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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决定于

2013 年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一、普查的主要目的

全面调查了解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及布局，了解我国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现状

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进一步查实服务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我国各类单位的基本

情况，全面更新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

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普查，进

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健全统计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和信息

共享机制，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

息支持。

二、普查的对象和范围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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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范围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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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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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查的内容和时间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

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及主要资

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3 年 12月31日，普查时期资料

为2013 年年度资料。

四、普查的组织和实施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

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突出重点，优化方式，

统一组织，创新手段，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

施工作。

国务院成立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

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

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

统计局、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监察部、民

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部门（组

成人员名单另发）。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统计局，负

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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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指　　标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地区生产总值 3336.8 11.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801.6 16.6

固定资产投资 2431.6 20.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81.0 13.4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94.1 19.1 

　# 出口额（亿美元） 46.4 19.0 

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 30870 31.2

公共财政收入 216.1 16.6

国、地税收入合计 347.4 18.1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3685.6 655.1 

　# 储蓄存款 2250.3 307.3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2475.6 356.9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101.6 1.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27511 12.5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10389 13.6

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长为比年初增长额。



- 3 -- 2 -

GDP

单位：亿元

指　　标 2013 年 增长速度 (%)

GDP 3336.8 11.04

第一产业 324.3 3.2

第二产业 1583.9 12.2

第三产业 1428.6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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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指标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工业增加值 1801.6 16.6 

  ＃轻工业 687.8 18.0 

    重工业 1113.8 15.9 

  ＃国有企业 112.8 9.3 

    集体企业 5.3 10.1 

    股份合作企业 5.7 8.8 

　　股份制企业 1224.9 17.1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186.8 14.8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266.1 18.9 

  ＃大中型企业 698.5 10.2 

2、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 2678226 15.0 

3、工业产品销售率 (%) 98.23 0.2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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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2004393 17.5 

小型拖拉机（台） 374716 9.6 

白酒（千升） 88160 2.9 

精制食用植物油（吨） 604341 8.3 

硫酸（折 100%）（吨） 409899 -2.1 

纱（吨） 263766 8.5 

布（万米） 69568 -2.6 

烧碱（折 100%)（吨） 402363 10.0 

机制纸及纸板（吨） 788101 -5.2 

水泥（万吨） 1793 -13.0 

电动自行车 (辆 ) 854378 13.1 

铁合金（吨） 1405086 46.7 

人造板（立方米） 18389865 18.2 

钢材（吨） 6327656 23.0 

焦炭（吨） 6362796 4.0 

饲料（吨） 5246077 -3.0 

生铁（吨） 3894827 43.7 

生铁（吨） 3260990 61.4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企业单位数（家） 3830 增加 423 家

  ＃亏损企业（家） 72 减少 2 家

应收帐款净额 304.7 19.5 

产成品 197.0 -5.0 

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1887.2 16.9 

资产合计 3830.8 19.8 

负债合计 2083.2 21.4 

主营业务收入 8618.3 15.2 

  ＃主营业务成本 7603.5 15.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0.6 29.1 

管理费用 154.0 9.4 

财务费用 70.2 7.0 

  ＃利息支出 48.5 4.5 

利润总额 481.1 12.3 

亏损企业亏损额 1.9 -36.4 

利税总额 732.4 15.3 

应交增值税 198.3 19.9 

注：数据截止日期为 1 月 18 日，非最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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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企业个数（个） 1770 404 个

主营业务收入 6894.7 17.3 

利润总额 421.0 15.0 

利税合计 639.9 18.2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个） 1758  减 316 个

  投资额（亿元） 2328.9 30.9

亿元以上投资项目（个） 1444 增 523个

  投资额（亿元） 2259.0 85.1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公路运输

  客运量（万人） 23620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1094014 

  货运量（万吨） 35188 

  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 10288495 

本年收入过亿元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

本年利税过千万元企业

大项目投资

公路交通运输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企业个数（个） 2160 368 个

主营业务收入 7633.6 17.9 

利润总额 428.7 14.9 

利税合计 652.6 17.9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2431.6 20.8 

 ＃第一产业 32.8 21.8 

   第二产业 1285.9 20.0 

    ＃工业 1270.6 21.1 

   第三产业 1113.2 21.7 

2、投资本年资金来源合计 2653.8 26.0 

   国家预算资金 22.9 -58.9 

   国内贷款 170.0 35.7 

   债券 4.9 431.7 

   利用外资 3.8 -67.9 

   自筹资金 2053.0 25.6 

    ＃单位自有资金 402.1 19.4 

   其他资金 399.2 44.0 

注：数据截止日期为 1 月 18 日，非最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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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房地产投资完成额 300.5 28.7 

  其中：建筑工程投资额 212.8 38.8 

     安装工程投资额 35.8 47.9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万平方米) 195.7 -10.5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81.0 13.4 

  ＃城镇 1345.7 13.5 

     # 城区 813.5 13.7 

    乡村 435.3 12.8 

  ＃批发业 189.2 13.2 

    零售业 1465.2 13.8 

    住宿业 11.4 10.7 

    餐饮业 115.2 7.5 

     单位：万平方米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商品房施工面积   3412.4 12.2 

商品房竣工面积   597.6 -9.1 

商品房销售面积 901.1 23.8 

待售面积 225.5 4.5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352.9 33.7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外经

 利用外资项目个数（个） 40 73.9 

 合同利用外资（万美元） 51474 83.7 

 实际到账外资（万美元） 30870 31.2 

2、外贸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940767 19.1 

  ＃出口 463548 19.0 

    进口 477219 19.3 

房地产开发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外经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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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与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公共财政收入 2161016 16.6 

   税收收入 1843367 22.6 

   增值税 270430 19.5 

   营业税 650991 30.1 

   企业所得税 177973 8.9 

   个人所得税 36517 11.6 

2、公共财政支出 4054923 16.2 

　一般公共服务 448374 14.5 

  教育 936949 9.9 

  科学技术 46214 10.6 

　文化体育与传媒 67482 25.2 

  社会保障和就业 525349 21.9 

　医疗卫生 466692 19.8 

　节能环保 84033 -15.8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比年初增减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3685.6 655.1 

  单位存款 1287.4 292.8 

  个人存款 2282.4 329.4 

  其中：储蓄存款 2250.3 307.3 

  财政性存款 98.6 26.5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单位：亿元

指　　标 1-12 月绝对量 比年初增减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475.6 356.9 

  短期贷款 1520.7 197.4 

  中长期贷款 817.1 171.0 

  票据融资 137.5 -11.4 

  各项垫款 0.34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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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以上年同期为 1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同月价格＝100）

指　　标 12 月 1-12 月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6 101.6 

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98.4 98.6 

   轻工业 99.4 99.9 

   重工业 97.8 97.8 

   生产资料 97.5 97.7 

   生活资料 100.2 100.4 

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98.4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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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指　　标 2013 年 增长速度（%）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11 12.5

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4945 7.1

   食品 4544 7.6

   衣着 1830 3.6

   居住 1575 7.6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099 35.0

   医疗保健 618 3.8

   交通和通信 3010 1.9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688 1.8

   其他商品和服务 580 21.0

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

单位：元

指　　标 2013 年 增长速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 10389 13.6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6208 12.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

100.6

102.0 102.0

103.0 103.0

102.3
102.2

100 100 100

100.4 100.4

102.6

2012 年 2013 年 注：居民收入为季度报表。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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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GDP（亿元） 第一产业（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3336.8 11.04 324.3 3.2 

兰  山  区 704.3 11.5 7.5 3.0 

罗  庄  区 330.5 12.5 6.6 2.9 

河  东  区 166.9 12.3 10.9 3.2 

沂  南  县 193.2 12.8 32.3 3.2 

郯  城  县 242.1 12.5 25.4 3.2 

沂  水  县 310.9 12.7 32.8 3.3 

兰  陵  县 271.6 11.5 49.2 3.5 

费      县 224.1 11.8 30.3 3.2 

平  邑  县 236.4 12.3 33.8 3.2 

莒  南  县 233.6 11.2 35.3 3.2 

蒙  阴  县 165.7 11.6 27.4 3.3 

临  沭  县 187.9 12.3 18.4 3.4 

高  新  区 49.9 14.6 0.6 2.7 

开  发  区 125.8 14.2 3.8 3.1 

临  港  区 35.1 13.5 5.1 3.2 

县（市）区
第二产业（亿元） 第三产业（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1583.9 12.2 1428.6 11.3 

兰  山  区 350.4 10.3 346.3 13.0 

罗  庄  区 204.1 11.9 119.9 14.1 

河  东  区 84.6 12.8 71.4 13.1 

沂  南  县 84.1 16.0 76.8 13.5 

郯  城  县 111.6 12.3 105.1 15.0 

沂  水  县 146.0 11.7 132.1 13.2 

兰  陵  县 97.5 11.8 124.9 14.5 

费      县 107.8 11.9 86.1 14.5 

平  邑  县 103.2 12.2 99.5 15.7 

莒  南  县 92.0 11.2 106.3 13.7 

蒙  阴  县 66.2 12.1 72.1 14.4 

临  沭  县 94.7 11.2 74.8 15.8 

高  新  区 35.0 12.7 14.3 20.3 

开  发  区 91.5 12.9 30.6 20.7 

临  港  区 15.6 16.6 14.4 13.8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一）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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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工业增加值（亿元） 产品销售率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销售率

同比 ± 个
百分点

全      市 1801.64 16.57 98.23 0.17 

兰  山  区 255.68 15.01 98.65 0.21 

罗  庄  区 211.12 15.73 98.93 0.60 

河  东  区 95.55 16.75 98.07 -0.03 

沂  南  县 97.25 16.77 97.81 0.20 

郯  城  县 97.28 16.45 98.99 0.52 

沂  水  县 192.81 15.04 97.49 -0.54 

兰  陵  县 95.64 16.66 99.90 0.07 

费      县 123.80 16.30 98.35 0.80 

平  邑  县 95.85 16.45 97.13 -0.44 

莒  南  县 107.64 16.65 98.94 -0.20 

蒙  阴  县 76.44 16.66 97.83 -0.10 

临  沭  县 107.57 16.67 99.70 1.99 

高  新  区 71.39 17.25 98.49 0.77 

开  发  区 155.29 17.22 96.17 0.02 

临  港  区 18.34 20.01 91.26 -6.88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市）区
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 ) 利税合计（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8618.3 15.2 732.4 15.3 

兰  山  区 1374.0 10.3 121.4 7.3 

罗  庄  区 1095.1 12.0 90.9 12.4 

河  东  区 412.8 26.2 24.9 33.9 

沂  南  县 487.4 30.1 41.8 38.7 

郯  城  县 450.7 13.1 52.1 8.6 

沂  水  县 1000.8 21.5 93.4 22.7 

兰  陵  县 424.6 30.5 47.5 34.7 

费      县 576.2 13.1 66.7 20.3 

平  邑  县 399.1 31.1 36.7 26.7 

莒  南  县 538.1 27.7 43.3 39.6 

蒙  阴  县 287.9 13.4 22.9 10.8 

临  沭  县 461.3 11.0 27.1 13.1 

高  新  区 318.4 29.8 21.6 35.5 

开  发  区 718.9 22.3 40.0 13.3 

临  港  区 73.2 32.3 2.1 11.8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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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利润总额（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 亿元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481.1 12.3 2431.6 20.8 

兰  山  区 89.8 6.6 505.5 20.4 

罗  庄  区 47.6 4.7 166.1 21.6 

河  东  区 18.8 39.5 124.2 21.1 

沂  南  县 25.2 37.9 141.5 21.3 

郯  城  县 34.3 7.7 138.6 20.9 

沂  水  县 57.9 18.9 195.3 20.5 

兰  陵  县 28.9 35.6 145.4 20.7 

费      县 47.9 16.8 126.6 21.5 

平  邑  县 22.9 29.4 132.8 21.4 

莒  南  县 28.0 37.9 129.2 20.7 

蒙  阴  县 15.8 10.9 95.6 20.8 

临  沭  县 22.3 12.9 135.1 20.8 

高  新  区 15.1 38.7 110.6 20.8 

开  发  区 25.6 18.6 185.4 20.4 

临  港  区 1.1 17.5 99.7 20.6 

县（市）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1781.0 13.4 940767 19.1 

兰  山  区 467.8 13.1 208977 -2.1 

罗  庄  区 102.2 13.7 256776 36.4 

河  东  区 90.0 13.7 37048 6.2 

沂  南  县 92.1 13.7 21077 14.9 

郯  城  县 103.1 13.3 17503 55.9 

沂  水  县 147.5 13.7 73356 52.2 

兰  陵  县 172.2 13.7 12425 98.3 

费      县 92.1 13.3 26644 8.8 

平  邑  县 125.4 13.9 16042 15.1 

莒  南  县 105.2 13.3 82615 17.3 

蒙  阴  县 88.4 13.4 8370 82.9 

临  沭  县 88.4 13.4 44431 16.5 

高  新  区 50.2 13.0 46661 32.4 

开  发  区 40.0 13.0 63470 4.3 

临  港  区 15.2 12.9 24032 45.3 

临  港  区 2.8 53.6 3.9 19.6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五）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六）

注：数据截止日期为 1 月 18 日，非最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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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出口总额（万美元） 进口总额（万美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463548 19.0 477219 19.3 

兰  山  区 105283 19.8 103694 -17.4 

罗  庄  区 37704 4.0 219072 44.1 

河  东  区 34015 -0.3 3033 309.9 

沂  南  县 16959 12.6 4118 25.3 

郯  城  县 14019 56.9 3484 52.2 

沂  水  县 33206 10.0 40150 123.2 

兰  陵  县 11486 111.8 939 11.4 

费      县 25466 8.1 1178 28.6 

平  邑  县 15411 15.5 631 6.2 

莒  南  县 51274 18.3 31341 15.7 

蒙  阴  县 7754 95.2 616 1.8 

临  沭  县 29826 38.3 14605 -11.9 

高  新  区 41698 28.0 4963 86.9 

开  发  区 35075 21.8 28395 -11.5 

临  港  区 4714 37.4 19318 47.4 

市局车购办（国税） 4.2 11.9 — —

市征收分局（地税） — — 27.9 21.9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七）

县（市）区
公共财政收入（亿元）公共财政支出（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216.1 16.6 405.5 16.2 

兰  山  区 54.7 20.0 35.4 10.1 

罗  庄  区 18.3 19.8 15.6 -5.0 

河  东  区 10.5 30.6 17.1 6.4 

沂  南  县 11.5 32.3 28.2 21.0 

郯  城  县 9.0 31.4 26.8 23.4 

沂  水  县 18.0 21.4 36.5 21.3 

兰  陵  县 11.3 27.7 31.3 18.4 

费      县 12.0 28.8 27.9 24.6 

平  邑  县 10.3 30.9 28.6 18.9 

莒  南  县 11.5 30.6 27.6 26.4 

蒙  阴  县 7.5 27.4 19.7 19.0 

临  沭  县 10.6 32.8 21.6 15.3 

高  新  区 5.0 38.1 4.5 29.6 

开  发  区 16.0 32.9 11.1 11.1 

临  港  区 3.2 50.8 6.1 34.4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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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国税收入（亿元） 地税收入（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179.5 14.5 167.9 22.2 

兰  山  区 40.1 4.8 29.7 22.4 

罗  庄  区 34.4 15.9 10.6 15.8 

河  东  区 7.9 14.1 8.0 36.6 

沂  南  县 7.8 26.9 8.7 30.5 

郯  城  县 5.1 22.4 6.8 23.6 

沂  水  县 11.0 11.3 13.2 16.3 

兰  陵  县 8.9 29.4 8.5 19.5 

费      县 13.3 31.8 7.9 24.0 

平  邑  县 6.1 21.2 9.1 25.9 

莒  南  县 9.0 6.3 8.8 35.7 

蒙  阴  县 7.2 13.9 5.7 23.5 

临  沭  县 8.0 17.4 7.7 32.8 

高  新  区 3.9 19.0 3.4 34.7 

开  发  区 12.2 13.6 7.6 -5.5 

临  港  区 — — 2.6 56.7 

市局车购办（国税） 4.6 12.5 — —

市征收分局（地税） — — 29.6 19.5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九）

县（市）区

实际利用境外资金
( 万美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全      市 30870 31.2 10389 13.6 

兰  山  区 6217 1.6 11685 11.5 

罗  庄  区 1692 380.7 10380 13.3 

河  东  区 58 -82.6 10330 13.7 

沂  南  县 751 -12.2 10275 13.8 

郯  城  县 581 250.0 10298 13.6 

沂  水  县 1662 -34.7 10249 13.5 

兰  陵  县 4581 357.2 10323 13.9 

费      县 685 -34.4 10288 14.0 

平  邑  县 145 -39.6 10278 13.6 

莒  南  县 3195 38.6 10284 13.9 

蒙  阴  县 245 -19.4 10378 14.1 

临  沭  县 5021 97.0 10263 13.6 

高  新  区 1661 6.5 — —

开  发  区 3836 -4.2 — —

临  港  区 540 260.0 — —

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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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一）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市）区
GDP（亿元） 第一产业（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54684.3 9.6 4742.6 3.8 

济  南  市 5232.2 9.6 284.7 3.9 

青  岛  市 8006.6 10.0 352.4 2.1 

淄  博  市 3801.2 9.5 137.8 3.3 

枣  庄  市 1830.6 10.1 149.8 3.3 

东  营  市 3250.2 11.2 117.2 3.5 

烟  台  市 5613.9 10.2 421.0 3.9 

潍  坊  市 4420.7 10.6 433.1 3.3 

济  宁  市 3501.5 11.0 418.9 4.3 

泰  安  市 2790.7 10.6 260.1 3.7 

威  海  市 2549.7 10.8 203.5 4.3 

日  照  市 1500.2 10.6 131.5 3.5 

莱  芜  市 653.5 10.1 49.3 3.1 

临  沂  市 3336.8 11.04 324.3 3.2 

德  州  市 2460.6 11.2 273.5 3.8 

聊  城  市 2365.9 10.0 287.2 3.5 

滨  州  市 2155.7 9.8 211.0 3.7 

菏  泽  市 2050.0 12.0 255.0 3.0 

县（市）区
第二产业（亿元） 第三产业（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27422.5 10.7 22519.2 9.2 

济  南  市 2053.2 10.1 2894.2 9.7 

青  岛  市 3641.4 10.2 4012.8 10.5 

淄  博  市 2171.4 10.3 1492.1 8.7 

枣  庄  市 1037.6 11.4 643.3 9.0 

东  营  市 2258.4 11.8 874.6 10.3 

烟  台  市 3075.1 10.8 2117.8 10.4 

潍  坊  市 2297.4 11.5 1690.2 11.4 

济  宁  市 1789.8 11.6 1292.9 12.1 

泰  安  市 1367.8 11.1 1162.8 11.3 

威  海  市 1312.9 10.5 1033.3 12.5 

日  照  市 784.3 10.7 584.4 12.1 

莱  芜  市 366.2 11.8 238.0 8.3 

临  沂  市 1583.9 12.2 1428.6 11.3 

德  州  市 1301.7 12.6 885.4 11.2 

聊  城  市 1258.2 11.1 820.6 10.3 

滨  州  市 1106.1 11.5 838.6 8.6 

菏  泽  市 1113.5 13.8 681.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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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三）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四）

全省各市
工业增加值
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11.34 35875.9 19.6 

济  南  市 11.34 2638.3 20.7 

青  岛  市 11.35 5027.9 21.1 

淄  博  市 11.30 2078.5 19.5 

枣  庄  市 12.15 1238.2 20.5 

东  营  市 12.71 2332.1 20.8 

烟  台  市 11.50 3538.2 20.1 

潍  坊  市 12.63 3429.9 19.5 

济  宁  市 12.51 2188.3 23.0 

泰  安  市 12.54 1981.8 20.5 

威  海  市 11.70 1923.7 20.5 

日  照  市 11.86 1069.0 20.0 

莱  芜  市 12.54 472.6 19.5 

临  沂  市 16.57 2431.6 20.8 

德  州  市 14.28 1686.6 20.9 

聊  城  市 12.32 1511.1 20.5 

滨  州  市 12.58 1517.2 19.6 

菏  泽  市 17.80 810.8 23.1 

全省各市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

公共财政收入（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13.4 4560.0 12.3 

济  南  市 13.4 482.1 13.9 

青  岛  市 13.3 788.7 17.7 

淄  博  市 13.5 273.1 7.1 

枣  庄  市 13.5 130.7 6.4 

东  营  市 13.5 183.8 5.3 

烟  台  市 13.5 437.2 12.6 

潍  坊  市 13.4 383.9 15.6 

济  宁  市 13.5 302.2 13.3 

泰  安  市 13.5 168.8 0.2 

威  海  市 13.5 195.2 13.4 

日  照  市 13.4 100.1 15.5 

莱  芜  市 13.0 46.8 1.7 

临  沂  市 13.4 216.1 16.6 

德  州  市 13.6 150.0 15.7 

聊  城  市 13.4 135.6 19.9 

滨  州  市 13.2 170.1 6.1 

菏  泽  市 13.7 159.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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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五）

全省各市
国、地税收入（亿元） 国税收入（亿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7858.8 7.2 4829.8 3.7 

济  南  市 767.5 11.9 416.6 11.1 

青  岛  市 1864.4 4.2 1332.7 0.5 

淄  博  市 414.7 0.3 251.6 -3.2 

枣  庄  市 161.1 2.1 70.5 -2.2 

东  营  市 334.2 9.8 171.2 10.8 

烟  台  市 783.6 6.9 467.4 0.6 

潍  坊  市 573.5 12.7 295.5 13.6 

济  宁  市 412.7 0.0 200.4 -4.0 

泰  安  市 202.7 3.4 94.5 1.4 

威  海  市 285.3 16.2 133.9 11.8 

日  照  市 588.5 7.2 526.9 6.5 

莱  芜  市 81.8 1.7 49.9 1.6 

临  沂  市 336.9 18.1 179.5 14.5 

德  州  市 202.9 20.3 96.6 18.2 

聊  城  市 207.1 18.6 119.0 12.7 

滨  州  市 288.3 13.2 176.4 11.0 

菏  泽  市 199.1 5.6 92.7 1.8 注：1、省返地税收入数据为地税中的税收收入。
       2、进出口为省局反馈海关数据。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六）

全省各市
地税收入（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3029.1 13.2 2671.6 8.8 

济  南  市 350.9 13.0 95.7 4.7 

青  岛  市 531.7 14.9 779.1 6.4 

淄  博  市 163.2 6.2 90.1 -5.6 

枣  庄  市 90.6 5.7 12.5 10.7 

东  营  市 163.0 8.7 131.5 7.2 

烟  台  市 316.2 17.8 493.1 3.2 

潍  坊  市 278.0 11.8 161.6 7.9 

济  宁  市 212.3 4.1 52.3 2.2 

泰  安  市 108.2 5.1 24.8 15.2 

威  海  市 151.4 20.3 171.5 0.2 

日  照  市 61.7 13.8 330.4 30.6 

莱  芜  市 31.9 2.1 25.0 17.9 

临  沂  市 157.4 22.5 94.1 19.1 

德  州  市 106.3 22.3 35.4 30.2 

聊  城  市 88.1 27.7 61.9 10.6 

滨  州  市 111.9 17.0 82.9 32.1 

菏  泽  市 106.4 9.2 29.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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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七）

全省各市
出口总额（亿美元） 进口总额（亿美元）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1-12 月  
绝对量

增长速度
(%)

山  东  省 1345.1 4.5 1326.5 13.5 

济  南  市 54.8 -4.1 40.9 19.5 

青  岛  市 419.6 2.9 359.5 10.9 

淄  博  市 52.5 -1.3 37.6 -10.9 

枣  庄  市 9.5 0.8 3.0 59.1 

东  营  市 58.0 16.5 73.5 0.8 

烟  台  市 294.7 3.9 198.4 2.0 

潍  坊  市 116.0 5.8 45.6 13.7 

济  宁  市 33.3 4.3 19.0 -1.2 

泰  安  市 13.7 11.8 11.2 19.7 

威  海  市 107.0 0.5 64.5 -0.4 

日  照  市 38.8 0.1 291.6 36.2 

莱  芜  市 7.5 2.3 17.5 26.0 

临  沂  市 46.4 19.0 47.7 19.3 

德  州  市 20.3 8.5 15.1 77.9 

聊  城  市 20.0 8.3 41.9 11.8 

滨  州  市 35.4 25.2 47.5 37.7 

菏  泽  市 17.5 14.5 12.2 -26.9 

2013 年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临沂市统计局

2014 年 1月 24 日

2013 年，全 市 各 级 紧 紧 围 绕 市 委 市 政 府

“四三二一”总体发展思路和“过四五、双翻番”、与

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着力抓好现

代产业、现代城镇、民生保障“三大体系”，形成了“10+6”

产业推进、“1531”骨干企业培植、“1332”国际商贸

名城建设“三项计划”和健全完善营商环境、要素保

障、工作推进“三个机制”的经济工作主框架，经济

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3336.8

亿元，增长 11.0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24.3 亿

元，增长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1583.9 亿元，增长

12.2%；第三产业增加值 1428.6 亿元，增长 11.3%。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9.7：47.5：42.8，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同比提高 1 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6.5%，同比提高 0.9 个百分点；

国、地税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0.4%，同

比提高 0.6 个百分点。

一、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业平稳发展。农业增加值 237.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7%；林业增加值 12.7亿元，增长 5.7%；

牧业增加值55.8亿元，增长3.4%；渔业增加值9.5亿元，

增长7.2%；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8.6亿元，增长8.0%。

林业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全市有林地面积达到 730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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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3.8%。

牧渔业发展良好。年末，全市生猪存栏410.3万头，

比去年同期增长 1.9%；家禽存栏 7323.8 万只，同比下

降 2.7%。全年生猪累计出栏 616.5 万头，增长 2.9%；

家禽出栏 1.8 亿只，同比下降 7.9%。肉类总产量 76.8

万吨，增长1.2%；禽蛋产量29万吨，奶类产量10.5万吨，

同比分别下降 2.7% 和 3.4%。水产品产量 14.8 万吨，

增长 7.2%。

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全市优质农产品产

业园区达到 138 个，培育有影响力的区域品牌 42 个、

企业产品品牌 98 个；新增“三品”认证 128 宗，累计

达到 904 宗，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为

98.94%。全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达 1.28 万户，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504家，其中国家级4家，

省级 63 家，市级 437 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完成 1141 个村、25.8 万农户、236 万亩家庭承包地的

确权登记工作。生态循环农业取得显著成效，全市户用

沼气总数达到 48.5 万户，占适宜户数的 37.3%，年产

沼气总量 2.5 亿立方米，沼气数量与产气量继续保持

全省第一。

二、工业、建筑业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

值 1801.6 亿元，增长 16.6%；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完

成工业产值 5623.4 亿元，增长 15.7%；“10+6”产业

涉及工业企业 3518 家，完成产值 7904.4 亿元，增长

16.5%。骨干企业运行稳健，产值过亿元企业 2154 家，

完成产值 7701亿元，增长 21.3%，户均产值 3.6 亿元；

“1531”骨干企业完成产值 2839 亿元，增长 14.1%；

全年营业收入过亿元企业 2160 家，同比增加 368 家，

其中 8 家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过百亿元，同比增加 2 家。

临港经济实现总产值 106.4 亿元，增长 31.5%，高于全

市 16.4 个百分点。矿产加工企业完成产值 1089 亿元，

增长 17.1%，高于全市 2 个百分点。38 个行业大类连续

10 个月全面增长，重点调度的 195 种产品中有 138 种

同比保持增长。

工业效益增势稳健。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8618.3 亿元，增长 15.2%；实现利润 481.1

亿元，增长 12.3%；利税 732.4 亿元，增长 15.3%。

1771 家企业实现利税过千万元，增加 405 家；其中利

税过亿元企业 58 家，增加 5 家。

建筑业生产规模扩大。全市有资质等级的总承

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363 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507.2 亿元，增长 22.7%。1 家建筑企业业务收入过百

亿元。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5492.3 万平方米，房屋

建筑竣工面积 1911.7 万平方米。

三、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保持适度增长。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31.6 亿元，增长 20.8%，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

划投资）突破 1000 个，达到 1134 个，完成投资过亿

元项目 799 个，分别增加 677 和 403 个，在建项目单

体规模达到 2.3 亿元。投资结构趋于优化，第一产业

完成投资 32.5 亿元，增长 21.8%；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1285.9 亿元，增长 20%，其中工业投资 1270.6 亿元，

增长 21.1%，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 651.5 亿元，增长

44.7%，占工业投资的 51.3%，同比提高 8.5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1113.2 亿元，增长 21.7%。“10+6”

产业完成投资 1672.9 亿元，同比增长 29.9%。全市民

间投资 2230 亿元，增长 24.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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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同比提高 3.8 个百分点。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300.5 亿元，增长

28.7%。商品房销售面积 901.1万平方米，增长 23.8%；

销售额 352.9 亿元，增长 33.7%。

四、国内市场、物价和外经外贸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781 亿元，增长 13.4%。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完成

零售额 1654.4 亿元，增长 13.8%；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零售额 126.6 亿元，增长 7.7%。1109 家限额以上企业

完成零售额 1064.5 亿元，增长 13.6%，占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59.8%。传统消费品持续增长，

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中，食品、服装、石

油及制品、汽车、家电类商品分别增长 27.5%、28.1%、

9.8%、5% 和 29.9%。

商品交易市场形势良好。临沂商城 101 个专业批

发市场交易额突破 2000 亿元，达到 2096.2 亿元，同

比增长 18.3%；有 75 个市场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完成

出口额 3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0.8%。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升 1.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下降 1.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1.6%。

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94.1 亿美元，增长 19.1%，

其中，出口额46.4亿美元，增长19%；进口额47.7亿美元，

增长 19.3%。全年新批利用外资项目 40 个，实际利用

境外资金 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2%。新签外经合作

合同额 12.6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6 亿美元，分别增

长 444.1% 和 9%。外派劳务 2433人，同比增长 0.6%。

五、民营经济、招商引资

民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

业完成总产值 7674.0 亿元，增长 16.6%。年末工商

注册私营企业 4.1 万家，注册资金 1343.7 亿元，增长

29.1%；个体工商户 28.2 万户，注册资金 132.5 亿元，

增长 20.1%。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 77.6%，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民营经济税收占

国地税收入的 84.4%，同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

招商引资形势良好。全市累计引进在建市外招

商项目 449 个，实际到位市外资金 395.1 亿元，增长

29.2%；其中，“10+6”产业在建招商项目 379 个，到位

资金 345.8 亿元，分别占全市总量的 84.4% 和 87.5%。

全市在建亿元以上招商项目 393 个，实际到位 375.4

亿元。

六、财税、金融和保险

财政收支稳定增长。公共财政收入 216.1 亿元，

增长 16.6%。从组织收入看，国税部门组织 39.9 亿元，

增长 13.8%；地税部门组织 149.5 亿元，增长 25%；财

政部门组织26.7亿元，同比下降13.1%。公共财政收入中，

税收收入 150.3 亿元，增长 22.6%，占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的 85.3%，同比提高 4.3 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

405.5 亿元，增长 16.2%。其中，民生支出 263.3 亿元，

增长 17.8%，占全市财政支出的 64.9%。

国地税收入完成347.4亿元，同比增长18.1%。其中，

国税收入179.5亿元，增长14.5%；地税收入167.9亿元，

增长 22.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税收占比分别

达到 43.9%、56% 和 38%。

金融业形势良好。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项存款余额 3685.6 亿元，比年初增加 655.1 亿元，其

中储蓄存款余额2250.3亿元，比年初增加307.3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475.6 亿元，比年初增

加 356.9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1520.7 亿元，比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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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97.4 亿元；中长期贷款 817.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71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为 67.2%。

保险业平稳发展。全年保费收入 107.4 亿元，

增长 16%，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40.2 亿元，增长

24.8%；人身险保费收入 67.2 亿元，增长 11.3%。支付

各项赔款和给付 33.8 亿元，增长 36.9%，其中，财产

险业务赔付 19.3 亿元，增长 22.3%；人身险业务赔付

14.5 亿元，增长 62.7%。

七、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学前教育快速发展，全市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 385 所，争取上级资金 1.4 亿元；全

市学前三年入学率达到 78.8%，提前两年达到“十二五”

规划目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全市落实义务

教育保障资金 9.3 亿元，惠及学生 109.3 万人。全市全

年招收小学新生 14.4 万人，初中生 10.9 万人，义务教

育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均达到 100%，高中阶段入

学率保持在 85.8% 以上。职业教育发展成效显著，全

市中职教育在校生全部免除学费，8 所学校 23 个专业

点获准举办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全市中职学校招生

数达到 2.98 万人（不含技工学校），同比增长 26.6%，

在校生 8.2 万人。

科技事业取得较大进展。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

产值 211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24.8%。全

市共建设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省级 34 家，

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1 家、省级 8 家；国家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1 家、省级 3 家，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

基地 2 家；全市共建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 家，

省级 1 家，累计孵化面积 28.9 万平方米；55% 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开展了产学研合作，省级国际科技合作

研究中心达到 16 家，开展合作项目 260 项，破解各类

技术难题 2400 余项。知识产权创造水平不断提高，全

年专利申请 4774 件，专利授权 2838 件，其中授权发

明专利 474 件。

八、文化旅游、卫生和体育

文化艺术繁荣。市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36万余册，

中外报纸期刊 800 余种，办理读者卡 5 万余张，被评

为国家一级馆；市博物馆馆藏文物 1万余件（套），被

评为国家二级馆；市群众艺术馆被评为国家一级馆。实

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其中，国家一级图书馆 3

个、一级文化馆 6 个。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举办了

第 13 届广场文化艺术节、第 13 届民间秧歌会、第 11

届书圣文化节、“沂河之魂”系列文化活动等。成功承

办十艺节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三部参赛作品均获奖，

其中大型现代柳琴戏《沂蒙情》获戏剧类政府最高奖“文

华奖优秀剧目奖”。村镇文化设施逐步完善，全市 157

个乡镇全部建成综合文化站，建成农村文化大院 6486

个，农家书屋 6451处，建设乡村大舞台 42 处。

旅游业发展迅速。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4760.9

万人次，增长 11.4%；实现旅游总收入 413.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5.3%。

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积极开展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示范化建设，成功创建 1处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 5 处省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人民医院北

城新区医疗区建设进展顺利，部分诊疗科室已投入使

用，市妇幼保健院、市肿瘤医院新院区正式启用，中医

医院拟在西部城区建设新院区。市 120 指挥中心实现

全市 52 家急救站点全覆盖，一分钟派车率达到 99%。

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竞技体育取得重大历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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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运动员在省级以上比赛中共取得金牌 26 枚，其中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获 7 枚金牌，为历届全运会金牌

数最多的一次。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沂河国际运动娱

乐节，先后举办亚洲杯滑水赛、端午节龙舟争霸赛、百

里沂河水上运动挑战赛、全国摩托艇锦标赛、亚洲水

上摩托公开赛、中美滑水明星对抗赛暨《正大综艺》

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山东帆船帆板俱乐部公开

赛等 7 项水上赛事。健身设施不断完善，全市共完成

1000 个村居健身工程建设任务，健身工程覆盖率达

65% 以上。市级单项体育运动协会 15 个，体育俱乐部

增至 52 家。

九、环境保护、技术监督和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工作扎实推进。三项攻坚战实施重点工

程 168 项，治理点源 2104 个；城区空气质量改善幅度

继续位居全省前列；全市 42 个河流控制断面综合达

标率 93.9%，市辖国控考核断面、南水北调控制断面稳

定达到水质考核要求；19 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有

效保障；积极开展生态示范区和生态乡镇建设，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达到 7个、国家级生态乡镇达到 31个、

省级生态乡镇达到 76 个、省级生态村达到 48 个；全

年未发生重大环境安全事件。

质量强市战略加快实施。全市共有省长质量奖1个，

提名 1个；中国名牌 7个，山东名牌 95 个、省服务名牌

17 个。全市累计成立 24 个标准联盟，发布 32 项联盟

标准。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全市累计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209 起，同比下降 10.7%；受伤 110人，死亡 117人，

同比分别下降 28.7% 和 10.6%；直接经济损失 576.6

万元，同比下降 65.7%。

十、居民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11 元，增长

12.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945元，增长7.1%。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达到 10389 元，

增长 13.6%；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6208 元，增长

12.1%。城乡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分别达到 27.8 平

方米和 34.2 平方米，分别提高 0.2 和 0.5 平方米。

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市企业基本养老保

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75.6万人、

22.4 万人、209.7 万人、52.7 万人、93.2 万人、50.5 万

人；共征缴各项社会保险费 87.7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554.4 万人，适龄参保率 99.3% 以

上，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 11.3 亿元。连续九年上调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 1895.5 元，年均增长

13.5% 以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 65元，

比国家规定高 10 元；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调整为每

人每月 780 元，惠及 1.2 万名失业保险待遇领取人。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逐步规范完善，全市共有城乡低保

对象 47.3 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 4.1 万人，农村低

保对象 43.2 万人，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340-370 元、每人每年 2000 元。全市拥有敬老院 159

处，床位 3万张；农村五保对象 2.91 万人，其中，集中

供养 1.95 万人、分散供养对象 9603人，集中供养和分

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3600 元和 2400 元。

分别为 1699 名孤儿和 151 名社会散居“三无”人员发

放基本生活费 1673.6 万元、94.3 万元。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 5763人次。

劳动就业保持稳定增长。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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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3.2 万人次，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 1.6% 以内，高校毕业生当期就业率稳定在 93%

以上。全市共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12.6 万人、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 13.5 万人、创业培训 2.1 万人。和谐劳动关

系建设得到新加强，全市各类基层调解组织达到 5623

个，受理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2108 起，结案 2012 起；

全年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 3.5 万户，督促用人单位补

缴社会保险费 2717 万元，补发拖欠工资 2867 万元。

新农合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筹资标准提高到人

均 350 元，各级政府财政补助 280 元，筹集资金 30.9

亿元；全市参合农民 871.9 万人，参合率 99.99%；共为

5700 万人次参合农民报销医药费用 30.5 亿元，县域

内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75% 以上。基本药物

制度扎实推进，全市 187 所乡镇卫生院、18 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 30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部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实现了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的全覆盖。制度

实施以来，药价平均降幅 40% 以上，次均门诊、住院费

用分别降低 22% 和 25%。大力实施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公共卫生服务逐步趋向均等化，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提高到 30 元，建立城乡居民健康档案 936 万份，建

档率 88.9%，其中电子档案占比 82%，已超过 80% 的指

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