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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2004 年以来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 一 )

指  标 单  位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总量 增幅（%） 总量 增幅（%） 总量 增幅（%） 总量 增幅（%） 总量 增幅（%）

一、生产总值 亿元 1012.0 17.0 1211.8 17.2 1404.9 16.3 1660.5 16.2 1958.2 13.2 

      #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147.0 7.9 163.4 6.8 178.7 3.0 206.6 4.7 235.9 3.7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531.4 19.6 633.0 16.9 730.8 18.5 847.3 16.3 1001.7 13.8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333.6 17.3 415.4 21.7 495.4 8.3 606.6 19.9 720.6 15.3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272.2 31.6 370.6 35.6 509.4 25.8 653.7 24.4 884.2 31.5 

      利润总额 亿元 44.5 33.4 75.0 67.1 100.7 35.1 140.1 42.4 168.6 22.4 

      利税合计 亿元 76.3 32.7 118.0 54.4 156.4 33.8 216.7 41.1 260.6 22.0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909.7 76.3 1391.5 51.8 1806.4 29.8 2419.5 35.1 3127.9 16.0 

三、农业总产值 亿元 267.8 8.3 301.7 7.2 323.3 3.2 364.1 16.0 433.4 22.0 

      粮食产量 万吨 345.5 13.5 388.0 12.3 412.3 6.3 412.9 0.2 432.4 4.7 

四、三大需求情况

    （一）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503.8 40.3 703.4 39.6 530.2 18.3 697.1 25.4 897.5 26.1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410.8 22.3 476.6 16.0 554.7 16.4 660.8 19.1 816.9 23.6 

    （三）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5.8 38.7 18.0 13.6 22.8 26.8 31.4 37.9 39.9 27.0 

             # 出口额 亿美元 11.3 44.0 12.8 13.1 16.8 31.4 22.4 33.8 26.3 17.1 

五、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4.9 100.2 3.6 25.0 3.4 25.4 4.3 26.9 3.0 -27.8 

六、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37.6 34.7 49.1 30.7 58.3 23.5 68.7 18.0 80.2 16.7 

      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67.3 26.9 82.2 21.7 99.0 20.4 128.1 29.2 152.4 19.9 

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784.1 17.4 910.0 16.1 1014.6 11.5 1156.1 13.9 1407.8 21.8 

      # 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500.7 14.8 586.1 17.1 671.1 14.5 778.0 15.9 997.2 28.2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600.1 15.0 684.3 14.0 813.9 18.9 946.8 16.3 1041.5 10.0 

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8079 12.1 9129 13.0 10772 18.0 12819 19.0 14998 17.0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3158 13.3 3601 14.0 4083 13.4 4722 15.6 5383 14.0 

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4.8 4.8 101.7 1.7 100.6 0.6 103.4 3.4 104.4 4.4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 107.7 7.7 101.7 1.7 102.4 2.4 104.8 4.8 108.1 8.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 118.6 18.6 103.5 3.5 102.8 2.8 107.2 7.2 115.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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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2004 年以来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 二 )

指  标 单位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总量
增幅 

（%）
总量

增幅 
（%）

总量
增幅 

（%）
总量

增幅 
（%）

总量
增幅 

（%）
总量

增幅 
（%）

一、生产总值 亿元 2110.2 13.4 2400.0 12.9 2770.5 12.0 3012.8 11.8 3336.8 11.0 3569.8 10.1

      #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250.5 3.9 264.0 3.5 279.0 3.8 291.3 4.1 324.3 3.2 340.9 3.9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1063.4 14.9 1206.3 13.0 1382.1 12.1 1463.5 13.5 1583.9 12.2 1648.9 10.7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796.3 14.0 929.7 15.1 1109.4 14.2 1258.0 11.5 1428.6 11.3 1580 10.8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1057.6 15.9 1093.5 16.4 1230.7 16.4 1550.0 19.0 1801.6 16.6 2020.3 14.5

      利润总额 亿元 207.2 18.8 280.8 34.8 340.3 34.1 413.0 23.2 481.1 12.3 530.4 10.0 

      利税合计 亿元 310.0 16.8 409.9 31.7 491.5 32.7 614.0 26.5 732.4 15.3 813.3 11.4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3794.8 17.7 4919.9 28.3 5717.2 32.1 7159.4 26.8 8618.6 15.2 10021.9 16.1

三、农业总产值 亿元 455.5 5.1 477.9 3.5 507.3 4.1 529.8 4.3 586.4 3.2 615.3 3.9

      粮食产量 万吨 456.1 5.5 468.8 2.8 477.4 1.9 500.4 4.8 439.2 -7.3 435.2 -

四、三大需求情况

    （一）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150.5 24.8 1408.3 22.7 1608.6 23.9 2016.7 22.7 2431.6 20.8 2826 16.2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974.2 19.3 1157.2 19.0 1366.1 18.1 1571.9 15.1 1781 13.4 2008.4 12.8

    （三）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34.2 -14.3 47.7 39.4 68.4 43.5 78.6 15.5 94.1 19.1 107.9 14.4

             # 出口额 亿美元 21.9 -16.8 28.3 29.2 36.2 28.2 39.0 7.6 46.4 19.0 56.9 22.9

五、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3.1 0.7 3.3 7.0 2.7 -17.7 2.4 -12.5 3.1 31.2 3.4 10.2

六、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91.5 14.1 115.5 26.2 141.3 22.3 170.1 20.4 216.1 16.6 251 16.2

      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187.3 22.9 236.5 26.2 284.9 20.5 349.0 22.5 405.5 16.2 455.1 12.2

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1762.3 25.2 2115.1 20.0 2497.8 18.1 3029.2 533.4 3685.6 655.1 4225.3 539.7

      # 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1178.1 18.1 1390.2 18.0 1625.0 16.9 1941.7 316.7 2250.3 307.3 2583.8 333.5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1287.4 23.6 1538.2 19.5 1796.6 16.8 2109.8 313.2 2475.6 356.9 2992.6 517

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6572 10.5 18644 12.5 21440 15.0 24452 14.1 27511 12.5 30345 10.3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5882 9.3 6761 14.9 8018 18.6 9149 14.1 10389 13.6 11629 11.9

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98.6 -1.4 102.4 2.4 103.8 3.8 101.3 1.3 101.6 1.6 102.1 2.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 95.3 -4.7 106.0 6.0 106.2 6.2 97.4 -2.6 98.6 1.4 97.7 -2.3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 96.4 -3.6 115.5 15.5 109.0 9.0 98.2 -1.8 98.4 1.6 98.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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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 全市主要年份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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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年  份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
值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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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增幅

15.0

5.0

25.0

35.0

45.0

17.7

28.3

32.1

26.8

15.2 16.1

规模以上
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增幅

单位：％

17.7 28.3 32.1

年  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6.8 15.2 16.1

2013 年 2014 年

3794.8 4919.9 5717.2 7159.4 8618.3 10021.9

年  份

规模以上
工业主营
业务收入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单位：亿元

全市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4000.0

2000.0

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3794.8

5717.2

7159.4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4919.9

8618.3

10021.9



 - 7 -

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利税合计 全市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利税合计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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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全市主要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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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全市主要年份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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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全市主要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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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公共财政收入增幅全市主要年份公共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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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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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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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国地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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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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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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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出 口
总额增幅

单位：％

34.2 47.7 68.4 -14.3 39.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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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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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4.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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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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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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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主要年份出口额 全市主要年份出口额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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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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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农民人均纯收入 全市主要年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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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全市主要年份实际利用市外资金 全市主要年份实际利用市外资金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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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用
市外资金

单位：亿元

实际利用
市外资金
增       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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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2014 年全市主要指标（一）

分类 指标项 详细指标 计量单位 总量
增  幅

（%、百分点）

（一）
发
展
后
劲
和
结
构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2826 16.4

一产投资比重 % 1 -0.3

二产投资比重 % 53.6 0.7

三产投资比重 % 45.4 -0.4

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87.5 0.5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370.9 23.4

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 % 59.6 4.3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 % 49.9 -1.4

民间投资比重 % 89.6 -2.1

融资额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亿元 3033.6 19.9

社会融资总额 亿元 1079 49.3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比 % 71.3 3.1

招商引资
引建市外招商项目 个 476 27

到位市外资金 亿元 480.3 21.5

（二）
发展速度
和质量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3569.8 10.1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 9.5 -0.2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 46.2 -1.3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44.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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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分类 指标项 详细指标 计量单位 总量
增  幅

（%、百分点）

（二）
发
展
速
度
和
质
量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67.5 5.1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281.7 5.2

全社会用电弹性系数 % 0.5 -0.8

工业用电弹性系数 % 0.36 -0.5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020.3 14.5

财税收入

公共财政收入 亿元 251 16.2

公共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 7 0.5

税收占公共财政收入比重 % 86.6 -0.2

国地税中第二产业税收占税收比重 % 42.1 -1.8

国地税中第三产业税收占税收比重 % 57.7 1.7

国地税中工业税收占税收比重 % 34.7 -3.3

争取资金 争取上级资金 亿元 233.7 12.9

（三）
发展成果
和民生

民生支出 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 65.5 0

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0345 10.3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11629 11.9

居民储蓄 居民人均储蓄 万元 2.6 18.2

2014 年全市主要指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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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2014 年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 一 )

市　地

地区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公共财政收入

累计 
( 亿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 亿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 亿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山东省 59426.6 8.7 9.62 41599.1 15.8 5026.7 10.2

济南市 5770.6 3 8.8 14 10.05 13 3063.4 4 16.1 3 543.1 2 12.7 6

青岛市 8692.1 1 8.0 15 9.45 16 5766.0 1 16.1 3 895.2 1 13.5 4

淄博市 4029.8 5 7.4 17 8.60 17 2404.6 8 15.7 12 292.5 6 7.1 14

枣庄市 1980.1 15 9.0 12 10.45 11 1430.0 14 15.5 14 137.9 15 5.5 16

东营市 3430.5 8 10.0 3 11.36 8 2708.2 6 16.1 3 206.2 9 12.2 7

烟台市 6002.1 2 9.1 10 9.62 14 4101.1 2 15.9 10 490.2 3 12.1 8

潍坊市 4786.7 4 9.1 11 10.45 11 3969.1 3 15.7 12 430.2 4 12.1 8

济宁市 3800.1 6 9.6 7 11.72 5 2538.2 7 16.0 6 334.2 5 10.6 12

泰安市 3002.2 9 9.4 8 11.36 8 2299.0 9 16.0 6 187.4 10 11.0 10

威海市 2790.3 10 9.8 6 11.77 4 2229.4 10 15.9 10 220.8 8 13.1 5

日照市 1611.9 16 10.0 3 10.86 10 1234.7 15 15.5 14 111.1 16 11.0 10

莱芜市 687.6 17 8.8 13 11.65 6 545.4 17 15.4 16 49.6 17 6.1 15

临沂市 3569.8 7 10.1 2 14.52 2 2826.0 5 16.2 2 251.0 7 16.2 1

德州市 2596.1 11 10.0 3 14.02 3 1961.3 11 16.3 1 171.3 12 14.2 3

聊城市 2516.4 12 9.4 8 11.51 7 1833.1 12 16.0 6 156.2 14 15.20 2

滨州市 2276.7 13 7.6 16 9.55 15 1748.9 13 15.3 17 187.1 11 10.0 13

菏泽市 2222.2 14 10.2 1 15.05 1 940.7 16 16.0 6 162.0 13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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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市　地

国地税收入 国税收入 地税收入 进出口总额

累计
（亿元）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亿元）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 亿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 亿美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山东省 8332.7 6.0 4977.7 3.1 3355.0 10.8 2771.2 4.0

济南市 847.1 2 10.4 4 455.6 4 9.4 3 391.6 2 11.6 7 105.0 8 9.7 6

青岛市 1939.1 1 4.0 13 1340.1 1 0.6 13 599.0 1 12.7 5 798.9 1 2.5 10

淄博市 437.0 6 5.4 11 256.5 6 2.0 11 180.5 7 10.6 9 89.4 9 -0.6 12

枣庄市 172.2 16 6.9 8 76.2 16 8.2 5 96.0 15 5.9 15 14.4 17 15.1 3

东营市 361.9 9 8.3 6 184.6 9 7.8 6 177.3 8 8.8 11 132.6 6 4.1 9

烟台市 829.5 3 5.9 10 487.4 3 4.3 8 342.2 3 8.2 12 527.5 2 7.6 7

潍坊市 642.4 4 12.0 3 331.0 5 12.0 2 311.4 4 12.0 6 177.9 4 10.1 5

济宁市 432.7 7 4.9 12 203.1 7 1.3 12 229.6 5 8.2 13 52.3 12 0.0 11

泰安市 217.9 13 7.5 7 97.8 15 3.4 10 120.1 11 11.0 8 29.7 15 19.5 1

威海市 311.4 10 9.1 5 139.5 11 4.2 9 171.9 9 13.5 4 165.9 5 -3.3 14

日照市 597.4 5 1.5 15 527.0 2 0.0 14 70.4 16 14.2 3 347.7 3 5.2 8

莱芜市 81.4 17 -0.5 16 48.5 17 -3.0 15 32.9 17 3.3 16 22.2 16 -11.4 16

临沂市 381.8 8 13.3 1 195.6 8 9.0 4 186.1 6 18.2 2 107.9 7 14.4 4

德州市 229.1 12 12.9 2 102.8 14 6.4 7 126.3 10 18.8 1 35.1 14 -3.1 13

聊城市 212.0 15 2.4 14 115.0 12 -3.4 16 97.0 14 10.2 10 57.5 11 -6.9 15

滨州市 281.1 11 -2.5 17 161.8 10 -8.3 17 119.3 12 6.6 14 72.0 10 -12.9 17

菏泽市 212.6 14 6.8 9 109.3 13 17.9 1 103.3 13 -2.9 17 35.2 13 19.0 2

2014 年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 二 )

注：1. 地税收入为省局反馈地税中的税收收入。

      2. 进出口为省局反馈海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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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2014 年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 三 )

市　地

# 出口额 进口额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累计
( 亿美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 亿美元 )
位次

增减
(%)

位次
累计

（亿元）
位次

比年初增加
( 亿元 )

位次
累计

（亿元）
位次

比年初增加
( 亿元 )

位次

山东省 1447.5 7.9 1323.7 0.0 67263.0 5413.4 49784.9 5133.4 

济南市 60.6 6 10.5 8 44.4 8 8.5 5 11721.6 1 924.5 1 8454.4 2 693.5 2

青岛市 457.8 1 9.1 10 341.1 1 -5.2 10 11180.4 2 407.6 5 9515.2 1 849.5 1

淄博市 56.0 8 6.9 11 33.4 11 -11.1 12 3594.3 7 139.0 14 2490.5 8 161.1 13

枣庄市 11.5 16 21.9 6 2.9 17 -5.9 11 1326.1 16 80.4 16 1014.8 16 43.7 16

东营市 60.9 5 5.1 15 71.6 4 3.3 8 3207.4 8 418.1 4 2523.8 6 434.2 4

烟台市 294.0 2 0.8 16 233.5 3 17.7 2 6115.8 3 383.8 6 4012.1 4 265.2 8

潍坊市 123.3 3 6.3 13 54.6 5 19.7 1 5408.2 4 434.3 3 4162.5 3 329.8 5

济宁市 32.7 11 -2.0 17 19.6 12 3.5 7 3643.3 6 131.8 15 2491.8 7 299.8 6

泰安市 17.3 15 26.7 1 12.4 16 10.8 4 2458.4 10 197.1 11 1591.6 12 175.2 12

威海市 113.7 4 6.3 13 52.2 6 -19.1 13 2521.8 9 206.2 10 1657.9 11 147.3 15

日照市 47.9 9 23.5 2 299.8 2 2.8 9 1880.6 15 143.1 13 1558.2 13 286.3 7

莱芜市 9.2 17 22.6 5 13.0 14 -25.9 16 788.2 17 36.5 17 603.5 17 29.7 17

临沂市 56.9 7 22.9 4 51.0 7 6.3 6 4225.3 5 539.7 2 2992.6 5 517.0 3

德州市 22.3 13 9.9 9 12.8 15 -19.6 15 2152.8 13 228.6 9 1444.9 14 149.9 14

聊城市 23.9 12 19.1 7 33.7 10 -19.3 14 2270.4 11 339.5 7 1674.2 10 259.6 9

滨州市 37.8 10 6.8 12 34.2 9 -27.7 17 2080.1 14 179.3 12 1831.4 9 184.6 11

菏泽市 21.6 14 23.3 3 13.6 13 12.8 3 2220.0 12 311.3 8 1434.5 15 21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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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2014 年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一）

县  区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量 
（亿元）

增幅 
（%）

总量 
（亿元）

增幅 
（%）

总量 
（亿元）

增幅 
（%）

总量 
（亿元）

增幅 
（%）

全  市 3569.8 10.1 340.9 3.9 1648.9 10.7 1580 10.8

兰山区 748.9 10.1 8.0 3.7 368.0 11.9 372.9 8.4 

罗庄区 343.3 11.8 7.0 3.8 205.6 9.9 130.7 15.7

河东区 178.2 10.2 11.8 3.9 88.6 10.4 77.8 11.0 

沂南县 205.5 11.2 35.3 3.7 86.1 11.5 84.2 14.0 

郯城县 257.2 10.9 27.5 3.8 114.0 9.8 115.7 13.7 

沂水县 334.8 12.0 35.3 3.9 150.7 10.4 148.8 15.9

兰陵县 298.0 10.5 55.7 4.1 102.4 10.5 139.9 12.9

费  县 235.1 10.9 32.9 4.0 109.2 11.1 93.0 12.8

平邑县 253.9 11.4 36.2 3.5 106.4 10.5 111.3 14.9

莒南县 252.1 11.2 32.4 3.8 102.4 12.5 117.3 12.0 

蒙阴县 173.9 10.5 29.2 4.2 66.4 10.1 78.3 13.3

临沭县 201.6 11.5 19.5 4.1 98.2 10.2 83.9 14.7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4.6 12.3 0.7 3.4 37.1 10.2 16.8 18.5

经济技术开发区 135.5 12.1 4.1 4.0 96.7 11.5 34.7 15.2

临港经济开发区 39.3 12.3 5.5 3.9 17.4 14.2 16.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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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SHU SHUO FA ZH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 数 说 发 展

2014 年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  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总量 
（亿元）

增幅 
（%）

总量 
( 亿元 )

增幅 
（%）

总量 
( 亿元）

增幅 
（%）

全  市 2020.3 14.52 2826.0 16.2 2008.4 12.8 

兰山区 297.0 11.58 571.4 15.9 483.1 12.2 

罗庄区 220.4 14.38 214.9 17.8 140.1 13.6 

河东区 100.9 14.66 139.8 16.7 102.1 13.6 

沂南县 123.1 15.82 169.5 17.6 112.3 13.6 

郯城县 104.5 14.38 156.2 17.5 122.7 12.5 

沂水县 220.1 12.86 220.9 15.7 170.9 13.6 

兰陵县 100.9 15.78 161.3 16.4 203.1 13.6 

费  县 141.9 14.38 137.8 16.7 100.3 12.5 

平邑县 100.2 15.36 147.3 16.4 141.4 13.8 

莒南县 140.9 15.41 150.0 16.4 112.3 12.5 

蒙阴县 61.6 14.42 115.6 17.1 100.2 12.6 

临沭县 109.1 14.58 166.2 16.4 100.2 12.5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00.9 15.92 143.0 16.9 57.6 12.1 

经济技术开发区 172.9 14.42 210.1 15.5 45.7 12.0 

临港经济开发区 25.9 18.96 121.9 17.3 16.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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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HUO FA ZHAN TONG JI FU WU LIANG HUI ZI LIAO ZHUAN KAN 
统计服务“两会”资料专刊数 说 发 展

2014 年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  区

公共财政收入
税收占公共

财政收入比重
国、地税收入 国税收入 地税收入               

总量 
( 亿元 )

增幅 
（%）

占比 
（%）

提高百分点
（个）

总量 
（亿元）

增幅 
（%）

总量 
（亿元）

增幅 
（%）

总量 
（亿元）

增幅 
（%）

全  市 251.0 16.2 86.56 1.26 393.5 13.3 195.6 9.0 197.9 17.8 

兰山区 63.0 15.2 93.92 4.76 82.5 18.2 45.6 13.8 36.9 24.2 

罗庄区 20.4 11.4 87.14 0.50 45.0 -0.1 32.9 -4.4 12.1 13.8 

河东区 12.1 15.0 87.83 2.40 20.1 26.1 11.1 39.8 9.0 12.4 

沂南县 13.2 15.0 87.75 -0.49 17.9 8.1 7.8 -0.3 10.1 15.7 

郯城县 10.4 15.0 87.19 2.11 13.7 15.2 5.5 7.3 8.3 21.1 

沂水县 20.7 15.0 84.04 3.63 28.2 16.8 12.2 11.0 16.0 21.6 

兰陵县 13.0 15.0 90.32 0.78 19.1 9.5 9.6 7.2 9.5 12.0 

费  县 13.8 15.0 88.58 1.01 24.5 15.7 15.6 17.2 8.9 13.2 

平邑县 11.9 15.0 86.30 1.98 17.0 12.4 7.2 18.8 9.8 8.1 

莒南县 13.2 15.0 89.68 4.92 20.0 11.9 9.4 4.0 10.6 20.0 

蒙阴县 8.3 10.8 91.07 -0.24 14.2 10.4 8.3 15.8 5.9 3.6 

临沭县 12.2 15.0 85.77 -1.14 17.4 10.6 8.4 4.4 9.1 17.0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6.0 25.1 88.26 1.15 8.5 17.4 4.1 5.3 4.4 31.5 

经济技术开发区 18.0 22.9 82.14 6.55 25.1 26.5 14.0 14.3 11.1 46.1 

临港经济开发区 4.1 26.1 88.65 1.04 3.5 34.6 — — 3.5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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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四）

县  区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实际利用境外资金

总量 
( 万美元 )

增幅 
（%）

总量 
( 万美元 )

增幅 
（%）

总量 
( 万美元 )

增幅 
（%）

总量 
( 万美元 )

增幅 
（%）

全  市 1079054 14.4 569408 22.9 509646 6.3 34027 10.2 

兰山区 270474 30.8 161629 56.8 108845 5.0 8180 31.6 

罗庄区 219162 -14.6 38241 1.4 180921 -17.4 1004 -40.7 

河东区 42577 8.5 39136 8.0 3441 13.5 988 1603.4 

沂南县 28609 35.7 22227 31.0 6382 55.0 1012 34.8 

郯城县 23218 32.7 15554 10.9 7664 120.0 42 -92.8 

沂水县 120449 64.2 45250 36.3 75199 87.3 2066 24.3 

兰陵县 14068 13.2 12356 7.6 1712 82.3 129 -97.2 

费  县 34434 29.0 32698 28.2 1736 47.4 72 -89.5 

平邑县 17471 8.6 16663 8.0 808 22.8 252 73.8 

莒南县 74864 -9.4 51530 0.5 23334 -25.5 6486 103.0 

蒙阴县 15179 81.4 14743 90.1 436 -29.2 60 -75.5 

临沭县 46691 5.1 30713 3.0 15978 9.4 8799 75.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3615 14.9 49633 19.0 3982 -19.8 1762 6.1 

经济技术开发区 88831 40.0 34354 -2.1 54477 91.9 3001 0.5 

临港经济开发区 27859 15.9 5759 22.2 22100 14.4 174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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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统计局在市委、市政府、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履职尽责，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积极探

讨实践新常态下统计工作路子，初步形成“13445”工作框架，即：以建设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努力在服

务科学跨越发展上走在前列为目标，“三个依靠”保证数据质量，“四大品牌”精准服务，“四个路径”

打造队伍，“五条做法”提升效能，三年内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统计系统先进集体”、“全

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三大名片，近年各项全国重大普查和重要工作均获全国先进集体。国家统

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和内部刊物《工作情况交流》先后三次大篇幅介绍临沂统计创新、统计服

务工作。省统计局在临沂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理论学习读书会，号召全省统计系统学习借鉴临沂统

计弘扬沂蒙精神、创新开展工作的经验。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分别就全面工作及思路和

相关工作作出批示、予以肯定表扬，市委、市政府两办专刊予以推介。

实践“13445”工作思路  提升新常态下统计服务科学发展水平

建设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努力在服务科学跨越发展上走在前列。

一个目标  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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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依靠  保证质量

四大品牌  精准服务

依靠严格依法治统、科学制度方法、扎实基层基础。

充分发挥统计反映经济发展的窗子、评价经济发展的尺子、提供决策服务的脑子、宣传促进发展

的旗子“四子”作用，面向党委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统计调查对象“四大”服务对象，实施精准服务、

高品质服务，创新打造了“六四三一”四大服务品牌。

以沂蒙精神为底色，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把统计业务工作与党的建设、廉政建设、

作风建设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每年都深入开展以“几个一”为载体的“六讲六比六创”活动，积极践行 

“履职尽责三条线”，提炼升华“求实求是、和谐诚信、科学创新、服务奉献”的“临沂统计核心价值理

念”，营造“乐业敬业、民主和谐、拼搏创新、昂扬进取”的“临沂统计人精神家园”。

坚持高点站位、多谋善进，坚持履职尽责、勇于担当，坚持创新引领，增强活力，坚持服务为先、品

牌为要，坚持“早细严实”、狠抓落实，着力提高工作效能。

四个路径  打造队伍

五条做法  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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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制度方法改革

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领导讲话部署要求，国家统计局制定下发《全面深化统计

改革总体方案》，推出 5 大方面 14 项重点改革，启动系列先行先试工作。这些改革都是中央确定的改革

任务，不但是统计工作制度方法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对统计数据以及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引

领导向作用。近期实施且影响较大的有：

GDP 核算制度改革。主要有三方面变化：一是扩大 GDP 核算范围，进一步与国际衔接，把 R&D

经费支出、最终消费、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雇员股票期权等计入 GDP。二

是改革现行以累积为基础的专业统计调查制度，健全以分月或分季为基础的专业统计调查制度，加快实

现各专业增加值分季核算，按季公布新方法核算的 GDP 数据。三是推进地区 GDP 统一核算改革，即由上

一级统计部门直接核算下一级 GDP，核心就是各级核算的 GDP总量、速度与上级衔接。实施改革后，基础

指标将直接决定核算结果，专业指标和部门指标至关重要，受统一核算制度影响，还会出现非经济下行

因素而调低经济增速的现象。此项改革，国家 2015 年上半年完成报批，2016 年全面实施。

转型升级统计指标体系。为了更好地评价科学发展成效，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反映经济转型升级综

合统计制度》和《基于需求的反映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统计指标体系》，从经济稳定、经济安全、结构优化、

产业升级、质量效益、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民生改善等八个方面选取40 多个核心综合指标，很多指标已

纳入省、市科学发展观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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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改革。投资统计改革有六大变化：一是统计调查对象从项目转变为法人单位；二

是投资额计算方法从形象进度法转变为财务支出法；三是统计标准按照法人单位会计制度规定执行，

不再设规模统计起点限制；四是统计范围从现行“固定资产投资”概念转变为“非金融资产投资”；五是

数据采集由层层汇总的集中录入全面调查改为联网直报、抽样调查、行政记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六是

统计原则由按项目在地统计改为按法人单位在地统计。此项改革，国家统计局已连续进行了两年试点，

2015 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双轨运行，数据作为 2016 年正式实施的基数。

能源核算制度改革。国家将建立全国统一的能源核算制度，主要内容是能源消耗从过去的消费端统

计转向供应端，从各企业用能量累加汇总，转为从能源总供应量扣除转出量计算消耗。在 GDP 数据上下

级衔接的情况下，各级能源统计总量也将上下衔接，各省市都完成节能任务而全国完不成的现象将不会

再发生。改革分三步走：2014 年实现单位 GDP 能耗数据国家与地方衔接；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资料，调

整历史数据；2015 年实现能源统计数据基本衔接。

服务业统计改革。主要是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指从业人员超过 50人或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

元的服务业企业）由季报改为月报，并且计划将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数据更多地应用到 GDP 核算。

就业统计改革。为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就业统计改革，省统计局将劳动力调查范围扩大到全省 17

市试运行（原来在全国 50 个大中城市开展，我省仅青岛、济南、烟台实施调查），增加调查内容，完善统

计分组，并采用手持电子设备采集数据。计划 2016 年发布调查失业率。

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国家统计局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需要，通过对城乡居民收

入统一调查指标、统一抽样方法、统一调查过程，实现城乡住户调查的一体化。指标增加了反映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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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状况的指标和调查内容，细化政策性转移收支指标的分类，健全社会保障参与和受益情况、就业状况、

社区环境以及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等内容。我市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局改革要求基础上，针对其城乡

住户调查代表性不强、不能实现对县、乡全覆盖的实际，分级增扩样本，建立起对市、县两级都有良好代

表性的住户调查体系，实现住户调查网络对全市乡镇（街道）的全覆盖。

城镇化统计制度。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城镇化统计工作的意见》，改变了过去以城镇常住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评价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方法。主要是将城乡划分标准和城乡界定方法进行了细化

和调整，利用空间信息技术核实城乡划分情况；建立健全完善人口变动调查，增加了反映城镇化质量和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统计制度；完善人口变动和输入地农民工调查，及时发布有关城镇化结构分类数据。

根据制度要求，将利用普查时机，加强对人口变动和农民工的调查，努力改善人口基数的统计监测。

工业发展速度方法改革。以工业生产指数替代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采用工业产品物量增速加权

的方法计算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即：选取代表的产品产量，然后对选中的“代表工业产品”赋予一定的权重，

最后根据报告期内“代表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以及它的权重，加权综合计算出代表整个地区工业经济

增长的综合指数。主要解决专业统计与GDP 核算不衔接的矛盾，控制基础数据质量，实现与国际方法接轨，

增强工业统计体系监测经济运行景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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