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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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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上年同期

全 市 93.9 96.5

#大中型工业企业 93.4 96.4

#国有控股企业 99.5 99.3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工业 100.1 99.6

集体工业 95.7 96.5

股份合作企业 95.4 66.4

股份制企业 93.7 96.7

外商及港澳台 95.2 94.8

其他经济类型 102.5 82.5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96.5 96.8

重工业 93.5 96.4

三、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企业 99.2 100.3

地方企业 96.7 96.6

其它属企业 92.7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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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指 标 名 称 单位 1-6月
增 长
（%）

原 煤 万吨 783.0 -6.9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10.5 -12.7

小麦粉 万吨 100.5 -31.3

白 酒 千升 10993.5 -0.5

纱 万吨 6.3 -34.9

布 万米 11240.4 15.1

印染布 万米 1598.0 55.2

服 装 万件 875.6 2.6

焦 炭 万吨 496.7 -1.0

农用化学肥料 吨 660.0 -34.7

化学农药 吨 1366.0 -0.9

塑料制品 吨 70103.6 16.2

水 泥 万吨 428.0 -26.3

生 铁 万吨 1949.4 -10.8

粗 钢 万吨 2162.3 -16.2

钢 材 万吨 3201.4 -2.9

金属紧固件 万吨 66.3 6.6

锂离子电池 万只 31.5 -38.8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498.8 0.8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57.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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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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增长

全 市 5.6

#大中型工业企业 8.9

国有控股企业 13.4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36.3

集体企业 -19.3

股份合作企业 -5.6

股份制企业 3.4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8.1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3.3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6.3

重工业 5.5

三、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企业 2.1

地方企业 8.4

其它属企业 5.1

四、东部县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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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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增长

按主要行业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6.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9.9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

食品制造业 28.4

纺织业 -12.0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5.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4

医药制造业 -8.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9

金属制品业 29.3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6.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7.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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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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增 长
（%）

全 市 559027 -60.9

#大中型工业企业 419283 -63.9

#国有控股企业 170396 -23.9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6691 -

集体企业 394 -74.4

股份合作企业 -122 -

股份制企业 456471 -59.9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16367 -60.7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2610 3.2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143225 -17.6

重工业 415802 -66.9

三、东部县（区） 206281 -26.6

四、装备制造业 19750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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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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增 长
（%）

按主要行业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5956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5863 -47.2

农副食品加工业 38717 -21.4

食品制造业 24428 6.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192 -46.8

纺织业 7278 -45.8

纺织服装、服饰业 2370 79.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31208 -78.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5299 8.9

医药制造业 18882 -49.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641 14.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5921 -55.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4610 -83.6

金属制品业 100760 -42.4

通用设备制造业 21520 -2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878 -19.5

汽车制造业 -1582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0155 2.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9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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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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增 长
（%）

全 市 313799 69.5

#大中型工业企业 197773 62.0

国有控股企业 111414 30.3

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7055 89.8

集体企业 553 40.3

股份合作企业 155 -68.7

股份制企业 275055 65.1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0526 145.3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455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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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用 电 量

单位：亿千瓦时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全社会用电量 232.2 -2.7

一、全行业用电量 194.3 -7.1

第一产业 1.9 9.4

第二产业 158.0 -9.3

#工 业 156.2 -9.3

第三产业 34.4 3.4

二、居民生活用电量 37.9 28.2

城镇居民 12.9 63.2

乡村居民 25.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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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一）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6月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8.4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29.0

第二产业 8.7

#工 业 8.5

第三产业 6.8

二、按建设性质分

#新 建 -5.5

#扩 建 -13.1

改建和技术改造 46.2

三、项目情况

施工项目个数 39.4

亿元以上项目 14.4

10亿元以上项目 -1.0

四、东部县(区) 7.2

五、装备制造业 2.4

六、高新技术产业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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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二）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6月增长

重点行业投资

钢铁行业 33.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 33.0

装备制造业 2.4

#汽车制造业 -7.9

食品行业 -1.5

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 11.6

建材行业 30.2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行业 75.8

纺织服装行业 -8.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 -44.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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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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增 长
（%）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299.2 14.8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3152.6 -6.5

#住 宅 万平方米 2543.3 -6.0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30.3 -70.3

#住 宅 万平方米 28.7 -62.5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332.9 -17.4

#住 宅 万平方米 318.6 -17.0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247.8 -16.6

#住 宅 亿元 239.4 -16.0

- 13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长
（%）

一、全 市 6057132 2.4
＃城 镇 5332406 2.2
乡 村 724726 3.7

二、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734554 8.3
＃城 镇 1701441 8.3
乡 村 33113 11.6

三、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

粮油、食品类 206648 21.7
饮料类 20152 -7.6
烟酒类 25511 -12.9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98017 1.7
化妆品类 16624 31.8
金银珠宝类 44045 22.9
日用品类 36379 3.9
五金、电料类 10386 36.1
体育、娱乐用品类 3407 -11.5
书报杂志类 26568 1.7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459 15.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07907 -10.3
中西药品类 70866 8.5
文化办公用品类 7518 -10.5
家具类 21895 6.3
通讯器材类 16913 11.1
石油及制品类 197921 49.4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8298 16.9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3348 63.1
汽车类 733669 2.1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11925 -4.0

- 14 -



6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 标 名 称 6月
以上月价格为100

1-6月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100

总指数 99.71 101.41

食品烟酒 98.11 101.21

粮 食 100.11 104.61

鲜 菜 86.11 108.41

畜 肉 99.11 80.21

水产品 98.71 94.21

蛋 94.21 106.11

鲜 果 93.51 125.81

烟 草 100.01 100.01

酒 类 99.71 94.71

衣 着 99.71 99.61

居 住 100.01 100.21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01 100.11

交通和通信 101.31 105.71

教育文化和娱乐 99.91 102.11

医疗保健 100.71 100.21

其他用品和服务 99.71 1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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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指 标 名 称 6月
以上月价格为100

1-6月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100

总指数 99.80 102.50

#食 品 98.20 101.10

饮料、烟酒 100.70 98.00

服装、鞋帽 99.50 100.20

纺织品 99.70 99.40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 99.40 100.20

文化办公用品 99.00 101.20

日用品 99.90 99.30

体育娱乐用品 99.90 100.80

交通、通信用品 98.50 99.00

家 具 100.80 100.70

化妆品 100.60 99.60

金银珠宝 99.00 101.30

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101.70 100.50

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 100.20 101.40

燃 料 104.10 132.00

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 99.70 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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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全部收入 3250939 -3.6

#中央级收入 758263 -27.2

省级收入 263173 -18.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29503 10.9

分系统入库情况 3250939 -3.6

#税务系统 2167442 -16.5

财政系统 1083497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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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29503 10.9

税收收入 1146006 -6.9

#增值税 239454 -42.4

企业所得税 120988 2.2

个人所得税 20427 23.2

资源税 27856 41.1

城市维护建设税 67157 -7.5

房产税 37705 7.0

印花税 38281 12.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82243 33.2

土地增值税 158609 4.5

车船税 30229 -6.0

耕地占用税 109562 204.3

契 税 101959 -32.5

非税收入 1083497 39.2

#专项收入 247144 65.5

行政性收费收入 4374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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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6月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65801 11.3

一般公共服务 573467 11.6

国 防 3063 -20.1

公共安全 203657 11.2

教 育 964254 24.7

科学技术 25142 -2.2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55395 39.2

社会保障与就业 640942 5.7

卫生健康 599353 4.0

节能环保 125142 -21.9

农林水 415135 14.0

交通运输 126306 22.8

住房保障支出 122548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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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末
比年初
增减

比年初
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9125.1 837.9 10.1

1、住户存款 6383.6 578.9 10.0

#活期存款 1392.8 45.4 3.4

定期及其他存款 4990.8 533.5 12.0

2、非金融企业存款 1805.8 152.7 9.2

3、广义政府存款 921.9 105.9 13.0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13.1 0.4 3.6

各项贷款余额 6313.7 569.2 9.9

1、住户贷款 2026.4 133.4 7.0

1、住#短期贷款 424.9 44.5 11.7

1、 住中长期贷款 1601.5 88.9 5.9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4287.2 435.8 11.3

1、住#短期贷款 2214.8 166.3 8.1

1、住 中长期贷款 1800.7 139.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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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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增长

全 市 5.6

武 安 市 3.0

鸡 泽 县 4.1

邱 县 3.2

曲 周 县 6.5

馆 陶 县 7.3

涉 县 2.8

广 平 县 4.7

成 安 县 4.8

魏 县 5.4

磁 县 2.6

临 漳 县 7.1

大 名 县 5.3

丛 台 区 8.3

复 兴 区 11.1

邯 山 区 8.4

峰 峰 矿 区
4.6

永 年 区 9.4

肥 乡 区 1.8

冀 南 新 区 1.1

经 济 开 发 区 8.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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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5月
增 长
（%）

全 市 559027 -60.9

武 安 市 203489 -76.2

鸡 泽 县 5735 -28.1

邱 县 11319 -30.6

曲 周 县 18188 -9.5

馆 陶 县 6542 -68.1

涉 县 -6785 -

广 平 县 2841 -50.9

成 安 县 19866 -71.6

魏 县 31195 -25.8

磁 县 4984 -83.0

临 漳 县 42881 26.0

大 名 县 47418 19.9

丛 台 区 6903 46.2

复 兴 区 11330 -79.6

邯 山 区 -15704 -

峰 峰 矿 区 80768 265.1

永 年 区 45731 -34.8

肥 乡 区 20296 -18.4

冀 南 新 区 -7467 -

经 济 开 发 区 29498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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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县（市、区） 1-6月增长

全 市 8.4

武 安 市 7.1

鸡 泽 县 5.3

邱 县 10.5

曲 周 县 10.1

馆 陶 县 8.7

涉 县 13.4

广 平 县 5.1

成 安 县 6.0

魏 县 6.7

磁 县 11.7

临 漳 县 6.4

大 名 县 8.0

丛 台 区 8.5

复 兴 区 12.6

邯 山 区 7.6

峰 峰 矿 区 11.2

永 年 区 6.7

肥 乡 区 6.5

冀 南 新 区 5.9

经 济 开 发 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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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6月
增 长
（%）

全 市 6057132 2.4

武 安 市 550693 3.1

鸡 泽 县 142084 3.3

邱 县 106646 5.2

曲 周 县 260508 1.6

馆 陶 县 156159 5.6

涉 县 343461 3.8

广 平 县 120496 5.0

成 安 县 218555 4.4

魏 县 340371 1.3

磁 县 275606 1.6

临 漳 县 165693 2.3

大 名 县 320651 2.1

丛 台 区 667509 0.9

复 兴 区 165460 1.5

邯 山 区 682089 1.1

峰 峰 矿 区 430455 6.7

永 年 区 508722 1.9

肥 乡 区 150615 0.3

冀 南 新 区 140885 0.5

经 济 开 发 区 31047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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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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增长 1-6月增长

全 市 -6.1 5.3

武 安 市 84.3 19.7

鸡 泽 县 71.7 15.0

邱 县 12.3 16.8

曲 周 县 -0.8 17.2

馆 陶 县 -0.1 21.1

涉 县 16.0 27.3

广 平 县 -53.9 9.8

成 安 县 17.1 21.4

魏 县 -14.1 10.6

磁 县 0.5 0.3

临 漳 县 12.5 14.5

大 名 县 -1.5 14.7

丛 台 区 11.7 -6.9

复 兴 区 2.7 -12.7

邯 山 区 -6.7 6.4

峰 峰 矿 区 -51.3 25.4

永 年 区 7.3 16.0

肥 乡 区 -52.6 6.7

冀 南 新 区 2.2 -10.4

经 济 开 发 区 -86.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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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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增长 1-6月增长

全 市 -9.4 12.5

武 安 市 5.6 18.0

鸡 泽 县 - 21.7

邱 县 10.6 54.3

曲 周 县 -51.0 3.3

馆 陶 县 61.2 6.1

涉 县 17.5 28.6

广 平 县 3.2 -26.3

成 安 县 - 9.9

魏 县 17.8 51.9

磁 县 -1.7 -10.7

临 漳 县 - 21.3

大 名 县 -10.2 1.0

丛 台 区 -30.3 3.7

复 兴 区 7.2 -14.5

邯 山 区 18.5 49.4

峰 峰 矿 区 51.2 7.4

永 年 区 10.0 1.8

肥 乡 区 - 11.0

冀 南 新 区 - -

经 济 开 发 区 -70.9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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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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增 长
（%）

全 市 3250939 -3.6

武 安 市 499132 -22.3

鸡 泽 县 70172 22.8

邱 县 92193 34.3

曲 周 县 101066 21.6

馆 陶 县 112951 43.9

涉 县 164354 -8.9

广 平 县 97632 23.9

成 安 县 145677 6.0

魏 县 151604 16.2

磁 县 115377 0.4

临 漳 县 95978 5.3

大 名 县 77350 2.2

丛 台 区 402316 -0.7

复 兴 区 155564 -21.4

邯 山 区 146180 -9.9

峰 峰 矿 区 249591 7.6

永 年 区 215749 -7.2

肥 乡 区 120463 4.5

冀 南 新 区 36582 -43.0

经 济 开 发 区 10116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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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6月
增 长
（%）

同口径增幅
（%）

全 市 2229503 10.9 21.5

武 安 市 330810 3.9 26.7

鸡 泽 县 44834 15.5 17.6

邱 县 53827 21.0 27.3

曲 周 县 74174 17.8 18.4

馆 陶 县 60765 17.9 26.1

涉 县 127528 7.0 16.2

广 平 县 62979 20.3 24.0

成 安 县 105099 17.7 22.3

魏 县 97645 31.4 39.9

磁 县 69287 8.1 12.2

临 漳 县 62913 16.8 24.5

大 名 县 50213 13.0 17.3

丛 台 区 227034 11.8 19.9

复 兴 区 130401 6.8 24.8

邯 山 区 98322 6.8 20.5

峰 峰 矿 区 181161 13.7 22.3

永 年 区 155981 15.2 18.6

肥 乡 区 81912 20.3 32.0

冀 南 新 区 43493 3.5 25.4

经 济 开 发 区 71278 9.2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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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增 长
（%）

全 市 4565801 11.3

武 安 市 441091 10.6

鸡 泽 县 116061 -20.7

邱 县 131848 4.7

曲 周 县 135973 -15.9

馆 陶 县 184762 22.3

涉 县 187652 -5.0

广 平 县 138258 -3.0

成 安 县 200336 16.1

魏 县 362364 23.5

磁 县 145142 5.8

临 漳 县 211600 22.2

大 名 县 222939 -3.0

丛 台 区 165288 18.6

复 兴 区 117035 15.1

邯 山 区 203119 -13.6

峰 峰 矿 区 204898 -13.1

永 年 区 284796 38.1

肥 乡 区 166829 4.8

冀 南 新 区 55155 -24.9

经 济 开 发 区 6679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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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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月
增 长
（%）

全 市 294 1120413 -7.4

武 安 市 28 189234 122.4

鸡 泽 县 4 4375 -58.2

邱 县 5 2526 -9.2

曲 周 县 8 8349 -13.6

馆 陶 县 6 8480 122.6

涉 县 13 16849 -21.4

广 平 县 6 14689 188.6

成 安 县 7 18651 20.8

魏 县 17 4113 -51.4

磁 县 4 2833 -43.3

临 漳 县 10 6869 -19.1

大 名 县 12 21777 -62.5

丛 台 区 39 135339 -22.3

复 兴 区 32 61703 -45.9

邯 山 区 38 331895 -5.3

峰 峰 矿 区 11 17113 2.2

永 年 区 13 6653 13.5

肥 乡 区 11 9150 -67.9

冀 南 新 区 9 87843 -29.8

经 济 开 发 区 21 17197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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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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增 长
（%）

全 市 1737.9 -7.4

武 安 市 955.0 -6.9

鸡 泽 县 2.4 2.5

邱 县 1.7 -27.6

曲 周 县 2.1 3.1

馆 陶 县 4.5 9.5

涉 县 71.3 -4.7

广 平 县 1.2 13.3

成 安 县 9.9 0.9

魏 县 1.9 133.7

磁 县 34.7 -15.2

临 漳 县 1.6 4.0

大 名 县 2.1 -1.9

丛 台 区 24.2 -24.6

复 兴 区 338.7 -3.7

邯 山 区 0.3 -3.9

峰 峰 矿 区 196.9 -17.2

永 年 区 33.4 -3.3

肥 乡 区 30.0 16.3

冀 南 新 区 22.1 -5.1

经 济 开 发 区 3.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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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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增长

全 省 5.2

石家庄市 11.1

承 德 市 5.2

张家口市 -7.8

秦皇岛市 6.1

唐 山 市 6.1

廊 坊 市 -2.3

保 定 市 3.6

沧 州 市 5.4

衡 水 市 5.4

邢 台 市 8.1

邯 郸 市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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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单位:亿元

城 市 1-5月
增 长
（%）

全 省 758.2 -41.3

石家庄市 149.5 -12.3

承 德 市 45.0 -34.2

张家口市 17.8 -56.2

秦皇岛市 50.2 -45.9

唐 山 市 123.4 -65.0

廊 坊 市 17.9 -61.1

保 定 市 76.6 -30.1

沧 州 市 86.9 7.7

衡 水 市 34.7 2.2

邢 台 市 53.2 -28.0

邯 郸 市 55.9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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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增 长
（%）

全 省 2120.7 2.8

石家庄市 282.9 8.5

承 德 市 106.5 -6.8

张家口市 104.7 4.1

秦皇岛市 91.8 10.2

唐 山 市 447.4 2.1

廊 坊 市 153.3 -0.6

保 定 市 201.6 5.3

沧 州 市 205.1 1.4

衡 水 市 85.5 0.0

邢 台 市 170.0 8.7

邯 郸 市 23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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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城 市 1-6月增长

全 省 8.4

石家庄市 14.2

承 德 市 8.4

张家口市 8.4

秦皇岛市 8.1

唐 山 市 8.9

廊 坊 市 -9.5

保 定 市 8.9

沧 州 市 8.4

衡 水 市 11.3

邢 台 市 8.1

邯 郸 市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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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单位:亿元

城 市 1-6月
增 长
（%）

全 省 6398.6 3.0

石家庄市 1089.7 6.6

承 德 市 233.6 3.0

张家口市 313.9 2.0

秦皇岛市 269.9 1.2

唐 山 市 1011.3 3.0

廊 坊 市 700.1 0.3

保 定 市 736.0 1.7

沧 州 市 534.1 3.5

衡 水 市 285.3 3.1

邢 台 市 469.7 2.4

邯 郸 市 605.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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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城 市 1-6月
增 长
（%)

全 省 3448.8 -16.7

石家庄市 690.4 -8.3

承 德 市 116.8 -24.6

张家口市 155.5 -21.0

秦皇岛市 152.8 -13.3

唐 山 市 412.1 -29.3

廊 坊 市 284.8 -26.5

保 定 市 293.2 -13.6

沧 州 市 367.7 0.8

衡 水 市 115.8 -11.8

邢 台 市 182.9 -11.2

邯 郸 市 325.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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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元

城 市 1-6月
增 长
（%)

全 省 2380.8 -6.7

石家庄市 419.4 3.5

承 德 市 73.8 -9.3

张家口市 96.7 -10.0

秦皇岛市 98.0 0.7

唐 山 市 315.7 -11.3

廊 坊 市 221.1 -13.1

保 定 市 187.2 -3.0

沧 州 市 197.1 11.6

衡 水 市 83.0 4.0

邢 台 市 130.4 1.6

邯 郸 市 223.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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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值

单位:亿元

城 市 1-6月
增 长
（%)

全 省 2644.2 4.0

石家庄市 649.5 -13.6

承 德 市 11.2 32.6

张家口市 26.4 8.6

秦皇岛市 203.1 11.5

唐 山 市 659.5 0.0

廊 坊 市 224.4 5.0

保 定 市 189.8 -7.2

沧 州 市 227.9 45.8

衡 水 市 126.5 25.0

邢 台 市 110.5 9.6

邯 郸 市 202.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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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
增 长
（%)

全 省 1590.7 11.2

石家庄市 413.1 -2.9

承 德 市 8.4 18.2

张家口市 21.0 4.8

秦皇岛市 124.9 17.9

唐 山 市 230.7 5.4

廊 坊 市 89.7 -4.2

保 定 市 173.8 -6.9

沧 州 市 139.2 39.7

衡 水 市 118.4 29.1

邢 台 市 102.9 18.3

邯 郸 市 158.8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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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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