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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月 9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月度数据

■ 孙恺琳

2024 年以来，山东省泰安市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扩

需求、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一系列存量政策

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显效。1-11 月，

泰安经济运行稳健向好、进中提质态势显

现，呈现出“生产稳、需求增、质态新、要素

优”四大特点。

生产稳，主要生产指标延续回升态势

工业生产增势趋稳。2024年 1-11月，泰

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增速

与上期持平。从行业增长面来看，全市列统的

37个行业大类中，2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

长，增长面达70.3%。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9.2%，拉动规上工业

增长 7.5个百分点，制造业拉动力较上期提升

0.4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下降0.2%。

服务业运行稳中有升。2024年 1-10月，

泰安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287.7 亿

元，同比增长8.8%。十大行业门类营收同比增

速呈现出“八升二降”的发展态势，5个行业实

现两位数增长。规模以上现代服务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218.9亿元，同比增长 11.8%，拉动

规上服务业同比增长8.7个百分点。高技术服

务业、战略新兴服务业相继迸发出新的发展活

力，分别同比增长8.1%、10%。

需求增，内外需求潜力逐步释放

消费市场活力释放。2024年 1-11月，泰

安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417.9亿元，同比

增长 12.9%。对限上零售额拉动较大的类别

中，粮油食品类、石油及制品类、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日用品类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

21.0%、17.0%、14.5%、25.3%，分别上拉限上零

售额增速2.6个、2.3个、1.0个、0.9个百分点。

有效投资平稳增长。2024年 1-11月，泰

安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4%。投资结构更

趋优化，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5.5%，第二产业投

资增长27.9%，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5%，三次产

业投资占比为 4∶43∶53。工业投资再提速，同

比增长28.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4.7%。工

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1.2%，其中制造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9.1%。民间投资持续向好，同比

增长11.8%，高于全部投资6.4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泰安坚持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落实落细稳外贸政策措施，实施“百企

百展”出海行动，拓展海外市场，推动外贸较快增

长。2024 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进出口总值

406.1亿元，同比增长30.9%。其中，出口357.2亿

元，增长34.1%；进口48.9亿元，增长11.1%。

质态新，积极因素向“新”而聚

工业新质生产力质量更优。2024年以来，

泰安支持“两新”政策措施持续加力，电子和电

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工、木材、非金属加

工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发动机制造业等相关

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26.9%、18.1%和

19.7%，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增速加快，新质生产

力领域投入力度加大。1-11月，全市规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5%，增速高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9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高

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新动能投资发展动力足。2024年1-11月，

泰安“四新”投资同比增长 16.3%，占全部投资

的比重为 58.5%，占比较 2023 年同期提高

5.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1.2%，占工业投资比重为44.6%，占比较2023年

同期提高 6.8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38.9%，占全部投资比重为 16.7%。新动

能投资较快增长，为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动力。

要素优，经济运行质量继续优化

财政金融稳健运行。2024年1-11月，泰安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7.4亿元，同比增长

5.6%。其中，实现税收收入166.6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比重为70.2%。10月末，全市金融机

构本外币存款余额6871.6亿元，同比增长10.9%；

本外币贷款余额4991.1 亿元，增长12.4%。

物价水平总体平稳。2024年 11月份，泰

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0，总体持平。构成

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五涨三跌”。其

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医

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0.5%、

0.4%、0.5%、0.2%、4.2%；食品烟酒、居住、交通

通信分别下降0.3%、0.2%和0.8%。

生产稳、需求增、质态新、要素优——

泰安经济运行稳健向好

本报讯 受气温偏高及出行需求回落等因

素影响，2024年 11月份，江西CPI环比有所下

降，同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继续回升，同比上涨0.1%。

从环比看，CPI下降 0.7%，降幅比上月扩

大 0.6个百分点，主要是受食品价格超季节性

下降影响。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3.4%，降幅超

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 2.1 个百分点。2024 年

11 月份全省平均气温 16°C，偏高 2°C，冷空气

过程偏少，利于农产品生产储运，食品中鲜活

食品价格大多超季节性下降，其中鲜菜、猪肉、

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13.8%、3.9%、5.9%

和1.7%，合计影响CPI环比下降约0.62个百分

点，占CPI总降幅约九成。非食品价格由上月

持平转为下降0.1%。非食品中，旅游出行进入

消费淡季，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分别

季节性下降11.8%、9.4%和5%；汽车领域，部分

新款车型上市，燃油小汽车价格上涨 0.4%，为

近9个月以来首次转涨。

从同比看，CPI持平，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

百分点，主要受食品价格涨幅回落带动。其

中，食品价格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1.9个

百分点。食品中，猪肉、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

上涨15.5%、7.1%和1.1%，涨幅均有回落；牛肉、

羊肉、食用油和禽肉类价格降幅在1.7%-20.5%
之间。非食品价格下降0.2%，降幅比上月收窄

0.2%。非食品中，能源价格下降 3.6%，降幅比

上月收窄 1.3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下降

8.3%。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0.4%，

其中通信工具价格由上月下降 0.8%转为上涨

1.1%；燃油小汽车价格下降 7.4%，降幅有所收

窄。服务价格上涨0.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

百分点。

据测算，在 2024 年 11 月份持平的 CPI同
比变动中，翘尾影响约为0.3个百分点，价格变

动的新影响约为-0.3个百分点。张婷 傅水苗

2024 年 11 月份江西 CPI 同比持平

■ 邹淑婧

从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近期开展的价

格调查、劳动力调查、粮食产量调查结果来看，

当地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加固，“好”的因素正

在累积，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房地产市场

回稳态势延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创业活力

有所增强，全市民生保障更有温度、群众幸福

更有质感。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同比涨幅略有回

落。2024年 11月份，武汉CPI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全国、全省均高0.3个百分点，在19个副

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第三位。八大类商品及

服务价格中，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

同比下降，其余 5项均上涨。核心CPI保持稳

定，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0.7%，涨幅与上月持平，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全市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1%，涨幅回落 1.6个百分

点，影响CPI涨幅回落约0.18个百分点，是CPI
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3.0%，涨幅回落 16.0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14.1%，涨幅亦有所回落。

政策效能持续释放，楼市延续回稳态势。

2024年 11月份，武汉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

房）共成交 0.68万套，同比增长 73.1%，环比虽

随“金九银十”传统旺季结束下降 13.2%，但其

成交量仍为今年以来次高水平；二手住宅共成

交 0.85万套，同比略降，环比延续上月回稳态

势增长 6.9%，达到今年下半年以来次高水平。

2024年 11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9.4%，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

结束自 2023年 11月以来连续扩大态势，首次

收窄；环比由上月下降 1.0%转为上涨 0.4%，为

近 18个月以来首次转涨。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 11.9%，降幅比上月收窄 1.0 个百分

点，已连续 4个月收窄；环比下降 0.2%，降幅比

上月略有扩大。高品质房源入市热度高，全市

部分高品质房源入市持续表现出去化速度快、

价格坚挺、市场关注高等特点，如全市前三的

热销盘均价均在2万元/平方米左右。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三产吸纳就业能力增

强。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 11月份，武

汉就业人口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5小时，同比

增加 0.4 小时，且与 2023 年同期相比，全市失

业人口平均失业时间减少 0.1 个月。2024 年

11月份，全市第三产业就业者占73.4%，同比提

高 1.1个百分点，吸纳就业能力增强。从生产

经营活动类型看，以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自

由职业打零工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吸纳就业人

口最多，占比分别达46.4%、16.3%、5.8%。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创业活力有所增强。

2024年 11月份，全市 16岁以上调查对象中创

业者占 5.7%，同比提高 0.7个百分点。从创业

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创业比重较高，分别

达到 39.4%、12.8%和 10.3%；从创业时间来看，

3年以上的创业者占 86.2%，同比提高 2.6个百

分点，创业稳定性有所增强。

“稳”的基础不断加固，“好”的因素正在累积——

武汉主要民生指标回升向好

■ 钱文英

2024年以来，安徽省池州市聚焦高质

量发展首要任务，有效落实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示范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池州

经济运行亮点频现，工业生产动能不断提

升，市场需求继续改善，重点领域支撑有

力，房地产市场积极变化增多，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更强、活力更足、潜力更大。

经济增速逐季回升，重点领域支撑

加强。2024年 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分别增长

11.9% 、8% 。 制 造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3.8% ，对 全 部 投 资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142.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8.1 个百分

点。园区集聚作用增强，省级及以上开

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6%。

动能转换加速推进，利好政策提振

信心。2024年 1-11月，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 15.5%，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6.6%；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26.1%，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 5.7%；创新投

资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8.9%，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

设 备 制 造 业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2.6% 和

49.9%。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24%，居民消

费潜力有效激发，带旺汽车换“能”、家电

换“智”，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

54.1%，连续 10 个月累计增速保持 40%
以上增长，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

售额增长 32.7%。楼市政策“组合拳”连

环发力，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降

幅“双收窄”，比 1-10月分别收窄 2.3个、

2.7个百分点。

发展活力明显增强，稳岗就业成效

显著。2024年 11月末，池州新增“五上”

单位 441户，同比增长 22.2%。企事业单

位融资需求旺盛，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3%。民营企业活力增强，规上民营工

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2.8%。推行“免报

直发”“直补快办”落地系列援企稳岗政

策，为 5329 家企业落实稳岗返还资金

2661 万元，为 273 家企业发放各类补贴

323万元。征集 2316个公益性岗位托底

安置重点群体就业，为就业困难人员发

放公益性岗位补贴 144万元。

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是近年来

池州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激发

经济发展活力结出的丰硕果实。

近年来，池州大力推进“五免之城”

建设，实现了市场监管、财政、人社等 20
多个部门 3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证明材

料线上出具、线上核验；梳理出了 494类

常用证照与事项材料、结果关联，2173
项事项实现了“证照免带”；梳理“办事免

跑”负面清单事项达 182项，负面清单外

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实现“办事免跑”，持

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智能

化、便利化水平。2024 年以来，池州市

级产业政策兑现“免申即享”惠企资金超

4600 万元，惠及企业近 700 户，与 2023
年同期相比，兑付资金总额增长 29.2%，

惠及企业数增长 10.3%。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稳定器”“动力源”。2024年以来，池州深

入实施“项目年”行动，坚持“走出去、引进

来”，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招引一批大

项目好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4年

前三季度，全市新引进省外亿元以上项目

240 个，在建省外亿元以上项目到位资

金 603.9 亿元，增长 4.1%。为确保项目

建设高质高效推进，当地实行重大项目

全周期、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调度，遴选

宝镁轻合金等一批重大项目并成立市级

项目工作专班，由市领导包保联系、顶格

推进，“线上+线下”协同保障要素供

给。2024 年前三季度开工动员项目 46
个，总投资 465.9亿元，开工率达 95.7%。

展望 2025年，池州将继续依托产业

基础、市场前景、绿色资源优势，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找准立足点和突破口，推深

做实与长三角城市、园区结对合作，不断

开创池州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动能更强、活力更足、潜力更大

池州经济运行亮点频现

■ 张虹

2024年，浙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浙江省委

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

略”走深走实，落实落细“两重”“两新”和

一揽子增量政策，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恢

复态势。

工业生产持续扩张，重点行业支撑

有力。2024年 1-11月，浙江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7.3%。11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上月

回升 1.2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2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其中，

汽车、船舶等运输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等行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17.8%、15.6%、12.5%、9.4%，合计拉

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3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6.2%，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5个

百分点。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5%、7.4%。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民生领域

投资持续加力。2024年 1-11月，浙江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4%，其中，项目

投资增长 6.4%。民生领域投资持续加

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2.9%，占全部投

资的 24.7%，比重同比提高 2.7 个百分

点；生态环保、交通、能源和水利投资增

长 20.3%。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6.4%，增速比 1-10月加快 1.2个百分点，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6个百分点。

服务业稳步恢复，交通运输业较快

增长。2024年 1-10月，浙江规模以上服

务业（不含批零住餐、金融业和房地产开

发业）营业收入 2.70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10 个行业门类中，7 个行业营业

收入保持增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 14.9%、12.0%和 7.4%。值得一提

的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营业收

入增长 8.5%，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增长 4.3个百分点。

消费品市场保持增长，品质类消费

持续活跃。2024年 11月份，浙江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2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生活品质类消费持续活跃，限额

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智能手机等商品

零售额分别增长 46.8%、35.6%、15.7%和

14.3%。1-1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7万亿元，增长 4.0%。

出口规模已超去年全年，机电产品

出口增长较快。2024年 1-11月，浙江货

物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为 4.81万亿、

3.57 万亿和 1.2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9%、9.0%和 1.2%，占全国份额分别为

12.1%、15.5%和 7.4%。机电产品出口增

速高于全国，出口机电产品 1.65万亿元，

增长 10.4%，增速高出全国同类产品 2.0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贡献大，有进出口

实绩民营企业 10.8万家，合计进出口 3.9
万亿元，增长 7.6%。

下阶段，浙江将继续扎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扩大国内需求，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十四五”顺利收

官、“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3%，机电产品出口增速10.4%——

浙江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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