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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锚定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持续放大

“九大优势”，强力突破“九大战略”，着力扩内需、提信心、塑优势，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好转，市场需求持续改善，产业动能持续转换，民生
福祉持续增进，风险隐患持续化解，不断推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市生产总值为551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6.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28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
值为 2074 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2815 亿元、增长
6.2%。分行业看，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682.82亿元、增长4.8%，工业
增加值为1782.16亿元、增长7.4%，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845.40亿
元、增长6.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234.94亿元、增长
5.9%，住宿餐饮业增加值为107.43亿元、增长12.1%，金融业增加值
为301.19 亿元、增长9.2%，房地产业增加值为262.66 亿元、增长
1.9%，其他服务业增加值为998.96亿元、增长5.4%。三次产业结构
由上年的11.5∶37.9∶50.6调整为11.4∶37.6∶51.0。

经营主体稳步增加。全年新增经营主体14.1万户，其中新登记
企业4.2万户、占比为29.9%，新登记个体工商户9.8万户、占比为
69.6%，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793户、占比为0.6%。年末经营主体
总量101.3万户、增长4.2%，注册资本金24537.6亿元、增长0.1%。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1537户、增长6.4%，私营企业29.7万户、增长
5.3%，个体工商户68.7万户、增长4.2%。

物价运行保持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5%。分类别
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1.0%，衣着类价格指数上涨0.6%，居住类价格
与去年持平，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指数上涨0.1%，交通和通信类
价格指数下降3.1%，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指数上涨1.0%，医疗保
健价格上涨0.4%，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指数上涨3.4%。

人口规模总体稳定。全市常住人口824.0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519.60万人，农村人口304.45万人。城镇化率为63.05%、比上年提
高1.07个百分点。

制造强市持续见效。持续推进制造强市建设，围绕“231+1”特色
产业集群，梳理19条核心产业链，生成延链补链强链项目416个，“一
链一策”制定产业发展“全景图”“路线表”，制造业支撑力明显提升，规
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高于上年同期6.8个百分点，拉动全市
规上工业增长5.7个百分点，制造业对工业贡献率超过50%。优选
1150家企业重点培育，新培育山东省创新型中小企业490家、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273家、省级瞪羚企业33家、省级单项冠军企业29
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7家、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家，
16家企业获评国家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字经济聚势赋
能，建成5G基站2608个，完成231个住宅小区、单位地下停车场等室
内5G网络信号深度覆盖建设，成功获评国家级千兆城市和国家级信
息消费示范城市。高标准创建市级绿色工厂37家，8家企业入选省级
绿色工厂，9家企业、2家园区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聚焦推进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三大任务，着力强化优质项目引领带动，突出抓实重点
领域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夯实。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249个计划总投资10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资额增长48.7%、拉动
全市投资增长10.7个百分点；新产业稳步成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上工业比重达到49.4%、比上年同期提升8.2个百分点，新一代信
息技术制造业增长20.1%，现代高效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新
消费模式持续蓄力，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6.8%，新能源汽车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71.9%；绿色低碳发展底色
更亮，全年新能源发电65.8亿千瓦时、增长20.0%，其中规上生物质
发电增长15.7%，占规上发电量的比重为4.2%、比上年提高0.4个百
分点。

二、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 1219.0 亿元、增长 5.3%。其中农业

680.8亿元、增长4.0%，林业21.1亿元、增长18.0%，牧业294.3亿元、
增长6.7%，渔业113.8亿元、增长4.6%，农林牧渔服务业109.0亿元、
增长8.5%。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比例为55.9∶1.7∶
24.1∶9.3∶9.0。

主要农产品供应稳定。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083.7万亩、增
长0.2%，总产量497.8 万吨、增长1.7%，单产459.4 公斤/亩、增长
1.5%，其中小麦产量236.0万吨、增长1.3%，玉米产量195.5万吨、增
长3.1%，大豆产量14.8万吨、增长5.8%。经济作物面积373.3万亩、
增长1.4%，蔬菜及食用菌产量795.2万吨、增长2.8%，瓜果类产量
99.6万吨、增长4.8%，油料产量14.6万吨、增长1.4%，棉花产量2.6万
吨、下降3.3%，园林水果产量40.7万吨、增长4.1%，猪牛羊禽肉产量
50.8万吨、增长7.2%，生猪出栏365.4万头、增长3.3%，牛出栏25.7万
头、下降1.9%，羊出栏205.3万只、下降3.7%，禽出栏8822.7万只、增
长18.9%，牛奶产量18.6万吨、增长3.4%，禽蛋39.8万吨、增长3.8%，
水产品产量30.4万吨，同比增长4.0%。

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推进。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5
个、市级示范片区118个、县级示范片区155个。新创建省、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260个、累计1310个，其中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58个、

累计427个。6个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村”，8个镇村获评“全
省乡村治理示范镇村”，1个村获评“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农业生产条件质效提升。新建高标准农田53.8万亩、水肥一体
化面积4.3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1065.6万千瓦，增长3.4%。农用
大中型拖拉机4.4万台，联合收割机3.8万台，拖拉机配套农具22.9万
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以上，农机合作社总数达
908家，其中国家级农机示范社19家、省级示范社103家、市级示范
社153家。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训高素质农民、种粮大户、科技
示范户等3.4万人次。遴选基层农技人员及特聘农技员1099名，培
育科技示范主体5435家。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成功创建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培育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746家，累计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3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个、省级农业新六产示范县4个、省
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5个，争创省级现代农业强县1个，新增国家
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个、农业产业强镇1个。市级以上农民合作
示范社634家，其中国家级36家、省级262家，市级以上家庭农场示
范场412家、其中省级71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6个、累
计达11个，入选“好品山东”品牌名录8个。强化农业发展服务保障，
全市156名乡镇金融挂职干部累计促成各类贷款251.0亿元，累计授
信额度477.8亿元，新落地按揭农业项目22个、累计实施95个。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平稳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按

门类分，采掘业增长13.9%，制造业增长9.9%，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下降2.5%。按经济类型分，国有企业增长6.5%，股份制企
业增长12.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4%。按企业规模分，
大型企业增长8.8%，中型企业增长14.4%，小型企业增长13.6%。按
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增长1.3%，重工业增长13.1%，轻重工业增加值
之比为20.7∶79.3。

建筑业发展稳中向好。全市建筑业完成产值897.3亿元，同比增
长7.5%。新培育一级资质企业54家，累计达259家。

四、服务业
服务业经济持续提质。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46.6亿

元、增长10.1%。十大行业门类中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9.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2.9%，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0.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增长4.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19.5%，卫生和社会工作增
长11.8%，房地产业增长5.9%。

快递行业保持较快发展。邮政行业（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
营业收入）完成业务收入40.2亿元、增长21.8%，其中快递服务企业
完成收入23.1亿元、增长27.6%。

都市区一体化积极推进。坚持“大济宁、全域化”，全面拉开都市
区建设框架，济宁大安机场转场通航，崇德大道、共青团路北延高铁
连接线、杨柳互通立交建成通车，济邹高速、济商高速、济微高速北
段、蔡庄互通立交提速建设，“半小时”交通圈加速构建，都市区一体
化大格局初步显现。

交通运输事业加快发展。雄商高铁、济枣高铁、济广高速改扩
建、龙拱港二期泊位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实施。完成新改
建公路625.8公里，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2139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里程499公里。公路旅客营运车辆846辆，公路货物营运车辆19.9
万辆。拥有各类营运船舶6164艘，水上运力规模达682.7万载重
吨。完成港口吞吐量7009万吨，水路货运量5098.4万吨，水路客运
量 119.6 万人次。济宁机场通航城市达 30个，完成旅客吞吐量
109.2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887.8吨。年末私人汽车保有量183.5万
辆，其中本年新注册登记12.9万辆；小、微型载客汽车175.9万辆，其
中新注册登记11.3万辆。

五、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运行。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7.1%，

5000万元以上项目达1778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30个。分产业
看，三次产业投资“两升一降”，第一产业下降0.9%，第二产业增长
8.4%，第三产业增长6.4%；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由上年的1.2:41.7:57.1
调整为1.1：42.2：56.7。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同比增
长38.6%，拉动全部投资增长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全
年完成投资同比增长34.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3个百分点，基础设
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为19.4%、较上年提升3.9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稳中趋缓。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513.8亿元、增
长1.4%，其中住宅投资448.7亿元、增长0.8%。商品房销售面积
1114.1万平方米、增长1.7%，其中住宅销售面积921.8万平方米。

六、国内外贸易和文化旅游
消费市场复苏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732.7亿元、增

长11.0%。按经营地统计，城镇实现2322.3亿元、增长10.8%，乡村
410.4亿元、增长11.6%。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实现2423.1亿
元、增长9.4%，餐饮收入实现309.6亿元、增长24.4%。按商品类值统
计，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增长20.8%，金银
珠宝类增长10.1%，汽车类增长13.7%，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2.8%，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8.0%，通讯器材类增长20.4%。

对外贸易发展较快。进出口完成971.5亿元、增长30.0%，其中

出口788.6亿元、增长45.9%，进口182.9亿元、下降11.6%。按市场
主体分，前三大贸易伙伴为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为213.2亿
元、99.4亿元、87.2亿元，分别增长21.2%、11.2%、9.5%。对“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RCEP协定国分别完成进出口603.8亿元、333.1亿
元，分别增长50.3%、24.3%。按商品类别分，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
分别增长54.8%、28.4%，农产品、机电产品进口分别增长183.8%、
12.2%。

招商引资增速回落。实际使用外资10.7亿美元、下降17.4%。
其中高技术使用外资2.98亿美元，占比28.0%。全市落地过千万美
元制造业项目13个、到资2.5亿美元。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45家、累
计达795家。

园区发展稳步推进。以5%的土地面积，集聚了50%的规上工业
企业、60%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70%的规上工业营收、80%的实
际使用外资和外贸进出口，“5678”发展格局持续巩固。新开工亿元
以上项目209个，其中10亿元以上39个，50亿元以上9个，100亿元
以上3个。形成300亿级主导产业集群2个、200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1个、百亿级主导产业集群6个。

旅游活力持续释放。高水平举办2023中国·济宁研学旅行创新
发展大会，中国（济宁）研学旅行创新发展观察基地落户济宁，中国研
学旅游创新推广联盟启动。接待国内游客8307.5万人次，可比增长
63.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67.5亿元，可比增长71.0%。A级景区
100个，其中5A级2个、4A级19个、3A级60个。创建国家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1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4个。新增省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5家，省级景区化村庄20处，省级乡村旅游民宿集聚区2个。邹城
市获评省文旅康养强县。尼山圣境文化夜游入选首批全国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的项目，全省唯一。太白湖新区运河印巷文体商
旅综合体入选第三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梁山旅
游区成功创建省生态旅游区，梁山春园景区获评国家3A级景区。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高标准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
对话、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走进济宁、国际孔子文
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系列国家层面的重要活动。开展千场大
戏进农村送戏下乡演出2.5万场，“戏曲进校园”演出617场。群众性
文化活动2.6万场。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累计达20家。
入选省级非遗工坊4家，共认定市级非遗工坊28家，县级非遗工坊
77家。国有美术馆6个，博物馆7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文化馆12
个，文化站156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4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有26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87处，可移动文物130余万件。
出版报纸5种、发行量3072.2万份，期刊7种、发行量7.2万份。4个
项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资助项目，立项数量全省第一。《金
声玉振》成功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全省唯一入选项目。《韵·
花样顶技》、魔术《梁祝》获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滑稽《岁
月》获省泰山文艺奖一等奖。山东梆子《竹竿巷》入选山东省2023年
舞台艺术创作重点选题。

七、财政金融
财税运行稳健有力。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75.0亿元、同

比增长6.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323.6亿元、增长7.3%，税收占比
68.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82.8亿元、增长4.8%，其中民生领
域支出达627.8亿元、增长6.0%，占全部支出比重为80.2%。重点支
出项目中，农林水、卫生健康、社保就业分别增长9.9%、7.5%、14.0%。

金融服务质效提升。市级银证保金融机构达112家，地方金融
组织达66家。境内上市企业1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7家，其中新三
板创新层挂牌企业8家；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累计631家、比
上年增加8家。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49.93亿元、较年初
增加680.3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7318.91亿元、比年初增加908.55亿
元；余额存贷比83.7%，增量存贷比133.5%。绿色贷款余额702.8亿
元，增长105.6%。全省首例融资担保机构合并案例、恒丰银行全省
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落户我市。

保险事业发展良好。实现保费收入253.8亿元、增长7.3%，其中
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81.5亿元、增长7.0%，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
172.3亿元、增长7.4%。

八、教育、科学技术和体育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各级各类学校3265所，在校学生179.85万

人。其中普通高校7所，在读研究生8186人，本专科在校生16.15万
人；成人高校2所，在校生8.02万人；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
22所，在校生6.13万人；普通高中56所，在校生17.59万人；普通初中
285所，在校生35.19万人；小学867所，在校生68.26万人；特殊教育
学校13所，在校生5464人；学前教育幼儿园2013所，在园幼儿27.15
万人。全年新改扩建中小学校28所，新增学位4万个；新改扩建幼儿
园32个，新增学位9000个，学前教育公办率、普惠率分别达到65%、
93%。中小学学校强校扩优覆盖率达60.25%，省一类幼儿园占比达
到55%。资助困难学生81.76万人次，资助总金额8.31亿元。夏季高
考本科上线人数首次突破3万人大关。

科创能力稳步提升。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突破2000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800家。创新平台提质升
级，新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1家、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家、省技术创
新中心1家、院士工作站6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14家。重大关
键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增强，16个项目获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支持，
18个项目入围省科学技术奖。区域创新示范作用更加有力，成功创

建1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兖州区入选省科技创新强县。专
利授权量达13019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为8.9件/万人。

人才事业有效推进。引进青年人才5.2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36人，硕士研究生3513人。招募上岗“三支一扶”大学生90人。加
强技能人才培养，全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6.3万人次，新增高
技能人才1.3万余人。新设立“乡村振兴工作站”9家，招募合伙人
100人。广泛汇聚各方人才，聘任11位院士担任“人才大使”、14位
外国专家担任“海外科技交流大使”。自主申报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
8人，实现数量翻番、为历年最高；入选全国技术能手5人、入选齐鲁
乡村之星64人。

体育事业不断进步。全市7名体育健儿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
第19届亚运会，勇夺3金1银1铜，创济宁运动员亚运会最好成绩。
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1067场次，参与人数
113.6万人。免费低收费体育场馆达19处。举办社区运动会7015
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6平方米，体育彩票实现销售额16.3亿元。

九、卫生和居民生活保障
医疗卫生水平提升。市公共卫生“五大中心”高标准投入使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济宁医院挂牌成立，入选第五批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项目。成功入选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打响
了“幼有善育、以爱托举”托育特色品牌。2023年全市卫生健康信息
化发展总指数全国地级市排名第十、全省第一。创新实施疾控体系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重大疾病防控成效显著。建成市级心理健康
中心，打造了覆盖市县乡村的“1+10+N”心理健康服务网络，获评国
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优秀案例并在全国推广。建成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6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59个，设立106个“名医工作
室”。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7345家、其中医院222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7048个。

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861元、增长
6.6%，人均消费支出20495元、增长7.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45055元、增长5.9%，人均消费支出24992元、增长6.2%；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51元、增长7.7%，人均消费支出14895
元、增长9.9%。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1.94调整为1.91。城镇居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5
平方米。全年改造老旧小区313个，筹集人才住房4231套，发放租
赁补贴3897户，棚户区改造开工6538套。升级改造换热站507座，
更新改造老旧管道102.8公里。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053户，新增户
厕改造3159户。

社会保障坚实有力。实现低保标准“十九连增”，保障城乡低保
对象15.2万人、特困人员3.9万人，城乡低保月标准分别提高到924
元、745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月标准分别提高到1202元、969
元。建成各类养老设施1555处，其中养老院230家、城市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179处、农村幸福院687处、示范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53
处、社区老年人食堂406处，配置养老床位近7万张。医疗救助资助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21.5万人。住院救助13.5万人次，门诊救
助37.1万人次。

十、城乡建设、环境和安全生产
城市品质持续改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接入泊位20484个，完

成停车场三级诱导示范片区建设。中心城区打通断头路15条。实
施主城区排水管网普查测绘和检测清淤1805公里，建立排水设施运
营和防汛指挥调度系统。新增海绵城市面积33.3平方公里，完成雨
污分流改造道路43.1公里、建筑小区672个，城市建成区实现雨污合
流管网“清零”。完成中心城区运河记忆、太白路核心商圈等城市更新
片区16个，入选山东省城市更新示范项目9个。实施早晚高峰免费
乘车，为主城区符合条件的41所中小学校开通96条助学公交线路。

公共法律服务效能提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2447件，“和为
贵”人民调解室4750个，专兼职调解员18053人，受理调解案件6.7
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9.2%。新增律师322人、总数达2303人。建成
县级法治文化广场（公园）154个、镇级198个、村级4401个，法治文
化长廊和法治书屋7350个，打造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基地517个，法
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594个，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31
个、省级110个、市级3331个。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年PM2.5浓度均值为43微克/立方
米，优良天数比例65.5%。全市28个国省控断面、34条入湖河流、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干线水质优良率达到100%；南四湖水质连续20年
改善。国三及以上非道路移动机械39084台、新能源机械4008台，
国三排放标准和新能源机械合计占76.6%；国一及以下非道路移动
机械在省内率先实现动态清零。

安全生产总体稳定。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8起，死亡47人。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0.0085人，十万工矿商贸企业就业
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0.42人，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0.038人。
全市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59起、死亡178人，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
人数0.97人。

注：
1.公报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小数位四舍五入取舍产生的误差

未做机械调整。
2.全市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总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
3.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部分指标统计口径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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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粮食

#夏粮

秋粮

棉花

油料

#花生

蔬菜

#食用菌

水果

猪牛羊禽肉

奶类

禽蛋

水产品

生猪出栏

生猪存栏

羊存栏

计量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头

万头

万只

绝对数

497.8

236.0

261.8

2.6

14.6

14.5

795.2

54.8

40.7

50.8

18.6

39.8

30.4

365.4

203.0

130.1

比上年增长(%)

1.7

1.3

2.0

-3.3

1.4

0.8

2.8

3.1

4.1

7.2

3.4

3.8

4.0

3.3

-7.7

-9.4

产品名称

发电量

挖掘、铲土运输机械

变压器

通信及电子网络用电缆

电力电缆

石墨及碳素制品

橡胶轮胎外胎

烧碱(折100%)

纱

布

服装

机制纸及纸板

焦炭

白酒

啤酒

钢材

改装汽车

水泥

硅酸盐水泥熟料

计量单位

亿千瓦小时

台

万千伏安

万对千米

万千米

万吨

万条

万吨

万吨

亿米

万件

万吨

万吨

万千升

万千升

万吨

辆

万吨

万吨

绝对数

383.7

22399

548

0.7

8.6

32.6

1309.7

63.1

26

1.5

6526.8

608.6

569.8

0.9

13.4

17.1

29543

774.8

593

比上年增长
（%）

5.0

13.2

13.5

70.8

-5.3

-30.1

7.8

-5.8

-15.1

-12.6

-21.4

-0.6

7.8

10.0

22.7

30.7

47.2

-8.2

-6.7

指标名称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消费品价格指数

# 食品烟酒

粮食

鲜菜

畜肉

水产品

蛋

鲜果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及服务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2023年

99.5

100.4

99.0

99.0

100.5

93.5

89.5

102.2

99.8

102.1

100.6

100.0

100.1

96.9

101.0

100.4

103.4

指标名称

家用汽车

摩托车

助力车

洗衣机

电冰箱（柜）

微波炉

彩色电视机

空调

热水器

洗碗机

排油烟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计算机

照相机

中高档乐器

健身器材

单位

辆

辆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线

部

台

台

架

台

全体居民

64.1

9.5

132.2

97.8

99.0

29.0

96.8

152.2

94.0

2.2

66.0

1.1

224.5

38.7

4.3

2.2

2.6

城镇居民

69.4

3.6

131.7

95.7

97.8

34.0

94.6

164.4

96.3

2.6

82.3

1.6

220

43.2

5.3

3.6

3.9

农村居民

56.0

18.6

132.8

100.9

100.9

21.4

100.2

133.5

90.6

1.5

40.9

0.2

231.4

31.9

2.8

0.2

0.6
注：以上年同期为100。

每百户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情况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主要农产品产量
附表1 附表2 附表3 附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