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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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企业）完成总产值 836.70 亿元，同比增

长 38.8%，增加值增长 13.5%。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880.88 亿元，同比增长 44.9%；实现利润

22.46 亿元，同比增长 16.8%。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5.0%。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74.6%，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64.5%，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2.1%。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长 23.9%。

3、消费市场

全县实现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19.1 亿元，同比增长 21.3%。按限上行业销售

额分，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分别增长 27.9%、21.8%、45.5%、14.9%。

4、税收收入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28.2 亿元，同比增长 14.7%。其中，增值税增长 8.7%，消费税下降

2.3%，企业所得税增长 42.8%，个人所得税增长 26.3%。

5、金融市场

11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18.5 亿元，比年初增加 53.6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03.2 亿元，

比年初增加 37.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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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397 41.3 8366950 38.8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13.5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1900 0.2 355741 18.4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84338 29.9 868528 17.0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100.7 -1.6 99.3 1.4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8808804 44.9
利税合计（万元） -- -- 342613 17.5

其中：利润（万元） -- -- 224580 16.8
税金（万元） -- -- 118033 18.9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44242 -24.8
应收账款（万元） -- -- 887266 26.4
产成品（万元） -- -- 37975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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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副食品加工业 1793374 20.8 33156 5.8

食品制造业 64457 -6.9 2630 93.8

纺织业 269082 18.4 3077 41.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5062 36.7 478 84.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22079 18.1 5229 -32.8

家具制造业 63544 33.3 2256 16.2

造纸和纸制品业 55055 15.3 2889 22.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87615 19.8 6835 -9.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81987 34.5 4444 -10.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 -- --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73446 30.8 40295 45.8

医药制造业 58471 16.8 8133 33.2

化学纤维制造业 26928 6.7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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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94 60.5 15737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80141 18.2 15189 69.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317994 67.2 142458 -22.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88344 65.4 34728 647.0

金属制品业 184572 63.7 5802 --

通用设备制造业 19012 30.8 2136 11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074 0.1 391 21.4

汽车制造业 4577 -37.2 428 -39.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6255 13.1 1163 -43.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942 29.1 225 -25.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08224 25.8 9187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58104 15.3 5432 7.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417 5.4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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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74.6

第二产业 64.5

第三产业 -2.1

2.500万元以上项目

新开工项目（个） 88

3.房地产销售面积 23.9



贸易外经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亿元）

增速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9.1 21.3

按行业销售额分

批发业 -- 27.9

零售业 -- 21.8

住宿业 -- 45.5

餐饮业 -- 14.9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速
（%）

合 计 282313 14.7

增值税 151870 8.7

消费税 48 -2.3

营业税 0 -100.0

企业所得税 51317 42.8

个人所得税 5211 26.3

资源税 1252 -35.9

城市维护建设税 6656 -12.5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3251 16.7

印花税 2334 4.0

城镇土地使用税 6552 -5.2

土地增值税 10967 -18.6

车船税 3516 32.9

车辆购置税 9488 6.3

耕地占用税 3995 383.6

契税 15481 10.1

其他非税收入 864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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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5350 46265 536012

1．住户存款 4675865 20150 486373

（1）活期 983413 -6616 -1209

（2）定期及其他 3692451 26766 487583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091787 59604 172589

（1）活期存款 624837 79769 38273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66950 -20165 134316

3. 广义政府存款 416947 -33495 -123016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032355 1759 371739

1．住户贷款 1928096 1479 273005

（1）短期贷款 740443 1733 163300

其中：消费贷款 184768 3187 44376

经营贷款 555675 -1454 118924

（2）中长期贷款 1187653 -254 109705

其中：消费贷款 1138532 345 107149

经营贷款 49121 -599 2556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104259 280 98734

（1）短期贷款 844150 8734 102212

（2）中长期贷款 929031 -13655 -10661

（3）票据融资 331077 5201 7183

三．固定资产贷款 31541 88 2791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一）

镇街名称

工业总产值 营业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全县合计 8366950 38.8 8808804 44.9
十字路街道 488454 17.6 478724 9.6
大店镇 224408 39.1 223073 54.2
板泉镇 393970 21.9 383795 15.4
文疃镇 4892 29.1 4775 26.0
坊前镇 76640 5.5 80863 7.9
洙边镇 87316 16.9 88968 113.3
筵宾镇 21323 18.8 21660 17.7
岭泉镇 89125 5.1 89825 6.5
石莲子镇 44784 12.0 46108 20.8
涝坡镇 37135 33.3 32468 20.1
道口镇 110686 20.9 110187 21.0
相沟镇 109023 18.7 109006 56.5

注：全县合计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二）

镇街名称

工业利润总额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全县合计 224580 16.8 342613 17.5
十字路街道 2580 -50.2 7150 -18.9

大店镇 1958 30.9 3660 30.1
板泉镇 3390 -39.1 9256 -10.9
文疃镇 1659 70.5 1723 67.3
坊前镇 -75 -108.9 963 -52.8
洙边镇 1076 -25.5 1808 -4.6
筵宾镇 107 -6.1 390 54.2
岭泉镇 735 -47.5 1419 -25.9

石莲子镇 -387 -- -96 --
涝坡镇 1447 708.4 1687 67.0
道口镇 185 -- 1282 75.1
相沟镇 1387 12.3 2071 56.9

注：全县合计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利润、利税增速标示“--”的，同期数据为零或负。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三）

镇街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
新开工 500万元以上项目（个）

全县合计 15.0 88
十字路街道 83.4 24
大店镇 14.2 10
板泉镇 -11.0 7
文疃镇 -41.0 3
坊前镇 -12.8 7
洙边镇 -9.8 7
筵宾镇 30.8 4
岭泉镇 -1.3 3

石莲子镇 14.7 4
涝坡镇 40.1 6
道口镇 -28.9 3
相沟镇 81.5 7

注：全县合计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四）

镇街名称
限上批零住餐单位个数

（个）

限上单位

销售额

（万元）

增速

（%）

全县合计 183 2045245 27.3

十字路街道 54 193615 34.0

大店镇 5 5208 82.2

板泉镇 24 48494 24.4

文疃镇 19 22892 36.9

坊前镇 6 30800 12.2

洙边镇 2 6950 6.1

筵宾镇 4 1367 31.1

岭泉镇 4 7310 20.7

石莲子镇 4 5688 316.7

涝坡镇 11 5897 -19.5

道口镇 4 7642 -0.6

相沟镇 5 9387 -0.1

注：全县合计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五）

镇街名称

税收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速

（%）

全县合计 282313 14.7
十字路街道 60000 -14.6
大店镇 6836 16.0
板泉镇 12046 -31.3
文疃镇 1246 7.2
坊前镇 5364 -46.0
洙边镇 3133 6.9
筵宾镇 1545 42.2
岭泉镇 3405 47.5
石莲子镇 1803 40.3
涝坡镇 2339 4.9
道口镇 2070 33.4
相沟镇 2330 135.0

注：全县合计含原经济开发区和临港产业园数据。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一）

县区名称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总量

（亿元）

增速

（%）

全 市 -- 13.1
兰 山 -- 12.7
罗 庄 -- 15.2
河 东 -- 15.7
沂 南 -- 16.8
郯 城 -- 19.8
沂 水 -- 5.1
兰 陵 -- 9.2
费 县 -- 8.8
平 邑 -- 27.2
莒 南 -- 13.5
蒙 阴 -- 8.6
临 沭 -- 3.6
高新区 -- 23 .0
开发区 -- 19 .0
临港区 -- 13.4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区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工业投资增速（%） 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全 市 13.1 -- 27.3
兰 山 12.7 -- 38.8
罗 庄 15.2 -- 24.4
河 东 17.1 -- 38.8
沂 南 15.9 -- 66.9
郯 城 16.3 -- 104.6
沂 水 12 .0 -- 28.2
兰 陵 11.5 -- 48.3
费 县 13.8 -- 62.9
平 邑 14.3 -- 46.7
莒 南 15 .0 -- 38 .0
蒙 阴 16.7 -- 23.2
临 沭 15.4 -- -13.4
高新区 11 .0 -- -7 .0
开发区 0.2 -- 0.1
临港区 21.1 -- 67.2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区名称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

总量（亿元） 增速（%） 总量（亿元） 增长（%）

全 市 563.6 19.8 -- --
兰 山 158.1 19.0 -- --
罗 庄 123.6 12.8 -- --
河 东 89.9 23.3 -- --
沂 南 26.2 40.5 -- --
郯 城 7.1 32.3 -- --
沂 水 22.9 26.9 -- --
兰 陵 19 .0 9.6 -- --
费 县 11.8 20.8 -- --
平 邑 18 .0 17.7 -- --
莒 南 19.1 21.3 -- --
蒙 阴 6.1 25.2 -- --
临 沭 12.8 29.7 -- --
高新区 33.7 19.5 -- --
开发区 15.2 25.0 -- --
临港区 3.3 3.1 -- --



11 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解读

一、CPI环比涨幅回落，同比涨幅扩大

从环比看，受季节性因素、成本上涨及散发疫情等共同影响，CPI 上涨 0.4%，涨幅比

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2.4%，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上涨约 0.43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4%转为持平。

从同比看，CPI 上涨 2.3%，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扩大较多，除了受

到本月新涨价影响外，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具体看，食品价格同比由上月

下降 2.4%转为上涨 1.6%，影响 CPI 上涨约 0.30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2.5%，涨幅比

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2.04 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 11 月份 2.3%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6 个百分点，

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7 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二、PPI环比持平，同比涨幅回落

11 月份，随着保供稳价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加大，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快速

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PPI 涨幅有所回落。

从环比看，PPI 由上月上涨 2.5%转为持平。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上涨 3.3%转为下降

0.1%；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4%，涨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PPI 上涨 12.9%，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7.0%，涨幅回落 0.9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1.0%，涨幅扩大 0.4 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 11 月份 12.9%的 P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2 个百分

点，比上月减少 0.6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1.7 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



宏观经济政策及指标定义

1、“四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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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通俗称谓。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和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确定以上法人单位的标准为：

（1）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2）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3）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

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4）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

位。

（5）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6）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

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

员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2、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指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并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

用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包括三个大类，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特点是供

需量大、价格波动大。

3、CPI、PPI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CPI 即消费者物价指数(英文缩写为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

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PPI 又称作生产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主要的目的在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的生产

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形。

一般而言，商品的生产分为三个阶段：一、 完成阶段：商品至此不再做任何加工手续；

二、 中间阶段：商品尚需作进一步的加工；三、 原始阶段：商品尚未做任何的加工。 PPI

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

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PPI 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是从生产者角度反映市场价格变化。如果 PPI 升高了，说明

企业生产成本高了。

CPI 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主要从消费者角度反映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如果 CPI 升高了，

说明居民买同样东西所支付的货币多了。

主要区别：PPI 反应的是企业所购买的“生产原料”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而 CPI 是反映居

民所购买“消费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主要联系：PPI 反映的是上游产品的价格，如果 PPI 上涨，那么企业会想方设法将上升

的成本转嫁到消费品上，从而导致 CPI 的上涨。但是也不一定，如果是买方市场，则成本

不易转嫁，企业只有牺牲利润。或者国家对消费品价格进行管制，比如汽油等。则 PPI 的上

涨不能传导至 CPI。

4、PMI

PMI 既为采购经理指数，PMI 指数 50 为荣枯分水线。当 PMI 大于 50 时，说明经济在发展，

当 PMI 小于 50 时，说明经济在衰退。PMI 是一套月度发布的、综合性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

分为制造业 PMI、服务业 PMI，也有一些国家建立了建筑业 PMI。全球已有 20 多个国家建

立了 PMI 体系，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已经建立。PMI 是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汇

总出来的指数，反映了经济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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