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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月全市经济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在前期疫情反复、内需不足、外需转弱

的外部环境下，全面落实稳经济七方面 35 条政策举措，有效应对

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不利影响，全市经济运行呈现供需两端逐步回

暖、总量增势同步改善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四季度以来，投资、服

务业、消费延续向好势头，经济恢复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1-11 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4%，比 1-10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从主导行业来看，三大工

业支柱产业产值累计同比下降 7.2%，现代材料同比下降 9.2%，现

代医药同比下降 12.9%，绿色食品同比增长 7.8%。其中非金属矿采

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三个行业呈增长态势，

同比分别增长 13.2%、6.7%、7.8%，分别拉动产值上涨 0.4、0.8、

0.9 个百分点。从工业产品产量看，57 种重点产品中 33 种产品产

量实现正增长。消费品工业中铁矿石成品矿、锌金属、商品混凝土

和水泥分别同比增长 89.1%、62.7%、31.5%和 15.3%。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随着商洛各重大项目的有序推进，

全市投资情况继续加快。1-11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9.4%，位居全省第一，较 1-10 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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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长。从项目个数看，施工项目 1338 个，同比增长 21.4%。其中

新开工项目 906 个，同比增长 21.9%。从投资领域看，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 1.3%，较 1-10 月加快 1 个百分点，止住今年以来工业投资

增速持续下行趋势。民生相关领域投入继续加大，教育业、卫生和

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77.3%、

31.2 %、52.2%。

三、消费市场逐步回暖。今年以来，全市始终把保供稳价放在

民生第一位，政府作为、企业担当、群众配合，居民生活需求得到

较好保证。1-11 月，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74.19 亿元，同比

增长 15.4%，位居全省第四，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日用

品类、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纺织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6.6%、

14.4%、1.8%。新兴市场持续增长。一是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

长 174.8%，占全市整体汽车零售额的 13.8%，占比较上月提高 2.5

个百分点。二是全市限上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22.1%，拉动限上零

售额增长 1.1 个百分点。

四、服务业发展加快恢复。一是金融存贷款增速继续上行，企

（事）业单位贷款支撑作用较大，1-11 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

余额 2425.4 亿元，同比增长 11.4%，比上月末提高 1.3 个百分点。

二是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11 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

增长 15.1%，位居全省第一，较 1-10 月加快 1.2 个百分点。三是其

他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好。1-10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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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4.5%，较上月加快 6.9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同比增长 91.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0.3%，分别拉动规上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2.4、3.3 个百分

点，贡献显著。

五、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组建了 7个市场主体培育专班，

建立了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 27 条扶持个体

工商户发展举措，努力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全市个体工商户持续稳

步增长。截至 11 月底，全市新增个体工商户 9927 户，同比增长

10.8%。个体工商户累计 101653 户，突破 10 万户大关。制定“个

转企”实施方案和企业纳规入统奖励政策，在库“五上”企业总数

同比增长 20%，新增“五上企业”75 家。

随着放开的逐步落地，预期将有政策密集发布提振经济。为稳

住全市经济增长大盘，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势”，我市在服

务企业、畅链保供、畅通循环、优化结构等方面，还将再接再厉，

积极作为。当前，已进入全年经济发展的冲刺阶段，我们将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细落实国务院新十条疫情防控优化措

施，紧盯问题短板，锚定全年目标，全力冲刺 12 月，力争完成全

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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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

指标名称 1-11月 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 -0.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1.4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 3.4

重工业 － -2.2

规模工业销售产值 － 3.5

三大支柱产业总产值 － -7.2

新材料 － -9.2

生物医药 － -12.9

绿色食品 － 7.8

工业产销率（%） 95.2 3.6

主要产品产量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15.41 -18.0

精锌（万吨） 14.75 -18.4

黄金（千克） 11805.50 0.5

精炼铜（万吨） 0.66 -6.8

中成药（万吨） 2.17 -28.6
水泥（万吨） 472.16 15.3
铁矿石原矿（万吨） 717.39 -21.3
钼精矿折合量（折纯钼45％）（吨） 2378.10 -0.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1-10月）
营业收入（亿元） 898.0 8.2
利润总额 49.1 12.9
产成品 37.7 21.2
应收账款 105.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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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1-11月 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 19.4

#民间投资 — 3.0

#基础设施投资 — 52.8

#工业投资 — 1.3

1.按建设性质分

新建 — 24.6

扩建 — 2.5

改建和技术改造 — 9.5

2.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 23.9

设备工器具购置 — -10.3

其他费用 — -14.4

3.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 30.6

第二产业 — 1.6

第三产业 — 29.2

本年施工项目个数（个） 1338 21.4

#亿元以上项目 429 20.2

#本年新开工项目 906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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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

指标名称 1-11月 增长（%）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亿元） 38.63 -28.5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345.79 6.3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13.05 1535.9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86.25 15.1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44.78 18.7

贸易产业及个体户在库单位数
（11 月底） 单位：个

地区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合计

全 市 66 70 136

商州区 8 16 24

洛南县 12 10 22

丹凤县 6 9 15

商南县 12 7 19

山阳县 10 6 16

镇安县 11 10 21

柞水县 7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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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贸 易

指标名称 1-11月 增长（%）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74.19 15.4
按经营地分
城镇 73.40 15.3
#城区 18.42 -2.8
乡村 0.79 24.0
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5.25 6.7
商品零售 68.94 16.1

限上商品零售类值（亿元） 68.94 16.1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1.10 22.1
1.粮油、食品类 12.29 14.4
2.饮料类 1.74 2.8
3.烟酒类 4.40 -1.1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77 1.8
5.化妆品类 0.47 -3.2
6.金银珠宝类 0.17 -35.3
7.日用品类 1.43 6.6
8.五金、电料类 0.12 -10.7
9.体育、娱乐用品类 0.09 -29.7
10.书报杂志类 1.95 10.7
11.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0.02 -0.2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95 -13.7
13.中西药品类 4.26 18.9
14.文化办公用品类 0.37 23.1
15.家具类 0.39 18.8
16.通讯器材类 0.02 -32.5
17.煤炭及制品类 3.23 13.8
18.石油及制品类 19.63 49.2
19.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41 17.0
20.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0.09 -77.9
21.汽车类 6.17 -7.0
22.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4.9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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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

指标名称 1-10 月 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亿元） 52.46 34.5

按规模分
大型企业 0.65 -11.9

中型企业 17.88 7.7

小型企业 31.42 61.8

微型企业 2.51 11.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45.08 39.6

国有企业 8.19 2.1

股份合作企业 0.20 9.5

有限责任公司 20.63 134.1

股份有限公司 3.60 12.5

私营企业 11.59 2.3

其他企业 0.88 16.0

外商投资企业 7.38 9.9

外资企业 7.38 9.9

按行业分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33 91.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86 10.3

房地产业 0.91 -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96 -2.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85 8.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6 -11.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38 3.0
教育 1.58 4.1
卫生和社会工作 1.96 7.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77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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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旅游、金融

指标名称 1-11 月 增长（%）

财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4.43 -0.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70.61 10.7

旅游

国内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 2725.04 -35.8

旅游综合收入（亿元） 163.93 -36.6

金融

各项存款余额 1566.90 10.9

#住户存款 1196.65 15.3

各项贷款余额 858.49 12.5

#短期贷款余额 153.78 10.7

#中长期贷款余额 646.48 14.3

注：财政收入为同口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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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数
（11 月底）

指标名称 合计
商
州

洛
南

丹
凤

商
南

山
阳

镇
安

柞
水

总计（个） 1644 353 206 228 198 246 243 170

#新增 347 65 62 48 45 54 42 31

“五上”企业 1077 213 147 135 125 200 154 103

#新增 226 40 43 32 32 31 28 20

工业 335 40 57 48 46 59 49 36

#新增 33 5 8 7 4 3 6

建筑业 168 52 13 11 12 29 40 11

#新增 27 8 3 2 3 6 4 1

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

81 22 11 9 5 17 8 9

#新增 19 4 1 2 3 4 3 2

批发和零售 255 46 33 37 37 53 31 18

#新增 57 8 9 10 15 8 5 2

住宿和餐饮 121 22 15 17 15 26 11 15

#新增 31 9 5 4 5 3 5

服务业 117 31 18 13 10 16 15 14

#新增 59 6 17 7 7 5 13 4

投资（5000
万元以上在建
项目法人）

567 140 59 93 73 46 89 67

#新增 121 25 19 16 13 23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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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表调查单位退出累计数
（11 月底）

指标名称 合计 商州 洛南 丹凤 商南 山阳 镇安 柞水

总计（个） 116 20 45 5 4 37 1 4

“五上”企业 48 18 2 5 4 14 1 4

工业 13 3 3 1 6

建筑业 7 6 1

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
16 4 1 2 1 5 1 2

批发和零售 9 3 1 3 2

住宿和餐饮 1 1

服务业 2 2

投资法人 68 2 4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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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调查单位新增情况（不含年报）
（1-11 月）

指标名称
新增单

位数
商州 洛南 丹凤 商南 山阳 镇安 柞水

“五上”企业 75 16 8 10 10 15 11 5

工业 8 3 0 1 1 1 0 2

建筑业 27 8 3 2 3 6 4 1

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

19 4 1 2 3 4 3 2

批发和
零售

8 0 1 2 2 1 2 0

住宿和
餐饮

5 1 0 1 0 2 1 0

服务业 8 0 3 2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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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规模以上工业和消费

县 区
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额(亿元)

增长

（%）

全 市 -0.5 1.4 74.19 15.4

商州区 18.3 11.5 28.61 8.8

洛南县 -4.5 -3.4 10.30 28.0

丹凤县 10.1 6.7 9.04 15.0

商南县 12.9 8.3 6.06 15.5

山阳县 -0.6 -2.0 8.32 13.8

镇安县 16.3 10.1 7.52 25.0

柞水县 -24.5 -5.9 4.33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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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投资和房地产

县 区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民间投资

（%）

工业投资

（%）

房地产

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增长

（%）

全 市 19.4 3.0 1.3 86.25 15.1

商州区 16.5 -15.2 17.0 23.92 45.5

洛南县 21.7 32.5 20.3 19.38 10.0

丹凤县 19.3 -0.1 -33.1 7.60 42.9

商南县 13.2 16.7 -16.3 2.35 22.4

山阳县 13.4 -9 -3.4 16.07 -28.8

镇安县 25.1 8.5 14.5 8.18 48.1

柞水县 16.5 -1.6 8.5 8.7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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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财政收支

县 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增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增长

（%）

全 市 24.43 -0.9 270.61 10.7

市本级 5.72 -16.0 53.06 20.8

商州区 4.14 5.9 36.47 14.5

洛南县 3.31 -0.3 37.17 15.1

丹凤县 1.96 25.8 29.66 6.7

商南县 2.03 13.5 28.45 11.5

山阳县 3.09 -4.8 32.99 -2.7

镇安县 2.44 9.8 31.25 3.6

柞水县 1.99 10.7 21.55 13.8

注：表列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同口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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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规模以上工业、投资和消费

地市
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限上消费品

零售额（亿元）

增长

（%）

全 国 3.8 5.3 153895 1.7

全 省 7.5 8.3 4810.42 2.3

西安市 13.1 9.5 2191.16 -7.1

铜川市 5.2 9.9 69.04 16.6

宝鸡市 3.0 10.0 575.79 8.6

咸阳市 5.9 10.9 602.24 17.8

渭南市 8.2 -7.2 350.83 13.2

延安市 5.2 -2.5 170.35 7.7

汉中市 5.9 15.9 225.84 7.7

榆林市 8.2 5.7 233.45 5.9

安康市 0.5 5.7 296.46 13.9

商洛市 1.4 19.4 74.19 15.4

杨凌示范区 21.2 -4.7 21.08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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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房地产

地市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增长（%）

全 国 121250 -23.3

全 省 2946.03 -22.9

西安市 1452.19 -12.0

铜川市 49.82 -37.7

宝鸡市 216.04 -10.0

咸阳市 199.07 -62.1

渭南市 329.43 -16.5

延安市 63.15 -22.9

汉中市 183.43 -27.4

榆林市 220.95 -28.0

安康市 113.62 -30.9

商洛市 86.25 15.1

杨凌示范区 32.06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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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财政收支情况

地市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亿元）

增长

（%）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亿元）

增长

（%）

全 省 3059.12 25.7 5971.36 12.8

西安市 757.96 7.6 1405.45 14.0

铜川市 21.17 -3.1 121.31 7.3

宝鸡市 84.47 6.8 359.57 13.7

咸阳市 111.82 8.7 455.79 18.6

渭南市 84.9 7.3 480.51 10.9

延安市 166.48 14.9 421.98 6.5

汉中市 45.89 -2.4 352.52 8.0

榆林市 858.08 64.0 849.52 37.0

安康市 29.00 1.9 335.95 6.9

商洛市 22.06 -0.9 270.61 10.7

杨凌示范区 6.84 6.6 22.89 -21.4

注：表列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为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的同口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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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套表调查单位存量情况
单位：个

地市 总计
“五上”

单位
工业 建筑业 贸易 房地产 服务业

投资

法人

全 省 36184 29974 7729 4228 10905 2964 4148 6210

西安市 10665 9737 1711 1366 3232 1051 2377 928

铜川市 1002 755 225 77 271 102 80 247

宝鸡市 4056 2972 940 270 1243 308 211 1084

咸阳市 3175 2448 839 187 1061 223 138 727

渭南市 2935 2320 613 385 846 323 153 615

延安市 2162 1765 322 283 755 145 260 397

汉中市 3090 2690 793 273 1105 281 238 400

榆林市 3824 3200 1042 875 750 254 279 624

安康市 3249 2714 803 307 1159 169 276 535

商洛市 1644 1077 335 168 376 81 117 567

杨凌示范区 382 296 106 37 107 27 19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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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套表单位累计新增情况
单位：个

地 市 总计 工业 建筑业 贸易 房地产 服务业
投资

法人

全 省 4829 790 383 1577 266 500 1313

西安市 1493 181 103 602 104 299 204

铜川市 128 27 8 27 1 7 58

宝鸡市 569 98 9 157 26 19 260

咸阳市 469 99 16 139 26 7 182

渭南市 273 81 14 51 28 11 88

延安市 319 49 36 121 9 28 76

汉中市 404 86 24 169 15 24 86

榆林市 423 68 107 91 31 12 114

安康市 372 58 38 121 5 32 118

商洛市 347 33 27 88 19 59 121

杨凌示范区 32 10 1 11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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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及各分项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均为实际增长速度；其

它指标除特殊说明外，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2.自 2011 年起，国家统计局对月度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进

行了完善，将月度投资统计的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企事业组织，

并将这一统计范围定义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固定资

产投资包括城镇项目投资、非农户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

3.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从 2011 年 1 月起提高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标准，其中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

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提高到 2000 万元；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统计的起点标准，从计划总投资额 5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

4.自 2011 年起，季度发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发布限

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是指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单位）、500 万元及以

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单位）。

5.市县财政收支数据来源于商洛市财政局，地市财政数据来源

于陕西省财政厅官网。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商洛分行；旅

游数据来源于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城乡居民 可支配收入数据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商洛调查队。

6.标有“#”为其中数，各分组数据相加不等总计数。

生产总值、农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为季度数据。



11月

2022 年

22

全市 2022 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生产总值增长 6.5%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5%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5%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3%以内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7%和 9%左右

市场主体增长 6.5%左右

旅游收入增长 15%以上

招商引资增长 12%以上

利用外资增长 15%以上

—摘自《2022 年商洛市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