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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受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全

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

指标增长有所放缓。

一、工业生产放缓，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

快增长

1-7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比1-6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1

位。全市35个行业大类中，有20个行业累计增加

值实现正增长。累计占比前十的行业中，酒、饮

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分别增长40.4%、36.8%、30.3%。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4.9%，居全省第8位；高技

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0.2%，居全省第9位；高

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下降2.8%,居全省第13位。

二、市场销售减少，基本生活类商品和网上

零售持续增长

1-7月份，全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36.3

亿元，同比下降2.8%，比1-6月份回落3.5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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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居全省第14位。从地区看，城镇消费129.2亿

元，下降2.6%；农村消费7.1亿元，下降5.1%。基

本生活类商品稳步增长，高于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增速4.7个百分点，其中，粮油食品类、饮料类、

日用品类分别增长17.6%、12.8%、0.6%。网上销

售持续发力，全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

额7.9亿元，同比增长11.3%，高于限上消费品零

售额增速14.1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工业和社会领

域投资增长较快

1-7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

比1-6月份回落5.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0位。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7.4%，第二产业投

资增长16.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2%。从重点

行业看，工业投资增长15.7%，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52.4%，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6.1%，民间投资增

长4.3%，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21.4%。

四、财税金融运行平稳，保障性支出进一步

加大

1-7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5.9亿元，

同比增长3.6%，比1-6月回落2.0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12位。其中，税收收入60.6亿元，同比下降

4.8%，占总收入比重60.9%。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302亿元，增长6.4%。其中，民生支出258.2

亿元，增长4.9%，占总支出比重为85.5%；一般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分别增长22.9%、12.8%、12.5%。7月末，全市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332.2亿元，增长13.7%。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974.1亿元，增长

15.8%。

五、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八大类指数温

和上涨

1-7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2.0%，同

比上涨2.0%，与全省持平。八大类指数温和上涨，

食品烟酒、衣着、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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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0.7%、2.2%、7.0%、

1.6%、0.5%、1.4%。7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比上涨0.6%。八大类指数“两涨五降一持平”，

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2.8%、0.1%；

居住指数与上月持平；衣着、交通和通信、教育

和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下

降0.6%、1.0%、0.3%、0.1%、0.6%。

总的来看，7月份疫情对全市经济运行造成

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内承压波动，并非

趋势性下滑，全市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韧性足、活力强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7月底疫情防控取得实质

性成效，稳定经济政策措施持续显效，经济运行

将逐步复苏回稳。下阶段，仍需要紧紧围绕全市

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稳增长工作力度，坚持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稳增长、调结

构、推改革，加快畅通经济循环，细化落实纾困

政策，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经济压舱石

作用，扎实稳住经济，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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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工业和社会领

域投资增长较快

1-7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

比1-6月份回落5.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0位。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7.4%，第二产业投

资增长16.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2%。从重点

行业看，工业投资增长15.7%，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52.4%，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6.1%，民间投资增

长4.3%，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21.4%。

四、财税金融运行平稳，保障性支出进一步

加大

1-7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5.9亿元，

同比增长3.6%，比1-6月回落2.0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12位。其中，税收收入60.6亿元，同比下降

4.8%，占总收入比重60.9%。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302亿元，增长6.4%。其中，民生支出258.2

亿元，增长4.9%，占总支出比重为85.5%；一般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分别增长22.9%、12.8%、12.5%。7月末，全市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332.2亿元，增长13.7%。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974.1亿元，增长

15.8%。

五、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八大类指数温

和上涨

1-7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2.0%，同

比上涨2.0%，与全省持平。八大类指数温和上涨，

食品烟酒、衣着、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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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0.7%、2.2%、7.0%、

1.6%、0.5%、1.4%。7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比上涨0.6%。八大类指数“两涨五降一持平”，

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分别上涨2.8%、0.1%；

居住指数与上月持平；衣着、交通和通信、教育

和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下

降0.6%、1.0%、0.3%、0.1%、0.6%。

总的来看，7月份疫情对全市经济运行造成

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内承压波动，并非

趋势性下滑，全市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韧性足、活力强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7月底疫情防控取得实质

性成效，稳定经济政策措施持续显效，经济运行

将逐步复苏回稳。下阶段，仍需要紧紧围绕全市

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稳增长工作力度，坚持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稳增长、调结

构、推改革，加快畅通经济循环，细化落实纾困

政策，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经济压舱石

作用，扎实稳住经济，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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