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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调查是一项经国务院批准的长期的周期性调查

工作，是对社会再生产的投入结构和产出情况所进行的大型

综合性国情国力调查，从1987年开始，每五年（逢2、逢7年

份）开展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截止2017年共开展了七次

全国投入产出调查。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

务院决定于2023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将首次统筹开

展投入产出调查。

调查目的：从宏观上，对于国家经济管理，通过投入

产出调查，统计部门收集各行业、各产品的投入与产出结构

信息，系统反映国民经济内部的经济技术联系，量化国民经

济结构和重要比例关系，编制2023年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

表，发挥核算协调框架作用。从微观上，对于企业自身经营

管理，通过投入产出调查，可以全面梳理产品从投入到产出

的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费用、设备和劳动资源利用情况，全

面掌握本单位经营状况，为实现企业供产销平衡提供有力的

分析工具。

调查方式：采取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

用“条块”结合的方法，由统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组

织实施。

调查对象和范围：国家统计局共抽取我市115家调查单

位，涉及工业（78家）、建筑业（7家）、批发和零售业（1

家）、住宿和餐饮业（2家）、服务业（25家）、农林牧渔业

（2家）等行业。

调查时期：2023年1月1日-12月31日数据。

调查内容：分行业重点法人单位的投入结构以及固定资

统计要事：走进“投入产出调查”



产投资构成等相关指标。

调查频率：按照季度填报，从2023年1季度开始填报投入

产出电子台账工作，仅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按照半年

累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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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各项工作，突出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全市经济呈现恢复态势。

一、工业生产保持稳定，过半行业保持增长

1-2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高于全省 0.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2%。从行业看，全

市 34 个大类行业中，18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15 个行业

增速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分别增长 15.7%、36.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下降

6.2%，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下降 7.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下

降 20.8%。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缓，新开工制造业发展加快

1-2 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4%，低于全省

3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0.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

资下降 15.8%，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9.2%，其中工业投资下降

9.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1.1%。分领域看，新开工制造业

投资增长 540.3%，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9.0%，建安投资增长

7.8%。

三、消费市场恢复缓慢，网络销售保持增长

1-2 月 份， 全 市 限 上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43.8 亿 元， 下 降

4.6%，降幅较上年 1-12 月份收窄 2.5 个百分点，低于全省 8.1

1-2 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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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0%。从地区看，城镇限上消费品

零售额 41.6 亿元，下降 5.2%；农村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2.1 亿元，

增长 9.9%。从商品零售类值看，基本生活类商品较快增长，

其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速分别

达到 2.4%、5.9%、16.2%；新能源汽车销售发展迅速，增长

146.8%。网上销售持续发力，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2.9 亿元，同比增长 15.1%，占限上商品零售比重为 6.9%。

四、财税优惠政策显效，金融信贷保障充足

1-2 月 份， 全 市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33.9 亿 元， 增 长

4.0%，低于全省 2.8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2.4%。其中，

税收收入 17.0 亿元，下降 23.0%，占总收入比重 50.2%。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0 亿元，增长 1.0%。2 月末，全市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641.9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

住户存款 2643.4 亿元，增长 17.4%。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余额 3193.8 亿元，增长 14.8%。金融机构存贷比为 87.7%，

比上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

五、CPI 同比涨幅回落，环比由涨转降

1-2 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5%，同比上涨

1.5%，涨幅较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八大类指数“七涨一平”，

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

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 3.5%、0.6%、

1.4%、0.5%、1.1%、0.2%、3.7%，居住类消费与上年同期持平。

2 月，CPI 环比由上月上涨 1.4% 转为下降 0.8%，其中食品烟酒、

衣着、居住、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分别下降 1.6%、

0.5%、0.4%、0.2%、1.3%。

总的来看，1-2 月份全市经济运行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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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态势，支撑经济稳定恢复的积极因素增多。但要看到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部分领域恢复势头受阻，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基础尚不牢固。下阶段，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扩大有

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增强发展信心，努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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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居全省位次（亿元）

指      标  1-2 月 位次 增长 (%) 位次

规上工业增加值 - - 5.6 9

固定资产投资额 - - 5.4 9

其中：技术改造投资 - - -16.7 16

   民间投资 - - -15.6 1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3.9 11 4.0 1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0 7 1.0 13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43.8 8 -4.6 13

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 - - -20.8 15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 - -6.2 12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 - -7.3 15

海关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1 12 20.0 3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21.6 10 1.4 6

其中：工业用电量 6.7 14 -3.8 10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月末）

3641.9 7 13.1 13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月末）

3193.8 9 14.8 1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1.5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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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1-2 月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指      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规上工业增加值 10.4 10.5 -16.7

固定资产投资 9.3 9.5 -14.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6 24.2 -6.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4.6 -3.9 -10.6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18.2 14.7 -9.7

进出口总额 50.4 -7.3 -33.0

月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2.4 9.8 10.3 

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2.9 25.3 22.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9 0.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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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1-2 月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指      标 2021 年 2022年 2023年

规上工业增加值 41.6 6.9 5.6 

固定资产投资 44.5 15.0 5.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0 21.5 4.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6 6.8 1.0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31.8 7.0 -4.6

进出口总额 262.3 -26.3 20.0 

月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9.6 11.0 13.1 

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21.0 13.3 14.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4 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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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指      标 2 月 1-2 月

规上工业增加值

# 国有企业 4.0 

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

股份制企业 5.7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9.3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52.8 

# 国有控股企业 29.8 

按行业大类分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6.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4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13 

金属制品业 154.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和制鞋业

12.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6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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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万吨）

指      标 2 月 增长 (%) 1-2 月 增长 (%)

小麦粉 14.6 -6.3 

饲料 9.1 -44.1 

罐头 2.2 -8.3 

饮料酒（千升） 0.0 -4.9 

纱 0.4 -31.3 

布（万米） 0.0 -0.4 

服装（万件） 0.1 -5.7 

人造板（万立方米） 56.0 -13.2 

其中：胶合版 50.5 -11.5 

机制纸及纸版 13.6 12.4 

塑料制品 1.5 3.2 

水泥 76.8 46.3 



15  ■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

指      标 2 月 1-2 月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6.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8.8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16.5 

新材料产业 3.4 

生物产业 -6.5 

新能源汽车产业 29.2 

新能源产业 14.4 

节能环保产业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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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指      标 2 月 增长（%）1-2 月 增长 (%)

全社会用电总计 99926 2.8 215745 1.4 

A、全行业用电合计 68376 24.9 133302 -3.8 

  第一产业 3222 -4.3 6827 3.0 

  第二产业 38888 61.3 71924 -4.9 

  第三产业 26266 -3.7 54551 -3.0 

B、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合计

31550 -25.6 82443 11.0 

  城镇居民 13121 -25.9 31104 2.8 

  乡村居民 18429 -25.4 51339 16.6 

一、农、林、牧、渔业 3431 -3.2 7277 4.2 

二、工业 36386 68.1 67048 -3.8 

三、建筑业 2563 2.2 4979 -16.9 

四、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4183 -9.7 8460 1.3 

五、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705 -26.0 3655 -15.7 

六、批发和零售业 7354 -3.0 15956 -2.9 

七、住宿和餐饮业 1366 -10.5 3134 -0.3 

八、金融业 222 -25.3 481 -27.9 

九、房地产业 1210 3.0 2602 8.0 

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47 5.2 1345 -1.3 

十一、公共服务及管理
组织

9309 4.3 1836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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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指       标 1-2 月 上年同期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5.4 15.0 

  #500 万元以上投资 25.1 15.3 

   房地产 -15.0 14.6 

  # 民间投资 -15.6 19.2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5.8 49.0 

     第二产业 -9.2 29.1 

                 # 工业投资 -9.3 29.0 

                       # 技改投资 -16.7 58.3 

     第三产业 11.1 10.0 

  按构成分 ( 项目 ) 

       # 亿元以上项目 47.1 7.1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2.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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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1-2 月 增长 (%)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437762 -4.6 

  # 城镇 416299 -5.2

   乡村 21463 9.9 

  # 按商品零售类值

   粮油、食品类 65980 2.4 

      饮料类 11654 5.9 

   烟酒类 29548 -11.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1399 16.2 

   化妆品类 2660 -6.9 

   金银珠宝类 3417 -8.6 

   日用品类 19495 -3.7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21934 -9.3 

   中西药品类 10224 18.0 

   石油及制品类 78131 29.3 

   汽车类 123416 -18.2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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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万元）

指      标 2 月 增长 (%) 1-2 月　　　增长 (%)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1384 3.8 339358 4.0 

       增值税 46632 -10.9 100020 -18.0 

       企业所得税 1419 -2.7 9654 2.1 

       个人所得税 1097 -26.9 2917 -21.5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2473 33.8 909973 1.0 

     # 一般公共服务 24528 -3.3 55014 -16.2 

教育 66996 39.8 158705 -10.2 

社会保障和就业 87481 42.4 181281 34.2 

卫生健康支出 55651 128.9 129156 4.3 

城乡社区事务 22131 -14.0 98741 19.7 

农林水      44473 75.7 108935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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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万元）

指      标 2 月末 比上月末 比年初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36316687 631085 2476526 

  境内存款 36313496 631334 2476398 

    住户存款 26414502 254834 1998094 

        活期存款 8980811 -401946 153255 

        定期及其他 17433692 656780 1844838 

    非金融企业存款 5769476 171086 304743 

        活期存款 4051333 96645 230619 

        定期及其他 1718143 74440 74124 

    广义政府存款 4128046 205254 173534 

        财政性存款 393962 110714 6949 

        机关团体存款 3734084 94540 166585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1472 160 27 

  境外存款 3191 -24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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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万元）

指      标 2 月末 比上月末 比年初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31935035 338301 1599534 

  境内贷款 31934905 338302 1599535 

    住户贷款 14837927 188534 340306 

      短期贷款 3568009 88039 243442 

        消费贷款 1135112 7100 -5482 

        经营贷款 2432898 80939 248924 

      中长期贷款 11269918 100495 96864 

        消费贷款 10606184 103418 102230 

        经营贷款 663734 -2923 -5366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7096977 149768 1259229 

      短期贷款 4809169 48635 114429 

      中长期贷款 11489562 46672 1092714 

  境外贷款 13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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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年同期 =100）

指       标 2 月 1-2 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0 101.5 

（一）食品烟酒 102.4 103.5 

   其中： 粮食 100.6 100.0 

          鲜菜 99.4 100.8 

          畜肉 104.1 105.4 

          水产品 95.1 98.0 

          蛋 106.9 107.7 

          鲜果 110.7 112.5 

（二）衣着 101.5 100.6 

（三）居住 99.7 100.0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01.7 101.4 

（五）交通和通信 100.0 100.5 

（六）教育文化和娱乐 100.0 101.1 

（七）医疗保健 100.3 100.2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103.8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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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区 2 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亿元）

县　区 存款 增长 (%) 贷款 增长 (%)

全  市 3641.9 13.1 3193.8 14.8 

埇桥区 1672.4 11.3 1534.3 12.1 

砀山县 471.3 15.1 399.0 13.2 

萧  县 603.3 15.8 500.3 22.2 

灵璧县 494.4 14.1 393.3 18.9 

泗  县 400.3 12.9 366.9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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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分县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

分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县　区 2 月 1-2 月

全  市 5.6 

市辖区 5.7 

埇桥区 5.6 

砀山县 -1.4 

萧  县 5.3 

灵璧县 3.1 

泗  县 7.8 

市经开区 3.2 

宿马园区 75.0 

市高新区 -60.1 

县　区 2 月 1-2 月

全  市 -6.2 

市辖区 -12.7 

埇桥区 22.5 

砀山县 3.1 

萧  县 -31.9 

灵璧县 6.7 

泗  县 17.4 

市经开区 1.5 

宿马园区 -33.5 

市高新区 -68.7 



25  ■

分县区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分县区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县　区 2 月 增长（%） 1-2 月 增长（%）

全  市 99926 2.8 215745 1.4 

埇桥区 48610 6.8 101465 1.1 

砀山县 11676 -4.0 26436 1.6 

萧  县 16950 3.4 36511 1.0 

灵璧县 11827 -1.0 26880 3.3 

泗  县 10863 -2.5 24453 1.0 

县      区 2 月 增长（%） 1-2 月 增长（%）

全  市 36386 68.1 67048 -3.8 

埇桥区 21502 52.3 40798 -1.7 

砀山县 2906 196.6 5395 -1.4 

萧  县 7162 60.5 12206 -6.5 

灵璧县 2488 206.6 4447 -3.7 

泗  县 2328 81.7 420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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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分县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县　区 1-2 月 上年同期

全  市 5.4 15.0 

市辖区 -0.1 11.8 

埇桥区 0.8 7.8 

砀山县 9.3 18.1 

萧  县 10.9 16.3 

灵璧县 10.1 22.7 

泗  县   14.6 17.4 

市经开区 11.7 23.8 

宿马园区 32.4 14.4 

市高新区 -51.5 20.3 



33  ■

分县区限上消费品零售额（万元）

县　区 1-2 月 增长 (%)

全  市 437762 -4.6 

市辖区 296317 -6.8 

埇桥区 251493 -2.1 

砀山县 47672 0.1 

萧  县 31034 2.2 

灵璧县 29216 -8.6 

泗  县 33523 8.2 

市经开区 42140 -28.4 

宿马园区 1026 82.3 

高新区 1658 12.7 



35  ■

全省各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省 5.1 

宿　州宿　州 5.6 5.6 9 9 

合　肥 2.6 12 

淮　北 0.6 13 

亳　州 12.5 2 

蚌　埠 7.5 8 

阜　阳 3.1 11 

淮　南 -3.6 15 

滁　州 9.8 5 

六　安 12.5 2 

马鞍山 -2.9 14 

芜　湖 3.9 10 

宣　城 9.9 4 

铜　陵 8.2 7 

池　州 20.9 1 

安　庆 8.3 6 

黄　山 -5.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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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全省各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省 -0.1 

宿　州宿　州 -6.2 -6.2 12 12 

合　肥 -4.3 11 

淮　北 -12.7 15 

亳　州 28.2 1 

蚌　埠 -7.9 13 

阜　阳 -2.4 9 

淮　南 -16.7 16 

滁　州 1.3 7 

六　安 3.8 6 

马鞍山 -3.8 10 

芜　湖 -0.2 8 

宣　城 9.0 4 

铜　陵 4.4 5 

池　州 12.4 3 

安　庆 17.2 2 

黄　山 -12.1 14 



37  ■

 全省各市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增长 (%) 位　次

全　省 4828037 0.6 

宿　州宿　州 215745 215745 10 10 1.4 1.4 6 6 

合　肥 787869 1 2.1 4 

淮　北 143159 15 -0.4 11 

亳　州 185348 11 2.3 3 

蚌　埠 270752 6 9.2 1 

阜　阳 347871 5 -3.1 14 

淮　南 177458 12 -0.1 10 

滁　州 399025 2 5.8 2 

六　安 255017 8 0.8 7 

马鞍山 378127 4 -2.4 13 

芜　湖 391591 3 -2.0 12 

宣　城 264157 7 0.4 8 

铜　陵 176683 13 -7.5 16 

池　州 159783 14 1.5 5 

安　庆 247650 9 0.0 9 

黄　山 82059 16 -3.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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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全省各市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增长 (%) 位　次

全　省 2738374 0.1 

宿　州宿　州 67048 67048 14 14 -3.8 -3.8 10 10 

合　肥 358355 1 12.1 2 

淮　北 81687 13 -2.9 9 

亳　州 47364 15 -5.4 13 

蚌　埠 138685 6 13.6 1 

阜　阳 108458 11 -9.3 15 

淮　南 85621 12 -2.9 8 

滁　州 275177 3 6.2 3 

六　安 117395 9 -1.7 5 

马鞍山 294401 2 -2.7 6 

芜　湖 254709 4 -2.8 7 

宣　城 161418 5 -4.4 11 

铜　陵 132493 7 -10.5 16 

池　州 116829 10 -0.1 4 

安　庆 122104 8 -5.3 12 

黄　山 30886 16 -7.2 14 



39  ■

全省各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省 8.4 

宿　州宿　州 5.4 5.4 9 9 

合　肥 5.1 10 

淮　北 5.1 10 

亳　州 12.1 7 

蚌　埠 7.1 8 

阜　阳 0.3 13 

淮　南 -1.7 15 

滁　州 22.1 2 

六　安 14.3 6 

马鞍山 0.1 14 

芜　湖 3.4 12 

宣　城 19.5 4 

铜　陵 20.8 3 

池　州 18.5 5 

安　庆 23.1 1 

黄　山 -2.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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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全省各市工业投资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省 23.1 

宿　州宿　州 -9.3 -9.3 16 16 

合　肥 -4.7 15 

淮　北 24.3 8 

亳　州 43.0 5 

蚌　埠 11.9 12 

阜　阳 36.6 6 

淮　南 19.2 10 

滁　州 90.2 1 

六　安 69.1 4 

马鞍山 4.4 13 

芜　湖 12.2 11 

宣　城 28.2 7 

铜　陵 83.2 2 

池　州 69.9 3 

安　庆 23.1 9 

黄　山 3.7 14 



41  ■

全省各市房地产投资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省 -10.0 

宿　州宿　州 -15.0 -15.0 8 8 

合　肥 18.5 1 

淮　北 -5.1 2 

亳　州 -23.7 13 

蚌　埠 -13.1 6 

阜　阳 -32.7 16 

淮　南 -18.4 12 

滁　州 -14.1 7 

六　安 -7.3 3 

马鞍山 -29.9 15 

芜　湖 -15.8 10 

宣　城 -12.6 5 

铜　陵 -15.4 9 

池　州 -28.7 14 

安　庆 -12.4 4 

黄　山 -15.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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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全省各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增长 (%) 位　次

全　省 1092.1 3.5 

宿　州宿　州 43.8 43.8 8 8 -4.6 -4.6 13 13 

合　肥 390.8 1 3.8 8 

淮　北 23.7 14 -5.8 15 

亳　州 34.9 9 8.5 5 

蚌　埠 45.8 7 12.3 2 

阜　阳 78.5 3 2.4 9 

淮　南 26.9 11 -2.1 12 

滁　州 56.4 6 15.9 1 

六　安 62.4 5 5.9 7 

马鞍山 26.8 12 -5.6 14 

芜　湖 132.2 2 -2.0 11 

宣　城 30.5 10 11.6 3 

铜　陵 23.9 13 7.3 6 

池　州 21.7 15 2.1 10 

安　庆 75.8 4 10.3 4 

黄　山 18.1 16 -12.5 16 



45  ■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国 2.4 

全　省 5.1 

宿　州宿　州 5.6 5.6 3 3 

淮　北 0.6 5 

亳　州 12.5 1 

蚌　埠 7.5 2 

阜　阳 3.1 4 

淮　南 -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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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国 5.5 

全　省 8.4 

宿　州宿　州 5.4 5.4 3 3 

淮　北 5.1 4 

亳　州 12.1 1 

蚌　埠 7.1 2 

阜　阳 0.3 5 

淮　南 -1.7 6 



47  ■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工业投资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国 10.0 

全　省 23.1 

宿　州宿　州 -9.3 -9.3 6 6 

淮　北 24.3 3 

亳　州 43.0 1 

蚌　埠 11.9 5 

阜　阳 36.6 2 

淮　南 19.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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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房地产投资增速（%）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全　国 -5.7 

全　省 -10.0 

宿　州宿　州 -15.0 -15.0 3 3 

淮　北 -5.1 1 

亳　州 -23.7 5 

蚌　埠 -13.1 2 

阜　阳 -32.7 6 

淮　南 -18.4 4 



49  ■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地　区 1-2 月 位　次 增长 (%) 位　次

全　国 28486 2.1 

全　省 1092.1 3.5 

宿　州宿　州 43.8 43.8 3  -4.6-4.6 5 5 

淮　北 23.7 6 -5.8 6 

亳　州 34.9 4 8.5 2 

蚌　埠 45.8 2 12.3 1 

阜　阳 78.5 1 2.4 3 

淮　南 26.9 5 -2.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