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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临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临淄区统计局

（ 年 月 日）

年，是新世纪以来全区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异常繁重的发展任务，全区上下在区委的坚强

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

实科学发展观，着力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主动务实，

危中求进，全区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 ）

亿元，增长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增长 ，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增长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增长 。全区三次产业构成由上年的 ： ： 调整为

今年的 ，与 年相比，一产提高 个百分点，

二产下降 个百分点，三产提高 个百分点。

图一： 年 年临淄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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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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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下降

。其中，服务项目类价格下降 ，消费品价格下降 ，工

业品价格下降 。八大类价格呈“三涨五落”格局，食品价格上涨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居住分别上涨 和 ；烟酒及

用品类、衣着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类分别下降 、 、 、 和 。

图二：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跌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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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农业稳定健康发展。 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万元，比上年增长 。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夏粮生产受四

月份低温天气影响，单产仅达 公斤，比上年下降 ，总产

吨，下降 ，通过扩大秋粮种植面积，加大新品种、新技术推

广力度等措施，努力实现以秋补夏，以达全区粮食生产的稳定；全年

粮食播种面积达 亩，增长 ％ 总产量达到 吨，同比

略有下降，降幅 ％。

主要农产品产量 吨 如下

年 比上年

粮食总产量

其中：小麦

玉米

蔬菜

水果

主要畜产品产量 吨 如下：

年 比上年

肉类总产量

其中：猪、牛、羊肉产量

奶类总产量

禽蛋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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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渔业生产大幅萎缩。 全年共完成成

片造林 亩，增加 ％，育苗面积 亩，与上年持平，当

年零星植树 万株，增长 ％，森林覆盖率达 ％。水产养殖面

积 亩，水产品总产量 吨。

农村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年末，全区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千瓦，增长 ，其中排灌机械总动力 千瓦，同上

年持平；联合收获机年末拥有量 台，同上年持平，其中自走式

联合收获机 台，下降 ％；全年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时，

增长 ％，化肥使用量 吨，下降 ％，农用柴油使用量

吨，增长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吨，下降 ％，

地膜覆盖面积 亩，增长 。

工业运行回升向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区域口径 为

亿元，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亿元，同比增长 ，产销率达到 ，比上年提高 个百

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如下：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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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与建筑业



原煤 吨

纱 吨

塑料制品 吨

塑料薄膜 吨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泵 台

风机 台

酱油 吨

铁矿石原矿 吨

生铁 吨

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同比增

长 ，完成利润总额 亿元，同比增长 ，完成利税

润滑油 吨

软饮料 吨

水泥 吨

盐酸 吨

焦炭 吨

石油沥青 吨

机制纸及纸板 吨

服装 万件

饮料酒 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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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企业亏损面略有减小但亏损额加大，

年全区企业亏损面为 ％，比上年减少 个百分点，亏损

企业亏损额为 万元，较上年增长 ％。

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截止 年底，全区有资质的建筑企业

家，全年实现总产值 万元，增长 ，实现增加值

亿元，增长 。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亿

元，同比增长 。其中：第一产业投资 亿元，增长 ；

第二产业投资 亿元，增长 ；第三产业投资 亿元，增

长 。

全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 个，新开工项目 个，

竣工项目 个。

各类房屋竣工面积快速下降。全区各类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其中商品房住宅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同

比下降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

公路运输能力不断提高 年全区完成公路客运量 万

人，客运周转量 亿人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 ％和 ％；

四、固定资产投资

五、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业

。



公路货运量 万吨，货运周转量 亿吨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

％和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公里。

邮政电信业较快增长。邮电通信业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比上年增长 。年末全区程控交换机总容量达 万门 固

定电话用户达 万户 比上年减少 万户 下降 ，小灵通

用户达 户，比上年减少 户，减少 ％。随着生活质量

的不断提高，移动通讯及互联网发展较快，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达

万户，比上年增加 万户，同比增长 ；年末互联网用

户达 户，同比增长

旅游业平稳健康发展。全区旅游总收入达 亿元，增长 ，

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万人次，增长 。其中，国内游客

万人次，增长 ；国外游客 万人次，增长 。

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 亿

元，同比增长 。其中，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亿元，增长 ，

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亿元，同比增长 ％，住宿业实现零售

额 亿元，增长 ％，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亿元，增长

％，其他行业实现零售额 亿元，增长 ％。全区限额以

上企业实现零售额 亿元，增长 ，其中，限额以上批发业

3558 31.33

57.02 57.44 607.1

7594

16.8% 20 ;

9.55 , 2.74 , 22.29%

32515 4551 12.28

52.31 4.68 9.83%

52199 16.22%

11.3 10%

326.8 5% 321.1

4.32% 5.7 9.62%

122.83

18.75% 9.67 21.7%

79.79 18.94

1.09 19.98 29.65

17.52 2.63 15.91

37.77 27.86%

。

六、内、外贸易



实现零售额 亿元，增长 ；限额以上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亿元，增长 。

对外贸易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至年底进出口并未改变下降

格局，但降幅逐步收窄。 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比上年

下降 ，其中，出口总额 万美元 比上年下降 ，进

口总额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全年合同利用外资 万

美元，下降 ；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

财政、税收运行良好。 年全区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亿元，可比增长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亿元，

增长 。全年实现税收总收入 亿元，比上年增长 ，

其中国税收入 亿元，比上年增长 ，地税收入 亿

元，比上年增长 。

金融信贷支撑有力。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其中，企业存款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居民储蓄存款 亿元 比上年增长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为 亿元 比上年增长 。其中，短期贷款 亿

元，比上年增长 ％，中长期贷款 亿元，比上年增长 ％。

金融存贷比达到 ，是近年来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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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政、税收、金融

八、科学和教育

56.18%



科技事业成果丰硕。全年共完成新技术推广计划 项，农业开

发科技兴农计划 项，工业开发科技兴农计划 项，火炬计划项目

项，开发工业新产品 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全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共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亿元，增长 ，占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比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发明专

利授权数量 件，比上年增加 件。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学校 个，其中，

小学 个 普通中学 个 中等职业学校 个，特殊教育学校 个。

小学在校学生数 人，比上年减少 ％，年内小学招生人数

人，比上年增加 ％ 初中在校学生数 人，比上年增长 ，

年内初中招生人数 人，比上年减少 ％；高中在校学生数

人，比上年减少 ％，年内高中招生人数 人 比上年减

少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比上年增长 ％ 年内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 人，比上年增加 ％。

文化事业协调推进。年末全区有各种业余剧团 个，全年共演

出 多次；演出场所 个，全年演出 场次；公共图书馆 个，

文化馆 个，档案馆 个，馆藏书总量 万卷（册）；博物馆 个，

古车馆 个，馆藏文物 多件。全区有广播电台 座、电视台

座。自办广播节目 套、电视节目 套。广播电台日播出时间为

小时，电视台日播出时间为 小时。向全区传输模拟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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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18 20



35 186 12.25

6.4 100

26 (26 (

) 23.8%, 13 10 ,

1 1 2 1

( )2821 , 9.5%

( )2893 , 7.4%

2009 6 30

46700 17000

14000 8000 1

10 1

183.25 3975.26

45

6

2009 ,

10189.63 , 8909.72 40

套，数字电视节目 套。年末有线电视用户达 万户，其

中数字电视用户达 万户。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均达 ％。

卫生事业不断提高。年末全区拥有各类卫生机构 个 包括驻卫生事业不断提高。年末全区拥有各类卫生机构 个 包括驻

地企业 ，比上年增长 其中医院 个，卫生院 个 疾病控

制中心 处，妇幼保健院 处，口腔医院 处，卫生监督所 处；年

末全区拥有病床床位 包括驻地企业 张 比上年增长 ，专业

卫生技术人员 包括驻地企业 人 比上年增长 。

体育事业开创新局面。为迎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

年 月 日完成了临淄区齐都文化体育城高标准场地改造建设

工程。该工程占地 平方米，容纳观众 人，共铺设塑胶

平方米，种植草坪 平方米，建设有高标准足球场 处，

标准塑胶跑道 条，电子大屏幕 处，高档音响一套，设有一流的

安保监控设施、消防设施，高档的运动员、裁判员休息室、会议室，

新闻发布间，网络机房室，电视转播室。在淄博市市运会中，我区共

获得金牌 枚，位列全市第三名，团体总分 分 ，位列

全市第二名。全年共组织举办大型群众体育活动及体育培训 项，

直接参与人数达 万多人次。

城市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年 临淄区城建工程计划总投

资 万元 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年末建成区面积

    

十、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 平方公里，年末本区城市道路长度

公里，本区城市排水管道总长度 公里，比上年增加 公里，本区

城区路灯 盏，比上年增加 盏。全区共有污水处理厂 家

污水处理率达到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万平方米 全

年生活垃圾清运量 万吨，粪便清运量 万吨。集中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自来水普及率 园林绿地面积 公顷，比

上年增加 公顷，增长 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公顷

比上年增加 公顷，增长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公

顷 比上年增长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大。 年全区共取缔关闭违法生产业户

家（下达告诫书 份），其中：取缔土小企业 家，取缔非法化工储

存业户 家（化工存储罐 个）。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元，比上年增加 元 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为 元，比上年增加 元 增长 ％ 其中 食品支

出 元 比上年增加 元 增长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平方米。

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元 比上年增加 元 增长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比上年增加 元 增长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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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中 食品支出 元 比上年减少 元 同比下降 。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为 。年末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 平方米。

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年末每百户城乡

居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如下

城镇居民家庭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每百户拥有 比去年增减

摩托车 辆

助力车 辆

家用汽车 辆

洗衣机 台

电冰箱 台

彩色电视机 台

家用电脑 台

组合音响 套

摄像机 架

照相机 架

钢琴 架

其它中高档乐器 件

微波炉 台

, 1736 , 186 , 9.67%

33.6% 38.82

0.06

:

23.33 3.33

16.67 3.34

20 0

100 3.33

106.67 0

106.67 3.34

86.67 3.34

20 -6.67

6.67 3.34

70 10

3.33 0

6.67 -6.66

50 -3.33



空调器 台

淋浴热水器 台

消毒碗柜 台

健身器材 套

固定电话 部

移动电话 部

农村居民家庭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每百户拥有 比去年增减

洗衣机 台

电冰箱 台

空调机 台

抽油烟机 台

吸尘器 台

微波炉 台

热水器 台

自行车 辆

摩托车 台

汽车 生活用 台

固定电话机 部

120 -10

93.33 3.33

3.33 0

3.33 0

93.33 3.33

183.33 13.33

   

  

95.00 0

93.00 13

  26.00 4

  55.00 8

  4.00 -8

  31.00 -3

  61.00 11

  201.00 31

  97.00 -1

  ( ) 7.00 0

  78.00 -19



  188.00 35

  119.00 2

  3.00 0

  77.00 3

  38.00 3

  32.00 7

  2.00 0

48843 2.8 141328

12.5 29119

2379 , 8.9

4024 4286

6.63 1.32 ,

7.06 0.68 -0.43

2 , 98.43 63.1%,

80.71 % 89.63% 19.53

60.82 0.22 31.47

0.06

2009

8.03 18302

31822 13968 9924

移动电话 部

彩色电视机 台

摄像机 台

影碟机 台

照相机 架

家用计算机 台

中高档乐器 件

城镇职工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年末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为

人，比上年增长 ％，全年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 万元，

比上年增长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元，比上年增加

元 增长 ％。

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年内出生人口 人，死亡人口

人，人口出生率 ‰，比上年下降 个千分点 人口死亡率

‰，比上年增长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 ‰，比上

年下降 个千分点 计划生育率 ％，晚婚率 晚育率

，节育率 。年末全区总户数达到 万户，总人口

万人，比上年增加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万人，

比上年增加 万人。

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年全区参加企业养老保险人

数达 万人，比去年净增 人，共收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万元，发放 万元，办理各种退休 人；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职工达 万人，共收缴养老保险费 万

元，为 名离退休人员发放 万元；全区失业保险参保职工

万人，共征收失业保险费 万元，全年为 名失业职工

发放失业金 万元；工伤保险参保职工 万人，其中农民工

参保 万人，收缴工伤保险费 万元，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万元。生育保险参保职工 万人，收缴生育保险金 万元，

支出 万元。

就业形势良好。 年全区实现新增就业再就业 人，完

成市计划的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

安全生产工作受到各级的重视。 年，临淄区以“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年”活动为主线，扎实开展“打非、治违、抓责任”三项行

动，全区共发生各类事故 起，死亡 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下降 和 。累计检查企业单位 家次，查处隐患

条，停产整顿 家，收缴押金 万元，行政处罚 万元，关闭取

缔企业 家 积极推广入保安全生产责任险 家。

注：国内生产总值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绝对数是按现价计

算，增速按不变价计算。

1.23 11140 

4285 10985

6.95 2458 2427

692 5.97

2.53 986 916

4.85 579

495 

2009 21450

195% 1.90 %

2009

396 51 ,

22.96% 7.27% 4675 6137

52 89 191

35 ,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