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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

1-2 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一）工业经济

1-2月，辖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5%。

1、 主 要 产 品 产 量 。 累 计 生 产 水 泥 7.2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105.3%； 硫 酸 34.05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49.8%； 十 种 有 色 金 属

12.41 万吨，同比增长 15.2%，其中：铜增长 17.7%，铅下降

3.6%，锌增长 13.5%。

2、 产 销 。 全 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销 售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17.6%。

3、工业企业经济效益。1-2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 95.73亿元，同比增长 22.08%。

（二）固定资产投资

1-2 月，辖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5.14%。全区在建项目

50个。其中：新开工 0个。

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增长 0%；第二产业增长 37.6%；

第三产业下降 18.2%。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 月，全区限额以上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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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8.1%。其中：限额以上零售企业完成 10.33 亿

元，同比增长 8.3%；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完成 0.26 亿元，同比持

平。

（四）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1-2 月 ， 全 区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0.9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9.75%。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6.86 亿元，同比下降 0.73%。其

中：教育支出 1.09 亿元，同比增长 58.68%、社会保障与就业支

出 1.18亿元，同比增长 17.77%。

（五）信贷收支

1-2 月，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468.15 亿元，同比增长

4.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06.14亿元，同比增长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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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单位：万元、%

指 标
1—2 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一、辖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5.5

二、固定资产投资 -- 15.1

三、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824.9 8.1

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705 139.7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621 -0.73

五、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681469 4.8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406136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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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单位：万元、%

指 标
1—2 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5.5

# 轻工业 -- -23.3

重工业 -- 16.5

# 国有经济 -- 17.4

股份制 -- 15.6

外商及港澳台 -- -84.2

# 国有控股 -- 17.4

非公有工业 -- 1.0

私营企业 -- -38.3

# 大中型企业 -- 19.9

国有企业 -- 17.4

注:规模以上企业为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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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分行业工业增加值
单位：万元

指 标 1—2月累计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非金属矿采选业 11.1

农副食品加工业 3.3

食品制造业 -20.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5.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0.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6.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9

金属制品业 1.5

通用设备制造业 -5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55.0

汽车制造业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0.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8.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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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销
单位：万元、%

指 标
1—2 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工业销售产值 -- 17.6

# 轻工业 -- 24.1

重工业 -- 17.4

# 大中型工业 -- 20.5

# 国有经济 -- 20.8

股份制 -- 19.4

外商及港澳台 -- 5.0

产品产销率（%）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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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指 标
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企业单位数（个） 108 22

＃ 亏损企业 52 -5

亏损面（%） 48 -18

营业收入（万元） 957282.9 22.08

利润总额（万元） 1575.3 107.5

税金总额（万元） 3950.2 -84

应收账款（万元） 794045.9 -16

产成品库存（万元） 433722.5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0.16 2.83

(+)(-)为亏损增减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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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单位
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磷 肥 万吨 0.14 -72.3

水 泥 万吨 7.2 105.3

硫 酸 万吨 34.05 49.8

烧 碱 万吨 2.7 47.1

钢 绞 线 吨 76 -33.9

电力电缆 千米 936 -59.4

十种有色金属 吨 124144.5 15.2

# 铜 吨 61211 17.7

铅 吨 3575 -3.6

锌 吨 59065 13.5

黄 金 千克 1676 43.6

白 银 千克 80019 95.2

单一稀土金属 千克 104700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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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万元、%

指 标
1—2 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固定资产投资 -- 15.14

其中：

房地产开发 -- -29.48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 -6.22

设备工器具购置 -- 220.54

其他费用 -- -1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 0

第二产业 -- 37.6

＃工业 -- 37.6

第三产业 --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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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单位
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 0

投资总额中：住宅投资 万元 -- 0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 8.05

# 住 宅 平方米 -- 16.37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 0

# 住 宅 平方米 -- 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 144.64

# 住 宅 平方米 -- 133.37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 138.19

# 住 宅 万元 -- 129.98

在建项目个数 个 50 -2

其中：新开工 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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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单位：万元、%

指 标
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1、限额以上零售总额 105824.9 8.1

限额以上零售企业 103257.1 8.3

限额以上餐饮企业 2567.8 0

2、限额以下零售总额 -- --

限额以下批发企业 -- --

限额以下零售企业 -- --

限额以下住宿企业 -- --

限额以下餐饮企业 -- --

注：月度只统计限上企业，季度调查限下企业，故月度只公布限上企业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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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单位：万元、%

指 标
1—2 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9705 139.75

# 增值税收入 2651 -177.24

企业所得税 474 -17.13

个人所得税 623 15.16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68621 -0.73

# 一般公共服务 6016 54.06

公共安全 930 42.86

教育支出 10930 58.68

社会保障与就业 11828 17.77

农林水事务 6508 1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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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单位：万元、%

指 标
1—2月

累 计

累计同

比±%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681469 4.8

#境内存款 4681024 --

住户存款 3365633 --

非金融企业存款 567349 --

广义政府存款 747966 --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76 --

#境外存款 444 --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4061368 18.0

#境内贷款 4061368 --

住户贷款 1011825 --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3049543 --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0 --

#境外贷款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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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

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

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

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

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

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

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

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

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

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

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

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

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总支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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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

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

呈递减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