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述 

 

1、工业生产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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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9 亿元，同比增

长 2.9%。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9.26亿元，同比增长 3.7%；实现利润 20.39亿元，同比增长

18.3%。 

2、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 

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18.6%。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1%，第二产业投资

下降 38.9%，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8.1%。房地产投资下降 16.1%。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0.3%。 

3、消费市场缓中向稳 

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2%。其中，城镇和乡村分别增长 4.1%和 4.3%。从

行业看，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分别增长 4.2%、4.2%、4.1%、4.3%。 

4、财税收入增长加快 

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72 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税收收入 14.29 亿元，

同比增长 6.1%，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90.9%。 

税务部门实现收入 24.23亿元，同比增长 4.7%。 

5、金融市场稳中有序 

12 月末，县金融机构存款余 488.87 亿元，比年初增加 39.02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95.01

亿元，比年初增加 20.33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当月 
增长 

（%）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㈠工业总产值（万元） 409824 -22.4 4420858  2.9  

㈡工业增加值（万元） -- -- -- 3.0 

㈢工业出口交货值（万元） 23970 -35.1 233151 -23.4 

㈣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 -- 794361 26.2 

㈤工业产品销售率（%） 102.4 6.0 98.2 0.4 

㈥工业经济效益 -- -- -- -- 

   营业收入（万元） -- -- 4392559 3.7  

     利税合计（万元） -- -- 277520 4.3  

其中：利润（万元） -- -- 203934 18.3  

                税金（万元） -- -- 73568 -21.6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 -- 16969 292.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万元） -- -- 546008 4.6 

     产成品存货（万元） -- -- 652298 41.8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指标 

行业名称 

工业总产值 工业利税 

总量 

（万元） 

增幅 

（%） 

总量 

（万元） 

增幅 

（%）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39533  21.6  18579  -38.3  

纺织业 234104  -2.5  -56  -100.4  

造纸和纸制品业  66942  -33.6  2686  -62.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56208  -27. 7874  -53.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023  -12.1  15233  -38.4  

医药制造业  28699  -12.4  1946  -44.5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7497  48.7  -1292  -15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7540  -27.2  5934  -47.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670169  27.1  203753  107.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273  15.1  -370  -288.4  

金属制品业  22004  -40.2  675  -69.1  

通用设备制造业 29264  -16.9  853  -57.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48.5 
61876  -9.1  3044  7.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20117  26.8  12249  -6.4  

 



 

 

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增长 

（%） 

500 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18.6 

1.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1 

第二产业 -38.9 

第三产业 8.1 

2.500万元以上项目（个） 70 

新开工 500-5000 万元项目（个） 36 

        新开工 5000 万元以上项目（个） 34 

房地产完成投资 -16.1 

房地产销售面积 0.3 

贸易外经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 
增长 

（%）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㈠国内贸易（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  4.2 

      1.按销售地区分     

         城镇  4.3  4.1 

           #城区  4.2  4.2 

         乡村  4.3  4.3 

   2．按行业分     

          批发业  4 .1  4 .2 

  零售业  4 .1  4.2 

          住宿业  4.2  4.1 

          餐饮业  4 .2  4.3 

㈡对外贸易（亿元）     

进出口总额 – – – – 

       其中：出口 – – – – 

              进口 – – – – 



 

 

财政收支情况 

指标名称 
当月 

完成 

累计 

完成 

增长 

（%） 

 1.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4082 157198 6.2 

  （1）税收收入 3836 142890 6.1 

其中：增值税（50%部分） 1844 66067 18.0 

       营业税   -100.0 

       企业所得税 128 13248 -19.3 

       个人所得税 173 1865 -56.4 

城建税 388 7376 22.4 

       耕地占用税 -54 2330 -54.8 

  （2）非税收入 246 14308 7.4 

     其中：行政性收费   -100.0 

           专项收入 224 8155 17.6 

2．财政总支出（万元） 34451 416999 13.5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50 24498 16.4 

       教育支出 4885 107000 8.1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3995 70166 17.6 

税务部门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总量 

（万元） 
增长 

（%） 

合   计  242334 4.7 

增值税 133809 17.8 

消费税 81 28.5 

营业税 0 -103.67 

企业所得税 33121 -19.3 

个人所得税 4664 -56.4 

资源税 2672 -0.5 

城市维护建设税 7377 22.5 

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 2553 7.1 

印花税 2159 -20.2 

城镇土地使用税 6557 -25.1 

土地增值税 11410 22.9 

车船税 8635 1.3 

车辆购置税 8880 8.4 

耕地占用税 2330 -54.8 

契税 15734 48.5 

其他收入 8222 19.6 

 



 

 

  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 

指标名称 
月末 

余额 
比上月末增减 

比年初 

增减数 

一、.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万元) 4888708 49121 390223 

      1．住户存款 3579308 54312 419519 

             （1）活期 831575 40002 116019 

             （2）定期及其他 2747733 14310 303501 

      2. 非金融企业存款 729303 -35264 -30853 

         （1）活期存款 537559 -56545 57371 

         （2）定期及其他存款  191744 21280 -88225 

      3. 广义政府存款 579513 30069 1467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 2950068 -584 203376 

       1．住户贷款 1268503 59299 304281 

       （1）短期贷款  425565 22023 107181 

           其中：消费贷款 112352 12066 31816 

经营贷款 313213 9957 75364 

（2）中长期贷款 842937 37276 197100 

           其中：消费贷款 798979 36486 192653 

经营贷款 43958 792 4447 

       2．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贷款 1681565 -59883 -100904 

        （1）短期贷款 608472 -13281 -124907 

（2）中长期贷款 812106 -20524 -14050 

（3）票据融资    

三．固定资产贷款 24356 3678 5892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一） 

镇街名称 
工业总产值 产品销售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4420858  2.9  4392559 3.7  

开发区 1970332  -8.8  2007251 -9.0  

十字路街道 399549  8.1  414937 9.3  

大店镇 155344  13.6  151196 17.6  

板泉镇 302798  0.5  284113 0.0  

文疃镇 19385  -67.8  13969 -76.6  

坊前镇 73728  -28.6  74284 -27.0  

洙边镇 62095  -32.1  62646 -29.8  

筵宾镇 18176  -4.2  15486 -17.5  

岭泉镇 56837  -44.2  57727 -40.6  

石莲子镇 35665  -33.9  35201 -35.6  

涝坡镇 24608  -43.2  23068 -46.1  

道口镇 97503  -24.5  97338 -24.4  

相沟镇 31537  -40.4  31144 -44.0  

临港产业园 1173302  74.6  1124198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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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203934 18.3  277520 4.3  

开发区 39859 -36.1  76080 -23.6  

十字路街道 4664 -70.8  7661 -62.6  

大店镇 1373 -38.6  2393 -37.4  

板泉镇 8679 6.5  13641 -22.1  

文疃镇 2003 -70.8  2389 -67.7  

坊前镇 377 -92.7  1549 -77.9  

洙边镇 -97 -108.4  791 -67.0  

筵宾镇 171 -86.6  352 -79.6  

岭泉镇 -50 -101.2  581 -88.5  

石莲子镇 128 -136.7  528 59.0  

涝坡镇 954 -14.8  1261 -38.4  

道口镇 -2929 -140.6  -2396 -119.9  

相沟镇 214 -82.2  280 -79.7  

临港产业园 148590 165.6  172408 101.7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三） 

镇街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新开工 

500万元以上项目（个） 

 

全县合计 -18.6  –  

开发区 -14.1  –  

十字路街道 -13.9  –  

大店镇 -14.9  –  

板泉镇 -13.4  –  

文疃镇 -22.1  –  

坊前镇 -18.5  –  

洙边镇 -20.6  –  

筵宾镇 -19.4  –  

岭泉镇 -21.1  –  

石莲子镇 -19.4  –  

涝坡镇 -20.8  –  

道口镇 -17.9  –  

相沟镇 -24.7  –  

临港产业园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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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 

全县合计 247 1325466 6.0 

开发区 15 916882  20.2  

十字路街道 80 245022  7.9  

大店镇 18 18971  1.7  

板泉镇 20 27480  -0.9  

文疃镇 24 17164  7.9  

坊前镇 16 20223  -9.1  

洙边镇 9 17006  -1.0  

筵宾镇 7 4268  9.4  

岭泉镇 9 14549  -30  

石莲子镇 11 10416  -49.7  

涝坡镇 9 916  67.2  

道口镇 12 8666  7.8  

相沟镇 14 23588  -18.1  

临港产业园 3 316  127.2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五） 

镇街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财政支出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157198 6.2 –  –  

开发区 34819 -7.8  –  –  

十字路街道 61316 7.1 –  –  

大店镇 3425 -2.9  –  –  

板泉镇 3345 -35.5  –  –  

文疃镇 1432 4.6 –  –  

坊前镇 6172 51.4 –  –  

洙边镇 1517 5.7 –  –  

筵宾镇 1160 57.2 –  –  

岭泉镇 1382 -29.1  –  –  

石莲子镇 1186 4.4 –  –  

涝坡镇 1708 -27.6  –  –  

道口镇 1110 -42.9  –  –  

相沟镇 1388 9.0 –  –  

临港产业园 19966 125.9 –  –  

分镇街主要经济指标（六） 

镇街名称 
税收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长 
（%） 

全县合计 242334 4.7 

开发区 73078 25.5 

十字路街道 69952 -18.3  

大店镇 5238 -2.5  

板泉镇 6383 -35.2  

文疃镇 1449 55.6 

坊前镇 9853 37.1 

洙边镇 2622 22.8 

筵宾镇 1551 45.6 

岭泉镇  2166 -33.3  

石莲子镇 1458 10.2 

涝坡镇 2759 -3.9  

道口镇 2147 -33.4  

相沟镇 1730 33.3 

临港产业园 41207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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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 

全  市 -- -6.2  

兰  山 -- -8.1  

罗  庄 -- 3.1 

河  东 -- 2.4 

沂  南 -- -2.9  

郯  城 -- 10.1 

沂  水 -- -2  

兰  陵 -- -13.8  

费  县 -- -11 

平  邑 -- -6.9  

莒  南 -- 3 

蒙  阴 -- -6.3  

临  沭 -- 4.3 

高新区 -- 4.5 

开发区 -- 2.5 

临港区 -- 33 

   分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区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 
 工业投资 
（%） 

技改投资 
（%） 

全  市 -23.5  -46.2  -56.9   

兰  山 -16.8  -65.3  -74.6  

罗  庄 -10.3  -47.3  -38.0  

河  东 -12.2  -47.0  -35.7  

沂  南 -18.2  -58.5  -61.6  

郯  城 -33.1  -41.9  -74.6  

沂  水 -18.4  -19.9  -37.5  

兰  陵 -23.3  -42.4  -41.2  

费  县 -34.9  -60.6  -68.1  

平  邑 -40.2  -66.8  -60.3  

莒  南 -18.6  -46.6  -40.5  

蒙  阴 -17.5  -56.5  -52.5  

临  沭 -9.7  -9.6  -19.9  

高新区 -17.8  -38.5  -64.7  

开发区 -19.1  -26.0  -30.1  

临港区 -18.0  -28.7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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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 3.5  -- -- 

兰  山 -- 3.2  -- -- 

罗  庄 -- 5.0  -- -- 

河  东 -- 2.5  -- -- 

沂  南 -- 4.9  -- -- 

郯  城 -- 3.7  -- -- 

沂  水 -- 5.1  -- -- 

兰  陵 -- 3.0  -- -- 

费  县 -- 3.9  -- -- 

平  邑 -- 0.6  -- -- 

莒  南 -- 4.2  -- -- 

蒙  阴 -- 3.0  -- -- 

临  沭 -- 3.1  -- -- 

高新区 -- 3.9  -- -- 

开发区 -- 0.8  -- -- 

临港区 -- 2.3  -- -- 

 

 

 

 

 

 

 

 

 

 

 

 

 

 

 

 

 

 

 

 

 

 

 

 

 



 

 

国家统计局核算司负责人就2018年 GDP数据修订问题接受中国信息报专访 

 

   记者：四经普后为什么要对 2018年全国 GDP 数据进行修订？主要依据有哪些？ 

  核算司负责人：根据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我国年度 GDP 要进行两次核算。

第一次为 GDP初步核算。受资料来源限制，初步核算主要采用进度统计调查资料和部门行政

记录进行核算。第二次为 GDP最终核实。主要依据年度统计资料、财政决算资料和部门行政

记录等，对初步核算结果进行修订。在经济普查年份，要根据经济普查数据对当年 GDP初步

核算数进行修订。 

  2018 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涵盖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全国经济普查为 GDP 核算提供了

范围全面、内容丰富、真实准确的基础数据，为此，国家统计局依据经济普查数据和相关部

门资料，按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度 GDP核算方法，对 2018年 GDP初步核算数进行了修

订。 

记者：2018年全国 GDP 数据修订后，GDP总量、结构等方面会有什么变化？ 

核算司负责人：2018 年 GDP 初步核算数修订，主要是针对经济普查后基础资料的变化，严

格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进行的。修订后的2018年 GDP为919281

亿元，与 2018 年初步核算数 900309 亿元相比，总量和幅度分别增加 18972 亿元和 2.1%。

与前三次经济普查年度 16.8%、4.4%、3.4%的 GDP 增幅相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度 GDP

修订幅度最小。 

  2018年 GDP数据修订后，三次产业结构有所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 7.0%，

比初步核算数降低 0.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9.7%，比初步核算数降低 1.0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3.3%，比初步核算数提高 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进一步提高。 

  记者：四经普后全国 GDP数据修订对 2019年全国 GDP增速有何影响？ 

  核算司负责人：根据我国现行 GDP 核算方法规定，GDP 初步核算主要采用相关指标速

度推算法核算，也就是说在初步核算 2019年 GDP时，将以 2018年 GDP修订数为基数，利用

不同行业相关指标增速核算。因此，尽管 2018年 GDP 修订数在总量方面有所增加，但对 2019

年 GDP 增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从过去三次经济普查的情况来看，数据修订对随后年份的

GDP增速都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记者：2018年全国 GDP数据修订后，是否要对 GDP历史数据进行修订？ 

  核算司负责人：按照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国际通行做法，当发现对 GDP 数据有较

大影响的新的基础资料，或核算方法及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时，需要对 GDP 历史数据进行修

订。四经普后，国家统计局将根据 2018年 GDP 修订结果对 GDP 历史数据进行修订。此外，

由于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采用了 2017年制定的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在对 GDP 历史

数据修订时，还要对有关行业数据进行修订。由于工作量大，GDP历史数据修订工作目前尚

未完成。待 GDP历史数据修订完成后，将以适当方式对外公布。 

  记者：国家统计局将以四经普为契机推进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改革进展如何？ 

  核算司负责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重大

统计改革任务和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以

来，国家统计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完善统计核算制度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积极认真开展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建立统一核算改革工作机制，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和业务指导，制

定印发《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实施方案》，积极组织开展试点试算。目前，地区生产总值

统一核算改革进展顺利，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从 2020 年初开始，国家统计局将正式实

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统一核算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衔接。 

  记者：四经普后，2018年全国 GDP数据进行了修订，是否会同时对地区 GDP数据进行

修订？相关修订结果何时发布？ 

核算司负责人：这次普查后，我们既要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修订，也要对地区

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修订。目前，我们正在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对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地区）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和历史数据进行系统修

订。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修订数，国家统计局将授权各地区统计局在公布 2019 年本地区生

产总值时一并公布。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数据修订结果，将在 2020 年各种统计出版物上陆续

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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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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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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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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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