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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份，全县经济延续回稳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

完成情况如下：

1、工业产值持续下滑：1-7 月份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0%，全市第 11位，分别比上月下滑 3.4 个百分点和 3 个位次。

1-7 月规上工业总产值下降 3.55%，已连续 3 个月负增长且降幅

逐月扩大。202 家规上工业中有 76 家产值同比减少，占比

37.62%，比上月多 4 家。体量前十位的企业有 5 家产值下降，

下拉全县产值 3.41 个百分点，其中梁宝寺煤矿下降 21.67%，

降幅最高；嘉冠粮油下降 12.93%；新希望六和下降 14.04%；

恒圣石墨下降 2.67%；洪润电碳下降 17.05%。

2、固投数据保持平稳：1-7 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7%，全市第 5 位，增速较上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1-7 月份民

间投资占比 76.8%，占比提升 3.9 个百分点，分别列全市第 7

位和第 5 位；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8.2%，全市第 8 位；建安投资

增长 25.2%，全市第 2 位。

1-7月全县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 48.87万平方米，下降 4.5%，

全市第 9 位，分别比上月下滑 1.2 个百分点和 1 个位次。

3、消费市场势头良好：1-7 月份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2.3%，高于全市平均 9.9 个点，列全市第 1 位。分四行业看，

批发业增长 7.7%，较上月下滑 1.5个百分点；零售业增长 34.1%，

较上月下降 1.8 个百分点；住宿业增长 15.5%，较上月提升 5

个百分点；餐饮业增长 29.3%，较上月下降 3.2 个百分点。

全县 1-7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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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业营收持续好转：1-6 月全县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长

26.6%，较上月提升 2.6 个百分点，保持全市第 3 位，其中交运、

仓储和邮政业营收增长 25.7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营收增长 15.4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收增长 10.79%。

1-7 月份规上服务业营收上报增幅为 21.3%。

5、财税金融增速回升：1-7 月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95 亿元，同比增长 7.4%，与金乡、汶上并列全市第 4 位，

分别较上月提升 1.3 个百分点和 3 个位次，其中实现税收收入

9.52 亿元，同比下降 6.2%，列全市第 10 位。截止 7 月底，全

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692.83 亿元，较年初增加 57.86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 432.42 亿元，较年初增加 40.45 亿元。

6、纳统工作再次突破：1-7 月全县共完成企业纳统 76家，

其中 7 月当月新增 2 家，包括 1 家零售业和 1 家建筑业。8 月

纳统目前有 14家企业正待国家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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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嘉祥县 济宁市 山东省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上半年） 138.58 8 6.7 3 2858.71 6.2 46677 5.8

 #第一产业 20.65 7 4.2 3 281.83 4.0 2966 3.8

第二产业 49.76 8 6.4 7 1140.39 5.7 18269 7.1

第三产业 68.18 8 7.6 3 1436.49 7.0 25442 5.2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半年，%） — — 49.2 5 — 50.3 — 54.5

农林牧渔业产值（上半年） 41.83 — 4.6 3 302.36 4.3 5359.1 3.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 — 2.0 11 — 7.6 — 8.3

规上工业营业收入（1-6月） 135.16 5 -2.22 5 2355.85 -2.74 57074.1 4.2

规上工业利润（1-6月） 3.04 9 -25.39 9 145.56 -18.54 2216.9 12.2

建筑业产值（上半年） 45.00 4 20.2 5 — 7.6 — 6.9

固定资产投资 — — 8.7 5 — 5.6 — 4.6

 #房地产开发投资 13.9 8 -37.8 13 312.0 -9.8 4816.3 -11.9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48.90 6 -4.5 9 593.5 -9.3 — -13.4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 94.35 7 8.1 3 1783.3 7.3 20717.8 5.4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1-6月） 12.44 — 26.6 3 333.4 14.2 7484.4 6.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95 10 7.4 4 361.3 5.0 5102.4 4.0

 #税收收入 9.52 11 -6.2 10 217.5 -4.4 3320.3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15 6 7.0 2 460.3 -2.6 7098.4 -1.3

进出口总额 45.42 7 28.8 8 747.8 31.8 18988.8 2.5

 #出口 45.17 6 41.3 7 632.6 37.1 11681.9 5.7

进口 0.24 12 -92.6 13 115.2 9.0 7306.9 -2.1

实际利用外资(县 万美元) 1749 12 -22.6 7 69600 -19.7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692.83 5 10.3 7 9440.6 8.0 168655.1 7.5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32.42 5 16.2 5 8030.3 11.2 147328.0 9.5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元） 16079 11 6.6 5 19352 6.5 21464 5.7

 #城镇居民 (元） 21303 9 5.7 8 24203 5.8 27031 5.0

农村居民（元） 13102 6 7.4 5 13323 7.0 13863 6.4

居民消费价格（%） — — — — 100.5 0.5 100.1 0.1

常住人口（2023年，万人) 68.30 4 — — 824.05 — 1012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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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2024年上半年

现价总量

（亿元）

不变价总量
（亿元）

不变价增速
（%）

占GDP比重
（%）

全县 138.58 131.16 6.7 100.0 

农林牧渔业 22.20 21.95 4.6 16.0 
工业 41.02 37.28 4.4 29.6 
建筑业 9.07 7.89 19.0 6.5 
批发和零售业 22.09 20.29 13.1 15.9 
批发业 9.75 10.25 12.8 7.0 
零售业 12.34 10.04 13.4 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64 4.52 10.9 3.3 
住宿和餐饮业 1.52 1.28 5.0 1.1 
住宿业 0.08 0.09 6.5 0.1 
餐饮业 1.44 1.19 4.9 1.0 

金融业 6.55 6.51 5.9 4.7 
房地产业 7.32 8.27 -2.9 5.3 
其他服务业 24.18 23.17 6.7 17.4 
营利性服务业 9.59 10.15 13.1 6.9 
非营利性服务业 14.58 13.02 2.2 10.5 

 #  第一产业 20.65 20.52 4.2 14.9 

 第二产业 49.76 44.84 6.4 35.9 
第三产业 68.18 65.80 7.6 49.2 

产业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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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指标名称

1-7月

单 位 本 月 累 计
累计增幅

（%）

（一）财政总收入 万元 25701 203533 -1.4

税务部门 万元 25551 151661 -12.8

增值税 万元 11128 64930 -11.3

企业所得税 万元 3373 20127 -27.5

个人所得税 万元 432 2767 -24.2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6839 149488 7.4

税务部门 万元 16839 99622 -8.4

增值税 万元 5454 32385 -16.0

企业所得税 万元 1349 8051 -27.5

个人所得税 万元 173 1107 -24.2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 301488 7.0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万元 — 23969 -15.3

教育支出 万元 — 93050 3.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 68691 24.7

（四）税收收入 万元 16123 95233 -6.2

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 95.75 63.7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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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

行业名称

1-7月

用电量累计
（万千瓦时）

占全社会比
重(%)

本月增长
(%)

累计增长
(%)

全社会用电总计 132929 100.0 -2.3 4.64 

 #全行业用电合计 91549 68.87 4.0 2.61 

 #第一产业 2608 1.96 -8.0 10.47 

第二产业 67680 50.91 8.2 0.00 

第三产业 21260 15.99 -5.5 10.85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41381 31.13 -11.1 9.45 

 #城镇居民 16615 12.50 -2.5 14.97 

乡村居民 24765 18.63 -16.7 6.03 

全行业用电合计(分类) 91549 68.87 4.0 2.61 

 #农、林、牧、渔业 4743 3.57 -15.3 10.77 

工业 66097 49.72 8.2 -0.40

 #采矿业 8451 6.36 8.2 15.86 

制造业 47434 35.68 12.6 6.3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650 8.01 -6.0 -30.38

建筑业 1621 1.22 8.1 20.4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18 0.99 -20.2 -3.7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20 0.99 2.7 10.52 

批发和零售业 5454 4.10 0.0 11.53 

住宿和餐饮业 1741 1.31 -10.0 4.71 

金融业 311 0.23 -7.4 3.97 

房地产业 1074 0.81 -7.2 4.5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62 1.02 6.7 32.27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6508 4.90 -4.4 13.00 
320.3357 1.141832825 27.7500589
593.3159 432.24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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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及产品产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7月

总量 增长（%）

企业单位数（个） 202 ——

　其中：今年新增（个） 18 ——

工业生产指标
1-7月

总量（亿元） 增长（%）

工业总产值（现价） 156.88 -3.55

　工业销售产值 155.14 -2.16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2.00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7月

总量（亿元） 增长（%）

存货 36.28 -1.81

产成品 17.31 -12.85

应收帐款 41.16 6.04 

流动资产合计 148.35 1.45 

资产总计 289.16 1.47 

负债合计 185.72 -4.67

营业收入 155.30 -3.57

营业成本 141.42 -3.15

税金及附加 1.00 -6.15

利润总额 2.51 -45.74

应交增值税 2.18 -6.7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7月

总量（万吨） 增长（%）

原煤 110.80 -0.83

小麦粉 9.47 7.40 

白酒（千升） 307.96 42.39 

食用植物油 16.66 1.23 

棉纱 2.3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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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行业主要指标 

编
码

行业名称

1-7月

营业收入 利润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计 1553049 -3.57 25128 -45.74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87389 -8.62 -6661 -158.71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3393 -37.97 344 -30.05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535472 -12.16 8224 90.54 

14 食品制造业 17133 20.61 1854 299.38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518 49.70 937 717.00 

17 纺织业 73401 -13.68 1991 -12.44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4228 16.90 72 -9.49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3387 1.74 1392 23.68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0052 -11.11 1727 -22.10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5231 -35.45 87 -58.67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0761 -8.22 266 171.96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60572 17.02 5309 -22.85 

27 医药制造业 3707 33.75 147 52.65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5542 32.64 294 6.51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6330 -17.21 9206 -51.95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08 -7.83 28 -35.14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46 54.14 2 5.88 

33 金属制品业 34352 40.82 -7063 -159.38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0075 -6.57 185 129.97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7322 28.54 2016 117.45 

36 汽车制造业 11091 -33.67 -1369 -1533.17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104 166.07 153 231.02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497 30.40 432 57.62 

42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业 3587 -8.74 126 -0.79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6967 25.46 1489 181.61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6282 -20.90 332 242.68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203 7.62 3607 1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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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分行业用电量

行业名称

1-7月

总量

（万千瓦时）

行业用电
占比（%）

同比增速
（%）

全部工业 66097.2 100 -0.4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8423.5 12.74 15.8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9.5 0.03 9.92 

农副食品加工业 4168.2 6.31 11.74 

食品制造业 642.7 0.97 11.1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44.4 0.22 19.65 

纺织业 7285.3 11.02 -0.10

纺织服装、服饰业 544.0 0.82 13.5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938.2 1.42 3.95 

造纸和纸制品业 207.7 0.31 44.51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01.0 0.15 3.0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50.5 0.08 53.6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5355.7 23.23 10.75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61.8 1.61 8.4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382.0 6.63 12.2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4 0.03 19.68 

金属制品业 7688.7 11.63 2.94 

通用设备制造业 570.8 0.86 75.18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70.7 1.62 -32.93

汽车制造业 319.2 0.48 15.4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82.8 0.28 114.7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0.3 0.08 218.8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937.0 15.03 -32.5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78.9 1.03 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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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

1-7月

单位 总量 增长（％）

1、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8.7

房地产投资 万元 —— -37.8

其中：住宅 万元 —— -36.2

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 —— -49.2

2、结构性指标 ——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 —— 62.3 

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 % —— 27.9 

民间投资占比 百分比 —— 76.8 

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 —— 8.2 

3、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个  数 个 179 ——

投资额 % —— 21.4 

4、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情况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3507490 -21.9

竣工面积 平方米 27479 -92.7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488666 -4.5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266585 -8.9

5、建筑业总产值（2024年上半年） 亿元 45.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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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外贸外资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1-6月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计 12.44 26.6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60 25.7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73 15.49 

房地产业 0.09 12.6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0 10.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47 25.0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46 -5.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03 19.67

卫生和社会工作 0.67 44.9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10 24.10 

外贸外资

1-7月

总量 增长（%）

进出口总额（亿元） 45.42 28.8

#出口总额（亿元） 45.17 41.3

进口总额（亿元） 0.24 -92.6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1749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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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销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月

总量（亿元） 累计增幅(%)

总　计 ——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0.3 22.3 

　　 #按销售区域分 —— ——

　　　　#城镇 —— ——

　　　　 乡村 —— ——

　　 #按消费形态分

　　　　#餐费收入 1.8 22.8 

　　　　 商品零售 8.5 22.2 

限额以上单位四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含企业和个体)

1-7月

增幅(%)

总　计 ——

　　#批发业 7.7 

　　 零售业 34.1 

　　 住宿业 15.5 

　　 餐饮业 2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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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分类情况

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销售额

1-7月

批发业 零售业

总量(万元) 增幅(%) 总量(万元) 增幅(%)

总计 521050.5 7.7 84459.9 34.1

  1.粮油、食品类 35425.4 -6.17 24620.8 30.432

  2.饮料类 3543.9 113.5 4902.7 50.343

  3.烟酒类 5646.5 52.2 5128.8 57.7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6214.6 -22.7 745.5 88

  5.化妆品类 585.3 71.4

  7.日用品类 1183.1 151.8 6190.45 22.5

  10.书报杂志类 347 118.5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6605.6 22.9

  13.中西药品类 44601.3 9.4 5526.9 15.8

  14.中草药及中成药类 14940.3 111.3 94.9 -40.6

  15.文化办公用品类 759.8 -14.8

  16.通讯器材类 3730.7 4.9

  17.煤炭及制品类 54114.3 22.1

  19.石油及制品类 39175.6 -9.8 17387.7 46.7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36620.6 8

  21.金属材料类 157609.5 4.1

  2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4916.8 -34.3

  24.汽车类 27265.4 97.6 3653.8 22.4

  25.种子饲料类 29072.7 26.1

  26.棉麻类 37391.7 84.9

  27.其他类 5632.9 -1.979 40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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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街“四上”企业

指标名称

1-7月企业数（个）
新增
汇总

总计 工业 新增 建筑业 新增 批零 新增 住餐 新增 服务业 新增 房地产 新增

全县 673 202 18 96 6 219 40 63 10 60 2 33 76 

1.县 属

县开发区 47 34 1 9 3 1 1 

住建局 129 96 6 33 6 

2.镇 街

嘉祥街道 131 22 1 4 81 14 13 4 15 23 

金屯镇 36 11 3 19 6 6 1 10 

满硐镇 18 5 9 3 3 1 3 

纸坊镇 32 10 2 1 6 1 8 1 8 1 6 

仲山镇 18 6 7 0 2 3 

卧龙山街道 34 11 2 13 3 6 1 4 6 

孟姑集镇 16 5 7 1 2 2 1 

老僧堂镇 30 14 2 11 2 5 4 

黄垓镇 33 10 1 10 0 10 3 3 4 

梁宝寺镇 33 11 1 13 4 6 1 3 6 

大张楼镇 46 30 10 2 4 2 2 

马村镇 32 14 2 11 3 3 4 5 

万张街道 38 19 3 1 13 1 3 3 5 

备注：部门新增规上企业可与镇街新增重合，“四上”企业数包含国家自动摘抄单位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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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街财政收入

指标名称

1-7月

总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

累计完成
（万元）

计划占
比 (%)

增长
 (%)

位次
累计完成
（万元）

计划占
比 (%)

增长
 (%)

位次

合计 203533 65.31 -1.41 — 149488 71.67 7.40 —

县本级 104168 83.6 -7.42 — 83947 89.9 13.02 —

   其中：经开区 7497 62.2 -7.75 10 4824 53.4 -22.26 13

镇街级 99365 53.1 5.79 — 65541 56.9 0.96 —

嘉祥街道 51086 50.5 10.68 6 34875 51.8 1.08 9

    其中：房地产 13872 52.0 -13.9 — 10022 48.5 -13.77 —

金屯镇 5246 57.4 39.37 1 2914 62.2 25.98 2

满硐镇 2161 43.2 -11.14 11 1740 60.4 1.99 8

纸坊镇 6491 58.4 9.29 7 4289 74.1 18.02 4

仲山镇 2461 60.5 -1.8 9 1646 68.9 4.31 7

卧龙山街道 5414 61.3 21.94 2 3496 66.6 20.8 3

孟姑集镇 1393 49.5 15.31 3 1014 67.5 35.92 1

老僧堂镇 2169 66.8 10.95 5 1327 76.4 13.61 6

黄垓镇 1665 60.2 11.3 4 1037 69.7 14.84 5

梁宝寺镇 5315 68.1 -11.24 12 3411 61.1 -25.62 14

大张楼镇 5244 56.2 -1.45 8 3296 61.2 -0.48 10

马村镇 3974 50.9 -16.51 14 2535 62.0 -8.42 11

万张街道 6746 48.7 -15.28 13 3961 55.5 -17.5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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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1-7月

当月
（万元）

累计
（万元）

累计增速
 (%) 位次

 全   县 205144 1568777 -3.55 —

嘉祥街道 16640 110305 -8.78 11 

卧龙山街道 4569 34966 4.31 4 

万张街道 17173 122504 -3.82 7 

纸坊镇 4780 47067 -9.74 12 

梁宝寺镇 16695 120711 -6.59 10 

马村镇 7086 41261 0.71 6 

金屯镇 2544 18982 9.09 2 

大张楼镇 16323 124327 1.48 5 

孟姑集镇 2362 18349 -17.29 13 

老僧堂镇 5970 51398 8.24 3 

仲山镇 3589 20385 -4.59 9 

满硐镇 1300 9489 -24.41 14 

黄垓镇 7229 44858 10.01 1 

县开发区 98887 804172 -4.0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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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开发区贸易限上零售额、批发业销售额完成情况
.

指标名称

1-7月

限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限上批发行业销售额

增长
（%）

位次
增长

（%）
位次

全县 22.3 — 7.7 —

嘉祥街道 8.8 13 4.6 13

卧龙山街道 58.6 1 22.9 10

万张街道 41.8 5 32.0 6 

纸坊镇 15.5 12 24.5 8

梁宝寺镇 52.7 2 45.2 4

马村镇 37.2 8 50.4 2

金屯镇 36.8 9 16.6 11

大张楼镇 44.6 4 30.9 7

孟姑集镇 47.2 3 42.9 5

老僧堂镇 41.4 6 48.2 3

仲山镇 37.5 7 23.8 9

满硐镇 25.9 11 59.6 1

黄垓镇 34.4 10 11.8 12

县开发区 — — -34.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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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县（市区）

2024年上半年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2859 — 6.2 —

任城区 334 2 6.1 9

兖州区 314 3 5.4 13

微山县 243 5 6.4 5

鱼台县 115 11 6.2 8

金乡县 133 10 6.3 7

嘉祥县 139 8 6.7 3

汶上县 136 9 7.0 2

泗水县 107 12 5.2 14

梁山县 151 7 5.9 10

曲阜市 223 6 5.6 12

邹城市 588 1 6.6 4

济宁高新区 298 4 6.4 5

太白湖新区 30 14 5.7 11

济宁经开区 46 13 7.1 1

— 18 —



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县（市区）

2024年上半年

第一产业
（%）

位次
第二产业
（%）

位次
第三产业
（%）

位次

济宁市 4.0 — 5.7 — 7.0 —

任城区 3.6 10 5.6 9 6.4 8

兖州区 3.3 12 3.9 13 7.2 4

微山县 4.0 4 7.2 6 6.5 6

鱼台县 3.3 12 11.3 2 5.2 11

金乡县 4.5 2 11.8 1 5.1 12

嘉祥县 4.2 3 6.4 7 7.6 3

汶上县 3.7 9 9.1 4 6.4 8

泗水县 3.8 8 4.1 11 6.5 6

梁山县 4.7 1 2.8 14 8.6 2

曲阜市 3.9 6 4.4 10 6.4 8

邹城市 3.9 6 4.1 11 9.4 1

济宁高新区 4.0 4 6.1 8 6.7 5

太白湖新区 3.2 14 8.2 5 4.7 13

济宁经开区 3.4 11 10.7 3 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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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县（市区）

1-7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361.3 — 5.0 —

任城区 54.7 2 0.4 13

兖州区 45.7 3 5.5 9

微山县 22.3 5 6.1 8

鱼台县 10.4 13 6.7 7

金乡县 15.9 9 7.4 4

嘉祥县 14.9 10 7.4 4

汶上县 16.0 8 7.4 4

泗水县 11.1 12 7.8 2

梁山县 16.5 7 7.7 3

曲阜市 20.8 6 5.5 9

邹城市 67.3 1 5.5 9

济宁高新区 32.6 4 1.0 12

太白湖新区 13.4 11 -5.5 14

济宁经开区 3.8 14 2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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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县（市区）

1-7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460.3 — -2.6 —

任城区 41.1 2 0.6 6

兖州区 39.8 3 -2.5 9

微山县 31.2 5 7.7 1

鱼台县 18.8 11 -3.9 10

金乡县 30.0 7 1.7 5

嘉祥县 30.1 6 7.0 2

汶上县 33.6 4 2.3 4

泗水县 24.8 10 -10.3 12

梁山县 29.9 8 -7.6 11

曲阜市 25.6 9 -0.6 7

邹城市 55.0 1 -1.1 8

济宁高新区 13.9 12 -24.1 13

太白湖新区 5.3 13 -26.6 14

济宁经开区 3.9 14 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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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税收收入

县（市区）

1-7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217.5 — -4.4 —

任城区 30.1 2 -8.0 12

兖州区 25.9 4 0.2 3

微山县 15.1 5 -7.9 11

鱼台县 6.6 13 -4.9 8

金乡县 10.3 9 -9.4 13

嘉祥县 9.5 11 -6.2 10

汶上县 11.0 8 -0.9 5

泗水县 7.0 12 1.9 1

梁山县 10.1 10 0.6 2

曲阜市 11.4 6 -3.5 7

邹城市 37.6 1 -5.2 9

济宁高新区 28.1 3 -1.8 6

太白湖新区 11.2 7 -11.2 14

济宁经开区 2.8 14 -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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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4年上半年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9352 — 6.5 —

任城区 25316 2 6.2 11

兖州区 23583 3 6.4 8

微山县 18352 7 6.8 3

鱼台县 16055 12 6.6 5

金乡县 18146 8 6.3 9

嘉祥县 16079 11 6.6 5

汶上县 16579 9 7.1 1

泗水县 13829 14 6.7 4

梁山县 16275 10 6.5 7

曲阜市 18445 6 6.0 13

邹城市 21110 5 6.3 9

济宁高新区 27559 1 6.2 11

太白湖新区 22061 4 5.8 14

济宁经开区 15239 13 6.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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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4年上半年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24203 — 5.8 —

任城区 28124 1 5.7 8

兖州区 27500 2 5.5 11

微山县 23103 5 6.3 5

鱼台县 21509 8 6.2 6

金乡县 23114 4 5.6 10

嘉祥县 21303 9 5.7 8

汶上县 21629 7 7.4 1

泗水县 18147 12 6.8 2

梁山县 21197 10 6.4 4

曲阜市 21751 6 5.2 12

邹城市 26039 3 5.8 7

济宁高新区 — — — —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18733 11 6.7 3

— 24 —



分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4年上半年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3323 — 7.0 —

任城区 13941 3 8.8 1

兖州区 14987 1 8.4 2

微山县 13100 7 7.5 4

鱼台县 12879 10 7.0 7

金乡县 13704 4 7.3 6

嘉祥县 13102 6 7.4 5

汶上县 12769 11 6.6 11

泗水县 10409 12 6.5 12

梁山县 12966 9 6.7 10

曲阜市 13402 5 6.8 9

邹城市 14017 2 6.9 8

济宁高新区 — — — —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13097 8 7.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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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工业增加值

县（市区）

1-7月

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5.6 — 7.6 —

任城区 8.3 10 1.7 13

兖州区 8.5 8 4.4 9

微山县 8.4 9 8.4 7

鱼台县 8.7 5 9.5 4

金乡县 9.5 2 10.8 3

嘉祥县 8.7 5 2.0 11

汶上县 7.4 11 12.3 1

泗水县 -33.6 14 1.8 12

梁山县 -3.7 13 2.8 10

曲阜市 9.4 3 5.1 8

邹城市 6.1 12 9.5 4

济宁高新区 8.6 7 8.5 6

太白湖新区 8.9 4 — —

济宁经开区 9.9 1 1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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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结构

县（市区）

1-7月

民间投资 高技术投资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0.0 — 35.0 —

任城区 28.6 1 34.6 6

兖州区 9.2 7 4.7 10

微山县 -1.6 12 -7.2 12

鱼台县 6.8 10 -15.5 13

金乡县 7.7 8 66.0 3

嘉祥县 14.5 4 62.3 4

汶上县 18.7 3 35.9 5

泗水县 -33.1 14 -17.3 14

梁山县 6.1 11 7.6 9

曲阜市 14.1 5 128.6 1

邹城市 10.6 6 67.3 2

济宁高新区 20.2 2 31.9 7

太白湖新区 -6.1 13 0.5 11

济宁经开区 7.0 9 27.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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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结构

县（市区）

1-7月

工业技改投资 房地产投资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9.6 — -9.8 —

任城区 26.5 2 -12.3 11

兖州区 -3.9 12 2.1 4

微山县 -9.7 13 12.5 1

鱼台县 16.7 5 4.5 2

金乡县 24.5 3 -41.1 14

嘉祥县 8.2 8 -37.8 13

汶上县 16.5 6 -6.8 10

泗水县 -44.6 14 -20.8 12

梁山县 3.2 9 -4.0 8

曲阜市 19.8 4 -5.9 9

邹城市 29.9 1 -0.5 6

济宁高新区 12.8 7 -1.8 7

太白湖新区 0 10 3.3 3

济宁经开区 -0.2 11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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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县（市区）

1-6月

单位
个数
(个)

位次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位次

济宁市 2508 — 2355.85 — -2.74 —

任城区 154 10 105.60 8 -10.99 12

兖州区 195 7 446.23 1 8.12 2

微山县 162 9 109.63 7 -5.50 8

鱼台县 147 12 87.63 11 -2.40 6

金乡县 177 8 153.43 4 10.37 1

嘉祥县 202 5 135.16 5 -2.22 5

汶上县 206 4 102.77 10 8.04 3

泗水县 154 10 68.51 13 1.44 4

梁山县 239 3 104.11 9 -12.71 13

曲阜市 200 6 119.72 6 -6.45 9

邹城市 255 2 418.41 2 -8.30 11

济宁高新区 293 1 407.83 3 -7.54 10

太白湖新区 — — — — — —

济宁经开区 111 13 82.13 12 -4.3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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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县（市区）

1-6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位次

济宁市 145.56 — -18.54 —

任城区 7.05 7 22.28 3

兖州区 19.96 3 47.44 2

微山县 11.83 4 -23.16 8

鱼台县 0.37 12 — —

金乡县 8.23 6 -5.94 7

嘉祥县 3.04 9 -25.39 9

汶上县 8.74 5 211.25 1

泗水县 0.34 13 -69.22 12

梁山县 1.42 10 14.67 5

曲阜市 4.53 8 -4.40 6

邹城市 41.97 1 -54.81 10

济宁高新区 34.71 2 19.63 4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0.62 11 -59.5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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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县（市区）

2024年上半年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1541.80 — 7.2 —

任城区 264.05 1 7.1 8

兖州区 151.92 3 7.9 4

微山县 82.69 9 7.7 5

鱼台县 80.69 10 8.4 2

金乡县 93.12 8 6.6 11

嘉祥县 94.35 7 8.1 3

汶上县 96.27 6 7.4 6

泗水县 79.86 12 6.1 13

梁山县 80.18 11 6.4 12

曲阜市 150.09 4 6.8 9

邹城市 219.73 2 6.7 10

济宁高新区 143.81 5 7.2 7

太白湖新区 3.55626 13 6 14

济宁经开区 1.47518 14 8.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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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县（市区）

1-6月

营收增幅（%） 位次
上半年现代服务业
增加值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4.2 — — —

任城区 1.9 12 3.6 9

兖州区 18.8 7 7.2 2

微山县 5.6 11 13.1 1

鱼台县 28.8 2 2.2 14

金乡县 -3.5 13 3 12

嘉祥县 26.6 3 4.9 7

汶上县 17.1 9 6.8 3

泗水县 -3.8 14 5.4 5

梁山县 26.4 4 3.5 10

曲阜市 17.8 8 2.4 13

邹城市 21.8 6 3.2 11

济宁高新区 22.5 5 6.1 4

太白湖新区 16.8 10 5.1 6

济宁经开区 35.0 1 4.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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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进出口总额

县（市区）

1-7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747.81 — 31.8 —

任城区 79.51 3 144.8 1

兖州区 110.27 2 14.4 11

微山县 40.79 8 77.7 3

鱼台县 14.75 12 -19.7 13

金乡县 48.29 6 30.5 7

嘉祥县 45.42 7 28.8 8

汶上县 28.01 10 47.8 5

泗水县 14.80 11 84.7 2

梁山县 36.66 9 7.1 12

曲阜市 51.89 5 35.5 6

邹城市 54.41 4 23.0 9

济宁高新区 209.89 1 21.2 10

太白湖新区 3.05 14 — —

济宁经开区 10.08 13 7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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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进出口总额

县（市区）

1-7月

出口总额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进口总额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632.58 — 37.1 — 115.23 — 9.0 —

任城区 78.63 2 145.1 1 0.88 8 122.6 3

兖州区 54.59 3 29.9 10 55.68 1 2.4 11

微山县 40.02 7 77.9 2 0.77 9 64.9 5

鱼台县 14.48 11 -20.9 13 0.27 11 368.9 2

金乡县 46.30 5 31.7 9 1.99 5 7.2 10

嘉祥县 45.17 6 41.3 7 0.24 12 -92.6 13

汶上县 26.60 10 50.6 6 1.41 7 9.1 9

泗水县 13.19 12 66.6 5 1.61 6 1558.7 1

梁山县 36.43 8 7.0 12 0.23 13 29.4 7

曲阜市 49.01 4 35.8 8 2.87 4 31.8 6

邹城市 28.76 9 71.8 4 25.65 2 -6.6 12

济宁高新
区

186.64 1 17.0 11 23.25 3 69.6 4

太白湖新
区

2.76 14 — — 0.29 10 — —

济宁经开
区

10.00 13 73.1 3 0.09 14 27.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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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存款余额

县（市区）

1-7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同比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9440.64 — 8 —

市辖区

（含兖州区）
4041.71 1 11.5 4 

兖州区 737.57 3 7.1 10 

微山县 467.8 9 15.9 1 

鱼台县 305.66 11 8.9 9 

金乡县 549.27 7 13.2 2 

嘉祥县 692.83 5 10.3 7 

汶上县 538.28 8 10.8 5 

泗水县 386.78 10 9.7 8 

梁山县 727.74 4 12.7 3 

曲阜市 627.72 6 10.4 6 

邹城市 1102.84 2 -1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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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贷款余额

县（市区）

1-7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同比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8030.31 — 11.2 —

市辖区

（含兖州区）
3945.11 1 10.1 9 

兖州区 598.01 3 18.4 3 

微山县 276.87 9 30.3 1 

鱼台县 261.95 10 10.1 9 

金乡县 440.53 4 24.9 2 

嘉祥县 432.42 5 16.2 5 

汶上县 354.92 8 18.2 4 

泗水县 237.38 11 15.9 6 

梁山县 356.14 7 11.6 8 

曲阜市 410.86 6 15.1 7 

邹城市 1314.13 2 2.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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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

应用计划》的通知

鲁经普办字〔2024〕31 号

各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

为充分利用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成果，全面挖掘经济普

查数据资源，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的通知》（鲁政字〔2023〕17 号）和《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计

划〉的通知》（国经普办字〔2024〕9 号），结合我省实际，特制

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紧紧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任务，精心谋划、缜密实施，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力量，

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普查资料价值，切实提高普查数据服务政府决

策水平,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二）工作目标。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

一首要任务，充分利用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获取的数据资

料，对我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以及推动

高质量发展、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有针对性的提出政

— 37 —



策建议，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全面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供高质量的统计服务。

（三）基本原则。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的

基本原则是“统一规划、分级负责、重点攻关、创新方式”，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普查资料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开发。加强对普查

资料开发应用统一管理，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手段丰富普查成果发

布和展示形式。拓展普查数据应用范围，最大限度发挥普查资料的

应用价值。

二、主要内容和分工安排

（一）准备经济普查基础数据。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资

料开发应用工作在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省

经普办）归集、整理全省经济普查数据，为资料开发应用奠定基础。

（责任单位：普查中心、综合处、核算处、相关专业处和科研所。）

（二）发布经济普查公报和解读。省经普办组织撰写和发布《山

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开展数据解读，做好舆

情应对。通过山东省统计局网站、数据发布库、普查年鉴等形式对

外发布普查汇总数据。市级及以下经济普查机构组织撰写和发布地

方普查公报及普查汇总数据，普查公报发布前需报上级普查机构核

准。（责任单位：普查中心、综合处、相关专业处和科研所。）

（三）开展专题分析。省经普办组织对普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针对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形成一批针对性强的统计专报和专题研

究报告，及时报送省委、省政府。市级及以下经济普查机构应深入

挖掘和分析本地区经济普查资料，组织撰写信息简报和分析专报，

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相关研究分析经同级经济普查

机构审核批准后可以向社会公开。（责任单位：普查中心、综合处、

核算处和相关专业处。）

（四）编辑出版经济普查成果资料。省经普办拟编辑出版的资

料有：《山东省经济普查年鉴 2023》《山东省 2023 年投入产出表》

《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优秀论文汇编》《山东省投入产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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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 2025》等。市级及以下经济普查机构要及时整理、编辑和

出版普查数据资料和主要成果。（责任单位：普查中心、核算处和

相关专业处。）

（五）推进统计改革。利用普查成果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

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修订普查年度 GDP 核算数

据和历史数据，更好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责任单位：设管处、

核算处和相关专业处。）

（六）做好经济普查地理信息成果应用。省经普办利用地理信

息技术，充分运用普查地理信息系统，开展空间统计分析，通过可

视化手段多种角度展示和分析普查成果，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提

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统计信息服务。有条件的市可在保障数

据安全的前提下开发分析工具，进一步丰富普查数据展现和应用形

式。（责任单位：普查中心、人口处（社科处）和科研所。）

（七）开展经济普查课题研究。省经普办提出课题研究参考方

向(见附件)，面向政府相关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单位开展

经济普查研究课题招标活动，并由各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课

题成果进行评审。市级及以下经济普查机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课题研究。（责任单位：普查中心、核算处、设管处、综

合处、相关专业处和科研所。）

（八）开展经济普查数据提供和服务。全省各级经济普查机构

应深入挖掘和分析普查数据，积极发布丰富详实的普查成果，依法

依规为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普查资料信息服务。（责任单

位：普查中心、核算处、相关专业处和科研所。）

三、组织实施和工作要求

省经普办负责全全省资料开发应用工作，负责全省经济普查资

料开发应用的方案规划和组织指导。市级及以下经济普查办公室负

责本地区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工作的规划和具体实施。

全省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要从大局出发，充分认识经济普查资料

开发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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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地实际进一步明确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工作任务、组织方式、人

员力量和经费保障，确保资料开发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四、重要时间节点

（一）2025年 1月 31日前，发布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

报。

（二）2025年 3月 31日前，基于经济普查数据形成并报送一批

反映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的政务信息。

（三）2025 年 7 月 31 日前，编辑出版《山东省经济普查年鉴

2023》。

（四）2026年 12 月 31 日前，出版《山东省 2023年投入产出表》。

（五）2025年 12月 31日前，组织完成经济普查课题研究；2026
年 12月 31日前，组织完成投入产出课题研究。

（六）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推出《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优秀论文汇编》《山东省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 2025》等经济普查

系列研究成果。

附件：课题研究参考方向

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 8 月 23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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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课题研究参考方向

经济社会发展类

（一）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二）我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测度研究；

（三）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与测度研究；

（四）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五）我省产业链供应链分析和测度研究；

（六）我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研究；

（七）我省第二、第三产业单位就业人员状况研究；

（八）我省投资规模和结构变化状况研究；

（九）我省消费市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状况研究；

（十）我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研究；

（十一）我省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及就业贡献研究；

（十二）我省绿色产业发展状况研究；

（十三）我省区域协调发展状况研究；

（十四）我省区域重大战略发展状况研究；

（十五）我省产业空间布局研究；

（十六）我省各行业创新发展能力研究；

（十七）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十八）双碳目标下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

（十九）数智化背景下我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新模式及影响因

素研究；

（二十）我省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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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我省知识产权产品测算研究；

（二十二）我省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二十三）我省企业组织结构研究；

（二十四）我省企业活跃度、生命周期和发展质量研究；

（二十五）我省企业资产负债、利润等状况研究；

（二十六）我省企业跨地区经营问题研究；

（二十七）我省国有企业发展状况研究；

（二十八）我省民营企业发展状况研究；

（二十九）我省外资企业发展状况研究；

（三十）我省小微企业行业分布研究；

（三十一）我省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工资状况研究；

（三十二）我省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三十三）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研究；

（三十四）我省新能源领域发展状况研究；

（三十五）我省建筑业就业现状、影响及趋势研究；

（三十六）我省建筑业行业结构和发展趋势研究；

（三十七）我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三十八）我省农业服务业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

（三十九）我省商贸流通业发展状况研究；

（四十）我省零售业和餐饮业连锁企业发展状况及效益评价研究；

（四十一）我省交通运输业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

（四十二）我省铁路运输业发展研究；

（四十三）我省房地产市场风险监测研究；

（四十四）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四十五）我省银发经济发展状况及就业状况研究；

（四十六）我省私营医院发展状况研究；

（四十七）我省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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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改革发展类

（四十八）基于普查单位经营活动情况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

订研究；

（四十九）基于普查单位数字经济活动情况的数字经济统计调

查和测度方法研究；

（五十）基于法产数据的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改革研究；

（五十一）基于行业数据的“规上”起点标准调整研究；

（五十二）基于各行业法人和个体经营户数据的“四下”单位抽

样调查方法一体化设计研究；

（五十三）个体经营户经济普查方式研究；

（五十四）探索利用五经普单位名录数据建立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名录库研究；

（五十五）冷链物流统计认定方法研究及产业发展分析；

（五十六）网络直播活动统计核算问题研究；

（五十七）地理空间信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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