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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全市经济承压前行韧性显现

8 月中下旬，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超出预期，面对严

峻复杂的局面，全市上下积极应对风险挑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市经济承压前行、稳中见韧。

一、工业生产稳中趋缓。1-8 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 7.1%，较 1-7 月回落 3.4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较 1-7 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

从支柱产业看，三大支柱产业产值呈现“一升两降”。产值同

比下降 3.3%，其中绿色食品产业同比增长 8.4%，较 1-7 月回落 1.9

个百分点；现代材料产业同比下降 5.5%，较 1-7 月扩大 1.8 个百分

点；现代医药产业同比下降 3.7%，较 1-7 月回落 7.5 个百分点。

从产品产量看，8 类主要产品产量呈现“三升五降”。其中，

水泥、精炼铜和钼精矿（折合量）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11.7%、5.1%

和3%。中成药、精锌、十种有色金属和黄金产量分别同比下降16.7%、

10.1%、9.6%和 0.2%。

二、有效投资平稳增长。1-8 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9%，较 1-7 月回落 2.4 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29.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6%，第三产

业投资增长 23.8%。

从投资主体看，国有投资高速增长，民间投资趋于平稳。1-8

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 35.7%，较 1-7 月回落 3.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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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6%，较 1-7 月份回落 1.8 个百分点。

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工业投资持续恢复。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5.9%，较 1-7 月份加快 5.3 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同比下降 3.7%，较 1-7 月份收窄 1.1 个百分点。

三、消费市场有所回落。1-8 月，全市限上企业（单位）消费

品零售额 50.83 亿元，同比增长 15.7%，较 1-7 月回落 4.2 个百分

点。8 月当月，全市限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5.86 亿元，

同比下降 8.8%，较上月回落 26.2 个百分点。

生活类商品增长较好。在 22 类商品零售中 13 类实现正增长。

其中，限上单位中文化办公用品类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9.0%，中西

药品类增长 23.6%，粮油、食品类增长 9.9%，日用品类增长 7.0%。

线上消费品占比提高。全市限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销

售 0.74 亿元，同比增长31.6%，高于限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增速15.9个百分点，占限上零售额比重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四、要素保障总体较好。全社会用电量稳定增长。1-8 月，全

市全社会用电量 34.54 亿度，同比增长 14.1%。其中，第一产业用

电量增长 20.6%，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长 17.6%，第三产业用电量增

长 6.2%。金融市场运行稳健。8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565.88 亿元，同比增长 13.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839.10 亿

元，同比增长 14.5%。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152.56 亿元，同比增长

9.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30 亿元，同比增长 7.2%。财政一般预

算支出 198.96 亿元，同比增长 6.9%。

8 月份，疫情冲击前所未有，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陡然上

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放缓。环比看，工业、投资、服务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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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有所回落；同比看，少部分指标增速高于去年增速，经济运行

保持较强韧性。下阶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重点产业、重点企业产业链、供

应链保“畅”工作，稳定产业链大循环。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有

力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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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

指标名称 1-8月 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 7.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3.8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 8.7

重工业 － 6.4

规模工业销售产值 － 10.6

三大支柱产业总产值 － -3.3

新材料 － -5.5

生物医药 － -3.7

绿色食品 － 8.4

工业产销率（%） 94.7 2.9

主要产品产量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11.94 -9.6

精锌（万吨） 11.40 -10.1

黄金（千克） 8303.10 -0.2

精炼铜（万吨） 0.50 5.1

中成药（万吨） 1.69 -16.7
水泥（万吨） 313.39 11.7
铁矿石原矿（万吨） 234.64 -62.8
钼精矿折合量（折纯钼45％）（吨） 1672.50 3.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1-7月）
营业收入（亿元） 618.4 18.7

利润总额 35.3 15.7

产成品 34.7 11.6

应收账款 98.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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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1-8月 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 14.9

#民间投资 — 1.6

#基础设施投资 — 45.9

#工业投资 — -3.7

1.按建设性质分

新建 — 18.8

扩建 — 3.5

改建和技术改造 — 11.2

2.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 19.7

设备工器具购置 — -6.4

其他费用 — -39.4

3.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 29.9

第二产业 — -2.6

第三产业 — 23.8

本年施工项目个数（个） 1104 28.8

#亿元以上项目 363 20.2

#本年新开工项目 678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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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

指标名称 1-8月 增长（%）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亿元） 23.39 -40.6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319.6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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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 15.9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26.73 18.1

贸易产业及个体户在库单位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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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月 增长（%）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50.83 15.7
按经营地分
城镇 50.31 15.6
#城区 13.17 -1.8
乡村 0.52 21.1
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3.75 14.2
商品零售 47.08 15.9

限上商品零售类值（亿元） 47.08 15.9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0.74 31.6
1.粮油、食品类 7.67 9.9
2.饮料类 1.22 4.3
3.烟酒类 3.11 2.3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75 3.5
5.化妆品类 0.31 -7.8
6.金银珠宝类 0.12 -34.8
7.日用品类 1.04 7.0
8.五金、电料类 0.08 -10.4
9.体育、娱乐用品类 0.05 -36.6
10.书报杂志类 1.25 5.0
11.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0.02 3.2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37 -8.0
13.中西药品类 2.92 23.6
14.文化办公用品类 0.26 29.0
15.家具类 0.28 38.4
16.通讯器材类 0.01 -37.0
17.煤炭及制品类 2.21 28.2
18.石油及制品类 13.98 53.0
19.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65 26.4
20.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0.07 -81.0
21.汽车类 4.22 -10.8
22.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3.4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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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

指标名称 1-7 月 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亿元） 35.21 30.6
按规模分

大型企业 0.58 -7.5
中型企业 12.42 6.0
小型企业 20.36 55.9
微型企业 1.85 18.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29.89 34.5

国有企业 5.64 1.8
股份合作企业 0.10 -2.7
有限责任公司 13.79 103.9
股份有限公司 2.55 14.7
私营企业 7.28 2.2
其他企业 0.52 11.9

外商投资企业 5.32 12.1
外资企业 5.32 12.1

按行业分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27 69.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60 10.1
房地产业 0.74 15.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4 0.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5 -4.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1 -8.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25 11.9
教育 0.93 8.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41 15.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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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旅游、金融

指标名称 1-8 月 增长（%）

财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9.30 7.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98.96 6.9

旅游

国内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 2378.59 -28.1

旅游综合收入（亿元） 143.15 -28.9

金融

各项存款余额 1565.88 13.8

#住户存款 1164.25 14.0

各项贷款余额 839.10 14.5

#短期贷款余额 152.56 9.0

#中长期贷款余额 629.8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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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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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 336 231 220 191 227 233 165

#新增 259 44 50 38 37 33 32 25

“五上”企业 1027 198 145 127 121 189 147 100

#新增 175 25 41 24 27 20 21 17

工业 329 37 57 47 46 58 49 35

#新增 27 2 8 6 4 2 0 5

建筑业 149 44 12 9 12 23 39 10

#新增 7 0 2 0 2 0 3 0

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

70 18 11 8 4 16 5 8

#新增 8 0 1 1 2 3 0 1

批发和零售 249 46 32 36 35 53 29 18

#新增 51 8 8 9 13 8 3 2

住宿和餐饮 117 22 15 16 15 24 10 15

#新增 27 9 5 3 0 3 2 5

服务业 113 31 18 11 9 15 15 14

#新增 55 6 17 5 6 4 13 4

投资（5000
万元以上在建
项目法人）

576 138 86 93 70 38 86 65

#新增 84 19 9 14 10 13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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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表调查单位退出累计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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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20 7 5 3 37 1 3

“五上”企业 45 18 1 5 3 14 1 3

工业 13 3 3 1 6

建筑业 6 6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1 1

批发和零售 15 4 1 2 1 5 1 1

住宿和餐饮 8 3 3 2

服务业 2 2

投资法人 31 2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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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调查单位新增情况（不含年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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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 6 2 5 4 4 2

工业 2 0 0 0 1 0 0 1

建筑业 7 0 2 0 2 0 3 0

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

8 0 1 1 2 3 0 1

批发和零售 2 0 0 1 0 1 0 0

住宿和餐饮 1 1 0 0 0 0 0 0

服务业 4 0 3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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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规模以上工业和投资

县 区
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民间投资

（%）

工业投资

（%）

全 市 7.1 3.8 14.9 1.6 -3.7

商州区 29.4 15.3 8.4 -19.6 7.1

洛南县 23.5 13.3 14.4 14.9 -0.3

丹凤县 17 9.5 17.4 1.1 -30.8

商南县 9.8 8.6 16.7 22.5 -16.2

山阳县 3.2 -0.1 -0.6 -16.1 -10.1

镇安县 34.8 15.2 15.9 4.8 8.5

柞水县 -29.6 -13.1 21.2 10.6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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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贸易

县 区
限上企业（单位）消费品

零售额(亿元)
增长
（%）

全 市 50.83 15.7

商州区 19.81 6.8

洛南县 7.07 30.5

丹凤县 6.30 18.0

商南县 4.37 22.4

山阳县 5.62 13.4

镇安县 4.88 26.7

柞水县 2.79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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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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7.2 198.96 6.9

市本级 4.08 -16.0 33.96 1.6

商州区 3.71 34.4 26.96 -3.7

洛南县 2.63 7.6 29.80 26.3

丹凤县 1.59 27.9 22.81 9.8

商南县 1.37 4.8 21.31 18.4

山阳县 2.65 7.8 25.59 -7.5

镇安县 1.75 6.1 21.89 10.9

柞水县 1.53 17.4 16.6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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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5.8 108653 2.6

全省 8.2 9.7 3379.42 3.2

西安 11.7 7.0 1575.88 -6.9

铜川 4.4 10.1 51.78 16.8

宝鸡 3.7 9.0 392.72 8.1

咸阳 8.5 17.8 406.76 20.8

渭南 6.6 1.0 237.97 15.0

延安 4.0 -2.7 112.61 8.8

汉中 10.1 21.5 162.12 11.2

榆林 9.2 18.0 168.24 8.4

安康 5.0 11.9 207.74 19.7

商洛 3.8 14.9 50.83 15.7

杨凌 17.4 8.2 12.7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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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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国

全省 2294.46 29.7 4470.34 15.2

西安 558.82 7.0 1043.59 15.9

铜川 16.44 -4.0 89.09 11.8

宝鸡 62.78 7.7 274.89 14.6

咸阳 88.93 8.9 329.15 20.4

渭南 62.06 9.3 361.96 11.4

延安 125.17 13.3 293.26 7.4

汉中 33.48 -7.8 280.62 7.6

榆林 650.86 80.3 607.15 44.2

安康 22.95 4.8 257.77 9.3

商洛 16.89 7.2 198.96 6.9

杨凌 4.66 9.0 19.1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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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29 29574 7628 4123 10752 2940 4131 6055

西安市 10550 9646 1700 1340 3195 1041 2370 904

铜川市 977 738 216 74 266 102 80 239

宝鸡市 4007 2969 934 271 1234 321 209 1038

咸阳市 3069 2395 819 184 1037 217 138 674

渭南市 2923 2305 605 384 846 317 153 618

延安市 2125 1741 319 274 746 143 259 384

汉中市 3010 2611 770 266 1057 282 236 399

榆林市 3798 3173 1039 860 744 251 279 625

安康市 3188 2674 791 284 1154 170 275 514

商洛市 1603 1027 329 149 366 70 113 576

杨凌示范区 379 295 106 37 107 26 1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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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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 688 255 1424 211 483 971

西安市 1338 170 60 565 87 292 164

铜川市 95 18 5 22 1 7 42

宝鸡市 471 92 5 148 19 17 190

咸阳市 355 79 13 115 18 7 123

渭南市 232 73 13 51 23 11 61

延安市 271 46 27 112 7 27 52

汉中市 307 62 17 121 14 22 71

榆林市 370 65 92 85 28 12 88

安康市 305 46 15 116 5 31 92

商洛市 259 27 7 78 8 55 84

杨凌示范区 29 10 1 11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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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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数据来源于商洛市财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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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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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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