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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沂 市 发 电 
 

发电单位  临沂市商务局                    签批   张洪永 

等级     ·明电                    临商务明电〔2020〕8 号 

 

 
关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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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39.2 亿元、同比下

降 7.3%。1-8 月，全市网络零售额 215.71 亿元，居全省第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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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8.79%。1-8 月，全市共举办各类会展活动 73 个，其中

展览活动 42 个，论坛节庆活动 31个。各类展览活动共计展位数

4.07万个，参展企业 1.32万家，展出总面积 81.2万平方米，实

现展会交易额 128.6 亿元。 

二、对外贸易 

1-8 月份，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 626.3 亿元、居全省第 8 位，

同比增长 27.6%、居全省第 3 位，高于全国 28.2 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 26.1 个百分点。出口完成 525.3 亿元、居全省第 5 位，增长

27.8%、居全省第 2 位，高于全国 27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21.9

个百分点。进口完成 101 亿元、居全省 13 位，增长 26.6%、居

全省第 3 位，高于全国 28.9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30.4 个百分点。

8 月当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完成 110.1 亿元、96.7 亿元、

13.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0.8%、77.5%、-4.4%。 

一是新兴外贸企业成为重要增长因素。1-8 月份全市有进出

口实绩企业 3066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297 家，其中过亿元企业

126 家。新增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785 家、贡献进出口额 169 亿

元。 

二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拉动出口快速增长。1-8 月份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出口 187.2 亿元、同比增长 61.5%，拉动全市出口增

长 17.3 个百分点，占全市出口比重为 35.6%，较去年同期提高

7.5个百分点。一般贸易进出口349.7亿元，增长9.5%，占比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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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进出口 52.2 亿元，增长 31.7%，占比 8.3%。 

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最大贸易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为最大贸易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临沂市第 1 大贸易市场,

进出口 2249 亿元,增长 242.9%,占 35.9%,下滑 1 个百分点;韩国为

临沂市第 2 大贸易市场,进出口 149 亿元,增长 1 倍,占 23.8%,提升

8.8 个百分点;东盟为临沂市第 3 大贸易市场,进出口 102.9 亿元,

增长 29.2%,占 16.4%,提升 0.2 个百分点;欧盟为临沂市第 4 大贸易

市场,进出口 59 亿元,增长 4.5%,占 9.4%，下滑 2.1 个百分点;美国

为临沂市第 5 大贸易市场,进出口 51.7 亿元,下降 3.8%,占 8.3%,下

滑 2.7 个百分点。 

四是化工产品和纺织服装出口快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 165.3 亿元，增长 68.1%,占出口总值的 31.5%,提升 7.5 个百分

点,拉动出口增长 16.3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 138 亿元,增长

22.2%,占出口总值的 26.3%,下滑 1.2 个百分点,拉动出口增长 6.1

个百分点。胶合板及类似多层板出口 39.7 亿元,增长 7%,占出口

总值的 7.6%,下滑 1.5 个百分点,拉动出口增长 0.6 个百分点。橡

胶轮胎出口 38.7 亿元,增长 10.8%，占出口总值的 7.4%,下滑 1.1

个百分点,拉动出口增长 0.9 个百分点。农产品出口 36.5 亿元,增

长 11.9%,占出口总值的 6.9%,下滑 1 个百分点,拉动出口增长 0.9

个百分点。 

五是大宗商品进口大幅增长。大宗商品(14 类)进口 4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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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0.5%,占进口总值的 42.8%,提升 1.3 个百分点，拉动进口增

长 12.7 个百分点。农产品进口 29.2 亿元,增长 85.1%,占进口总值

的 28.9%,提升 9.1 个百分点,拉动进口增长 16.8 个百分点。机电

产品进口 17 亿元,增长 14.6%,占进口总值的 16.9%,下滑 1.8 个百

分点,拉动进口增长 2.7 个百分点。初级形状的塑料进口 13.4 亿元,

增长 22.6%,占进口总值的 13.3%,下滑 0.4个百分点,拉动进口增长

3.1 个百分点。 

三、利用外资 

1-8 月份，全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77 个，同比增长 37.50%；

实际利用外资（FDI）39264 万美元，在全省排名第七位；同比

增长 809.73%，在全省排名第一位。 

从新备案项目看： 

投资国别。63 个项目来自亚洲，其中香港 42 个，台湾 8 个，

韩国 6 个，新加坡、日本各 2 个，也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各

1 个。此外，7 个项目来自于大洋洲（澳大利亚 5 个，新西兰、

马绍尔群岛各 1 个），3 个来自于投资性公司，欧洲（英国、白

俄罗斯各 1 个）、北美洲投资项目各 2 个（美国、加拿大各 1 个）。 

投资行业。第一产业 5 个；第二产 22 个；第三产业 50 个，

其中批发零售业 20 个，房地产业 8 个，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技推广

与应用服务业各 4 个，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2 个，水利、环境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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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各 1

个。 

县区分布。罗庄区 11 个，高新区、蒙阴县各 8 个，郯城县 7

个，费县、经济区各 6 个，综保区 5 个，兰山区、河东区、沂水

县、临沭县、平邑县各 4 个，临港区 3 个，沂南县 2 个，兰陵县

1 个，莒南县尚未有新备案企业。 

从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看： 

外资来源。前三位的外资来源地分别是香港、英属维尔京群

岛、澳大利亚，累计到位外资 35820 万美元，占全市利用外资额

的 91.23%。其中香港是我市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到位外资

30141 万美元，占累计利用外资额的 76.76%，英属维尔京群岛到

位外资 4070 万美元，占累计利用外资额的 10.37%，澳大利亚到

位外资 1609 万美元，占累计利用额的 4.10%。 

到位行业。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102 万美元。占全市利用

外资额的 0.26%；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14980 万美元，占全市

利用外资额的 38.15%，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 13751 万美元，电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利用外资 1229 万美元。第三产业

实际利用外资 24182 万美元，占全市利用外资额的 61.59%。 

县区情况。各县区利用外资全部实现了零的突破。利用外资

过千万美元的县区有 11 个，其中过五千万美元的县区有 2 个，

分别是临港区 5483 万美元，罗庄区 5345 万美元；其他，高新区



 

 

 - 6 - 

4659 万美元，兰山区利用外资 4192 万美元，经济区 2634 万美元，

费县 2420 万美元，郯城县 2312 万美元，莒南县 2061 万美元，

临沭县 2000 万美元，综保区 1903 万美元，兰陵县 1223 万美元。

利用外资低于千万美元的县区有沂南县 728 万美元，平邑县 598

万美元，河东区 497 万美元，沂水县 379 万美元，蒙阴县 101 万

美元。 

四、对外经济合作 

1-8 月份，我市 11 家企业实现对外实际投资，对外实际投资

额 10022.2 万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 7 个，

对外实际投资额 8298.4 万元，占 82.8%。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12690 万元，完成营业额 51564 万元。外派各类劳务 41 人。 

8 月份，对外实际投资 164.2 万元。重点包括：山东鹤洋木

业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圣鹤木制品有限公司，从事胶合

板、硬质纤维板、刨花板、家具、胶水等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临沂

市双盛木业有限公司在加蓬合资设立加蓬双盛木业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胶合板及木皮、木方、家俱、甲醛等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9128 万元，重点推进在喀麦隆雅文德

火车站天桥附近商住楼项目和雅文德 BASTOS 区公寓楼二期项

目。 

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境外企业和外派劳务人员疫情防控和安

全风险防范工作，指导企业结合项目所在地有关疫情防控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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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危机应对管理方案和应急预案，降低境

外疫情及安全事故发生风险。 

 

附件： 

1、1-8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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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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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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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871 27.6 100.0 5252948 27.8 100.0 1009924 26.6 100.0 

按企业性质划分 

国有企业 73942 -59.2 1.2 49014 -71.0 0.9 24928 106.5 2.5 

外资企业 611122 -1.8 9.8 435478 -7.0 8.3 175645 14.1 17.4 

民营企业 5577807 35.9 89.1 4768456 37.3 90.8 809351 28.2 80.1 

集体企业 16352 -18.5 0.3 16008 -17.1 0.3 344 -54.2 —— 

私营企业 5558186 36.2 88.8 4749179 37.6 90.4 809006 28.3 80.1 

按贸易方式划分 

一般贸易 3496985 9.5 55.8 2888494 11.7 55.0 608490 -0.1 60.3 

加工贸易 521853 31.7 8.3 434343 38.4 8.3 87510 6.1 8.7 

来料加工   56603 -37.4 0.9 34311 -35.0 0.7 22291 -40.9 2.2 

进料加工  465250 52.1 7.4 400032 53.2 7.6 65218 45.6 6.5 

其他贸易 2244034 70.6 35.8 1930110 59.6 36.7 313924 196.0 31.1 

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   

进出口 

370750 138.0 5.9 57915 14.2 1.1 312835 197.8 31.0 

按大类商品划分 

机电产品 1189681 25.7 19.0 1018888 27.8 19.4 170793 14.3 16.9 

化工产品 990778 23.5 15.8 795214 20.1 15.1 195563 39.6 19.4 

纺织服装 904194 58.5 14.4 895491 58.8 17.1 8703 30.9 0.9 

农 产 品 655687 35.7 10.5 364620 11.9 6.9 291067 85.1 28.8 

轻工艺品 877685 57.9 14.0 854916 58.4 16.3 22769 41.0 2.3 

*高新技

术产品 
72194 17.2 1.2 56602 39.5 1.1 15593 -25.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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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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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2948 27.8 100.0 1009924 26.6 100.0 

亚洲 3093767 44.2 58.9 540935 38.6 53.6 

香港 42486 37.1 0.8 1085 190.0 0.1 

台澎金马关税区 44097 37.7 0.8 7122 50.9 0.7 

日本 174782 2.8 3.3 30591 38.6 3.0 

韩国 1395565 113.8 26.6 94543 14.7 9.4 

东盟 782821 28.2 14.9 245782 32.4 24.3 

印度尼西亚 109405 17.8 2.1 26467 -39.8 2.6 

马来西亚 105199 64.8 2.0 10230 133.5 1.0 

新加坡 28590 72.6 0.5 5581 218.0 0.6 

泰国 103503 56.6 2.0 141081 21.6 14.0 

南亚 199382 -20.1 3.8 33712 147.6 3.3 

印度 122314 -25.2 2.3 27997 160.7 2.8 

中东 448211 13.7 8.5 130615 59.5 12.9 

阿联酋 82714 -1.0 1.6 8846 85.1 0.9 

非洲 459987 17.1 8.8 57768 0.6 5.7 

南非 43013 7.2 0.8 7204 -60.8 0.7 

欧洲 776687 12.6 14.8 217910 82.9 21.6 

欧盟 506727 11.1 9.7 83166 -23.1 8.2 

英国 —— —— —— —— —— —— 

德国 96109 18.4 1.8 32175 -23.6 3.2 

荷兰 84429 13.1 1.6 2798 1123.1 0.3 

法国 50511 25.3 1.0 2642 35.5 0.3 

意大利 52160 14.6 1.0 2450 -50.3 0.2 

俄罗斯 90114 -7.2 1.7 78676 996.1 7.8 

拉丁美洲 262395 9.4 5.0 90841 27.4 9.0 

巴西 42414 19.5 0.8 48915 54.1 4.8 

智利 26427 -10.8 0.5 6939 -65.9 0.7 

北美洲 558044 -0.6 10.6 41287 -0.4 4.1 

美国 483684 -3.4 9.2 33090 -9.2 3.3 

加拿大 74360 22.7 1.4 8197 63.2 0.8 

大洋洲 102068 28.0 1.9 61041 -48.2 6.0 

澳大利亚 83291 28.1 1.6 20856 -44.5 2.1 

*“一带一路”市场 1700702 12.9 32.4 548301 79.9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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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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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2948 27.8 100.0 

小计（二十类） 4330984 22.9 82.5 

服装鞋帽 701106 93.6 13.4 

木质板材 536648 0.9 10.2 

金属制品 429135 3.6 8.2 

轮胎 381057 10.3 7.3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368847 23.1 7.0 

塑料制品 358934 82.9 6.8 

家具及其零件 238954 30.5 4.6 

化工产品 196405 27.7 3.7 

柳编制品 170637 2.2 3.3 

果蔬及制品 142267 10.8 2.7 

电子产品 129297 62.9 2.5 

建材产品 121009 8.8 2.3 

园林机械 104972 17.8 2.0 

工程机械 98682 -14.5 1.9 

医药及卫生用品 93572 27.5 1.8 

花生及制品 88827 9.9 1.7 

钢材 72315 6.2 1.4 

日用陶瓷 46363 -30.1 0.9 

罐头食品 39526 12.5 0.8 

钻石 12434 -47.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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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全市主要进口商品统计表 

 

商品 进口额（万元） 同比（%） 
占全市进口   

比重（%） 

合计（全市） 1009924 26.6 100.0 

小计（十九类） 861006 17.3 85.3 

塑料原料 135792 19.6 13.5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 131483 -0.8 13.0 

矿物燃料 107216 7558.5 10.6 

木薯干 95182 9.7 9.4 

花生及制品 92031 153.7 9.1 

原木及木材 64465 -42.1 6.4 

橡胶及制品 51672 86.7 5.1 

镍矿砂及镍金属 49166 17.6 4.9 

铁矿砂及其精矿 37489 -26.9 3.7 

电器及电子产品 17248 133.1 1.7 

水果及制品 15694 19.8 1.6 

醇类化工品 15532 102.9 1.5 

纸浆及纸制品 13669 13.3 1.4 

钻石 8944 -55.6 0.9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7737 -7.8 0.8 

纯铜及铜废料 7426 -87.2 0.7 

肉制品 6941 126.0 0.7 

红酒 1883 21.4 0.2 

棉花 1437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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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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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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