .8 2.5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 .07 9.9 7.8 --

税务部门收入 17 .85 -11.9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683 .30 13 .8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45 .28 11 .6 --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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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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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747 -9 .8 3651090 14 .8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4.6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1165 0.6 248820 15 .1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45890 -38.1 421252 -4.1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106.4 8.9 98.0 -1.0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3700005 16 .4

利税合计（万元） -- -- 96568 -4.9

其中：利润（万元） -- -- 46458 -27.6

税金（万元） -- -- 50110 33 .9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32980 142 .7

应收账款（万元） -- -- 799319 29 .6

产成品（万元） -- -- 45034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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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6 573 .3 2546 5102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93880 25 .0 22966 6.5

食品制造业 54901 72 .1 841 196 .1

纺织业 159490 1.3 2930 63 .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7261 23 .4 281 17 .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8045 -31.2 226 -21 .8

家具制造业 42264 0.5 977 -39 .6

造纸和纸制品业 40819 2.7 1857 -10 .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5840 30 .0 3676 10 .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138254 -7 .6 886 -67 .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13456 25 .5 24115 4.1

医药制造业 46935 34 .9 5658 18 .5

化学纤维制造业 17550 -3 .1 -266 -13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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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3 48 .1 12702 280 .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5395 11 .3 2957 -4 .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963283 3.0 -9645 -134 .2

金属制品业 57119 35 .2 902 -52 .9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799 11 .0 1577 54 .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573 61 .1 150 232 .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8859 0.0 760 -14 .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172 75 .9 576 2300 .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373 -65 .1 44 -87 .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77223 7.1 13176 891 .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0370 42 .9 6610 206 .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038 -11 .3 65 1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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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5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34.2

第二产业 24 .9

第三产业 7.5

2.500 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106

3.房地产

项目（个） 26

商品房销售面积 -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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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8

按行业销售额分

批发业 114 .4 27 .0

零售业 9.2 -17 .3

住宿业 0.4 12 .7

餐饮业 1.4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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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1 130661 -1.3

（1）税收收入 17380 103708 -6.8

其中： 增值税 2285 39616 -24.1

企业所得税 2533 14163 -24.2

个人所得税 194 1560 11 .7

城建税 448 4393 4.7

房产税 724 2398 -2.5

（2）非税收入 2441 26953 28 .1

其中：行政性收费 1550 7306 188 .9

专项收入 441 4364 3.0

2．财政总支出（万元） -- 339596 2.7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28321 53 .1

教育支出 -- 78750 6.5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 82269 -7.7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速

（%）

合 计 178489 -11 .9

增值税 89143 -16 .5

消费税 26 -11 .5

企业所得税 35405 -24 .2

个人所得税 3888 12 .0

资源税 1284 47 .7

城镇土地使用税 4118 -11 .9

城市维护建设税 4391 4.7

印花税 1682 12 .4

土地增值税 8390 20 .9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2398 -2 .5

车船税 2556 18 .6

车辆购置税 3771 -44 .5

耕地占用税 1991 -45 .8

契税 17978 62 .6

其他非税收入 24803 4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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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935 69825 727667

1．住户存款 5199313 -14063 468440

（1）活期 1011041 -27557 -12491

（2）定期及其他 4188272 13494 480931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203927 81533 246092

（1）活期存款 581741 56255 113346

（2）定期及其他存款 622186 25278 132746

3. 广义政府存款 428747 2414 13043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462817 42254 390912

1．住户贷款 2019887 2238 70231

（1）短期贷款 823872 -1558 76843

其中：消费贷款 208687 2830 21834

经营贷款 615184 -4388 55009

（2）中长期贷款 1196016 3796 -6612

其中：消费贷款 1148135 4391 -5590

经营贷款 47880 -594 -1023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430791 39957 320018

（1）短期贷款 990178 11560 123090

（2）中长期贷款 987216 6367 85919

（3）票据融资 453397 22031 111009

三．固定资产贷款（万元） 33106 -141 603



7 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 二三线城市环比整体呈降势

7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略增。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

同比涨幅回落，二三线城市环比整体呈降势、同比降幅扩大。

一、从环比看，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微涨，二三线城市整体呈降势

7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40 个和 51 个，比

上月分别增加 2 个和 3 个。

7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 0.3%，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二、从同比看，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回落，二三线城市降幅扩大

7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有 48 个，个数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有 61 个，比上月增加 4 个。

7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1%和 0.9%，涨幅比上月均回落

0.2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5%和 2.5%，降幅比上月分别扩

大 0.3 和 0.4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3.2%和 3.9%，降幅比上

月分别扩大 0.4 和 0.2 个百分点。

7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 环比上涨 0.5%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其中，城市上涨 2.6%，农村上涨 3.0%；食品价格上涨 6.3%，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消费品价格上涨 4.0%，服务价格上涨 0.7%。1-7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

同期上涨 1.8%。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5%。其中，城市上涨 0.4%，农村上涨 0.5%；食品价格上涨 3.0%，

非食品价格下降 0.1%；消费品价格上涨 0.6%，服务价格上涨 0.3%。

一、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7 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4.7%，影响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约 1.28 个百分点。食品

中，鲜果价格上涨 16.9%，影响 CPI 上涨约 0.30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12.9%，影响 CPI 上涨约 0.24 个

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涨 8.4%，影响 CPI 上涨约 0.27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20.2%，影响 CPI 上涨

约 0.27 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上涨 5.9%，影响 CPI 上涨约 0.04 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 3.4%，影响 CPI 上

涨约 0.06 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下降 2.9%，影响 CPI 下降约 0.06 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6.1%和 1.5%，生活用品

及服务、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4%和 0.9%，衣着、居住、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 0.7%。

二、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7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上涨 1.9%，影响CPI上涨约 0.52个百分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上涨 11.8%，

影响 CPI 上涨约 0.36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25.6%，影响 CPI 上涨约 0.32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10.3%，影响 CPI 上涨约 0.19 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 0.5%，影响 CPI 上涨约 0.01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下降 3.8%，影响 CPI 下降约 0.08 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两涨两平三降。其中，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0.5%和 0.3%；

居住、医疗保健价格均持平；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衣着价格分别下降 0.7%、0.7%和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