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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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23 亿元，同比增

长 37.0%,增加值增长 11.5%。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976.28 亿元，同比增长 41.9%；实现利润

27.44 亿元，同比增长 19.5%。

2、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1.4%。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73.4%，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39.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5.6%。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 5.5%。

3、消费市场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1.9 亿元，同比增长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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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9.2%、38.9%、12.2%。

4、税收收入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30.5 亿元，同比增长 11.3%。其中，增值税增长 15.2%，消费税下降

5.7%，企业所得税增长 43.6%，个人所得税增长 24.3%。

5、金融市场

12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610.5 亿元，比年初增加 45.6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07.2 亿元，

比年初增加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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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370 27.4 9242288 37.0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11.5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2082 -6.3 393464 20.2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77538 41.6 946065 18.7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96.4 -2.4 99.3 0.3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9762831 41.9

利税合计（万元） -- -- 404213 22.5

其中：利润（万元） -- -- 274384 19.5

税金（万元） -- -- 129829 29.2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51526 5.2

应收账款（万元） -- -- 855114 30.0

产成品（万元） -- -- 46331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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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97264 19.6 37710 10.0

食品制造业 71833 -4.6 2849 93.8

纺织业 302401 15.7 3470 50.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8091 38.3 407 -2.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72837 13.0 5383 22.3

家具制造业 68558 50.0 2682 3.2

造纸和纸制品业 61005 14.2 3227 24.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97002 17.7 7665 0.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95435 28.4 4300 -37.4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 -- --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32845 30.9 45321 47.9

医药制造业 65854 21.5 9453 16.4

化学纤维制造业 28982 4.9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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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46 47.0 13468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9742 16.5 15991 66.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670669 69.1 183082 -9.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4241 54.3 37408 523.7

金属制品业 175930 35.9 6813 --

通用设备制造业 22611 42.4 2240 5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386 0.6 309 -13.2

汽车制造业 4843 -38.5 440 -43.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52212 6.7 1806 -19.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4202 24.0 219 -28.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6856 21.9 12822 145.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71580 9.8 7193 29.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163 15.7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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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73.4

第二产业 39.5

第三产业 15.6

2.500万元以上项目

新开工项目（个） 91

3.房地产销售面积 -5.5



贸易外经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亿元）

增速

（%）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91.9 14.6

按行业销售额分

批发业 -- 31.0

零售业 -- 19.2

住宿业 -- 38.9

餐饮业 -- 12.2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速
（%）

合 计 305090 11.3

增值税 167125 15.2

消费税 48 -5.7

营业税 0 -100.0

企业所得税 51569 43.6

个人所得税 6225 24.3

资源税 1252 -43.8

城市维护建设税 7358 -14.6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3295 18.3

印花税 2551 4.0

城镇土地使用税 6575 -6.5

土地增值税 12271 -16.9

车船税 3873 32.8

车辆购置税 10370 6.4

耕地占用税 4115 -17.7

契税 16966 2.6

其他非税收入 944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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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268 -80082 455930

1．住户存款 4730873 55008 541382

（1）活期 1023532 40118 38909

（2）定期及其他 3707341 14890 502473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957834 -133953 38637

（1）活期存款 478450 -146387 -108114

（2）定期及其他存款 479384 12434 146751

3. 广义政府存款 415704 -1244 -124259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071905 39551 411289

1．住户贷款 1949656 21560 294564

（1）短期贷款 747028 6585 169885

其中：消费贷款 186853 2085 46461

经营贷款 560175 4500 123424

（2）中长期贷款 1202628 14975 124679

其中：消费贷款 1153725 15193 122342

经营贷款 48903 -219 2337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122249 17991 116725

（1）短期贷款 867088 22938 125149

（2）中长期贷款 912773 -16258 -26919

（3）票据融资 342388 11311 18495

三．固定资产贷款 32555 1014 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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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2288 37.0 9762831 41.9
十字路街道 537771 15.9 528726 7.3
大店镇 247836 37.3 246240 39.5
板泉镇 432887 17.9 422501 12.2
文疃镇 5166 25.3 5036 22.1
坊前镇 83215 5.0 87613 7.8
洙边镇 97487 18.5 98916 20.4
筵宾镇 23235 16.8 24323 14.9
岭泉镇 94276 -0.3 95622 2.1
石莲子镇 49351 13.6 50719 19.2
涝坡镇 40685 31.5 35652 18.3
道口镇 123659 16.8 123076 17.8
相沟镇 118177 14.0 118007 12.7

注：全县合计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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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84 19.5 404213 22.5
十字路街道 1613 -70.5 6823 -30.9
大店镇 2188 44.9 4135 37.7
板泉镇 3252 -57.6 9734 -25.9
文疃镇 1432 74.2 1500 69.3
坊前镇 -47 -106.4 1041 -49.3
洙边镇 1195 -46.4 2006 -27.3
筵宾镇 119 -9.2 454 72.0
岭泉镇 517 -63.3 1228 -38.2

石莲子镇 -347 -- 15 --
涝坡镇 1690 472.9 1936 67.6
道口镇 214 -- 1429 70.1
相沟镇 1483 -4.9 2390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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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91
十字路街道 118.3 27
大店镇 7.3 10
板泉镇 -37.0 7
文疃镇 -50.7 3
坊前镇 -19.0 7
洙边镇 -31.3 7
筵宾镇 41.2 4
岭泉镇 -7.6 3
石莲子镇 14.4 4
涝坡镇 26.2 6
道口镇 -59.6 3
相沟镇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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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157 29.7

十字路街道 54 210818 30.7

大店镇 5 6398 86.6

板泉镇 24 54050 22.4

文疃镇 19 25726 41.9

坊前镇 6 34116 8.7

洙边镇 2 7510 6.5

筵宾镇 4 1552 28.3

岭泉镇 4 8569 42.2

石莲子镇 4 6544 343.3

涝坡镇 11 6195 -23.5

道口镇 4 8125 1.8

相沟镇 5 10405 0.5

注：全县合计含临港经济开发区数据。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五）

镇街名称

税收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速

（%）

全县合计 305090 11.3
十字路街道 68789 -6.7

大店镇 7144 12.2
板泉镇 12504 -30.3
文疃镇 1269 5.9
坊前镇 5536 -45.9
洙边镇 3225 1.0
筵宾镇 1625 33.3
岭泉镇 3488 44.4

石莲子镇 1922 39.8
涝坡镇 2473 -2.6
道口镇 2216 24.0
相沟镇 2366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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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
罗 庄 -- 14.1
河 东 -- 16.1
沂 南 -- 12.5
郯 城 -- 16.3
沂 水 -- 8.5
兰 陵 -- 12.0
费 县 -- 10.3
平 邑 -- 20.5
莒 南 -- 11.5
蒙 阴 -- 9.1
临 沭 -- 10.3
高新区 -- 18.1
开发区 -- 19.2
临港区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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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 22.7
兰 山 10.9 -- 38.4
罗 庄 12.0 -- 34.2
河 东 13.2 -- 53.5
沂 南 12.5 -- 35.4
郯 城 12.6 -- 129.2
沂 水 10.3 -- 17.7
兰 陵 10.4 -- 43.0
费 县 11.1 -- 84.6
平 邑 11.2 -- 33.9
莒 南 11.4 -- 1.3
蒙 阴 12.1 -- 38.9
临 沭 12.2 -- -7.3
高新区 10.2 -- -11.1
开发区 10.1 -- 8.0
临港区 21.3 -- 14.6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区名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2931.1 15.9 -- --
兰 山 947.1 15.9 -- --
罗 庄 289.2 14.6 -- --
河 东 290.5 16.1 -- --
沂 南 98.1 17.6 -- --
郯 城 141.9 17.2 -- --
沂 水 203.9 16.4 -- --
兰 陵 140.0 10.5 -- --
费 县 183.5 15.2 -- --
平 邑 217.8 16.5 -- --
莒 南 91.9 14.6 -- --
蒙 阴 79.2 16.2 -- --
临 沭 89.3 16.9 -- --
高新区 80.1 15.2 -- --
开发区 78.6 12.6 -- --
临港区 35.8 10.2 -- --



12月份 CPI和 PPI数据解读

一、CPI环比由涨转降，同比涨幅回落

12 月份，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消费市场

总体平稳。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0.4%转为下降 0.3%。其中，食品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2.4%

转为下降 0.6%，影响 CPI 下降约 0.10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2%，影

响 CPI 下降约 0.17 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CPI 上涨 1.5%，涨幅比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由上月

上涨 1.6%转为下降 1.2%，影响 CPI 下降约 0.22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2.1%，涨幅比

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69 个百分点。

二、PPI环比由平转降，同比涨幅回落

12 月份，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叠加原油等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影响，

工业品价格有所回落。

从环比看，PPI 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1.2%。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1.6%，降幅比上

月扩大 1.5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涨 0.4%转为持平。

从同比看，PPI 上涨 10.3%，涨幅比上月回落 2.6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3.4%，涨幅回落 3.6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1.0%，涨幅与上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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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aidu.com/s?wd=%E6%B6%88%E8%B4%B9%E8%80%85%E7%89%A9%E4%BB%B7%E6%8C%87%E6%95%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vcsm1RvnjF9nHn3mW-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dPHc4n1ns
https://www.baidu.com/s?wd=%E9%80%9A%E8%B4%A7%E8%86%A8%E8%83%8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vcsm1RvnjF9nHn3mW-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dPHc4n1ns
https://www.baidu.com/s?wd=%E7%94%9F%E4%BA%A7%E8%80%85%E7%89%A9%E4%BB%B7%E6%8C%87%E6%95%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znvcsm1RvnjF9nHn3mW-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dPHc4n1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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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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87%E8%B4%AD%E7%BB%8F%E7%90%86%E6%8C%87%E6%95%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8D%E5%8A%A1%E4%B8%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