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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篇

1-2 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下齐抓共管，落实即定目标，坚

持“项目为王”的工作导向，持续开展“三个一批”、“万人助万企”活

动，全县经济保持稳步上升，平稳增长的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在五

县三区的排名中都有所提升，显现出向好发展的趋势。

一、1-2 月份全县工业生产实现良好开局

1-2月份，全县 1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5.89亿

元，同比增长 8.5%，高出全市平均数（5.1%）3.4个百分点，高出全

省平均数（4.9%）3.6个百分点，居全市第 3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2.3亿元，同比下降 2.3%，

实现利润总额 0.7 亿元，同比下降 41.9%，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3.1%。

全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完成 3.1亿元，同比增长 4.7%，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53.3%，对全县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达 31.2%，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2.7个百分点;全县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完成 4.0亿元，同比增长 8.1%，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68.1%，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65.5%，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5.6个百分点;全县高技术产业完成增加

值 0.2亿元，同比下降 5.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 3.9%，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2.6%，下拉全县工业增

长 0.2个百分点。

二、投资业保持快速增长，房地产业和工业投资增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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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58亿元，同比增长 7.8%，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6.4%)1.4个百分点,位居五县三区第三位。工业

投资完成 1.17亿元，同比增长 105.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8%）

94.8个百分点，位居全市第二位。工业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为 13.7%，较去年同期增长 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完

成 3.65亿元，同比增长 45.1%，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46.3个

百分点,位居五县三区第二位。

第一产业投资完成 0.3亿元，同比增长 132.0%，占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为 3.5%，较上年同期增长 1.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

资完成 1.17亿元，同比增长 105.6%。第三产业投资完成 7.1亿元，

同比增长 1.4%，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82.8%。

三、消费市场恢复向好

2023年前两个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2亿元，同比

增长 6.7%，与上年同期保持同等增长水平，比 2022年底加快 6.1

个百分点，位居全市第 5位，比 2022年提升 2个位次，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3.5%）3.2个百分点。限上零售额完成 7.30亿元，同比

增长 5.7%，比上年同期加快 5.8个百分点，比上年年底加快 7.5个

百分点。

四、财政收支运行平稳

1-2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1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税收收入 2.42亿元，增长 11.5%，税比 80.4%，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0.73亿元，同比增长 68.4%。

五、电力消耗呈现回落趋势

1-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16964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10.1%，工

业用电量 558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7%。

综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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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1-2 月份全县工业生产实现良好开局

今年以来，濮阳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

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1-2月份，全县工业增速均高于全市、全

省平均增速 3个点以上，工业生产实现良好开局。

一、工业运行情况

（一）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效益指标增速放缓

1-2月份，全县 1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5.9亿

元，同比增长 8.5%，高出全市平均数（5.1%）3.4个百分点，高出全

省平均数（4.9%）3.6个百分点，居全市第 3位，工业生产实现良好

开局。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2.3亿元，同比下降

2.3%，实现利润总额 0.7亿元，同比下降 41.9%，营业收入利润率达

3.1%。

（二）制造业较快增长，主体地位突出

1-2月份，工业三大门类中，全县制造业增加值完成 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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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同比增长 8.2%，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 87.2%，

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7.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增加值完成 0.8亿元，同比增长 10.8%，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

重达 12.8%，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1.3个百分点。

（三）产业链优势明显，开发区助推工业发展

1-2月份，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49家工业企业完成工业

增加值 3.9亿元，同比增长 1.2%，开发区工业增加值对全县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 10.1%，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0.9个百分点。

1-2月份，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49家工业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 19.4亿元，同比增长 7.6%，完成营业收入 14.0亿元，同比

下降 13.9%，实现利润总额 0.3亿元，同比下降 -58.6%。

（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引领带动作用突出

近年来，濮阳县认真落实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15条政策

措施，全县战略性新兴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1-2月份，全县

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增加值 3.1亿元，同比增长 4.7%，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53.3%，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达 31.2%，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2.7个百分点;全县高新技术产

业完成增加值 4.0亿元，同比增长 8.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68.1%，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65.5%，拉

动全县工业增长 5.6个百分点;全县高技术产业完成增加值 0.2亿

元，同比增长 -5.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9%，对全县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2.6%，下拉全县工业增长 0.2

个百分点。

（五）新入库企业的拉动作用明显

近几年来，濮阳县将抓好工业企业培育入库作为提升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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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量和增速的重要途径，县政府多次召集统计、工信、税务等部门安

排部署工业企业入库工作，做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1-2月份，

全县工业企业新增入库 19家，较上年净增 16家，新入库企业完成

增加值 0.5亿元，占全县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8.7%，对全县工业增长

的贡献率达 34.1%，拉动全县工业增长 2.9个百分点。

（六）工业相关指标支撑力强

1-2月份，濮阳县全社会用电量 3.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8%，其中工业用电量 1.0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9%；全县工业

税收完成 1.22亿元，同比增长 135.4%。

二、工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别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增大、停产、半停产，对全县

工业的增速影响较大

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生产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生

产效益下滑。濮阳林氏医疗制品有限公司停产，1-2月份下拉全县

工业增速 1.9个百分点。

1-2月份，濮耐集团、蔚林新材料、训达粮油、中建材、林氏化

学收入分别下降 6.8%、3.3%、20.2%、28.6%、40.3%，以上几家大企

业对全县工业营业收入增速影响较大。

1-2月份，濮耐集团、蔚林新材料、河南浩森生物、中建材 4家

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下降 54.9%、345.7%、78.9%、63.0%，以上 4家企

业对全县工业利润总额增速影响较大。

（二）大宗商品价格对工业的影响依然较大，工业生产形势不

容乐观

当前全球通胀走高，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不断推升工业企

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全县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大,工业产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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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速下降企业占比较大，影响工业快速增长。1-2月份，全县 150家

规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8.9亿元，同比增长 13.7%，其中产

值增速超 20%的快速增长企业 66家，增速在 10%—20%的增速放

缓企业 13家，增速在 0%—10%的稳定持平企业 28家，产值下降

的企业 44家，产值下降企业占比达 29.3%。

（三）全县工业增长对大企业依赖性较强，稳增长压力依然较

大

1-2月份，全县 20家亿元以上大中型企业完成产值 19.8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8.8%。从企业看 1-2月份拉动全县

工业总产值增速在 1个百分点以上的企业仅有 5个，其中蔚林新

材料、华能清洁能源、豫粮凯利来食品、濮耐高温集团、训达粮油分

别拉动全县工业产值增速 1.78、1.74、1.44、1.34、1.33个百分点。

（四）企业研发投入较少

1-2月份，全县 1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费用的企

业共 20家，占比 13.3%，研发投入 0.26亿元，同比增长 -14.5%，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2%。研发投入较少的主要原因，一是目前全

县工业产品主要是低端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企业经营者没有自主

创新研发的意识；二是受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制约，企业没有

科技研发的能力。

三、对工业运行的建议

目前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全县

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增长的基础仍不稳固，全县上下仍需聚焦助力

工业经济发展，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一）持续加力应对工业下行压力

一要持续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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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时回应企业的重点关切，以真招实招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提升企

业获得感，提振企业信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二要持续强化投资

拉动。加大用工、物流、资金等要素保障力度，推动签约项目加快开

工、开工项目加快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要抢抓难得政

策机遇，再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三要加强工业经

济运行监测调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提升经济运行监测调度质

量和效能，加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等专门调度，提前制

定应对措施，努力扩大增量、遏制减量、防控变量。

（二）补短板，加大高新技术研发企业培育

围绕“做足新量、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做强总量”的工作目标，

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底盘”，加大对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跟踪力度，

加强战略型新兴企业培植，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源头活水。引导创

新龙头企业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企校联合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

机构，加大研发投入，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鼓励传统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加入高新技术研发

产业。

（三）加大培育新兴产业力度,增加工业经济新动力

推进工业动能转换提速，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步伐，特

别是要重点关注新注册、新投产的工业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规模和

生产形势，在做大、做强、做优上想办法、做文章，规模较大的新建

企业尽快建成、达产、纳统，力争上半年实现新入库企业 20家以

上，为全县工业增长贡献新增拉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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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篇

1-2 月濮阳县能源消费生产情况

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用能均保持同比增长。规上工业

能耗从 2022年 1-12月由降转升，节能工作提前拉响警报；全社会

电力消费呈现回落态势。服务业用电与居民生活用电持续性疲软。

一、1-2 月份能源生产运行情况

（一）电力消耗呈现回落趋势。

2月，全社会用电量 16964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10.1%；第二产

业用电量 616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25.3%，其中工业用电量 5583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7%；第三产业用电量 4009万千瓦时，同

比下降 1.13%。1-2月，全社会用电量 38160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0.8%,第二产业用电量 12082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13.17%，其中工

业用电量 10937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14.85%；第三产业用电量

8064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3.24%。

（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30932.62吨标准

煤，同比上升 15.78%。1-2月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为 0.53

吨标准煤，同比上升 8.2个百分点。

二、经济运行和节能降耗工作提前拉响警报

（一）新入库企业对全县节能降耗的影响不容忽视

1-2月份，全县工业企业新增入库 19家，较上年净增 16家。

其中城发环保能源（濮阳）有限公司为新入库企业，去年同期基数

较小，1-2月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4935.61吨标准煤，占全县规模以

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为 16%，拉动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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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 9.9个百分点。

（二）重点高耗能企业耗能增速明显

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月综合能源消费量

2020.58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26.7%，拉动濮阳县能耗 1.6个百分

点；蔚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月综合能源消费量 7417.57

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11.7%，拉动濮阳县能耗 2.9个百分点；中建材

（濮阳）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2月综合能源消费量 8560.94吨标准

煤，同比增长 23.7%，拉动濮阳县能耗 6.1个百分点。

三、建议

（一）全县上下一齐行动，全面加强节能工作。节能警钟已经拉

响，各乡镇应高度重视起来，强化节能责任意识，加强经济与节能

降耗的形势分析，分析节能潜力及困难所在，关注本辖区工业能耗

发展情况，加强对综合能耗一千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的

能源监察工作，进一步抓好火电、建材、化工等重点耗能企业的节

能监测工作，及时发布预警预测。

（二）加强对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工作指导，促进节能要求落

实到位。重点耗能企业是全县节能降耗的主力军，是工业能耗得以

下降的关键所在。相关部门要关注高耗能企业的生产情况和节能

目标完成进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帮助企业解决能源库存及消费

存在的问题，督促企业提高自身节能意识，建立能源使用和节能台

帐，对主要用能设备、生产工艺、能源计量器具、产品能效指标和用

能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有目的地进行节能奖励，激励其积极

推广节能降耗技术，加快生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建立有效的节

能管理制度，促进节能要求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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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为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县委、县政府积极落

实各项稳投资政策，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开复工建设力度，相

关政策效应陆续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呈现积极增长态势，为全县一

季度开门红打下良好开局。

一、运行情况及主要特点

1-2月份，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58亿元，同比增长 7.8%，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6.4%)1.4个百分点,位居五县三区第三位。其

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3.65亿元，同比增长 45.1%，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1.2%)46.3个百分点,位居五县三区第二位。

（一）工业投资高速增长。1-2月，工业投资完成 1.17亿元，同

比增长 105.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8%）94.8个百分点，位居全

投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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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二位，与第一位（华龙区）相差 59.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占全

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13.7%，较去年同期增长 2.5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完成 0.55亿元，同比下降 5.7%，占工业投

资的比重为 46.9%，较去年同期下降 18.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完成 0.54亿元，增长 196.6%。

（二）分产业投资均呈增长态势。1-2月，第一产业投资完成

0.3亿元，同比增长 132.0%，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5%，

较上年同期增长 1.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完成 1.17亿元，同比

增长 105.6%。第三产业投资完成 7.1亿元，同比增长 1.4%，占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82.8%。

（三）房地产业回暖，拉动全部投资明显。1-2月，投资、销售均

呈增长态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3.65亿元，同比增长 45.1%，比

上年全年回升 66.9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的 42.5%。商品房销

售面积完成 12.11万平方米，增长 10.8%，比上年全年回升 40.9个

百分点。主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防控政

策也做了优化调整，这对房地产供需两端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从供

给方面来看，施工人员、施工材料都可以顺利进场，很多住房项目

复工率都大大提高；从需求方面来看，现在各房地产项目的售楼处

看房量也在大幅提升，成交量也明显改善。

二、存在的问题

（一）大项目竣工多，增长乏力。1-2月份投资项目在库 86个，

其中工业投资项目在库 45个。亿元以下项目 13个，亿元以上项目

61个，10亿元以上项目 12个（包含德成医疗年产 1100亿只 PVC

手套及丁腈手套项目）。2022年大项目竣工多，如文 23储气库一

投资篇

11- -



投资篇

期、文 13西储气库、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濮阳段一期工程项

目、濮阳县红旗路以北片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濮阳县龙苑片区

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等 5个项目完工，且形成较大基数，一季度没

有大项目入库做支撑，下半年全县投资增长乏力。

（二）新项目开工率低，影响投资增量。2023年省市重点项目

56个，经核查，往年入库 28个。目前，全县新开工项目较少，大项

目河南赛能硅业有限公司、巴德富二期、濮阳县中裕光伏压延玻璃

项目等未实质性开工，形象进度达不到入库标准，不能及时入统，

影响了投资的增量。

（三）省局查询力度大，凭证支撑率低。2月份报表期间，省级

查询 11批，其中投资查询 5批，涉及投资项目 10个，房地产投资

及销售查询 6批，涉及项目 14个。此次查询批次前所未有，查询项

目没有规律，完成投资额从百万元到亿元以上不等，均在此次查询

范围内。月报过后省局又查询 5家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和销售。房地

产项目均能提供有效凭证；投资多个项目未能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的有效凭证，省局责令下调数据。

三、建议

（一）加大招商力度，提高新开工项目数量和质量。当前投资结

构亟需调整，在此形势下应适应新常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

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从政策、资金、服务等多方面加大对重大项

目的支持力度，加快各类产业项目（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燃

气电力等重大民生工程推进和建设步伐；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鼓

励和支持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资金投

入力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经济发展的后劲，为我县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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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注入新活力。

（二）提前收集凭证，提高投资数据质量。各乡镇办、项目单位

要提前收集整理凭证资料，县统计局要持续加大投资统计业务培

训和凭证指导力度，严格按照国家投资统计制度要求，指导投资项

目单位规范建立健全投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资料及凭证支撑工

作，确保数出有据。

（三）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应统尽统。建议有承建项目的县直

单位，要认真梳理本单位负责的投资项目，主动排查入库任务，抓

早抓紧抓实，对已开工未入库的项目要及时收集相关材料向统计

部门申报入库，建议各乡镇（产业集聚区、化工园区）及相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投资入库工作，积极排查行业及区域内新开工的项目，及

时收集上报统计资料，确保全县投资项目应统尽统，如实上报投资

完成数据，做到不漏报不瞒报。

投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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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消费市场恢复向好

今年以来，为拼抢消费“开门红”，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的拉动

作用，濮阳县委县政府把促消费工作摆在优先位置，举办“乐亨生

活，畅购新春”汽车促消活动，大力推进国家、省、市、县各项促消费

措施落实落地，在各项政策措施协调推动和市场主体不懈努力下，

消费市场预期加快好转，消费品市场恢复向好。

一、消费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

2023年疫情防控全面放开，消费品市场有序恢复，2023年前

两个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181万元，同比增长 6.7%，与

上年同期保持同等增长水平，比 2022年底加快 6.1个百分点，位

于全市第 5位，比 2022年提升 2个位次，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5%）3.2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7.4%）3.9个百分点，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6.8%）0.1个百分点。横向对比，与全市第一位的

台 前 县

（7.8%）相

比 低 1.1

个 百 分

点，与全

市并列第

三位的范

县、清丰

县（7.0%）

相 比 低

财贸篇

14- -



0.3个百分点，比全市第 6位的华龙区（6.5%）高 0.2个百分点。限

上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73027万元，同比增长 5.7%，位于全市第 5

位。

二、消费品市场运行特点。

（一）消费品市场恢复向好。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消费品市

场的有序恢复，加上春节消费旺季的带动，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

费品市场恢复加快。2022年前两个月，限上单位零售额下降 0.1%，

年底限上单位零售额下降 1.8%，2023年前两个月限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 5.7%，比上年同期加快 5.8个百分点，比上年年底加快 7.5个

百分点。

（二）汽车消费发挥重要作用，新能源汽车仍保持快速增长。

2023年前两个月，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为 38911万元，占限上

法人零售额的 82.6%，同比增长 3.0%，拉动限上零售额增长 1.6个

百分点。前 2 个月，新能源汽车销售额 5615 万元，同比增长

30.4%，高于汽车类零售额增速 27.4个百分点，高于限上单位零售

额增速 24.7个百分点，拉动限上单位零售额增长 1.9个百分点。

（三）限上法人实现的零售额大于个体。今年前两个月，限上法

人完成零售额 47136万元，占限上单位零售额的 64.5%，大个体完

成零售额 25891万元，占限上零售额的 35.5%，法人实现的零售额

是大个体零售额的 1.8倍。

（四）生活必需品消费平稳，升级类商品恢复良好。从 2023年

前 2个月限额以上的销售情况来看，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类、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分别增长 -0.4%、1.7%、1.0%、0.9%。升级类

商品书报杂志类、中西药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类商品消

费增长势头足，分别增长 143.3%、102.0%、176.0%、30.4%。

财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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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品市场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从限上零售额

增速来看，2019年前两个月限上单位零售额增长 19.3%，限上法人

零售额增长 27.2%，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限上零售额增速呈负增

长，2021 年和 2022 逐年恢复，2023 年限上零售额增长 5.7%比

2019年同期增速慢 13.6个百分点。从限上法人企业的零售额来

看，2023年增长 4.0%，与 2019年的零售额增速相比还有 23.2个

百分点的差距。

（二）限上法人零售额增速低于大个体零售额增速。根据月度

数据质量审核要求和市场主体的运营规律，法人零售额增速一般

应高于大个体零售额增速，今年前两个月限上法人零售额增速

4.0%；大个体零售额增速 8.9%，大个体增速高于法人 4.9个百分

点，不符合上级统计部门对数据质量的评审标准和市场主体的运

行规律。

（三）通过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下降。2023年前两个月，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321.3万元，同比下降 9.1%，全国网

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增长 5.3%。在 87家企业中，上年有 2家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今年仅有濮阳市普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1家有通过网络实现的销售额，濮阳爱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

还没有营业。

（四）部分企业未开工。从 2月份限上企业上报数据的情况来

看，有 11家企业没有上报数据，其中，停业企业 2家、季节性较强

的农机、种子类商品经营企业 3家，经营建筑材料的 6家企业未开

工。

（五）新入库企业规模小，对零售额的拉动作用不明显。2022

财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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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新入库 18家企业，其中 13家批发业企业，5家零售业企业，今

年前两个月新入库企业实现零售额 987万元，月均销售额 197万

元，规模较小。尽管增速较高，但对限上零售额的拉动作用仅有 0.1

个点。

（六）汽车及石油制品类商品占比较大。2023年前两个月，限

上法人实现零售额 47136万元，同比增长 4.0%，其中汽车类商品

实现零售额 38911万元，占限上法人零售额的 82.6%；石油及制品

类实现零售额 2513万元，汽车及石油制品类占限上法人的比重

87.9%；烟酒类占限上法人零售额的 3.3%；粮油食品类占限上法人

零售额的 1.9%，汽车及石油制品类实现的零售额占近九成。

四、建议

（一）把汽车小镇做大做强。瑞璞汽车小镇是濮阳县专业的汽

车销售中心，汇聚了全市几十家汽车销售企业，限上汽车经销企业

多集中在汽车小镇。今年前两个月汽车零售额 38911万元，对限上

法人零售额的贡献率 61.4%，汽车销售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限上零

售额增速的走势，因此建设品类齐全、营商环境优越、购物环境舒

适、服务周到的消费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到濮阳县来选车消费，

把汽车市场做大做强，带动限上零售额增长。

（二）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更多品类的大型商贸项目。当前

濮阳县有汽车类商品、商超类、图书类龙头企业，家用电器类商品、

服装类商品、办公用品类、电脑类、家具类等还没有培育成龙头企

业，需要培育或引进不同品类商品的专业类龙头企业。

（三）培育互联网销售企业，扩大市场范围。网上购物已成为人

们主要的消费方式，今年前两个月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 20544亿

元，同比增长 6.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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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为 22.7%，而濮阳县前两个月的网上零售额仅有 321万元，且

仅于同城销售。根据现有的网上销售企业，重点扶持并在政策、人

才、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使这些线上经销企业快速成长壮大，把

消费品市场扩大至县域之外，使消费品市场的活力强起来。

（四）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某一地域的居民购买力水平受收入

水平限制，要想提高消费，需要采取一些刺激消费的手段，可以利

用节假日、节气等组织一些“游购娱乐”消费活动，倡导全民参与，

各企、事业单位积极参加，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投入，为消费品市场

注入新生动力，刺激消费增长。

财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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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濮阳县规模以上服务业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面对多重困难叠加、多种挑战并存的严峻局面，全

县上下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落细一揽子政策措施，濮阳县规模以上服

务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高位增长。

一、总体运行情况

1-12月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86651万元，同比增速

23.1%，高于全市增速 16.8个百分点，在五县三区位次排第一位。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4191万元，同比增速 49.2%，高

于全市增速 35.2个百分点，在五县两区位处第二位。

二、需关注的问题

（一）行业结构有待优化。一是规上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

服务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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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仍是空白。二是全县企业数量最多

的两个门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合计 14

家，占全县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为 41.2%，且主要为劳动密集型、

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物流运输行业和劳务派遣服务企业。

（二）生活性服务业规模偏小。2022年，全县生活性服务业规

模以上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28941万元，同比增长 7.1%，低于全

县规上服务业增速 16个百分点。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实现营

业收入 191万元，同比下降 11.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 1893万元，同比下降 19.9%，两大行业门类企业营业

收入最大不足 1000万元，整体规模偏小。

三、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政策支持保障，努力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要继续强

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交通物

流、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等各类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加大

对服务业重大项目、龙头企业、试点示范、品牌创建等方面的支持

力度，精准帮扶重点服务业企业降低用能、用地、用工以及物流环

节成本。全面落实“援企稳岗”各项政策，加大服务业就业培训和保

障力度，确保服务业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二）精准施策，扶持培育企业入库纳统。扶持有潜力的规下企

业，提升业务承接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企业升级入统。加强部门

沟通，发改、统计、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共享统

计信息，及时摸清企业经营情况，确保达规服务业企业应统尽统。

（三）优化结构，推动企业提质升级。不断加大对服务业发展的

政策支持，全力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一是创新运营模式，鼓励传

统服务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行业结构优化调整，挖掘新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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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二是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以生活性服务业中的某一个领域为

应用场景，加快试点示范，提高需求有效转化率，鼓励生活性服务

业创新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增强引导、凝聚需求和激发潜在需求

能力，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推动全县服务业经济总量和质量效益

稳步提升。

服务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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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趋势图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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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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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2月

绝对数 增速% 绝对数 增速%

生产总值（1-12月） - -

   第一产业（1-12月） - -

   第二产业（1-12月） - -

   第三产业（1-12月） - - 176.15 

二、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70 10.6 5.89 8.5 

  #轻工业 0.65 24.6 1.53 7.2 -

   重工业 2.04 7.3 4.40 8.9 -

  #国有控股 0.40 1.4 0.72 13.5 -

   非公有制企业 2.34 12.4 5.17 7.8 -

  #战略性新兴产业 1.47 7.3 3.14 4.7 -

  #高技术产业 0.14 35.2 0.23 -5.6 -

  #高新技术产业 1.88 8.4 4.00 8.1 -

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 - 22.27 -2.3 -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 - 0.68 -41.9 -

三、能源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1.70 -10.1 -

  #工业用电量 0.56 25.6 -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上升或下降 - - - - -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30932.62 15.8 -

增速居五县
三区位次

一、生产总值

326.40 5.8 4

61.11 6.3 1

89.14 9.0 3

4.0 3

3

3.82 -0.8 

1.09 -14.9 

濮阳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
单位：亿元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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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全省 全国

增速% 增速% 增速%

一、生产总值

1889.5 4.9 3.1 3.0 

239.4 5.0 4.8 4.1 

711.9 7.6 4.1 3.8 

938.2 3.0 2.0 2.3 

绝对数

生产总值（1-12月）

   第一产业（1-12月）

   第二产业（1-12月）

   第三产业（1-12月）

二、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5.1 4.9 2.4 

  #轻工业 - - -

   重工业 - - -

  #国有控股 - - -

   非公有制企业 - - -

  #战略性新兴产业 - -

  #高技术产业 - -

  #高新技术产业 - -

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 - -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 - -

三、能源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 - -

  #工业用电量 - - -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上升或下降 - - - -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

- - -

统计篇

单位：%

濮阳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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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2月

绝对数 增速% 绝对数 增速%

四、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8.58 7.8 8.58 7.8 

  #第一产业投资 132.0 132.0 

   第二产业投资 105.6 105.6 

   第三产业投资 1.4 1.4 

  #民间投资 3.59 -35.6 3.59 -35.6 

  #基础设施投资 -54.3 -54.3 

  #工业投资 105.6 105.6 2

五、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投资 3.65 45.1 3.65 45.1 2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22.32 123.2 -

土地购置面积(万平方米) - - - - _

土地成交价款 - -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2.12 10.8 -

商品房销售额(万元） 5.78 -16.8 -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3.78 - -

增速居五县
三区位次

3 

0.30 0.30 -

1.17 1.17 -

7.10 7.10 -

-

1.76 1.76 -

1.17 1.17 

22.32 123.2 

12.12 10.8 

5.78 -16.8 

3.78 -

单位：亿元

濮阳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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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全省 全国

增速% 增速% 增速%绝对数

四、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 6.4 7.1 5.5 

  #第一产业投资 - -5.5 -17.4 1.5 

   第二产业投资 - 10.8 15.2 10.1 

   第三产业投资 - 5.1 4.4 3.8 

  #民间投资 - -15.9 -0.1 0.8 

  #基础设施投资 - -11.9 7.6 9.0 

  #工业投资 - 10.8 14.5 10.0 

五、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投资 -1.2 -2.8 -5.7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190.9 2.4 -9.4 

土地购置面积(万平方米) - - - -

土地成交价款 -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 10.8 7.9 -3.6 

商品房销售额 - -2.4 6.8 -0.1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 -5.7 -1.8 14.9 

-

-

单位：亿元

濮阳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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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月

绝对数 增速% 绝对数 增速%

六、财贸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 6.7 

  #限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7.30 5.7 

七、人民生活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月） - - 25005 6.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月） - - 33794 3.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月） - - 18856 7.8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月） - - - -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月） - - - -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月） - - - -

增速居五县三
区位次

5 

5 

-

单位：亿元、元

濮阳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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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元

濮阳县主要经济指标概览

统计篇

濮阳市 全省 全国

增速% 增速% 增速%

134.53 6.8 7.4 3.5

35.59 6.4 10.5 2.1 

26263 6.1 5.3

37402 3.9 3.7

17642 7.0 6.6 6.3

- - -

- - -

- - -

绝对数

六、财贸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限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七、人民生活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月）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月）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月）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月）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月）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月） -

5.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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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

统计篇

年 月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绝对数（万元）

3027869 527703 827287 

658573 66506 195390 

1577069 209135 468785 

2508997 435422 713940 

增速（%）

8.6 4.7 8.5 10.2 

2017年 2250891 397096 604185 1249610

2018年 2414968 435267 636362 1343339

2019年 2628365 501302 640526 1486536

2020年 2787207 552982 715626 1518599

2021年 1672878 

2022年 1-3月 396678 

1-6月 899149 

1-9月 1359635 

1-12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3月

1-6月

1-9月

1-12月

注：2021年核算时，对2020年生产总值做了最终核实。

3263965 611107 891361 1761497 

7.5 3.1 9.2 8.3 

5.1 3.5 0.7 8.1 

5.2 2.1 9.4 4.2 

9.5 7.4 10.6 9.7 

6.0 6.0 10.7 4.0 

4.3 6.2 7.0 2.5 

5.9 7.1 7.6 4.6 

5.8 6.3 9.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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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22年1-12月

绝对数 增速（%）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232.32 0.05

夏粮 125.46 0.02 

#小麦 125.46 0.02 

秋粮 106.86 0.06

#玉米 83.36 0.07 

花生播种面积(万亩) 5.82 -12.50 

粮食产量(万吨) 105.24 4.30 

夏粮 60.09 0.33 

#小麦 60.09 0.33 

秋粮 45.15 10.10 

#玉米 39.57 15.10 

花生产量(万吨) 1.67 -1.1 

蔬菜产量(万吨) 75.11 9.2 

瓜果产量(万吨) 7.40 2.4 

食用菌产量(万吨) 6.70 22.6 

猪出栏(万头) 35.26 7.7 

牛出栏(万头) 2.15 8.0 

羊出栏(万只) 69.22 3.5 

禽出栏(万只) 2837.95 10.9 

猪肉产量(万吨) 2.74 11.0 

牛肉产量(万吨) 0.33 6.5 

羊肉产量(万吨) 0.89 3.5 

禽肉产量(万吨) 3.60 8.4 

禽蛋产量(万吨) 4.70 -

牛奶产量(万吨) 0.12 9.1 

农业主要指标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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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制造

业增加值
高技术

产业
战略新
兴产业

高新技
术产业

绝对值（亿元）

增速（%）

12.8 17.8 19.8 -5.1 13.1 

11.8 17.5 9.1 -4.7 10.9 

11.1 15.3 4.0 -4.1 10.9 

9.8 12.0 -35.6 -4.1 8.1 

9.6 11.2 -39.1 3.6 8.4 

8.4 10.0 -42.2 1.6 6.5 

8.7 9.8 -46.3 -0.2 5.8 

9.1 10.5 -47.8 -0.2 5.3 

9.2 10.4 -46.1 0.2 6.3 

9.4 10.8 -47.5 0.2 6.3 

2022年 1-2月 5.24 4.54 0.37 3.16 3.94 

1-3月 7.82 6.79 0.68 4.63 5.82 

1-4月 10.65 9.19 0.94 6.22 8.00 

1-5月 12.64 11.14 1.09 6.76 8.90 

1-6月 14.94 12.07 1.21 8.31 10.50 

1-7月 17.17 15.06 1.33 9.43 11.88 

1-8月 19.61 17.18 1.43 10.47 13.39 

1-9月 22.47 19.75 1.60 11.82 15.21 

1-10月 25.04 21.97 1.75 13.10 16.88 

1-11月 28.22 24.82 1.86 14.67 19.10 

1-12月 31.84 27.97 2.08 16.51 21.51 

2023年 1-2月 5.89 5.13 0.23 3.14 4.01 

2022年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9.4 10.5 -47.3 0.2 6.8 

2023年 1-2月 8.5 8.2 -5.6 4.7 8.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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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工业行业合计

1-2月

绝对值 增速 比重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58864.8 8.5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992.8 2.2 5.1 

6681.0 23.7 11.3 

0.0 0.0 0.0 

0.0 0.0 0.0 

1299.3 18.4 2.2 

0.0 0.0 0.0 

0.0 0.0 0.0 

564.4 2.9 1.0 

0.0 0.0 0.0 

426.8 9.9 0.7 

0.0 0.0 0.0 

0.0 0.0 0.00 

243.7 5.7 0.4 

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
单位：万元，%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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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1-2月

12005.9 

643.4 

0.0 

696.7 

16620.9 

0.0 

0.0 

1097.3 

512.6 

126.2 

119.6 

0.0 

5540.8 

1651.3 

0.0 

109.3 

0.0 

0.0 

4642.4 15.0 

绝对值 增速 比重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8.5 20.4 

17.5 1.1 

0.0 

2.4 1.2 

1.2 28.2 

0.0 0.0 

0.0 0.0 

11.3 1.9 

18.3 0.9 

77.8 0.2 

8.3 0.2 

0.0 0.0 

0.0 9.4 

-12.5 2.8 

0.0 0.0 

-17.0 0.2 

0.0 0.0 

0.0 0.0 

7.9 

2277.5 -0.4 3.9 

613.0 22.2 1.0 

0.0 

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二）
单位：万元，%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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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企业数
（个）

营业
收入

利润
总额

研发
费用

平均用
工人数

营业收入利润
率（%）

绝对数（万元）

1-2月 133 219090 10174 3036 11291 4.7 

1-3月 133 341477 15818 4380 11463 4.6 

1-4月 133 450346 29880 5564 11549 4.7 

1-5月 133 561560 39065 7390 11491 7.0 

1-6月 133 682775 50884 9322 11342 7.5 

1-7月 133 787782 52717 12100 11388 6.7 

1-8月 133 901707 56656 14639 11727 6.3 

1-9月 133 1014153 63538 17703 11719 6.3 

1-10月 133 1127602 70558 20801 11810 6.3 

1-11月 133 1256004 79496 22359 11778 6.3 

1-12月 133 1398745 80075 25848 11723 5.7 

1-2月 150 222696 6813 2612 12058 3.1 

增速（%） 增减（百分点）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1-2月 - -2.3 -41.9 -14.5 -1.4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 14.0 -35.2 50.0 9.3 -3.5 

- 9.9 -52.4 38.6 8.9 -6.1 

- 7.5 -26.8 27.8 6.8 -3.5 

- 5.9 -24.0 32.5 7.2 -2.7 

- 7.3 -16.0 40.2 3.1 -2.1 

- 7.4 -20.5 33.5 2.8 -2.4 

- 6.4 -20.9 27.9 1.5 -2.2 

- 6.8 -12.4 33.5 -2.3 -1.6 

- 3.9 -8.9 28.7 -5.1 -1.0 

- 4.0 -4.2 24.4 -2.8 -1.0 

- 3.1 -5.9 18.4 -3.5 -1.3 

2023年 -7.5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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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

消费量（吨标准煤）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绝对值

2022年

106304 

120505 

133329 

145012 

157893 

2023年 30933 

增速（%）

2022年

0.74 

2.00 

2.80 

2.15 

5.04 

2023年 15.78 

1-2月 24147 3.85 1.28 

1-3月 40111 4.91 1.43 

1-4月 54498 6.16 1.94 

1-5月 67530 7.46 2.48 

1-6月 80510 9.53 3.07 

1-7月 92762 11.3 3.64 

1-8月 13.5 4.30 

1-9月 14.96 4.89 

1-10月 16.25 5.45 

1-11月 17.58 5.99 

1-12月 19.63 6.59 

1-2月 3.82 1.09 

1-2月 -11.50 12.95 38.38 

1-3月 -5.43 4.02 4.51 

1-4月 -1.13 4.36 12.83 

1-5月 0.88 5.81 14.34 

1-6月 2.10 15.01 15.78 

1-7月 2.70 13.07 12.98 

1-8月 16.16 19.30 

1-9月 12.83 19.16 

1-10月 11.96 18.45 

1-11月 11.50 18.98 

1-12月 12.29 7.91 

1-2月 -0.80 -14.85 

能源、电力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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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

消费量（吨标准煤）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绝对值

2022年

15219 2.23 0.66 

14201 1.43 0.60 

12824 1.29 0.56 

11660 1.33 0.53 

12881 2.06 0.60 

2023年 - 1.70 0.56 

增速（%）

2022年

34.85 72.22 

-11.17 18.14 

2.76 12.66 

6.16 -4.46 

19.51 -36.15 

2023年 -10.10 25.57 

2月 - 1.89 0.44

3月 15964 1.06 0.1515

4月 14387 1.25 0.51

5月 13032 1.30 0.54

6月 12980 2.07 0.5855

7月 12253 1.77 0.56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月

2月 - 8.67 -0.60 

3月 5.50 -19.41 -66.02 

4月 13.22 5.74 45.59 

5月 10.30 13.22 20.15 

6月 9.10 67.61 22.28 

7月 6.80 3.67 -1.30 

8月 -11.00 

9月 12.58 

10月 13.27 

11月 -4.22 

12月 -5.29 

2月 -

能源、电力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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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固定资
产投资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民间
投资

基础设
施投资

#农林
牧渔业

工业

36.7 -12.8 66.3 52.8 36.1 9168.0 -12.8 66.3 

20.5 31.1 77.9 361.3 14.2 

15.3 1.3 26.9 323.5 58.7 

10.1 -19.6 16.2 358.7 5.7 

3.1 19.2 178.3 10.0 1115.0 -16.4 

7.40 49.40 0.90 13.50 125.90 -5.3 0.90

57.2 

-35.6 

2022年 1-2月

1-3月 361.3 27.3 19.9 

1-4月 323.5 58.7 12.3 

1-5月 358.7 5.7 8.8 

1-6月 111.5 -16.4 

1-7月

1-8月 12.3 47.9 16 10 124.7 -10.7 47.9 16

1-9月 14.7 46 20.4 10.6 110.6 -8.2 46 20.4

1-10月 14.7 41 21.4 10.2 94.1 -6.4 41 21.4

1-11月 14.7 77.4 20.9 8.7 74.3 -6.4 77.4 20.9

1-12月 18.5 81.9 21.3 14.3 0.3 81.9 21.3

2023年 1-2月 7.8 132 105.6 1.4 -54.3 132 105.6

49.4

分领域、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单位：%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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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高技术

产业

交 通 
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信息
传输
、软
件和
信息
技术
服务

业

房地
产业

水利
、环
境和
公共
设施
管理

业

教育
卫生和
社会工

作

文化
、体
育和
娱乐

业

- 8312.2 - -30.8 - -100 -76.9 -

- 295 - -9.9 643.8 -

- 105.5 - 2.9 -48 20 1971.3 -100

- 19.1 - 0.4 -11.1 -2.2 2564.5 -100

17648.4 -11.6 - 20.8 76.1 -13.1 3140.7 -100

17869.45 -30.8 - 26.1 86.7 -23.9 1151.3

战略
性新
兴产

业

高耗
能 产

业

-100 -63.1

-78.5 -24.4

-68.4 -5.9

-78.3 50.1

-82.2 20.1

-81.1 17.2

2022年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00

1-8月 18581.5 -77.3 17.5 -36.5 - 23.7 97.7 -30.5 1151.3 -100

1-9月 19888.3 -76.4 14.3 -32 - 21.6 87.3 -32.6 1308.4 -100

1-10月 1074.4 -75.5 18.7 -29 - 18.4 85.7 -29.4 1338.2 -100

1-11月 81.8 -77.5 15.7 -29.3 - 16.5 90.5 -25.3 821.5 -100

1-12月 143.9 -77.5 14.4 -22.2 - 21.3 87.2 -21.2 726.2 -100

2023年 1-2月 -0.4 - -87.2 -74.9 -100 72.8 151.7 - 1286.7 -

-63.8 -99.6

分领域、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单位：%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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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固定资
产投资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民间
投资

基础设
施投资

#农林
牧渔业

工业

100.0 1.6 11.2 87.2 69.4 47.9 1.6 11.2 

100.0 5.8 14.2 80.0 59.9 42.8 5.8 14.2 

100.0 5.7 16.6 77.8 49.3 28.2 5.7 16.6 

100.0 3.4 34.3 62.3 53.3 24.7 3.4 34.3 

100.0 55.9 25.8 2.5 38.0 

100.0 2.2 43.3 54.5 42.8 21.2 2.2 43.3 

2022年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2.5 38.0 59.5 

1-7月

1-8月 100.0 2.0 44.9 53.1 43.2 19.8 2.0 44.9 

1-9月 100.0 2.0 45.6 52.3 43.1 19.4 2.0 45.6 

1-10月 100.0 2.0 45.9 52.1 42.8 19.4 2.0 45.9 

1-11月 100.0 2.2 46.2 51.6 42.1 19.4 2.2 46.2 

1-12月 100.0 2.3 46.4 51.4 42.3 19.2 2.3 46.4 

2023年 1-2月 100.0 3.5 13.7 82.8 41.8 20.5 3.5 13.7 

分领域、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单位：%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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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高技
术产

业

战略
性 新
兴产

业

高耗
能 产

业

交 通 
运

输、
仓储
和邮
政业

信息
传输
、软
件和
信息
技术
服务

业

房地
产业

水利
、环
境和
公共
设施
管理

业

教育

卫生
和社
会工

作

文化
、

体育
和

娱乐
业

- 0.0 41.7 43.5 0.1 36.8 4.4 0.0 0.0 -

14.8 10.9 49.2 36.1 1.3 36.3 5.4 0.0 0.2 0.0 

16.1 12.1 43.5 20.4 1.3 45.4 6.4 2.4 0.4 0.0 

4.2 7.1 43.8 17.4 1.4 34.3 6.0 1.4 0.8 0.0 

3.5 5.8 33.9 16.5 0.9 29.9 8.4 1.2 0.7 0.0 

3.0 5.3 27.5 12.6 0.8 29.8 7.9 1.2 0.6 0.0 

2022年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5.9 5.8 26.1 11.7 0.7 29.8 7.5 1.1 0.5 0.0 

1-9月 5.7 6.0 25.5 11.8 0.6 29.5 7.0 1.1 0.5 0.0 

1-10月 5.6 6.1 25.1 12.2 0.6 29.2 6.7 1.1 0.5 0.0 

1-11月 5.4 6.3 24.6 12.2 0.5 28.7 6.7 1.1 0.5 0.0 

1-12月 2.4 6.8 24.0 12.2 0.5 28.7 6.6 1.1 0.5 0.0 

2023年 1-2月 2.0 1.4 4.1 10.2 0.0 59.5 10.3 2.1 0.2 -

分领域、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单位：%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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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投资完成

额
#住宅

房屋面积（万平方米）

施工面积 #住宅
#新开工面

积
#住宅

绝对数（亿元）

1-2月 2.51 2.46 469.80 427.80 10.00 

1-3月 5.30 5.05 483.50 441.60 23.70 

1-4月 7.70 7.30 490.50 448.60 30.71 

1-5月 9.37 8.90 490.50 448.60 30.70 

1-6月 13.15 12.54 505.60 463.70 45.89 

1-7月 15.85 15.19 518.05 476.09 58.25 

1-8月 18.50 17.80 518.05 476.10 58.30 

1-9月 20.72 19.97 518.10 476.10 58.25 

1-10月 22.90 22.10 526.90 484.90 67.14 

1-11月 25.06 24.17 526.90 484.90 67.14 

1-12月 28.7 27.8 529.9 486.0 70.1 

1-12月 3.7 3.6 337.9 311.6 22.3 

1-2月 9.4 

1-3月 4.2 

1-4月 5.7 

1-5月 -33.0 -28.0 2.0 1.3 -68.8 

1-6月 -18.7 -12.9 5.1 4.7 

1-11月 -23.1 -19.3 -3.6 -2.9 -59.9 

1-12月 -21.8 -17.2 -3.8 -3.5 -59.2 

1-2月 45.1 47.2 -28.1 -27.2 123.2 

2022年 10.00 

23.70 

30.71 

30.70 

45.89 

58.25 

58.30 

58.25 

67.14 

67.10 

68.1 

2023年 22.3 

2022年 43 48.2 10.6 -76.4 -76.4

-43 -38.4 5.6 -68.5 -68.5

-29.2 -25.5 7.1 -59.4 -59.4

-67.4 

-53.4 -51.4

1-7月 -18 -12.4 5.3 6.6 -46.7 -41.1

1-8月 -19.1 -13.7 3.9 5 -49.9 -44.9

1-9月 -28.1 -17.2 0.7 0 -58.2 -54.7 

1-10月 -22.6 -18.8 -0.8 -0.1 -54.8 -51.3 

-56.8 

-57.2 

2023年 123.2 

房地产开发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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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房屋面积（万平方米） 商品房
销售额 #住宅

竣工面积 #住宅
商品房

销售面积
 #住宅

绝对数（亿元）

1-2月 5.50 5.50 10.90 10.60 6.95 6.57 

1-3月 23.40 23.40 26.00 25.50 12.20 11.80 

1-4月 24.90 24.90 29.90 29.30 13.99 13.58 

1-5月 24.90 24.90 35.75 33.77 17.38 15.50 

1-6月 24.90 24.90 45.70 43.40 21.80 19.88 

1-7月 24.90 24.90 53.11 51.53 25.93 23.99 

1-8月 24.90 24.90 63.20 61.60 30.99 29.04 

1-9月 24.90 24.90 70.19 68.58 34.31 32.34 

1-10月 24.90 24.90 77.92 76.30 38.20 36.23 

1-11月 24.90 24.90 82.26 80.65 40.40 38.40 

1-12月 79.5 67.4 86.3 84.7 42.4 40.4 

1-2月 9.0 9.0 12.1 12.1 5.8 5.8 

1-2月 -18.0 -18.0 118.3 112.6 187.9 173.0 

1-3月 248.7 248.7 60.9 59.3 58.7 55.2 

1-4月 271.5 271.5 15.6 13.5 9.7 6.7 

1-5月 271.5 271.5 11.9 5.8 10.3 -1.2 

1-6月 101.8 101.8 -22.2 -22.6 -29.3 -26.1 

1-11月

1-12月

1-2月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1-7月 55.3 61.6 -25.2 -24.7 -30 -27.5

1-8月 55.3 61.6 -21.3 -18.9 -28 -22

1-9月 55.3 61.6 -18.7 -16.3 -25.5 -19.6

1-10月 55.3 61.6 -14.2 -11.7 -20.4 -14.5

55.3 61.6 -27.6 -26.0 -33.3 -29.8 

395.8 337.2 -30.1 -28.5 -35.0 -31.7 

2023年 63.5 63.5 10.8 14.0 -16.8 -12.1 

房地产开发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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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万元）
增速%

#限上企业
（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1—2月 278521 6.7 67628 

  1—3月 375217 4.6 111141 

  1—4月 467941 2.3 155580 

  1—5月 571907 0.7 200412 

1—6月

1—7月

1—9月 413419 

增速%

2022年 -0.1

0.9

1.2

2

693194 0.7 258387 1.6

797380 1.1 307206 2.2

1—8月 910072 1.9 356593 3.3

1026981 2.6 4.3

1-10月 1145490 2.0 465014 2.9

1-11月 1251994 1.1 518470 0.6

1-12月 1392608 
0.6 

583319 -1.8

2023年 1-2月 297181 6.7 73027 5.7 

国内贸易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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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本月 1-2月
本月增速

(%)
累计增速

(%)

合计 19851.0 47044.1 -4.0 4.2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84.0 321.3 -8.3 -9.1

  粮油、食品类 345.8 882.5 -5.7 -0.4

    其中：粮油类 218.6 510.2 11.7 116.6

    　　　肉禽蛋类 35.6 99.3 -40.8 34

    　　　水产品类 20.8 67.9 -6.7 204.5

    　　　蔬菜类 45.5 138.6 14.3 214.3

    　　　干鲜果品类 25.3 66.5 -12.2 130.1

  饮料类 113.5 291.6 16.4 1.7

  烟酒类 544.5 1545.7 3.5 1.0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32.8 92.6 5.5 0.9

    服装类 32.8 92.6 5.5 0.9

  化妆品类 63.7 186.3 2.2 1.6

  日用品类 138.2 404.0 -13.1 -12.6

  书报杂志类 27.1 51.1 359.3 143.3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4 16.7 -94.7 -81.5

    其中：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商品 3.0 14.3 -64.7 -44.1

    其中：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0.4 1.6 -87.1 -86.7

  中西药品类 381.6 796.8 105.7 102.0

    其中：西药类 381.6 796.8 105.7 102.0

  通讯器材类 142.9 235.7 1164.6 176.0

    其中：智能手机 142.9 235.7 1164.6 176.0

  石油及制品类 702.2 2513.2 -55.3 1.6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4.0 43.1 4.6

  汽车类 17034.2 38910.8 -1.4 3.0

    其中：新能源汽车 3021.8 5614.7 23.2 30.4

    其中：新车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16951.8 38732.6 -1.9 2.5

307.1 1074 -3.5 33.8

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分类
单位：万元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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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规模以上
服务业分
行业营业

收入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

服务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
务 服务

业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绝对数（万元）

70407 14977 910 27048 

13639 2030 57 4865 

24771 3009 72 12728 

32407 3836 98 17143 

37467 4689 123 18791 

44693 5809 147 22670 

51774 7411 177 25561 

58648 7953 208 29671 

67015 9202 230 33011 

-0.9 

23.2 

36.6 

26.5 

20.1 

1-6月 16.5 

1-7月 21.8 

1-8月 27.2 

1-9月 24.5 

1-10月 24.8 

1-11月 25.5 

1-12月 23.2 

2021年 1-12月

2022年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72880 10465 254 35707

1-11月 79061 11717 282 38504

1-12月 86651 13127 345 42107

增速（%）

2021年 1-12月 -1.7 11.51 5.3

2022年 1-2月 -5.6 -42.8 54.9

1-3月 -9.2 -57.4 88.5

1-4月 -17.7 -49.2 60.4

1-5月 -17 -41.6 41.7

-14.4 -45.9 34.6

-6.6 -39.4 43.3

-12.2 -46.2 59.5

-8.4 -51.8 52.1

-5.5 -58.2 56.9

-6.6 -61.7 61.7

-6.8 -62.1 55.7

分行业规模以上服务业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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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水利、环
境和公共
设施 管理

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
其他服务

业

教育
卫生和

社会工作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规模以上
其他营利
性 服务业
营业收入

绝对数（万元）

2886 2365 10025 11982 215 29628 

512 430 2950 2768 27 5321 

766 571 3443 4130 52 13351 

1023 713 3973 5559 62 17918 

1275 832 4942 6737 79 19702 

1530 982 5408 8056 91 23742 

1782 1097 6175 9468 104 26762 

2039 1233 6561 10866 117 31021 

2294 1394 8599 12139 145 34551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1-11月

1-12月

2021年 1-12月

2022年 1-2月

1-3月

1-4月

1-5月

1-6月

1-7月

1-8月

1-9月

1-10月 2548 1495 8933 13319 160 37362

1-11月 2804 1583 9637 14359 175 40262

1-12月 3065 1893 10091 15832 191 44191

增速（%）

2021年 1-12月 3.2 -29.3 -31.9 44.6 13 1.4

2022年 1-2月 121 -14 -2.3 46.2 -23.5 44.8

1-3月 -12.5 -17.3 3.5 39.2 16.4 78.4

1-4月 16.2 -16.1 -8.3 40.2 18.3 54.6

1-5月 17.6 -27.7 4.4 33.4 15.2 36.1

16.71 -23.3 3 29.9 2.3 30.4

13.9 -21.3 2.1 28.9 8.3 38.5

12.2 -15.8 3.87 30.4 3.27 53.7

10.7 -19.7 2.66 30.7 3.4 46.5

9.4 -31.9 0.3 29.0 -5 48.8

8.5 -30.5 1.9 26.1 -9 53.2

6.2 -19.9 0.7 23.3 -11.2 49.2

分行业规模以上服务业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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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

支出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

支出

绝对数（元）

1-3月 5177 - 8452 - 3098 -

1-6月 9609 - 16870 - 5060 -

1-9月 15821 - 26402 - 9254 -

1-12月 - - -

1-3月 - - -

1-6月 - - -

1-9月 - - -

1-12月 - - -

增速（%）

1-3月 - - -

1-6月 - - -

1-9月 - - -

1-12月 - - -

1-3月 - - -

1-6月 - - -

1-9月 - - -

1-12月 - - -

2021年

2222年

2021年 12.5 7.9 15.2 

13.0 8.5 15.1 

2022年

23417 32645 17488 

5593 8885 3366 

10175 17447 5395 

16932 27405 9930 

25005 33794 18855 

10.3 6.9 11.6 

10.1 7.1 11.4 

8.0 5.1 8.7 

5.9 3.4 6.6 

7.0 3.8 7.3 

6.8 3.5 7.8 

人民生活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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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肉类总产

量        
禽蛋
产量     

牛奶
总产量    

#猪肉 牛肉 羊肉

绝对数（万吨）

1-3月

1-6月

1-9月 0.0 

1-12月

1-3月 -

1-6月 -

1-9月 -

1-12月

增速（%）

1-3月 - 17.4 -18.1 -4.5 -12.6 0.0 

1-6月 - 34.2 -7.1 0.0 -3.6 0.0 

1-9月 - 33.5 -5.0 -2.0 -6.8 0.0 

1-12月 - 21.7 0.0 -1.1 0.6 83.0 

1-3月 - 40.2 0.0 4.8 4.8 0.0 

1-6月 - 23.5 15.4 0.0 -14.6 50.0 

1-9月 - 14.7 5.3 2.0 -8.7 66.7 

1-12月 11.0 6.5 3.5 - 9.1 

2021年 2.71 0.82 0.09 0.21 1.04 0.01

3.79 1.49 0.13 0.31 2.12 0.02

2.31 0.19 0.49 3.55 0.03

6.97 2.47 0.31 0.86 4.7 0.11

2022年 1.15 0.09 0.22 1.09 0.02

1.84 0.15 0.31 1.81 0.03

2.65 0.2 0.5 3.24 0.05

7.59 2.74 0.33 0.89 4.7 0.11

2021年

2022年

8.9

主要畜产品产量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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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12月 1-12月 1-12月 1-12月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
元）

增长
(%)

总量
（亿
元）

增长
(%)

总量
（亿
元）

增长
(%)

全  市
濮阳县
清丰县
南乐县
范  县

台前县
华龙区
开发区

工业园区

一体化
示范区

市  直

1889.53 4.9 239.42 5.0 711.92 7.6 938.19 3.0 
326.40 5.8 61.11 6.3 89.14 9.0 176.15 4.0 
237.66 5.9 56.17 3.8 76.65 7.6 104.84 5.8 
199.56 5.4 45.52 5.2 57.52 9.1 96.52 3.3 
251.72 6.5 28.77 4.6 115.28 10.5 107.67 3.2 
133.76 5.3 17.85 6.1 43.81 6.7 72.10 4.3 
431.99 3.0 6.04 1.1 152.93 4.4 273.02 2.4 
252.29 3.3 23.30 5.0 128.79 6.9 100.20 -1.1 
56.17 7.0 0.67 4.7 47.80 7.8 7.70 2.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速度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速度

工业投资
增长速度

房地产投资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当月

增长%
累计

增长%
累计

增长%
累计

增长%
总量
（亿

累计
增长%

全  市 5.1 6.4 10.8 17.54 -1.2 

濮阳县 8.5 7.8 105.6 3.65 45.1 

清丰县 8.3 6.9 55.4 4.05 8.9 

南乐县 8.4 7.5 -25.8 1.58 60.4 

范  县 8.0 1.0 -8.4 2.01 36.9 

台前县 8.9 6.8 29.5 0.93 -69.2 

华龙区 8.1 8.3 164.9 2.96 30.4 

开发区 -7.2 8.0 11.6 0.71 -61.3 

工业园区 10.1 0.4 -56.9 0.11 -
一体化
示范区

8.2 - 1.54 -21.0 

市  直

分县区综合指标（一）

分县区综合指标（二）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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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上企业(单位)
消费品零售额

0.03 5.1 

0.10 186.9 

2月 1-12月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35.59 6.4 

濮阳县 7.30 5.7 

清丰县 2.83 6.4 

南乐县 1.60 8.2 

范  县 1.97 14.5 

台前县 1.41 8.6 

华龙区 13.49 5.4 

开发区 6.85 5.2 

工业园区
一体化
示范区
市  直

商品房销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月 2月 1-2月

总量
（万平方米）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6.8 
濮阳县 6.7 
清丰县 7.0 
南乐县 7.7 
范  县 7.0 

台前县 7.8 
华龙区 6.5 
开发区 6.4 

工业园区

一体化
示范区

市  直

50.48 7.4 
12.12 10.8 
11.00 -4.1 
5.60 -10.5 
9.10 37.3 
2.62 -17.7 
5.58 27.9 
2.37 72.6 
0.65 -

1.43 -48.5 

134.53 
29.72 
13.57 
12.54 
14.19 
10.60 
37.46 
16.14 
0.32 6.3 

分县区综合指标（三）

分县区综合指标（四）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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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税收收入

68.4 

0.65 

-36.6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18.24 6.7 13.76 5.5 50.46 3.3 

濮阳县 3.01 4.9 2.42 11.5 10.73 

清丰县 1.56 9.2 1.29 31.0 9.83 42.4 
南乐县 1.33 8.9 0.91 21.5 3.50 -21.3 
范  县 1.54 10.8 1.27 7.4 4.53 85.1 

台前县 0.91 9.3 30.4 5.12 -7.9 
华龙区 2.43 9.5 2.10 0.1 3.65 25.2 
开发区 1.29 -5.7 1.20 -10.5 2.31 -28.2 

工业园区 0.25 0.1 0.24 -0.1 0.78 9.6 
一体化
示范区

0.74 49.0 0.74 50.6 0.88 -53.0 

市  直 5.18 3.2 2.94 -10.7 9.12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12月 1-12月 1-12月

总量
（元）

增长
(%)

总量
（元）

增长
(%)

总量
（元）

增长
(%)

全  市

濮阳县

清丰县

南乐县

范  县

台前县

华龙区

开发区

工业园区

一体化
示范区

26263.0 6.1 37402.4 3.9 17641.9 7.0 

25005.3 6.8 33794.4 3.5 18855.6 7.8 

22644.2 6.3 30117.8 3.6 20166.5 7.3 

22184.5 6.0 30598.4 3.9 18735.7 6.9 

18472.4 7.0 27063.6 3.4 14521.2 7.4 

17495.1 6.9 26047.0 3.5 13722.4 7.5 

41770.3 5.9 41547.8 4.2 21276.1 6.8 

30702.3 5.7 41682.7 4.1 17831.0 6.8 

分县区综合指标（五）

分县区综合指标（六）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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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名称
2月

（万元）

全  县 26955 

城关镇 12008 30.1 26020 6.3 

柳屯镇 1739 

文留镇 762 

庆祖镇 412 

八公桥镇 826 

徐镇镇 588 

户部寨镇 3465 -18.2 10333 29.2 

鲁河镇 57 

子岸镇 106 

胡状镇 648 

王称固镇 52 

梁庄镇 272 

清河头乡 5058 32.6 9899 28.2 

五星乡 352 

海通乡 439 

渠村乡

习城乡

郎中乡

梨园乡

白罡乡

濮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增长
（%）

1-2月
（万元）

增长
（%）

10.6 58865 8.5 

21.5 3158 16.0 

51.1 1561 6.7 

33.8 688 5.6 

30.5 1718 31.9 

55.1 1134 26.0 

9.5 128 11.6 

16.2 174 11.7 

23.3 1399 37.1 

19.1 90 82.5 

33.9 519 18.4 

14.9 959 16.9 

93.2 847 66.6 

16.8 152 23.7 

27.1 85 

0.0 0 -

0.0 0 -

0.0 0 -

119 

51 

0 

0 

0 

17493 7.8 36637 1.2 

12.7 

分乡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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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完成投资    
（万元）

增幅(%)
在库项目个数
（含房地产）

（个）

新入库项目
（含房地产）

（个）

注：1.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存在项目重复统计，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县数据。
    2.“-”表示去年同期数据为0，无法计算增幅。

濮阳县 85768 7.8 115 0 

  城关镇 54721 85.9 44 0 

  柳屯镇 1782 - 5 0 

  文留镇 2929 -83.2 9 0 

  庆祖镇 415 -44.6 2 0 

  八公桥镇 0 -100.0 2 1 

  徐镇镇 231 -68.4 1 0 

  户部寨镇 661 - 14 0 

  鲁河镇 1525 - 1 0 

  子岸镇 277 - 1 0 

  胡状镇 655 - 1 0 

  王称 镇 0 - 1 0 

  梁庄镇 62 - 2 0 

  清河头乡 9910 65.9 22 0 

  白 乡 1200 -36.8 1 0 

  梨园乡 8399 -58.7 2 0 

  五星乡 448 - 2 0 

  郎中乡 343 -73.3 1 0 

  海通乡 2090 - 3 0 

  渠村乡 0 - 1 0 

  习城乡 0 - 0 0 

濮阳县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

13831 45.2 40 0 

堌

堽

分乡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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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月

（万元）
增长%

1-2月
（万元）

增长%

合计 32197.0 73026.8 5.7

    城关镇 3872.0 19.9 9231.2 20.3

    濮阳县柳屯镇 1378.1 -24.9 3418.6 3.3

    濮阳县文留镇 980.2 28.9 2057.9 28.3

    濮阳县庆祖镇 646.1 36.7 1347.5 52.9

    濮阳县八公桥镇 370.3 -41.6 710.2 -43.0

    濮阳县徐镇镇 666.8 13.2 1304.9 28.0

    濮阳县户部寨镇 1105.0 13.9 1940.0 16.2

    濮阳县鲁河镇 873.9 48.0 1905.2 46.8

    濮阳县子岸镇 240.8 0.6 505.8 -1.2

    濮阳县胡状镇 3574.8 -26.7 7233.0 8.5

    濮阳县王称固镇 612.7 7.9 1307.2 8.5

    濮阳县梁庄镇 415.4 24.3 821.8 26.8

    濮阳县清河头乡 13388.9 9.7 31088.6 3.4

    濮阳县白罡乡 650.0 13.8 1134.5 4.4

    濮阳县梨园乡 810.8 -24.8 2792.0 -15.9

    濮阳县五星乡 1610.3 -25.8 3994.5 -14.3

    濮阳县郎中乡 90.6 38.7 203.3 38.5

    濮阳县海通乡 297.0 38.9 614.0 38.3

    濮阳县渠村乡 480.1 19.8 1131.4 36.1

    濮阳县习城乡 133.2 -65.6 285.2 -64.4

分乡镇限额以上零售额完成情况

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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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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