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莒南县 1-7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一、工业生产

1-7 月，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累计 433.39亿元，同比增长 16.1%，增加值增长 19.7%。

26个大类行业中，有 8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30.8%。农副食品加工业、冶金

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299.83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69.2%。44家产

值过亿元企业累计总产值 367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84.7%，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长

25.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用电累计 44.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

营业收入累计 442.9亿元，同比增长 16.6%；累计利润-1.57亿元，下降 132.9%。

二、固定资产投资

1-7月，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58%，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0%。130个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13.9%。

23个房地产项目投资下降 9.6%，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3.7%。

三、消费市场

1-7月，全县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1.9亿元，同比增长 7%。

从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看，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7.7%；零售业销

售额增长 7.7%；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17.7%；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4.1%。

四、财税收入

1-7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27亿元，同比增长 9.2%。其中，税收收入 11.51

亿元，增长 1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0.6%。

1-7月，税务部门累计收入 15.75亿元，同比下降 11.8%。其中，增值税下降 14.8%，消

费税增长 267.5%，企业所得税下降 34.5%，个人所得税增长 80.8%。

五、金融市场

截至 7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775.09亿元，较年初增加 93.12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 586.91亿元，较年初增加 49.1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507.16亿元，较年初

增加 53.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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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6.2
第一产业 18.9 3.5 3.9 4.0
第二产业 56.2 11.7 8.1 6.5
第三产业 54.8 4.9 5.9 6.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9.7 12.7 7.1
固定资产投资 — 7.0 5.4 5.6

商品房销售面积 — 3.7 0.3 —
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 11.9 7.0 11.7 8.4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47.8 8.2 5.8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3 9.2 — —
税务部门收入 15.7 -11.8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75.1 13.4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507.2 13.6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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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230 26.6 4333893 16.1

二、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19.7

三、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25222 -25.1 230108 -11.7

四、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3512 37.3 442106 4.5

五、工业产品销售率（%） 102.0 -3.8 96.6 -1.5

六、工业经济效益（万元）

营业收入 — — 4429046 16.6

利税合计 — — 60235 -39.1

其中：利润 — — -15724 -132.9

税金 — — 75959 48.6

亏损企业亏损额 — — 75201 123.8

应收账款 — — 969488 20.1

产成品 — — 45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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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 -55.1 661 -74.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01963 -3.5 9997 -56.4

食品制造业 75426 51.2 6411 468.9

纺织业 72516 -56.9 -568 -119.3

纺织服装、服饰业 2705 -3.5 105 19.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3760 -20.3 367 30.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9713 -21.3 159 -42.6

家具制造业 29411 -40.7 941 -4.9

造纸和纸制品业 38196 -6.4 -3113 -267.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7677 18.0 6823 85.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76469 -28.9 1573 77.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987 -20.4 21562 -14.6

医药制造业 26508 -12.4 4531 2.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9257 9.7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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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63 -52.9 -3358 -126.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1288 -21.3 432 -87.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896377 96.9 -11451 --

金属制品业 77405 22.7 3915 239.5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480 -21.9 2805 82.7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20 36.8 -42 -128.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5581 -11.4 1003 32.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945 12.5 687 19.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798 -17.0 97 120.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44126 -11.9 10663 -19.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40497 -7.6 4298 -35.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502 9.1 1515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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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58 .0
第二产业 1.8
第三产业 10.0

二、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130
本年完成投资 13.9

三、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项目（个） 23
本年完成投资 -9.6
商品房销售面积 3.7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亿元） 增速（%）

一、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1.9 7.0

二、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批发业 124.5 7.7

零售业 10.4 7.7

住宿业 0.6 17.7

餐饮业 1.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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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4 142717 9.2

1.税收收入 10741 115083 11.0

其中：增值税 1875 55286 39.6

企业所得税 449 9272 -34.5

个人所得税 195 2830 81.4

城建税 488 4988 13.5

房产税 945 3179 32.6

2.非税收入 6283 27634 2.5

其中：专项收入 498 4901 12.3

行政事业性收费 585 4834 -33.8

二、财政总支出（万元） 32525 372957 9.8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08 40737 43.8

教育支出 10211 97618 24.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41 8745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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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78 -11.8
国内增值税 75950 -14.8
国内消费税 95 267.5
营业税 5 --
企业所得税 23182 -34.5
个人所得税 7210 80.8
资源税 1686 31.4
城镇土地使用税 4528 1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4988 13.6
印花税 3572 112.3
土地增值税 15066 79.6
房产税 3179 32.6
车船税 2790 9.1
车辆购置税 3347 -11.3
耕地占用税 869 -56.4
契税 9862 -45.1
环境保护税 1152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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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0866 -43888 931247
（一）境内存款 7749923 -43906 931163

1．住户存款 5869135 -58417 491455
（1）活期存款 1064391 -40324 -27112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804744 -18093 518567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84696 -9796 412695
（1）活期存款 823576 67641 368594
（2）定期及其他存款 661120 -77436 44100
3. 机关团体存款 344131 -1774 -8933
4. 财政性存款 51960 26082 35950
5.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1 -1 -3

（二）境外存款 943 18 85
二、各项贷款（万元） 5071620 38414 539229

1．住户贷款 2185613 -13799 127652
（1）短期贷款 1004300 -11336 129972
（2）中长期贷款 1181313 -2463 -2319
2. 企（事）业单位贷款 2886007 52213 411577
（1）短期贷款 1109564 -36614 69304
（2）中长期贷款 1128125 7614 170362
（3）票据融资 648318 81213 17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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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普”单位清查

一、清查目的

如果把普查比作“摸家底”，单位清查则是“找单位”。单位清查是保证普查登记顺利

实施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二、清查对象和内容

（一）清查对象

我县辖区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全部产业活动单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

不参与地方清查的对象：

隶属于军队系统和军事管理区内的单位；

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个体经营户。

国务院经普办下发的金融、铁路部门名录仅需核实填写“单位类型、所在地址、行业类别

和运营状态”，免单位清查表。

保密单位不进行电子采集。

（二）清查内容

1、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主要内容包括：单位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详细名称、法定代表人、运营状态、

单位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单位注册地区划及详细地址、联系电话、行业类别、机构类型、

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成立时间、开业时间、执行会计标准类别、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情况、产业活动单位归属法人单位情况等。

2、个体经营户

主要内容包括：个体经营户名称、个体经营户经营者姓名、有无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联系电话、个体经营户所在地区划及详细地址、行业类别、从业人员期末人数、预

计今年营业收入等。

三、清查方式

普查指导员、普查员，使用手持电子终端设备，

对所辖普查区域内的全部法人单位、全部产业活动单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

营户，进行“地毯式”逐一清查，分类填报清查表。

四、清查时间

9月 20日前完成单位入户清查，10月中旬完成查疑补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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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