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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

1-6月
增 长
（%）

地区生产总值 2102.4 3.6

第一产业 179.6 4.9

第二产业 982.5 3.9

#工 业 882.4 4.3

第三产业 940.3 3.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5.7 -9.2

#批发零售 210.3 1.5

住宿餐饮业 12.6 -2.2

金融业 127.3 4.3

房地产业 150.2 4.9

其他服务业 322.6 7.1

东部县区 766.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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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3492389 5.2

农 业 1875054 4.5

林 业 74439 3.2

牧 业 1298440 4.4

渔 业 18168 5.9

农林牧渔业服务业 226288 17.9

主要产品产量（吨）

蔬 菜 2504942 5.4

瓜 果 144100 1.7

播种面积（公顷）

蔬 菜 59483 3.0

瓜 果 363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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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情况

指 标 名 称
产品销售率（%）

1-7月 上年同期

全 市 94.2 96.6

#大中型工业企业 93.6 96.5

#国有控股企业 99.2 99.7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工业 96.1 99.2

集体工业 95.1 99.4

股份合作企业 96.4 80.7

股份制企业 94.0 96.8

外商及港澳台 95.7 94.5

其他经济类型 95.2 84.2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96.5 97.2

重工业 93.8 96.5

三、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企业 99.1 100.7

地方企业 98.0 97.2

其它属企业 92.6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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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指 标 名 称 单位 1-7月
增 长
（%）

原 煤 万吨 909.6 -5.8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29.5 -8.3

小麦粉 万吨 115.9 -31.5

白 酒 千升 13223.6 -1.4

纱 万吨 7.1 -36.2

布 万米 8154.4 8.8

印染布 万米 1895.0 61.1

服 装 万件 983.0 -5.9

焦 炭 万吨 573.3 -0.2

农用化学肥料 吨 774.0 -35.9

化学农药 吨 1678.0 0.8

塑料制品 吨 76026.0 4.0

水 泥 万吨 524.4 -22.5

生 铁 万吨 2257.0 -10.4

粗 钢 万吨 2500.8 -14.8

钢 材 万吨 3734.5 -1.8

金属紧固件 万吨 81.9 6.7

锂离子电池 万只 38.6 -29.4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600.5 0.1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86.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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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一）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7月增长

全 市 5.5

#大中型工业企业 8.0

国有控股企业 13.3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25.4

集体企业 -3.3

股份合作企业 -5.8

股份制企业 2.5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3.4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9.6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4.9

重工业 5.6

三、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企业 1.6

地方企业 6.0

其它属企业 5.8

四、东部县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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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二）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7月增长

按主要行业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7.7

农副食品加工业 -3.9

食品制造业 20.4

纺织业 -7.0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9.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5

医药制造业 -9.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7

金属制品业 24.2

通用设备制造业 2.8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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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一）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全 市 543789 -67.2

#大中型工业企业 361030 -73.3

#国有控股企业 228643 -21.5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6633 -

集体企业 1010 -51.1

股份合作企业 -73 -

股份制企业 413710 -68.5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42414 -59.5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3361 4.2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174456 -14.4

重工业 369333 -74.6

三、东部县（区） 232578 -31.7

四、装备制造业 210779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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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二）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按主要行业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90440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2097 -47.0

农副食品加工业 46176 -20.3

食品制造业 32732 9.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5928 -29.6

纺织业 7509 -5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2959 25.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3742 -86.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0546 25.5

医药制造业 22741 -42.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169 0.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4529 -41.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361 -96.3

金属制品业 101151 -44.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7571 -18.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316 -7.9

汽车制造业 -2805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078 19.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34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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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全 市 471093 136.6

#大中型工业企业 347025 174.1

国有控股企业 113876 13.5

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7119 47.3

集体企业 148 -61.7

股份合作企业 96 -82.3

股份制企业 434082 145.0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9044 111.7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604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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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用 电 量

单位：亿千瓦时

指 标 名 称 1-7月
增 长
(%)

全社会用电量 272.5 -3.8

一、全行业用电量 227.2 -7.7

第一产业 2.3 7.1

第二产业 184.4 -9.7

#工 业 182.3 -9.8

第三产业 40.4 1.9

二、居民生活用电量 45.4 21.9

城镇居民 15.6 54.2

乡村居民 2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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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一）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7月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8.3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5.1

第二产业 8.9

#工 业 8.8

第三产业 7.2

二、按建设性质分

#新 建 -5.5

#扩 建 -11.4

改建和技术改造 47.4

三、项目情况

施工项目个数 43.4

亿元以上项目 15.5

10亿元以上项目 5.2

四、东部县(区) 8.2

五、装备制造业 3.6

六、高新技术产业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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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二）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7月增长

重点行业投资

钢铁行业 29.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 28.3

装备制造业 3.6

#汽车制造业 -0.1

食品行业 2.9

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 -0.7

建材行业 24.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行业 39.9

纺织服装行业 -11.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 -26.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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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关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名 称 单位 1-7月
增 长
（%）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358.4 13.1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3221.6 -6.5

#住 宅 万平方米 2599.5 -6.1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30.7 -70.2

#住 宅 万平方米 29.0 -62.5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388.0 -16.7

#住 宅 万平方米 372.1 -16.5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289.9 -15.6

#住 宅 亿元 280.5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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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1-7月
增 长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2056731 10.0
城 镇 2017399 9.9

＃城 区 1209807 10.8
乡 村 39331 13.2

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83219 11.6
商品零售 1973511 9.9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22786 28.6
粮油、食品类 238159 21.5
饮料类 23485 -10.4
烟酒类 32084 -10.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15133 3.6
化妆品类 19237 31.4
金银珠宝类 53544 26.5
日用品类 42628 3.1
五金、电料类 12436 36.3
体育、娱乐用品类 4017 -7.5
书报杂志类 27675 3.6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630 31.3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32330 -6.9
中西药品类 82642 8.3
文化办公用品类 8728 -15.2
家具类 26123 9.0
通讯器材类 20325 15.8
石油及制品类 228657 48.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9661 18.9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3989 54.3
汽车类 879360 4.6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1267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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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 标 名 称 7月
以上月价格为100

1-7月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100

总指数 100.50 101.4

食品烟酒 102.40 101.6

粮 食 100.20 105.0

鲜 菜 126.70 108.3

畜 肉 111.00 83.4

水产品 98.10 93.1

蛋 103.10 105.7

鲜 果 95.30 124.4

烟 草 100.00 100.0

酒 类 100.30 95.0

衣 着 99.80 99.5

居 住 100.00 100.1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30 100.3

交通和通信 99.40 105.6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0.00 101.9

医疗保健 100.00 100.3

其他用品和服务 99.50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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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指 标 名 称 7月
以上月价格为100

1-7月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100

总指数 100.40 102.6

#食 品 102.50 101.7

饮料、烟酒 100.00 98.3

服装、鞋帽 99.80 100.1

纺织品 100.00 99.4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 101.00 100.0

文化办公用品 100.60 101.4

日用品 100.00 99.4

体育娱乐用品 100.10 101.1

交通、通信用品 100.90 98.9

家 具 99.90 100.7

化妆品 99.60 100.4

金银珠宝 99.30 101.1

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100.00 100.7

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 100.00 101.3

燃 料 97.10 130.9

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 99.90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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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7月
增 长
（%）

全部收入 3650118 -4.5

#中央级收入 918366 -26.0

省级收入 321802 -17.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09950 9.9

分系统入库情况 3650118 -4.5

#税务系统 2519590 -16.7

财政系统 1130528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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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7月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09950 9.9

税收收入 1279422 -8.3

#增值税 282942 -40.8

企业所得税 147295 -1.8

个人所得税 22779 16.0

资源税 30809 41.6

城市维护建设税 76226 -9.0

房产税 38935 8.2

印花税 45620 13.9

城镇土地使用税 189718 36.0

土地增值税 168402 -0.9

车船税 35615 -7.1

耕地占用税 111041 175.1

契 税 112529 -30.4

非税收入 1130528 41.9

#专项收入 251339 72.8

行政性收费收入 4795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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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7月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81337 12.3

一般公共服务 633793 10.6

国 防 4931 13.5

公共安全 221275 7.8

教 育 1077931 23.9

科学技术 29019 -7.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64490 33.3

社会保障与就业 696041 5.9

卫生健康 631164 5.5

节能环保 129275 -27.6

农林水 484895 22.4

交通运输 164984 34.5

住房保障支出 138730 57.4

注：本表各项支出中不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债务还本和转移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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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

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7月末
比年初
增减

比年初
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9061.4 774.3 9.3

1、住户存款 6367.7 563.0 9.7

#活期存款 1351.1 3.7 0.3

定期及其他存款 5016.6 559.3 12.5

2、非金融企业存款 1801.7 148.6 9.0

3、广义政府存款 874.5 58.4 7.2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16.8 4.2 33.1

各项贷款余额 6380.8 636.3 11.1

1、住户贷款 2039.9 146.9 7.8

1、住#短期贷款 423.5 43.1 11.3

1、 住中长期贷款 1616.4 103.8 6.9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4340.8 489.4 12.7

1、住#短期贷款 2222.7 174.2 8.5

1、住 中长期贷款 1811.2 149.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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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县（市、区） 1-6月
增 长
（%）

全 市 2102.4 3.6

武 安 市 388.4 3.3

鸡 泽 县 53.4 2.3

邱 县 54.7 4.4

曲 周 县 65.4 4.0

馆 陶 县 53.3 4.1

涉 县 99.2 2.6

广 平 县 52.1 2.5

成 安 县 97.3 3.2

魏 县 112.1 4.2

磁 县 47.1 2.5

临 漳 县 96.8 3.6

大 名 县 92.3 2.5

丛 台 区 158.8 3.9

复 兴 区 135.0 6.1

邯 山 区 110.0 2.6

峰 峰 矿 区 106.9 3.3

永 年 区 143.2 4.8

肥 乡 区 88.7 2.2

冀 南 新 区 35.1 2.1

经 济 开 发 区 112.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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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

县（市、区） 1-7月增长

全 市 5.5

武 安 市 3.7

鸡 泽 县 4.6

邱 县 4.0

曲 周 县 7.0

馆 陶 县 8.5

涉 县 2.9

广 平 县 7.1

成 安 县 2.7

魏 县 -1.7

磁 县 2.6

临 漳 县 -3.5

大 名 县 5.1

丛 台 区 6.7

复 兴 区 9.9

邯 山 区 9.3

峰 峰 矿 区

永 年 区 11.4

肥 乡 区 3.9

冀 南 新 区 2.9

经 济 开 发 区 7.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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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6月
增 长
（%）

全 市 543789 -67.2

武 安 市 97773 -89.6

鸡 泽 县 9070 -15.1

邱 县 12584 -32.2

曲 周 县 20287 -14.0

馆 陶 县 9607 -57.2

涉 县 -11366 -

广 平 县 5142 -29.9

成 安 县 14670 -79.2

魏 县 36104 -35.0

磁 县 4752 -80.8

临 漳 县 52132 20.0

大 名 县 54969 -1.5

丛 台 区 8365 49.6

复 兴 区 32040 -67.1

邯 山 区 -6971 -

峰 峰 矿 区 107451 216.9

永 年 区 47428 -38.2

肥 乡 区 18012 -44.5

冀 南 新 区 -6537 -

经 济 开 发 区 38276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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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县（市、区） 1-7月增长

全 市 8.3

武 安 市 7.5

鸡 泽 县 8.6

邱 县 10.5

曲 周 县 4.3

馆 陶 县 7.5

涉 县 7.9

广 平 县 11.0

成 安 县 10.7

魏 县 5.6

磁 县 10.1

临 漳 县 7.3

大 名 县 9.8

丛 台 区 4.8

复 兴 区 12.2

邯 山 区 9.3

峰 峰 矿 区 8.1

永 年 区 7.0

肥 乡 区 8.6

冀 南 新 区 19.2

经 济 开 发 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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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7月
增 长
（%）

全 市 2056731 10.0

武 安 市 105888 18.0

鸡 泽 县 10105 20.6

邱 县 32699 20.7

曲 周 县 69324 11.2

馆 陶 县 48764 21.2

涉 县 47769 20.6

广 平 县 21509 19.7

成 安 县 39899 19.9

魏 县 112641 9.1

磁 县 32433 8.9

临 漳 县 52885 17.5

大 名 县 69489 6.0

丛 台 区 434611 6.0

复 兴 区 221884 12.2

邯 山 区 316139 11.1

峰 峰 矿 区 33312 28.0

永 年 区 100767 15.3

肥 乡 区 49596 -18.7

冀 南 新 区 25204 -13.6

经 济 开 发 区 23181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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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

单位：%

县（市、区）
批发业 零售业

1-7月增长 1-7月增长

全 市 -6.3 7.2

武 安 市 71.5 19.7

鸡 泽 县 52.6 16.6

邱 县 13.7 16.3

曲 周 县 -5.5 17.2

馆 陶 县 1.3 20.2

涉 县 15.3 28.7

广 平 县 -35.9 6.6

成 安 县 6.7 21.3

魏 县 -18.0 9.2

磁 县 -0.6 4.8

临 漳 县 8.0 15.6

大 名 县 -13.2 11.1

丛 台 区 11.4 -3.5

复 兴 区 1.3 -8.6

邯 山 区 -6.5 6.2

峰 峰 矿 区 -39.4 24.9

永 年 区 5.4 19.7

肥 乡 区 -35.6 10.9

冀 南 新 区 13.4 -5.4

经 济 开 发 区 -85.7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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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单位：%

县（市、区）
住宿业 餐饮业

1-7月增长 1-7月增长

全 市 -7.2 16.3

武 安 市 1.4 25.4

鸡 泽 县 — 24.1

邱 县 13.6 51.4

曲 周 县 -44.4 1.3

馆 陶 县 33.5 7.5

涉 县 16.3 27.2

广 平 县 5.0 -24.5

成 安 县 — 20.2

魏 县 17.0 43.5

磁 县 27.8 1.6

临 漳 县 — 22.0

大 名 县 -4.4 3.1

丛 台 区 -20.8 7.2

复 兴 区 4.9 -12.9

邯 山 区 1.6 53.7

峰 峰 矿 区 43.5 6.6

永 年 区 10.5 6.4

肥 乡 区 — 27.9

冀 南 新 区 — —

经 济 开 发 区 -75.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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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单位：%

县（市、区） 1-6月增长

全 市 8.7

武 安 市 7.8

鸡 泽 县 8.7

邱 县 39.1

曲 周 县 12.8

馆 陶 县 14.9

涉 县 8.6

广 平 县 8.1

成 安 县 -6.4

魏 县 10.5

磁 县 1.7

临 漳 县 5.8

大 名 县 -1.9

丛 台 区 92.3

复 兴 区 14.0

邯 山 区 20.0

峰 峰 矿 区 -0.4

永 年 区 -2.1

肥 乡 区 7.7

冀 南 新 区 -8.0

经 济 开 发 区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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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7月
增 长
（%）

全 市 3650118 -4.5

武 安 市 605809 -20.9

鸡 泽 县 77797 28.0

邱 县 100398 32.6

曲 周 县 107340 22.5

馆 陶 县 120739 43.5

涉 县 177386 -10.5

广 平 县 108909 24.5

成 安 县 160654 3.4

魏 县 164526 10.1

磁 县 131418 5.3

临 漳 县 109623 5.7

大 名 县 85259 3.4

丛 台 区 462609 -2.5

复 兴 区 150300 -31.6

邯 山 区 164652 -12.9

峰 峰 矿 区 270966 8.6

永 年 区 234750 -7.1

肥 乡 区 135172 4.3

冀 南 新 区 40113 -42.1

经 济 开 发 区 12244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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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7月
增 长
（%）

同口径增幅
（%）

全 市 2409950 9.9 21.3

武 安 市 371056 3.2 29.2

鸡 泽 县 47929 18.7 20.9

邱 县 57225 18.1 24.9

曲 周 县 76596 17.8 18.4

馆 陶 县 62446 17.4 24.1

涉 县 131003 3.0 11.4

广 平 县 68134 19.8 23.5

成 安 县 111946 14.5 18.8

魏 县 102802 27.0 36.4

磁 县 75462 10.2 20.1

临 漳 县 68587 16.2 23.5

大 名 县 53943 11.7 17.1

丛 台 区 244792 6.4 13.5

复 兴 区 136867 10.7 32.4

邯 山 区 106031 2.9 15.3

峰 峰 矿 区 191147 13.7 22.6

永 年 区 165843 14.9 18.5

肥 乡 区 87988 15.5 32.0

冀 南 新 区 46710 5.3 28.0

经 济 开 发 区 84189 6.2 18.7

注：同口径增幅为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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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7月
增 长
（%）

全 市 5081337 12.3

武 安 市 503957 3.5

鸡 泽 县 137308 -11.8

邱 县 143657 11.9

曲 周 县 146805 -18.3

馆 陶 县 194002 15.1

涉 县 212932 2.7

广 平 县 161628 3.7

成 安 县 228683 13.3

魏 县 419302 35.3

磁 县 158960 3.6

临 漳 县 240346 21.9

大 名 县 238237 -5.0

丛 台 区 182231 26.2

复 兴 区 128521 16.7

邯 山 区 222829 -14.3

峰 峰 矿 区 217563 -10.5

永 年 区 311448 38.5

肥 乡 区 170432 -1.5

冀 南 新 区 62504 -18.8

经 济 开 发 区 77420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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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单位：个、万元

县（市、区） 单位个数 1-6月
增 长
（%）

全 市 294 1331711 -8.1

武 安 市 28 220482 120.4

鸡 泽 县 4 5519 -59.1

邱 县 5 2543 -16.2

曲 周 县 8 10274 -5.4

馆 陶 县 6 9514 108.1

涉 县 13 19701 -17.6

广 平 县 6 16597 122.4

成 安 县 7 21028 18.3

魏 县 17 4852 -52.4

磁 县 4 3457 -32.4

临 漳 县 10 8571 -23.8

大 名 县 12 23703 -63.1

丛 台 区 39 160563 -24.6

复 兴 区 32 82241 -40.6

邯 山 区 38 395426 -5.9

峰 峰 矿 区 11 19530 -2.0

永 年 区 13 7858 11.4

肥 乡 区 11 10670 -64.7

冀 南 新 区 9 100397 -34.1

经 济 开 发 区 21 20878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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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单位：万吨标准煤

县（市、区） 1-7月
增 长
（%）

全 市 2010.7 -6.3

武 安 市 1094.4 -6.3

鸡 泽 县 3.3 19.1

邱 县 2.1 -24.6

曲 周 县 2.2 -4.0

馆 陶 县 5.1 4.2

涉 县 84.7 -3.2

广 平 县 1.7 61.2

成 安 县 12.0 0.2

魏 县 2.4 165.4

磁 县 41.5 -9.4

临 漳 县 1.9 6.2

大 名 县 2.4 -1.4

丛 台 区 28.4 -25.9

复 兴 区 389.4 -1.6

邯 山 区 0.4 -1.5

峰 峰 矿 区 232.3 -16.4

永 年 区 39.0 -2.5

肥 乡 区 36.2 18.3

冀 南 新 区 26.9 -0.1

经 济 开 发 区 4.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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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月民营经济（非国有）主要指标（一）

单位：万元、%

县（市、区） 增加值
占 GDP
比重

全 市 13583914 64.6

武 安 市 2886942 74.3

鸡 泽 县 390204 73.0

邱 县 408684 74.7

曲 周 县 462160 70.6

馆 陶 县 317763 59.6

涉 县 545143 55.0

广 平 县 367195 70.5

成 安 县 740445 76.1

魏 县 826929 73.7

磁 县 272316 57.8

临 漳 县 691998 71.5

大 名 县 603262 65.3

丛 台 区 805703 50.7

复 兴 区 447285 33.1

邯 山 区 705216 64.1

峰 峰 矿 区 505818 47.3

永 年 区 975581 68.1

肥 乡 区 597073 67.3

冀 南 新 区 200252 57.1

经 济 开 发 区 833945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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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十一市

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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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 %

城 市 1-7月增长

全 省 5.2

石家庄市 10.3

承 德 市 5.4

张家口市 -6.4

秦皇岛市 6.5

唐 山 市 6.5

廊 坊 市 -0.8

保 定 市 4.2

沧 州 市 5.6

衡 水 市 5.7

邢 台 市 7.1

邯 郸 市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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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单位:亿元

城 市 1-6月
增 长
（%）

全 省 858.5 -43.0

石家庄市 184.8 -10.8

承 德 市 49.2 -39.8

张家口市 23.0 -47.3

秦皇岛市 62.5 -42.9

唐 山 市 115.6 -70.9

廊 坊 市 23.9 -56.8

保 定 市 87.5 -28.7

沧 州 市 93.8 -5.9

衡 水 市 40.1 4.8

邢 台 市 64.7 -26.6

邯 郸 市 54.4 -67.2

注：石家庄、保定数据不包括辛集、定州和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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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

单位:亿千瓦时

城 市 1-7月
增 长
（%）

全 省 2516.8 2.7

石家庄市 336.5 7.7

承 德 市 124.6 -5.8

张家口市 123.9 5.0

秦皇岛市 109.1 9.6

唐 山 市 529.3 2.9

廊 坊 市 186.3 0.5

保 定 市 239.6 4.9

沧 州 市 245.7 2.1

衡 水 市 101.2 -0.8

邢 台 市 200.8 6.9

邯 郸 市 272.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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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城 市 1-7月增长

全 省 8.2

石家庄市 13.3

承 德 市 8.7

张家口市 5.9

秦皇岛市 8.3

唐 山 市 8.8

廊 坊 市 -7.9

保 定 市 8.9

沧 州 市 8.6

衡 水 市 8.6

邢 台 市 8.3

邯 郸 市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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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城 市 1-7月
增 长
（%)

全 省 3941.5 -16.3

石家庄市 753.0 -9.7

承 德 市 133.3 -25.1

张家口市 175.9 -18.6

秦皇岛市 171.4 -13.9

唐 山 市 491.8 -27.6

廊 坊 市 319.2 -25.9

保 定 市 324.6 -16.3

沧 州 市 416.8 0.0

衡 水 市 130.3 -12.0

邢 台 市 205.5 -11.1

邯 郸 市 36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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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元

城 市 1-7月
增 长
（%)

全 省 2633.4 -6.3

石家庄市 439.6 2.8

承 德 市 80.3 -9.9

张家口市 105.4 -8.6

秦皇岛市 106.4 0.2

唐 山 市 346.5 -11.0

廊 坊 市 237.3 -12.8

保 定 市 200.7 -6.9

沧 州 市 213.9 10.9

衡 水 市 90.2 3.5

邢 台 市 141.0 1.0

邯 郸 市 241.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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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值

单位:亿元

城 市 1-7月
增 长
（%)

全 省 3134.6 3.3

石家庄市 764.9 -12.3

承 德 市 12.8 32.3

张家口市 32.5 14.3

秦皇岛市 240.6 11.9

唐 山 市 768.5 -4.8

廊 坊 市 270.6 4.6

保 定 市 224.9 -6.2

沧 州 市 281.0 44.9

衡 水 市 155.9 22.6

邢 台 市 131.3 8.9

邯 郸 市 235.6 56.5

注：石家庄、保定数据包括辛集、定州，不包括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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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总 值

单位:亿元

城 市 1-7月
增 长
（%)

全 省 1902.2 12.3

石家庄市 486.3 -2.1

承 德 市 10.0 20.2

张家口市 26.2 11.3

秦皇岛市 148.7 19.5

唐 山 市 281.9 7.7

廊 坊 市 109.6 -2.5

保 定 市 205.0 -6.0

沧 州 市 168.7 40.4

衡 水 市 146.3 28.0

邢 台 市 120.3 15.4

邯 郸 市 186.4 81.9

注：石家庄、保定数据包括辛集、定州，不包括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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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已经 2017年 4月

12日国务院第 16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8月 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7年 5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

统计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统计资料能够通过行政记录取得的，不得组

织实施调查。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能够满足统计需要

的，不得组织实施全面调查。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统计规律研究，健全新兴产业等统计，完善经济、社

会、科技、资源和环境统计，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

第四条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严格执行统计法和本

条例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

门及其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活动依法进行，不得侵犯统计

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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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不得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假

等违法行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不得

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

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

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和资料开发。

第二章 统计调查项目

第六条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的主

要内容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内容重复、矛盾。

第七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机关（以下简称制定机

关）应当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论证，征

求有关地方、部门、统计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并由制

定机关按照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

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应当进行试点。

第八条 制定机关申请审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以公

文形式向审批机关提交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申请表、项目的

统计调查制度和工作经费来源说明。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

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制定机关应当按照审

批机关的要求予以补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当受理。

第九条 统计调查项目符合下列条件的，审批机关应

当作出予以批准的书面决定：

（一）具有法定依据或者确为公共管理和服务所必需；

（二）与已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的主要内容不

重复、不矛盾；

（三）主要统计指标无法通过行政记录或者已有统计调

查资料加工整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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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调查制度符合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科学、合

理、可行；

（五）采用的统计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六）制定机关具备项目执行能力。

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向制定机关提

出修改意见；修改后仍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

应当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统计调查项目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审批机

关应当在作出审批决定前，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申

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

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日，并应当将延长审批期

限的理由告知制定机关。

制定机关修改统计调查项目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

限内。

第十二条 制定机关申请备案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以

公文形式向备案机关提交统计调查项目备案申请表和项目

的统计调查制度。

统计调查项目的调查对象属于制定机关管辖系统，且

主要内容与已批准、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不重复、不矛盾

的，备案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备案文号。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项目经批准或者备案的，审批机

关或者备案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统计调查项目及其统计调查

制度的主要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统计调查项目除外。

第十四条 统计调查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

关或者备案机关应当简化审批或者备案程序，缩短期限：

（一）发生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实施统计调查；

（二）统计调查制度内容未作变动，统计调查项目有效

期届满需要延长期限。

第十五条 统计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统计标

准是强制执行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应当执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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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标准。

制定国家统计标准，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组织实施统计调查，

应当就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主要指标涵义和有

关填报要求等，向统计调查对象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等

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填报人员和单位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作为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

料，应当由本人签字。统计调查制度规定不需要签字、加

盖公章的除外。

统计调查对象使用网络提供统计资料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推

广使用网络报送统计资料，应当采取有效的网络安全保障

措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和

乡、镇统计人员，应当对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的统计资料进

行审核。统计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明显错误的，应当由统

计调查对象依法予以补充或者改正。

第二十条 国家统计局应当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监

控和评估制度，加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统计数

据的监控和评估。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

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妥善保管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资

料。

国家建立统计资料灾难备份系统。

第二十二条 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原始

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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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10年，重要的汇总性统

计资料应当永久保存。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当至少保存 2年。

第二十四条 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取得的全国性统计

数据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公

布或者由国家统计局授权其派出的调查机构或者省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公布。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数

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已批准或者备

案的统计调查制度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布其统计调查取得

的统计数据，比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

要进行修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公布修订后的数据，并就修订依据和情况作出说明。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应当及时公布主要统计指标涵义、调查范围、调查方法、

计算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等信息，对统计数据进行解释

说明。

第二十八条 公布统计资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

提供，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九条 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能够识别或者

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包括：

（一）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二）虽未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但是通过

已标明的地址、编码等相关信息可以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

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三）可以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汇总资料。

第三十条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

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理，除作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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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依据外，不得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完成统计任务

以外的目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资

料共享。制定机关共同制定的统计调查项目，可以共同使

用获取的统计资料。

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统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时

限、渠道和责任等作出规定。

第五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受本级

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双重领导，在统计业

务上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领导为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置统计工作岗位，配备专职或

者兼职统计人员，履行统计职责，在统计业务上受上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乡、镇统计人员的调动，应当征得

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同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统计业务上受本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指导。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应当完成国家统计调查任务，执行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统

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本地方、本部门的统计调查活动。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

当加强统计基础工作，为履行法定的统计资料报送义务提

供组织、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

第三十五条 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从事统计执

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统计业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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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统计执法培训，并取得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印制的统计

执法证。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

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不得包庇、

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举报统计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公布举报统计违法行

为的方式和途径，依法受理、核实、处理举报，并为举报

人保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统

计违法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

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三十七条第四项规

定的对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对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

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由任免机关或者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

以通报：

（一）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大面积发生或者连续发

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二）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应

当发现而未发现；

（三）发现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

不予纠正。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

门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

以通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侵犯统计机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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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或者

采用下发文件、会议布置以及其他方式授意、指使、强令

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由上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

门在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

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一）违法制定、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项目；

（二）未按照规定公布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

及其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未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四）未执行统计调查制度；

（五）自行修改单个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资料。

乡、镇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行为的，

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

门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布统计数据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五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

统计资料或者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第四十六条 统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

予以通报：

（一）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

行为的查处工作；

（二）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三）向有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通风报信，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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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逃避查处；

（四）未依法受理、核实、处理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

（五）泄露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情况。

第四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拒绝、阻碍统计监督检查或者转移、隐匿、篡改、

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

证明和资料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有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所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有统计法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统计法第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的情节严重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

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

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

1年内被责令改正 3次以上。

第五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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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统计调查资格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

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围

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第五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对涉外统计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权采取统计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的措施。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的单位、

个人，由国家统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

或者责令停止调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 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

款；违法所得不足 5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20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涉外统计调查

资格，撤销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决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7年 8月 1日起施行。1987

年 1月 19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 2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2000年 6月 2日国务院批准修订、2000年 6月 15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 12月 16日国务院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 54 -


	1-7.pdf
	统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