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3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一、工业生产

一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总产值 185.81亿元，同比增长 20.9%，增加值

同比增长 19.2%。26个大类行业中，有 13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0 增长面为 50%。农副

食品加工业、冶金两大主导行业实现产值 126.42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为 68.0%。24家产值过亿元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 145.8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为 78.5%，

拉动全县产值同比增长 29.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用电累计 19.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

营业收入累计实现 181.23亿元，同比增长 16.4%；累计利润-8037万元，同比下降 202.6%。

二、固定资产投资

一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34.4%，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7.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33.4%。66个 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增长 9.6%。

22个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 8.0%，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9.6%。

三、消费市场

一季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2亿元，同比增长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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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零售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 3.6%；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20.1%；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5.3%。

四、财税收入

一季度，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实现 7.11亿元，同比增长 7.5%。其中，税收收入

5.50亿元，同比增长 0.6%，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7.4%。

一季度，税务部门累计实现收入 8.64亿元，同比下降 6.9%。其中，增值税下降 15.0%，

消费税增长 877.2%，企业所得税下降 9.0%，个人所得税增长 239.2%。

五、金融市场

3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771.23亿元，比年初增加 89.27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586.59

亿元，比年初增加 48.8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92.49亿元，比年初增加 39.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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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5.8 4.9 4.7
第一产业 5.5 3.8 3.8 3.8
第二产业 28.0 9.6 5.9 5.1
第三产业 28.1 3.0 4.3 4.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9.2 11.2 5.9
固定资产投资 — 8.9 7.6 6.5

商品房销售面积 — 9.6 7.2 2.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2 6.9 6.5 5.6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21.3 12.4 3.4 2.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 7.5 1.7 —
税务部门收入 8.6 -6.9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71.2 13.3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92.5 13.2 — —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8527 4.4 4.2 4.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917 4.0 3.7 3.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961 5.7 5.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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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330 19.2 1858070 20.9

二、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19.2

三、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38484 -2.3 107363 -4.1

四、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61351 -18.4 199036 12.4

五、工业产品销售率（%） 87.1 -9.1 86.1 -10.8

六、工业经济效益

营业收入（万元） — — 1812274 16.4

利税合计（万元） — — 22068 -20.4

其中：利润（万元） — — -8037 -202.6

税金（万元） — — 30105 51.5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39232 31.2

应收账款（万元） — — 884219 14.5

产成品（万元） — — 489673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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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 -41.3 -187 -116.7

农副食品加工业 498846 8.3 10304 22.6

食品制造业 33781 82.1 3477 333.3

纺织业 23078 -69.4 -1177 -150.0

纺织服装、服饰业 1234 69.6 28 -33.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594 -15.0 131 14.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369 -25.5 55 -35.2

家具制造业 11593 -45.5 363 -42.8

造纸和纸制品业 17437 -3.7 -1652 -352.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8219 14.2 1805 28.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5223 -27.3 475 26.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8321 -11.4 12642 15.6

医药制造业 17680 -33.8 1728 -26.6

化学纤维制造业 7711 19.4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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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7 -34.0 -383 -105.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8044 7.3 -321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765305 97.3 -13458 --

金属制品业 26016 4.2 1142 482.9

通用设备制造业 7445 3.2 2377 881.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70 124.1 -60 -661.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452 -17.6 318 102.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19 23.6 185 8.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19 -62.6 42 182.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1124 -4.1 2224 -71.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4114 2.9 1172 -69.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814 15.2 5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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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34.4
第二产业 17.5
第三产业 33.4

二、500万元以上建设项目

在库项目（个） 66
本年完成投资 9.6

三、房地产项目

房地产项目（个） 22
本年完成投资 8.0
商品房销售面积 9.6

贸易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亿元） 增速（%）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2 6.9

二、限额以上单位分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批发业 51.9 14.2

零售业 4.3 3.6

住宿业 0.2 20.1

餐饮业 0.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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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4 71079 7.5

1.税收收入 20317 54996 0.6

其中：增值税 12899 28732 2.1

企业所得税 1359 4294 -9.0

个人所得税 -153 2023 289.1

城建税 967 2161 -9.0

房产税 168 1,069 18.6

2.非税收入 6427 16083 40.8

其中：专项收入 964 2124 -10.0

行政事业性收费 654 3769 54.1

二、财政总支出（万元） 48084 157020 6.7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673 19841 34.9

教育支出 18663 44157 43.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04 46239 24.4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累计总量（万元） 增速（%）

一、税收收入合计 86362 -6.9
增值税 49183 -15.0
消费税 57 877.2
企业所得税 10735 -9.0
个人所得税 5179 239.2
资源税 998 106.6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17 -12.0
城市维护建设税 2161 -11.4
印花税 1168 48.1
土地增值税 3266 -47.9
房产税 1069 18.9
车船税 1377 11.9
车辆购置税 1260 -35.7
耕地占用税 744 -62.1
契税 7248 129.3

二、非税及其他收入合计 151929 6001.4

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

指标名称 本月末余额 比上月末增减额 比年初增减额

一、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7712324 272910 892705
1．住户存款 5865881 122250 488201
（1）活期 1062590 15017 -28914
（2）定期及其他 4803291 107233 517114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1435260 144956 363259
（1）活期存款 649704 158645 194723
（2）定期及其他存款 785556 -13689 168536
3. 广义政府存款 410462 5752 41387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4924873 151024 392482
1．住户贷款 2165962 57385 108001
（1）短期贷款 984950 53323 110622
其中：消费贷款 265318 20608 40224

经营贷款 719632 32715 70398
（2）中长期贷款 1181011 4062 -2621
其中：消费贷款 1133501 3173 -2569

经营贷款 47511 889 -52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2758912 93639 284482
（1）短期贷款 1171575 33828 131316
（2）中长期贷款 1092311 55774 134548
（3）票据融资 495025 4038 18617
3. 固定资产贷款（万元） 37727 1018 1727



2023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i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宏观政策靠前发力，疫情

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积极因素累积增多，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一、经济增长企稳回升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5%，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1.6 个百分点，环比增

长 2.2%，经济总体保持恢复向好态势。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分

别为 4.1%、37.9%、58.1%，各产业占比与 2017—2019 年一季度平均占比相当，已恢复至疫

情前同期水平。

（一）第一产业生产平稳增长

从农业看，生产稳中向好。春耕备耕有序推进，农业生产保持稳定，畜牧业生产平稳发

展。一季度，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拉动经济增长 0.2 个百分点；猪牛羊禽肉

产量增长 2.5%。

（二）第二产业生产稳步恢复

从工业看，生产稳步恢复。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增速比上年四

季度加快 0.3 个百分点。一是多数行业保持增长。一季度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3 个行业

同比保持增长，增长面超过五成。二是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我国产业升级趋势加强，

装备制造能力和水平提升。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贡献率达到 42.5%。三是原材料制造业较快增长。经济稳步恢复，投资平稳增长，对原材料

行业的拉动增强。一季度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高于规上工业 1.7 个百分点。

四是小微企业生产改善。一季度规模以上小微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增速快于全部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规下小微工业企业景气指数比上年四季度提高 1.7 个百分点，生产经

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占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

（三）第三产业生产快速回升

从服务业看，增速明显回升，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5.4%，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3.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9.5%，成为支撑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是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快速反弹。一季度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5.2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增长 13.6%，上年四季度是下降 5.8%。

二是交通运输业较快恢复。一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上年四

季度为下降 3.9%。三是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1.2%，明显快于全部服务业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积极满

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四是服务业企业预期明显改善。今年

以来，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扩张态势较好。

但也要看到，目前服务业回升仍是初步、恢复性的，基础还不牢固。下阶段要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增加居民收入，完善消费环境，增加优质服务供给，促进服务业健康发展。

二、国内需求逐步扩大

（一）市场销售由降转增

随着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促消费等政策措施显效发力，消费预期改善，带动市场销售扩



大。一是服务性消费回升明显。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8%，上年四季度为

下降 2.7%；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6.6%，拉动 GDP 增长 3.0 个百分点。二是商

品销售增势较好。居民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升级类消费增长加快，基本生活类消费持续增长，

支撑商品销售额稳定回升。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9%，上年四季度为下降 1.7%。三

是线上线下消费增长加快。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7.3%；同时随着线下消费

场景恢复，实体店零售逐步改善，一季度限额以上零售业实体店零售额同比增长 3.6%。

（二）投资平稳增长

随着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稳投资政策落地落实，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新改造加快

推进，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1%，与上年全年持平。一是

制造业投资增势较好。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8.8%、7%。资本形成总额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4.7%，拉动 GDP 增长 1.6 个百分点。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一

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8%。三是社会民生领域投资增加。一季度同比增长 8.3%，

其中卫生投资增长 21.6%，将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近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投资一直处于低位，一季度仅增长 0.6%，其中一个方面是房地

产市场调整因素。民间投资中，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下降 13.8%，下拉民间投资增速

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还面临近期企业效益下滑、市场预期不稳等制约因素。总的来看，下

阶段积极推动完善市场环境、积极增加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将有利于民间投资逐步回稳。

三、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今年以来就业市场劳动参与率稳步提升，失业率在 3 月份下降明显，总就业人数比去年

同期增加，就业市场活跃度逐步提升。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5%，比上

年四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

一是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明显下降。3 月份，25-59 岁劳动力失业率 4.3%，比上个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低于 2019 年同期水平。二是农民工群体就业加快改善。3 月份，外来农业户籍

劳动力失业率 5.3%，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农民工从业较多的建筑、批发零售等行业

恢复较好。三是大城市失业率稳中有降。3月份，31 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降到 5.5%。

但也要看到，青年人失业率仍在走高。3 月份，16-24 岁青年人失业率 19.6%，比上月

上升 1.5 个百分点，就业结构性矛盾较突出，青年人失业率上升主要是由于今年应届大学毕

业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所致。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商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足，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3%。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与 1-2 月份持平，保持基本稳定。

四、总结

当前国际环境较复杂，世界经济增长趋缓态势明显，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国内

经济恢复向好，但需求不足的制约依然明显，一些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回升基础还需要巩

固。

下阶段，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着力释放内需潜力，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推动经济

持续整体好转及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i 该部分数据解读主要摘自《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23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赵同录（国家统计局国民

经济核算司司长）：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