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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 1-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经济承压运行，1-5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

情况如下：

1、工业生产承压筑底。1-5 月份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4%，列全市第 9 位，增速和排名分别较上月回落 1.8 个百分

点和 1 个位次。5 月当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4%，扭转下滑

颓势显现回升势头。全县规上工业共完成产值 120.39 亿元、增

长 3.07%，增速较上月回落 2.37个百分点，其中梁宝寺煤矿产

值下降 23.08%，降幅较上月扩大 7.05 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

增加值支撑持续减弱。

2、固投增速略有回升。1-5 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91.23 亿元、增长 1.9%，增速较上月回升 0.8 个百分点，仍列

全市第 10 位。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下降 1.5%、列全市第 9 位，

占比 73.6%、列全市第 7 位；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29.9%，列全

市第 11位。

1-5月份全县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 23.1万平米、下降 24.9%，

仍列全市第 12位。

3、消费势头有所好转。1-5 月份全县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

零售额增长 14.3%，列全市第 8 位，增速和排名分别较上月提

升 2.5 个百分点和 3 个位次。分四行业看，批发业增长 11.8%，

零售业增长 15.6%，住宿业下降 2.8%，餐饮业增长 3.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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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零售业增幅较上月提高 1.8 个百分点，批发业、住宿业、餐

饮业增幅分别较上月回落 0.5、0.6、1 个百分点。

4、服务业营收低位运行。1-4 月我县规上服务业营收完成

8.6 亿元，增速 4.1%、列全市第 10 位，贡献率 1.7%、列全市

第 11 位。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收增长 22.69%，拉

动作用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下降

48.88%，仍对服务业造成较大下拉。

5、财税金融平稳增长。1-5 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2 亿元、增长 5.0%，列全市第 6 位，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6.2

亿元、下降 6.6%，列全市第 12 位。截止 5 月底，全县本外币

各项存款余额 776.87亿元，较年初增加 65.57亿元，增长 9.22%，

列全市第 3 位；各项贷款余额 457.72 亿元，较年初增加 0.49亿

元，增长 0.11%，列全市第 10位。

6、企业纳统有序推进。1-5 月份全县共完成新增“四上”企

业纳统 68家，数量列全市第 6 位；预计净增“四上”企业数量为

-10 家，仍列全市第 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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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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 66 9 6.1 10 1394 6.3 23466 6

 #第一产业 4 7 4.0 2 52 3.2 754 3.7

第二产业 25 8 6.6 5 522.6 5.7 9073 6.3

第三产业 37 9 6.1 12 819.1 6.9 13639 6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一季度，%） — — 56.0 8 — 58.8 — 58.1

农林牧渔业产值（一季度） 6.6 — 4.9 1 — 4.2 — —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 — 7.4 9 — 7.3 — 7.8

规上工业营业收入（1-4月） 90.5 4 -0.7 7 1546.5 -0.9 39241.2 6.2

规上工业利润（1-4月） 1.5 8 -19.6 9 57.2 -36.8 1337.9 5.8

建筑业产值（一季度） 16.52 — 16.8 3 — 6.3 — —

固定资产投资 — — 1.9 10 — 4.5 — 1.3

 #房地产开发投资 5.8 11 -48.9 14 226.8 -0.9 2895.1 -10.2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23.10 8 -24.9 12 — -6.3 — -7.3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季度） 40.4 9 6.8 10 1018.7 7.2 10172.8 5.6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1-4月） 8.57 — 4.1 10 217.9 10.2 — 6.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7 8 5.0 6 240.2 1.2 3558.2 1.7

 #税收收入 6.21 10 -6.6 12 140.1 -6.6 2309.0 -1.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09 6 4.1 5 335.4 2.9 5067.6 5.6

进出口总额 26.07 10 -10.6 11 561.9 7.2 14241.1 7.7

 #出口 25.88 9 -10.6 11 472.1 7.2 8641.2 7.2

进口 0.20 12 -1.3 8 89.8 7.1 5599.9 8.3

实际利用外资(县 万美元) 1227 — — — — —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77.50 5 13.0 5 10506.3 13.0 183644.9 10.0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57.0 4 7.5 11 8661.0 10.0 159002.8 9.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季度，元） 8728 11 5.0 14 10730 5.5 12240 5.6

 #城镇居民 (元） 11917 9 4.1 12 13331 4.9 15486 5

农村居民（元） 6887 9 5.6 12 7501 6 7745 5.9

居民消费价格（%） — — — — 99.4 -0.6 — —

常住人口（2024年，万人) 67.6 4 — — 818.7 — 100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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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2025年一季度

现价总量

（亿元）

不变价总量
（亿元）

不变价增速
（%）

占GDP比重
（%）

全县 66.01 66.96 6.1 100.0 

农林牧渔业 4.59 4.87 4.8 6.9 
工业 20.84 20.95 6.3 31.6 
建筑业 4.11 3.98 8.7 6.2 
批发和零售业 8.68 9.48 7.0 13.2 
批发业 4.80 5.34 6.9 7.3 
零售业 3.88 4.13 7.1 5.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45 4.28 5.4 5.2 
住宿和餐饮业 0.98 0.83 10.7 1.5 
住宿业 0.05 0.05 5.6 0.1 
餐饮业 0.93 0.78 11.1 1.4 

金融业 3.92 3.73 1.8 5.9 
房地产业 4.07 3.78 3.0 6.2 
其他服务业 15.37 15.06 7.2 23.3 
营利性服务业 8.18 8.47 8.9 12.4 
非营利性服务业 7.19 6.58 5.1 10.9 

 #  第一产业 4.07 4.21 4.0 6.2 
第二产业 24.96 24.93 6.6 37.8 
第三产业 36.98 37.82 6.1 56.0 

产业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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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指标名称

1-5月

单 位 本 月 累 计 累计增幅
（%）

（一）财政总收入 万元 29513 155959 8.0

税务部门 万元 21373 108456 2.3

增值税 万元 5897 45204 4.8

企业所得税 万元 8250 19853 24.9

个人所得税 万元 989 3914 91.5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9602 111720 5.0

税务部门 万元 11742 65239 -6.1

增值税 万元 2853 22203 2.2

企业所得税 万元 3301 7941 24.9

个人所得税 万元 396 1566 91.4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 210869 4.1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万元 — 177000 6.3

教育支出 万元 — 63169 7.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 50336 -1.3

（四）税收收入 万元 10933 62088 -6.6

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 55.77 55.5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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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

行业名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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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68 100.0 -2.5 -2.55

 #全行业用电合计 62679 70.21 -4.7 -3.87

 #第一产业 1803 2.02 6.9 11.63 

第二产业 45688 51.18 -8.1 -7.15

第三产业 15188 17.01 7.0 5.5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26590 29.79 4.9 0.70 

 #城镇居民 10811 12.11 9.9 6.06 

乡村居民 15779 17.68 1.0 -2.67

全行业用电合计(分类) 62679 70.21 -4.7 -3.87

 #农、林、牧、渔业 3120 3.50 -1.6 6.82 

工业 44496 49.84 -7.7 -7.63

 #采矿业 6063 6.79 -11.1 1.47 

制造业 30561 34.24 -9.7 -12.0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871 8.82 6.2 3.98 

建筑业 1228 1.38 -21.3 16.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22 1.14 10.7 14.1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94 1.00 -0.6 -1.92

批发和零售业 4330 4.85 24.8 22.16 

住宿和餐饮业 1177 1.32 4.7 1.24 

金融业 215 0.24 4.6 -1.79

房地产业 725 0.81 5.6 3.5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69 1.20 19.0 16.82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4403 4.93 -3.9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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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总量 增长（%）

企业单位数（个） 198 ——

　其中：今年新增（个） 15 ——

工业生产指标
1-5月

总量（亿元） 增长（%）

工业总产值（现价） 120.39 3.07 

　工业销售产值 114.70 1.53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7.40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5月

总量（亿元） 增长（%）

存货 29.57 -19.82

产成品 13.35 -28.99

应收帐款 42.99 14.19 

流动资产合计 143.92 -0.66

资产总计 291.00 1.24 

负债合计 186.94 0.42 

营业收入 112.47 -3.13

营业成本 101.79 -4.32

税金及附加 0.86 22.64 

利润总额 2.26 -28.91

应交增值税 1.14 -26.08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5月

总量（万吨） 增长（%）

原煤 84.77 6.72 

小麦粉 8.13 19.73 

白酒（千升） 353.83 63.36 

食用植物油 11.48 -3.02

棉纱 11.48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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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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计 1124670 -3.13 22586 -28.91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2116 -20.88 -6149 -289.25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783 -28.68 -185 -164.75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347822 -7.78 2014 -66.09

14 食品制造业 16185 15.56 624 -63.18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549 36.49 715 -16.18

17 纺织业 50481 -8.03 1813 -0.62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4552 -30.43 55 -71.33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333 0.21 -261 27.14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5830 -15.57 1088 -16.91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8094 32.24 32 -90.21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2974 18.02 208 -4.59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98003 14.14 9571 96.56 

27 医药制造业 2667 14.83 104 22.79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925 11.82 28 18.30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5608 58.42 503 269.78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4728 -18.89 7408 -33.51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2 -21.28 -29 -235.98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49 11.88 -1 -164.71

33 金属制品业 25727 -19.37 -611 89.74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21054 -15.02 35 -49.86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23769 2.34 1302 3.74 

36 汽车制造业 10788 1.71 -251 -168.88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202 63.34 75 20.65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230 42.36 380 31.01 

42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业 2391 -9.14 78 -36.15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1877 6.74 2923 243.31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887 -1.73 -241 -1157.89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846 4.55 1359 -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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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分行业用电量

行业名称

1-5月

总量

（万千瓦时）

行业用电
占比（%）

同比增速
（%）

全部工业 44495.5 100 -7.6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034.3 13.56 1.26 

非金属矿采选业 24.3 0.05 130.85 

农副食品加工业 3147.5 7.07 9.26 

食品制造业 419.0 0.94 -2.3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5.4 0.24 -4.12 

纺织业 5187.1 11.66 1.09 

纺织服装、服饰业 376.2 0.85 10.4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710.3 1.60 6.55 

造纸和纸制品业 116.4 0.26 -26.3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6.8 0.13 -17.5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72.7 0.61 684.8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913.0 26.77 11.7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30.6 1.64 -7.9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54.9 6.87 7.7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5 0.03 4.37 

金属制品业 939.9 2.11 -87.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508.3 1.14 28.8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38.0 2.33 16.14 

汽车制造业 370.0 0.83 65.1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82.2 0.18 -28.8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4.5 0.10 33.9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325.6 16.46 4.0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20.0 1.17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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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

1-5月

单位 总量 增长（％）

1、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1.9

          房地产投资 万元 —— -48.9 

   其中：住宅 万元 —— -47.6 

             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 —— -49.8 

2、结构性指标 ——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 —— 7.8 

     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 百分比 —— 27.8 

     民间投资占比 百分比 —— 73.6 

     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 —— -29.9 

3、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个  数 个 131 ——

     投资额 % —— 9.3 

4、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情况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2983876 -14.9 

      竣工面积 平方米 0 0.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231359 -24.9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131779 -20.1 

5、建筑业总产值（一季度） 亿元 16.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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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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计 8.57 4.0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07 22.6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6 -48.88 

房地产业（物业管理和房地产中介） 0.10 34.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4 31.6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31 -0.4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22 9.8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02 23.5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28 3.5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8 15.98 

外贸外资

1-5月

总量 增长（%）

进出口总额（亿元） 26.07 -10.6

　#出口总额（亿元） 25.88 -10.6

　 进口总额（亿元） 0.20 -1.3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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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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总量（亿元） 累计增幅(%)

总　计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季度） 40.40 6.8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8.35 14.3 

　　 #按销售区域分 —— ——

　　　　#城镇 6.69 12.6 

　　　　 乡村 1.66 15.0 

　　 #按消费形态分 —— ——

　　　　#餐费收入 1.31 3.2 

　　　　 商品零售 7.04 15.1 

限额以上单位四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含企业和个体)

1-5月

增幅(%)

总　计 ——

　　#批发业 11.8 

　　 零售业 15.6 

　　 住宿业 -2.8 

　　 餐饮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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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批发业 零售业

总量(万元) 增幅(%) 总量(万元) 增幅(%)

总计 405317.6 11.8 69956.8 15.58

  1.粮油、食品类 25243.9 11.3 17224.9 5.44

  2.饮料类 1789 -11.5 3602.1 8.28

  3.烟酒类 5275.7 34.3 4300.3 26.53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546.9 -45.7 516.9 6.1

  5.化妆品类 - - 432.6 21.31

  7.日用品类 2160.6 4.2 5820.6 14.88

  10.书报杂志类 - - 317.4 26.2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 - 6973.9 9.37

  13.中西药品类 39160.3 14.9 4600.7 21.52

  14.中草药及中成药类 8724.5 -41.2 548.9 290.95

  15.文化办公用品类 - - 321.4 -36.92

  16.通讯器材类 - - 4685.8 95.52

  17.煤炭及制品类 59110.1 88.9 - -

  19.石油及制品类 38336 38.6 14516.6 16.01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21637 -10.2 - -

  21.金属材料类 98527.7 -4.3 - -

  2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31051.4 39 - -

  24.汽车类 17611.7 -15.2 4733.9 36.3

  25.种子饲料类 24305.2 8.6 - -

  26.棉麻类 25335.2 -8.8 - -

  27.其他类 4305.2 1.3 34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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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街“四上”企业

指标名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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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197 15 80 0 212 32 60 7 74 12 18 2 68 

1.县 属

县开发区 44 34 7 2 1 

住建局 98 80 18 2 2 

2.镇 街

嘉祥街道 133 22 1 77 15 13 2 21 4 1 23 

金屯镇 31 7 0 15 1 0 9 4 5 

满硐镇 9 3 0 4 1 1 0 1 0 1 

纸坊镇 41 10 0 10 1 12 2 9 2 5 

仲山镇 22 7 1 9 1 3 1 3 0 3 

卧龙山街道 33 10 1 14 2 6 1 3 0 4 

孟姑集镇 21 7 1 9 0 1 0 4 2 3 

老僧堂镇 30 15 1 7 2 2 0 6 0 3 

黄垓镇 28 12 2 7 1 6 1 3 0 4 

梁宝寺镇 33 10 1 14 1 5 0 4 0 2 

大张楼镇 43 27 1 11 1 3 0 2 0 2 

马村镇 35 15 3 13 4 2 0 5 0 7 

万张街道 40 18 3 15 2 4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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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歇业）单位2家，

不含国家自动摘抄（破产注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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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街财政收入

指标名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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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59 49.04 7.97 — 111720 51.7 5.04 —

县本级 88086 65.1 15.16 — 69172 70.7 11.77 —

   其中：经开区 10072 81.6 136.1 1 4931 61.4 77.06 1

镇街级 67873 37.1 -0.12 — 42548 36.0 -4.32 —

嘉祥街道 37336 36.0 11.8 3 23808 34.3 4.95 3

    其中：房地产 11417 41.3 14.54 — 6598 31.9 -7.45 —

金屯镇 3911 44.3 0 5 2072 41.7 -3.63 6

满硐镇 1503 36.0 -6.24 7 734 24.0 -43.45 14

纸坊镇 4401 44.6 2.21 4 2859 46.2 -1.35 4

仲山镇 1364 34.0 -23.41 12 776 30.4 -35.6 13

卧龙山街道 3108 36.1 -19.57 11 2287 40.9 -8.41 7

孟姑集镇 708 28.5 -13.97 9 464 29.0 -18.02 10

老僧堂镇 1208 37.8 -15.41 10 789 41.9 -1.87 5

黄垓镇 1074 39.6 -6.93 8 631 39.8 -14.84 8

梁宝寺镇 4254 46.5 20.17 2 2549 43.1 10.68 2

大张楼镇 2460 27.7 -36.3 14 1626 28.5 -29.82 12

马村镇 2836 43.7 -2.68 6 1638 42.2 -16.34 9

万张街道 3710 34.8 -31 13 2315 38.6 -24.0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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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1-5月

增速
 (%) 位次

 全   县 7.40 —

嘉祥街道 -4.45 13 

卧龙山街道 35.19 1 

万张街道 -2.94 11 

纸坊镇 4.91 8 

梁宝寺镇 19.29 3 

马村镇 1.71 9 

金屯镇 0.33 10 

大张楼镇 7.30 7 

孟姑集镇 -26.85 14 

老僧堂镇 18.09 4 

仲山镇 22.43 2 

满硐镇 -3.95 12 

黄垓镇 15.29 5 

县开发区 12.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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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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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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 11.8 —

嘉祥街道 19.5 4 21.6 3

卧龙山街道 15.8 8 4.7 9

万张街道 20.1 3 -6.7 14 

纸坊镇 13.3 11 4.9 8

梁宝寺镇 15.4 9 6.9 7

马村镇 29.0 1 32.6 1

金屯镇 12.9 12 -4.5 12

大张楼镇 12.8 13 -5.7 13

孟姑集镇 16.2 7 8.5 6

老僧堂镇 15.0 10 20.4 4

仲山镇 21.2 2 -1.8 10

满硐镇 17.8 5 18.0 5

黄垓镇 17.3 6 -2.9 11

县开发区 — — 2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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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县（市区）

2025年一季度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1394 — 6.3 —

任城区 177 2 6.4 6

兖州区 170 3 6.6 4

微山县 115 5 6.3 7

鱼台县 56 11 6.2 9

金乡县 58 10 5.6 13

嘉祥县 66 9 6.1 10

汶上县 70 8 6.3 7

泗水县 47 12 3.9 14

梁山县 74 7 6.9 2

曲阜市 114 6 7.0 1

邹城市 257 1 6.1 10

济宁高新区 149 4 6.5 5

太白湖新区 18 14 5.9 12

济宁经开区 22 13 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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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县（市区）

2025年一季度

第一产业
（%）

位次
第二产业
（%）

位次
第三产业
（%）

位次

济宁市 3.2 — 5.7 — 6.9 —

任城区 2.4 12 7.2 4 6.3 9

兖州区 3.3 7 5.5 8 7.7 2

微山县 3.9 4 4.3 12 7.6 3

鱼台县 3.3 7 5.5 8 7.0 5

金乡县 3.1 9 4.2 13 7.1 4

嘉祥县 4.0 2 6.6 5 6.1 12

汶上县 1.4 14 6.3 6 6.7 7

泗水县 2.5 11 1.0 14 6.0 13

梁山县 4.0 2 8.9 1 6.3 9

曲阜市 1.7 13 8.5 2 6.6 8

邹城市 3.6 6 4.6 11 7.8 1

济宁高新区 4.3 1 6.0 7 7.0 5

太白湖新区 3.7 5 4.9 10 6.2 11

济宁经开区 2.6 10 7.5 3 5.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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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县（市区）

1-5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240.2 — 1.2 —

任城区 38.2 2 2.2 12

兖州区 30.1 3 3.5 10

微山县 14.2 6 4.7 7

鱼台县 7.1 12 5.1 5

金乡县 10.4 10 5.5 3

嘉祥县 11.2 8 5.0 6

汶上县 10.7 9 5.6 2

泗水县 7.3 11 4.4 8

梁山县 11.8 7 5.4 4

曲阜市 14.6 5 3.9 9

邹城市 43.4 1 3.4 11

济宁高新区 22.0 4 -1.8 13

太白湖新区 6.8 13 -26.6 14

济宁经开区 2.6 14 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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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县（市区）

1-5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335.4 — 2.9 —

任城区 30.4 2 0.7 6

兖州区 28.8 3 0.1 7

微山县 21.4 5 -6.1 11

鱼台县 12.0 12 -7.9 12

金乡县 19.0 9 -11.3 13

嘉祥县 21.1 6 4.1 5

汶上县 24.1 4 0.1 7

泗水县 18.1 10 19.7 3

梁山县 20.7 7 -1.2 10

曲阜市 19.1 8 8.4 4

邹城市 42.2 1 0 9

济宁高新区 13.7 11 40.9 2

太白湖新区 5.6 13 47.1 1

济宁经开区 2.6 14 -13.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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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税收收入

县（市区）

1-5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140.1 — -6.6 —

任城区 19.2 2 -12.3 13

兖州区 17.0 4 -6.1 9

微山县 9.9 5 -0.9 6

鱼台县 5.1 11 0.9 2

金乡县 7.1 8 0.3 4

嘉祥县 6.2 10 -6.6 12

汶上县 7.9 7 0.2 5

泗水县 4.5 13 -5.5 7

梁山县 6.5 9 0.6 3

曲阜市 8.2 6 1.3 1

邹城市 24.4 1 -5.9 8

济宁高新区 17.5 3 -6.2 10

太白湖新区 4.8 12 -32.9 14

济宁经开区 1.8 14 -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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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5年一季度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0730 — 5.5 —

任城区 13575 2 5.3 9

兖州区 12442 3 5.2 11

微山县 10576 6 6.2 1

鱼台县 8755 10 5.9 3

金乡县 10281 8 6.0 2

嘉祥县 8728 11 5.0 14

汶上县 9532 9 5.5 7

泗水县 8022 14 5.1 12

梁山县 8636 13 5.8 4

曲阜市 10450 7 5.6 6

邹城市 11429 5 5.4 8

济宁高新区 14154 1 5.3 9

太白湖新区 11727 4 5.1 12

济宁经开区 8669 12 5.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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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5年一季度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3331 — 4.9 —

任城区 14884 1 4.6 10

兖州区 14107 2 4.5 11

微山县 13132 4 5.6 1

鱼台县 11947 8 5.1 4

金乡县 12918 5 5.3 2

嘉祥县 11917 9 4.1 12

汶上县 12193 7 4.7 7

泗水县 10687 11 4.7 7

梁山县 11590 10 5.0 5

曲阜市 12377 6 5.0 5

邹城市 13563 3 4.7 7

济宁高新区 — — — —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10132 12 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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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5年一季度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7501 — 6.0 —

任城区 7882 3 5.7 10

兖州区 8683 1 6.3 3

微山县 7693 6 6.6 1

鱼台县 6873 10 6.4 2

金乡县 7846 4 6.1 5

嘉祥县 6887 9 5.6 12

汶上县 7483 7 5.9 7

泗水县 5911 12 5.8 9

梁山县 6625 11 6.2 4

曲阜市 7406 8 5.7 10

邹城市 8282 2 6.0 6

济宁高新区 — — — —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7753 5 5.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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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工业增加值

县（市区）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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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7.3 —

任城区 7.6 5 10.8 2

兖州区 10.7 3 8.6 8

微山县 6.0 7 0.9 11

鱼台县 1.4 11 9.9 6

金乡县 0.2 12 -2.6 12

嘉祥县 1.9 10 7.4 9

汶上县 2.6 9 10.2 4

泗水县 -23.9 14 -5.8 13

梁山县 12.5 2 17.4 1

曲阜市 16.2 1 10.0 5

邹城市 5.7 8 6.7 10

济宁高新区 -2.8 13 9.9 6

太白湖新区 6.1 6 -8.2 14

济宁经开区 8.5 4 1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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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结构

县（市区）

1-5月

民间投资 高技术投资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0.1 — -9.4 —

任城区 2.5 6 125.6 2

兖州区 37.1 2 232.2 1

微山县 -3.4 10 -21.3 5

鱼台县 8.6 4 -39.4 9

金乡县 -7.2 11 -35.7 8

嘉祥县 -1.5 9 7.8 3

汶上县 -0.5 7 -43.2 13

泗水县 -34.7 14 -42.4 11

梁山县 6.4 5 -22.0 6

曲阜市 34.3 3 -48.0 14

邹城市 -8.1 12 -17.5 4

济宁高新区 -24.3 13 -40.2 10

太白湖新区 39.3 1 -42.8 12

济宁经开区 -1.1 8 -2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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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结构

县（市区）

1-5月

工业技改投资 房地产投资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9.8 — -0.9 —

任城区 7.8 4 1.8 7

兖州区 54.8 1 -42.6 13

微山县 25 2 23.2 2

鱼台县 -25.6 10 20.2 3

金乡县 -39.5 13 1.2 8

嘉祥县 -29.9 11 -48.9 14

汶上县 -9.3 8 6.2 6

泗水县 -46.5 14 -5.1 10

梁山县 18 3 -10.1 11

曲阜市 -14.7 9 -23.5 12

邹城市 -6 7 8.3 5

济宁高新区 -38.4 12 19.9 4

太白湖新区 0 5 50.2 1

济宁经开区 -2.2 6 -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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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县（市区）

1-4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位次

济宁市 1546.5 -0.9

任城区 77.2 8 7.6 5

兖州区 288.5 1 -1.2 8

微山县 67.9 10 -7.0 11

鱼台县 67.1 11 10 3

金乡县 90.2 5 -9.7 13

嘉祥县 90.5 4 -0.7 7

汶上县 71.8 9 8.2 4

泗水县 42.9 13 -9.4 12

梁山县 80.0 7 12.9 2

曲阜市 83.9 6 13.2 1

邹城市 259.1 3 -5.5 10

济宁高新区 264.3 2 -3.7 9

太白湖新区 8.4 14 -15.7 14

济宁经开区 54.8 12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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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县（市区）

1-4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位次

济宁市 57.2 -36.8

任城区 4.1 5 -19.0 8

兖州区 13.1 2 0.4 7

微山县 -0.3 13 -104.2 13

鱼台县 -0.8 14 -249.9 14

金乡县 5.2 4 16.3 4

嘉祥县 1.5 8 -19.6 9

汶上县 4.0 6 -33.8 10

泗水县 0.8 10 9.0 5

梁山县 0.7 11 1781.1 1

曲阜市 3.1 7 47.3 3

邹城市 6.3 3 -78.4 11

济宁高新区 18.9 1 4.3 6

太白湖新区 0.0 12 -100.7 12

济宁经开区 0.8 9 11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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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县（市区）

2025年一季度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783.8 — 7.0 —

任城区 146.3 1 7.8 6

兖州区 77.9 4 8.1 3

微山县 49.4 6 7.7 7

鱼台县 37 11 7.9 5

金乡县 37.9 10 4.1 13

嘉祥县 40.4 9 6.8 10

汶上县 48.5 7 7.7 7

泗水县 31.5 12 0.8 14

梁山县 41.3 8 8.0 4

曲阜市 63.9 5 7.4 9

邹城市 119.1 2 6.6 12

济宁高新区 79.4 3 6.7 11

太白湖新区 7.9 13 8.5 1

济宁经开区 3.2 14 8.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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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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

营收增幅（%） 位次
2024年现代服务业
增加值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0.2 — 4.7 —

任城区 2.7 11 3.6 11

兖州区 15.8 6 8 1

微山县 8.3 8 6.2 2

鱼台县 -2.5 13 4.8 4

金乡县 0.9 12 3.2 12

嘉祥县 4.1 10 4.7 5

汶上县 12.0 7 4.5 6

泗水县 -21.3 14 1.8 14

梁山县 16.0 4 3.8 9

曲阜市 17.8 3 4.4 7

邹城市 7.2 9 4.3 8

济宁高新区 15.9 5 6.1 3

太白湖新区 20.9 2 3.7 10

济宁经开区 111.2 1 2.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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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进出口总额

县（市区）

1-5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561.87 — 7.2 —

任城区 53.53 4 -20.2 13

兖州区 89.85 2 6.1 9

微山县 40.37 6 89.7 2

鱼台县 16.82 12 57.4 4

金乡县 35.21 8 3.4 10

嘉祥县 26.07 10 -10.6 11

汶上县 38.31 7 73.6 3

泗水县 16.92 11 54.5 6

梁山县 41.64 5 18.1 7

曲阜市 68.61 3 55.5 5

邹城市 29.61 9 12.5 8

济宁高新区 93.26 1 -27.2 14

太白湖新区 4.83 14 154.2 1

济宁经开区 6.84 13 -18.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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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进出口总额

县（市区）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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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11 — 7.2 — 89.76 — 7.1 —

任城区 52.80 3 -20.5 13 0.73 9 7.7 6

兖州区 50.01 4 14.9 9 39.84 1 -3.1 9

微山县 39.69 6 90.6 1 0.67 10 46.2 3

鱼台县 16.59 10 58.6 4 0.23 11 1.9 7

金乡县 34.25 8 5 10 0.96 7 -33.3 14

嘉祥县 25.88 9 -10.6 11 0.20 12 -1.3 8

汶上县 37.52 7 77.9 3 0.79 8 -18.8 13

泗水县 14.30 11 47.5 7 2.61 4 108.9 2

梁山县 41.49 5 18.2 8 0.15 13 -5.9 10

曲阜市 66.32 2 57.2 5 2.29 5 18.1 5

邹城市 13.86 12 52.6 6 15.75 3 -8.6 11

济宁高新
区

69.51 1 -37 14 23.75 2 33.1 4

太白湖新
区

3.10 14 86.8 2 1.73 6 618.4 1

济宁经开
区

6.78 13 -18.6 12 0.06 14 -1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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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存款余额

县（市区）

1-5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同比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10506.3 — 13 —

市辖区

（含兖州区）
4480.4 1 12.7 7 

兖州区 799.8 4 10.8 9 

微山县 522 9 12.9 6 

鱼台县 329.2 11 10 11 

金乡县 633.4 7 16.7 1 

嘉祥县 777.5 5 13 5 

汶上县 581.6 8 10.6 10 

泗水县 425.5 10 12.7 7 

梁山县 801.3 3 13.6 4 

曲阜市 700.6 6 13.8 3 

邹城市 1254.9 2 13.9 2 

— 35 —



分县市区贷款余额

县（市区）

1-5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同比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8661 — 10 —

市辖区

（含兖州区）
4227.7 1 9.1 9 

兖州区 677.6 3 17.5 1 

微山县 300.3 9 14.4 2 

鱼台县 289.2 10 11.5 5 

金乡县 455.2 5 10.5 7 

嘉祥县 457 4 7.5 11 

汶上县 377.8 7 11.9 3 

泗水县 252.8 11 9.2 8 

梁山县 375.2 8 8.3 10 

曲阜市 453.5 6 11 6 

邹城市 1472.3 2 1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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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祥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嘉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嘉祥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项

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嘉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县直各部门、单位：

按照《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及《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项

试点方案》工作安排，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8 个省开

展试点工作，每个试点省选取 2 个县作为试点县。经积极争取，

嘉祥县成功入选山东省仅有的两个试点县之一。我县作为农业

大县，组织开展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工作，对查清

农业、农村、农民基本状况，掌握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新质生产力等

新情况，深入研究“三农”发展新形势、新特征，科学制定“三农”

政策、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提供“嘉祥

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对全县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工作的组

织领导，全力做好专项试点工作，制定本通知。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农业

农村现代化目标，坚持数据质量核心，聚焦农业生产、新型经

营主体、农村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通过系统化筹备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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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以高质量试点成果实现“三个全面”：全面摸清全县农

业生产底数、全面检验普查方案可操作性、全面形成可推广经

验，为 2026 年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工作提供“嘉祥经验”。

二、进度安排

（一）筹备启动阶段（2025 年 4 月-5 月）

1、试点选点与样本设计

选点原则：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兼顾传统种植区、特

色农业区和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区。

样本要求：选取 4 个试点镇，每个试点镇选取 2-3 个行政

村为试点村，开展农户试点调查表填报工作。重点考察“三度”

（农产品种类丰富度、经营主体成熟度、产业门类完整度），重

点完成国家级普查试点任务。其他镇街按照要求选定 1 个村完

成我县专项试点任务。

2、宣传动员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农业普查试点宣

传。线上通过县融媒体中心、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

布政策解读和试点动态；线下通过镇村公告栏、广播、入户宣

讲等方式，提高农户和经营主体对普查试点的知晓度和配合度，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调研培训阶段（2025 年 6 月）

1、全域摸底调研

调研对象：重点走访家庭农场、合作社（如蔬菜种植、农

机服务）、农业企业，同步覆盖小型农户；村级现有农业普查基

础资料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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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采集土地流转率（精确到村）、设施农业面积、

农机保有量、特色农业发展状况等 20 项基础数据。

2、两员选聘与实训

人员构成：根据试点工作需要，从当地政府机关或基层组

织抽调一定人员，或从当地招聘符合普查要求的普查指导员和

普查员，每个普查小区配备 1 名普查员，每个普查区配备 1 名

普查指导员。

培训重点：开展“理论+实操”集中集训，重点掌握普查指标

解释、入户技巧、PDA 数据录入、特殊经营主体统计规则等。

（三）试点实施阶段（2025 年 6 月-7 月）

1、普查区划分（2025 年 6 月）

划分原则：依托五经普和七人普成果，结合最新行政区划

图划分封闭区域，标绘边界地物（道路、河流、田埂）。

地图绘制：标出行政村边界及地理标识，重点标注农业设

施区域（如养殖场、大棚区）；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按 100 户左

右划分普查小区，对分散的农户进行编号。

2、清查摸底（2025 年 6 月）

对象范围：“有户就查”+“有地就查”，覆盖所有农业经营主

体及农户；联动农业农村、公安、自然资源、行政审批等部门

获取户籍、土地、经营主体等名录信息，形成《清查底册》。

实施步骤：普查员携带底册对普查区域内所有普查对象进

行“地毯式”逐一清查摸底，分类填报清查摸底表。

3、普查登记与填报（2025 年 7 月）

普查登记：根据农户和单位清查摸底结果，采用入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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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自主填报进行登记。乡镇和行政村调查表由试点镇村普

查机构统一布置，由乡镇统计员和村级统计员负责填报。

工作日志：试点普查过程中建立试点工作日志，详细记录

试点工作进展情况、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等内容。

4、数据录入、审核和处理（2025 年 7 月-8 月）

数据录入：农户调查表、农业经营单位调查表、乡镇调查

表和行政村调查表使用数据采集处理软件进行录入和汇总。

质量控制：通过设置阈值、软件自动识别重复、矛盾项等

方法，人工复核修正数据质量。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5 年 8 月底前）

1、经验成果转化

①编制《嘉祥县四农普试点问题清单及解决方案》，重点针

对“三难”（普查对象界定难、指标理解偏差、数据采集滞后）

提出优化建议。②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动态监测模型》，实

现合作社、家庭农场数据季度更新。③培养 50名熟练掌握现代

普查技术的基层统计骨干。④根据嘉祥县试点选点经验、“两员”

培训模式、普查技术创新实践，形成可复制的县域普查试点方

法论。⑤形成村级普查基础数据模板。

2、成果上报与应用

向国家统计局提交《嘉祥县四农普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对

试点的全过程进行认真总结，评估普查方案及实施细则的科学

性、可行性，分析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普查方案以及实

施细则提出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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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职责

依据《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专项试点方案》，遵循全国统一

领导、地方分级负责原则，由分管县长牵头，组织县统计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等部门及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

处）开展工作。县统计局承担日常事务，各单位各镇街依责推

进普查任务。同时，按照方案部署，确定试点镇村范围，并推

动镇街将农业普查试点工作任务落实到村。

1、参与全县农业普查专项试点的组织领导，出席相关会议，

研究决定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在

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各重要阶段对各镇普查专项试点工作进行督

导、指导。（责任单位：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嘉祥调查队、县

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民政局、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医疗保障局、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县卫

生健康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融媒体中心、县畜牧发展中

心、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2、明确 1 名副科级干部参与组织协调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工

作；指定相关科室、落实专人按要求提供农业普查专项试点所

需要的数据及相关资料，配合完成县农业普查专项试点其他相

关工作；参与相关农业普查专项试点资料的开发应用和研究工

作。（责任单位：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嘉祥调查队、县农业农

村局、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民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县医疗保障局、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县卫生健康局、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县融媒体中心、县畜牧发展中心、县农业机械化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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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协调全县普查试点工作；制定试点方案、工作流程

并组织实施；承担业务培训、技术指导、质量控制、数据处理

及资料管理；负责试点总结与表彰。提供粮食作物生产、畜牧

业抽样调查等相关资料；协同完成普查试点任务。（责任单位：

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嘉祥调查队）

4、做好农林牧渔业经营单位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摸底与登

记；提供农业生产、土地流转、农机情况等资料；协调镇街报

送相关数据。（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畜牧发展中心、县

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5、落实县级试点经费并监督使用。（责任单位：县财政局）

6、提供乡镇行政区划、农村低保、养老服务、农村学校、

教师、在校学生等资料；提供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医师、

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资料；提供农业经营单位名录、社

会化服务组织及商品交易市场数据；协调镇街相关机构报送数

据。（责任单位：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局、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县医疗保障局、县民政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7、提供高清影像图、基础地理信息及农村土地利用、林业

发展数据；支持普查电子地图库建设。（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

与规划局）

8、负责农业普查试点的宣传工作，提升社会知晓度与参与

度。（责任单位：县融媒体中心）

9、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选聘普查人员，完成普

查区划分、表格填报、数据录入及经验总结；借鉴试点经验，

摸清本地“三农”现状、基层统计人员及基础资料情况，为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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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打好基础。（责任单位：各镇街）

县统计局承担试点日常工作，研究提出需试点工作决策的

建议方案，督促落实工作议定事项，加强与各镇街和有关部门

的沟通协调。

嘉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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