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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2 月全市商务运行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沂

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沂商城管委会、临沂综合保税区商务主管部

门，各县区省级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今年以来，全市商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

署，坚持疫情防控与商务运行两手同抓、统筹推进，全力以赴做

好严防控、保供给、稳运行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内贸流通 

1-2 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4.5 亿元、同比下

降 18.9%。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38.59 亿元、同比增长 11.2%、

全省排名第4，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79亿元、同比增长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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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贸易 

1-2 月份，全市实现进出口 93.5 亿元，同比下降 3.3%。其中，

出口 72.1 亿元，居全省第 6 位，占全省的比重为 5.2%，较去年

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出口降幅为 6.5%，居全省第 4 位，好于

全国 9.4 个百分点，好于全省 5.2 个百分点。进口 21.4 亿元，增

长 9.6%，居全省第 3 位。2 月份单月全市进出口 25.2 亿元，下

降 23.6%；出口 14.3 亿元，下降 42.9%；进口 10.9 亿元，增长

36.9%。 

从企业看，全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2082 家，较去年同期增

加 56 家，其中出口过亿元企业 10 家，进口过亿元的 5 家；新增

有实绩的进出口企业 578 家、贡献进出口额 92.8 亿元。从新业态

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 14.6 亿元、同比增长 0.8%，占全市

出口比重为 19%，较去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全市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出口 4.1 亿元、同比下降 28%。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

易进出口 60 亿元、同比下降 17.2%；加工贸易进出口 11.4 亿元、

同比增长 44.8%；临沂综合保税区一线进出口 9 亿元、同比增长

563.5%。从主要市场看，东盟、欧盟、中东为我市前三大贸易伙

伴，分别实现进出口 17.1 亿元、12.9 亿元、10.5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10.8%、-8.6%、10.1%；对美国进出口 8.2 亿元，下降 31.1%；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40 亿元、增长 12.2%。从出口

商品看，机电产品出口 13.6 亿元，下降 10.2%；农产品出口 7.1

亿元，下降 12.5%；化工产品出口 14.1 亿元，增长 21.5%；纺织

服装出口 7.2 亿元，下降 5.5%；木质板材出口 8.6 亿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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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轮胎出口 6.9 亿元，增长 31.4%；金属制品出口 6.9 亿元，

下降 15.1%；柳编制品出口 3.5 亿元，下降 13.1%。从进口商品

看，机电产品进口 2.8 亿元，下降 29.6%；塑料颗粒进口 2.6 亿

元，增长 28.5%；木薯干进口 2.4 亿元，增长 56.1%；花生进口

2.2 亿元，增长 238%；铁矿砂进口 1.8 亿元，增长 461%；橡胶

进口 1.7 亿元，增长 226.2%。 

三、利用外资 

1-2 月份，全市新备案外资项目 5 个；实际利用外资（FDI）

3043 万美元，居全省第 9 位，同比增长 361.76%，增幅居全省第

3 位。 

从新备案项目看，5 个项目均都来自亚洲，其中香港 4 个，

也门 1 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个，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和文

体娱乐业各 1 个；费县 2 个，罗庄区、高新区和沂水县各 1 个。

从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看，香港是我市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到位

外资 2884 万美元，占比 94.77%，台湾、也门分别到位外资 110

万美元和 25 万美元，韩国和荷兰分别到位外资 14 万美元和 10

万美元；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2838 万美元，占全市利用外资

额的 93.26%，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和

金融业分别利用外资 867 万美元、764 万美元和 1207 万美元，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 9 万美元和 196 万美元；

兰陵县到位外资 867 万美元，临港区、费县和经济区分别到位外

资 200 万美元、172 万美元、100 万美元，兰山区、罗庄区、河

东区、郯城县、沂水县、平邑县、莒南县、临沭县尚未有外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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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另有 1655 万美元去年到位外资今年新认定为 FDI。 

四、对外经济合作 

1-2 月份，我市 6 家企业实现对外实际投资额 2600 万元，下

降 81.5%。我市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149 万元，下降 80.2%。

下降原因主要是受国内和国外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企业在人员

外派、海外市场开拓、项目考察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重点项目情况，临沂奥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物投资 1305.7

万元，在安哥拉建设奥德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进；临沂

片山食品美国贸易公司投资 682.1 万元，在洛杉矶从事食品加工、

销售及婴幼儿食品、板材、钢材和五金等进出口贸易；临沂市布

恩饲料有限公司汇出资金 243.6 万元，在坦桑尼亚从事畜禽饲料

和其他与饲料相关的原料生产与销售。各县区要密切关注全球疫

情蔓延对我市境外企业的影响，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形成合力防

控疫情。 

附件： 

1、1-2 月各县区外经贸主要业务指标完成情况表 

2、对外贸易相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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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2 月全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情况统计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金额 同比% 比重% 金额 同比% 比重% 金额 同比% 比重% 

合    计 934976 -3.3 100.0 720690 -6.5 100.0 214286 9.6 100.0 

按企业性质划分 

国有企业 20498 -46.5 2.2 9907 -73.0 1.4 10591 523.9 4.9 

外资企业 126149 -17.1 13.5 80050 -25.5 11.1 46099 3.1 21.5 

民营企业 788329 1.6 84.3 630733 0.6 87.5 157596 5.7 73.5 

集体企业 3346 -35.8 0.4 3113 -36.0 0.4 233 -33.3 0.1 

私营企业 784542 1.8 83.9 627180 0.9 87.0 157363 5.8 73.4 

按贸易方式划分 

一般贸易 599562 -17.2 64.1 474493 -14.9 65.8 125069 -25.0 58.4 

加工贸易 114012 44.8 12.2 87640 41.0 12.2 26372 59.2 12.3 

来料加工   11209 -52.6 1.2 7094 -52.2 1.0 4115 -53.2 1.9 

进料加工  102803 86.7 11.0 80546 70.2 11.2 22257 186.7 10.4 

其他贸易 221402 35.5 23.7 158557 4.9 22.0 62845 409.1 29.3 

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进出口 
74633 320.8 8.0 12073 110.1 1.7 62559 421.9 29.2 

按大类商品划分 

机电产品 163578 -14.2 17.5 135615 -10.2 18.8 27963 -29.6 13.1 

化工产品 194489 39.3 20.8 141289 21.5 19.6 53200 127.9 24.8 

纺织服装 77395 -1.6 8.3 72287 -5.5 10.0 5108 143.5 2.4 

农 产 品 150492 38.8 16.1 70960 -12.5 9.9 79533 191.0 37.1 

轻工工艺品 92420 -3.3 9.9 88730 -2.4 12.3 3690 -20.6 1.7 

*高新技术  

产品 
6690 -48.9 0.7 4497 -49.9 0.6 2193 -46.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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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全市主要市场贸易情况统计表 

市场 
出口（万元） 进口（万元） 

金额 同比% 比重% 金额 同比% 比重% 

合  计 143143 -42.9 100.0 109258 36.9 100.0 

亚洲 72964 -30.3 51.0 55283 34.1 50.6 

香港 3706 195.2 2.6 20 -6.3 —— 

台澎金马关税区 2134 58.6 1.5 269 -45.8 0.3 

日本 9816 -31.2 6.9 2564 -27.6 2.4 

韩国 11069 -23.3 7.7 10506 -13.0 9.6 

东盟 24145 -22.8 16.9 30582 53.9 28.0 

印度尼西亚 3630 -53.9 2.5 907 -68.3 0.8 

马来西亚 2965 -2.7 2.1 1481 32.5 1.4 

新加坡 956 -27.9 0.7 235 43.3 0.2 

泰国 2451 1.6 1.7 27315 149.7 25.0 

南亚 7819 -59.1 5.5 3422 569.3 3.1 

印度 3890 -71.9 2.7 3060 532.8 2.8 

中东 12990 -47.8 9.1 7793 65.7 7.1 

阿联酋 1389 -61.4 1.0 —— —— —— 

非洲 11935 -56.2 8.3 8243 46.0 7.5 

南非 1120 -53.5 0.8 5595 178.1 5.1 

欧洲 25674 -49.9 17.9 11502 39.8 10.5 

欧盟 20312 -52.1 14.2 9669 22.1 8.9 

英国 4187 -35.1 2.9 98 2923.5 0.1 

德国 2424 -67.0 1.7 4050 -13.1 3.7 

荷兰 2683 -56.1 1.9 13 —— —— 

法国 2396 -25.8 1.7 268 4714.2 0.3 

意大利 1570 -57.9 1.1 319 -71.5 0.3 

俄罗斯 2942 -51.5 2.1 1731 513.1 1.6 

拉丁美洲 9333 -48.7 6.5 26800 170.0 24.5 

巴西 1265 -57.6 0.9 14509 602.6 13.3 

智利 994 -70.5 0.7 1005 -83.5 0.9 

北美洲 19128 -55.5 13.4 964 -53.0 0.9 

美国 16769 -57.0 11.7 562 -71.2 0.5 

加拿大 2359 -40.2 1.7 402 304.3 0.4 

大洋洲 4109 -34.4 2.9 6450 -49.3 5.9 

澳大利亚 3566 -32.5 2.5 235 -50.9 0.2 

*“一带一路”市场 54081 -40.7 37.8 44842 74.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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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全市主要出口商品统计表 

 

商品 出口额（万元） 同比（%） 
占全市出口  

比重（%） 

合计（全市） 720690 -6.5 100.0 

小计（二十类） 613219 -8.9 85.1 

木质板材 86384 -23.3 12.0 

轮胎 69425 31.4 9.6 

金属制品 69377 -15.1 9.6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48786 -18.9 6.8 

服装鞋帽 38122 19.6 5.3 

家具及其零件 37566 -2.6 5.2 

化工产品 36673 6.9 5.1 

柳编制品 34614 -13.1 4.8 

塑料制品 34475 13.2 4.8 

果蔬及制品 28374 -5.5 3.9 

花生及制品 20544 -8.6 2.9 

医药及卫生用品 20049 30.7 2.8 

工程机械 18197 -8.7 2.5 

园林机械 16342 -17.5 2.3 

日用陶瓷 11791 -19.4 1.6 

钢材 11182 -4.8 1.6 

电子产品 10973 -27.5 1.5 

建材产品 8921 -65.6 1.2 

罐头食品 7834 -16.6 1.1 

钻石 3592 -45.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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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全市主要进口商品统计表 

 

商品 出口额（万元） 同比（%） 
占全市出口   

比重（%） 

合计（全市） 214286 9.6 100.0 

小计（十八类） 165848 -10.2 77.4 

塑料原料 26431 28.5 12.3 

木薯干 24319 56.1 11.4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 21816 -37.8 10.2 

花生及制品 21609 238.0 10.1 

铁矿砂及其精矿 18362 460.9 8.6 

橡胶及制品 16547 226.2 7.7 

原木及木材 14384 -58.8 6.7 

醇类化工品 8093 38071.2 3.8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3358 20.3 1.6 

镍矿砂及镍金属 2389 -84.4 1.1 

水果及制品 2239 -38.7 1.1 

肉制品 1742 772.3 0.8 

电器及电子产品 1725 -6.7 0.8 

钻石 1593 -59.1 0.7 

红酒 405 72.9 0.2 

纯铜及铜废料 367 -98.8 0.2 

纸浆及纸制品 367 -90.8 0.2 

矿物燃料 102 -67.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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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抄送：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分管县区长，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

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临沂商城、临沂综合保税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分管主任，市直有关部门。 

本局：局领导，各科室、各单位。 

                                             共印 1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