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内容 经济活动
分析报告(优质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内容篇一

一、概述

（一）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涵义和作用

1、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涵义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是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常用的一种专业
文书，简称“经济活动分析”，又称“经济活动总
评”、“××状况分析”、“××情况说明”等。它是以科
学的经济理论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为依据，根据
计划指标、会计核算、统计工作的报表和调查研究掌握的情
况与资料，对本部门或有关单位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活动状况
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评估，找出成绩和问题，
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求改进方法，指导经营管理而写成
的书面报告。

2、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作用

（1）总结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2）了解情况，加强法制，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

（3）掌握规律，预测未来，有助于正确决策



（二）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特点和种类

1、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特点

（1）科学性

（2）及时性

（3）指导性

2、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种类

按照经济活动的时限来分，可分为长期、中期、短期分析报
告。按部门行业划分，有工业经济活动分析、农业经济活动
分析、商业经济活动分析等。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种：

（1）全面分析报告

又称系统分析报告或综合分析报告。这种分析报告是把某一
部门或某一单位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根据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后所写出的书面报告。

（2）专题分析报告

专题分析报告一般是根据当前的中心工作，对经济活动中某
个突出的专项问题，或业务上的重大变化以及工作中的薄弱
环节和关键问题等，单独进行分析后所写出的书面报告。

（3）简要分析报告

简要分析报告多用于基层单位，一般是围绕几个财务指标、
计划指标，或抓住一两个重点进行分析，以观察经济活动的
趋势和工作进程。



（4）财务分析报告 财务分析报告又叫财务状况说明书，它
是反映企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总结性书面文件，
包括财务报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即财务分析报告）。

（三）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与其他相似文体的异同

1、与调查报告的异同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与调查报告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为：

第一，时间要求有所不同。

第二，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第三，表述方式有所不同。

第四，人称的使用有所不同。

2、与市场预测报告的异同

其区别在于内宾的侧重点不同：分析报告侧重于对过去和当
前的经济活动的分析，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改进建议；而预测
报告则侧重于未来，对过去和当前的经济活动的进行分析、
综合与比较，都是为了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二、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写作要领

（一）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结构大体上包括标题、正文、落款及日
期几部分。

1、标题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标题比较灵活，经常使用的主要有两种



形式：

（1）报告式标题

报告式标题又称完整式标题。使用这类标题的分析报告往往
带有汇报性质，即下属单位向主管或指导部门汇报情况，有
特定的行文关系，标题常与行政公文中“报告”的标题相似。

（2）论文式标题

论文式标题又称简要式标题。这类标题与论文的标题相似，
常用于在报刊上发表的分析报告。从新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读者阅读报刊上的文章。这类分析报告的标题，常常是一个
观点鲜明的判断句，用以表明分析报告的主要内容，或建议
和倾向性意见。

2、正文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是一种数据和文字有机结合的文书，它以
指标数据为表述依据，同时也要用文字展现单纯用数据无法
表达的情况。它的基本格式一般包括基本情况、评估分析、
意见或建议三个部分。

（1）基本情况

（2）评估分析

（3）意见或建议

3、落款及日期

在正文的右下方（称为“下落款”）写明报告单位的名称。
落款下面注明写作日期，以备查考。如果标题中注明了单位
名称，或在标题下的居中处（称为“上落款”）写出了单位
名称。



（二）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写作要求

1、要充分占有“活”的材料

2、分析要有全局观念

3、提出的建议和改进措施要具体可行

4、要及时完成报告

三、常用的分析方法

撰写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常用的分析方法有：比较分析法、因
素分析法、预测分析法、综合分析法、调查分析法等。

（一）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也叫对比分析法、指标分析法。它是将两个以
上具有可比性（即时间、内容、项目、条件同一）的数字加
以对比，并根据对比的结果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状况的一种方
法。

运用比较分析法，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进行：

1、比计划

2、比历史

3、比先进

（二）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又叫连锁替代法。通过对各种数字资料的对比
分析，找到了差距，揭露了矛盾，接着就要寻找差距和矛盾
产生的原因，而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常同多种因素有关。



运用因素分析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1、抓主导因素，作重点分析

2、抓倾向性因素，作预测性分析

3、抓主观因素，也抓客观因素

（三）预测分析法

预测分析法，也叫趋势分析法或动态分析法。它是通过对经
济活动发展趋势的动态分析，从数量方面来研究某一经济现
象产生、变化的情况与未来前景的方法。

预测分析法大致有如下三种：一是统计分析法；二是经验预
测法；三是计划预测法。

（四）综合分析法 综合分析法又称综合评价法。

综合分析法又称综合评价法。它是对各项指标的执行情况进
行综合对比、计算和评价，从整体上权衡利弊得失，全面判
断经济效益，然后提出高效、低效、无效或者最佳、一般、
低劣等综合性评议或选择建议的一种方法。

（五）调查分析法

这是通过个别交谈、集体座谈等方式，听取广大群众意见，
收集必要的数据资料和大量可靠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分析研究，对指标数据的分析结果加以验证、纠正或补
充的方法。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内容篇二

同志们：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集团公司上半年经济活动情况。

上半年集团公司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电力生产和基建安全形势总体良好。

上半年，未发生电力生产、基建人身死亡事故和群伤事故，
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未发生责任性重大设备事故，未发生
垮坝和水淹厂房事故，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发电生产
人身重伤事故1次，同比增加1次；发生一般设备事故2次，同
比减少7次；发生设备一类障碍77次，同比减少48次；发生非
计划停运108次，同比减少135次。

（二）在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下，充分挖掘现有机组潜力，克
服煤炭供需矛盾突出和南方来水偏枯等不利因素影响，发电
量和售电量保持稳步增长。

上半年，集团公司发电量637.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4%，
完成全年计划的50.49%。其中：火电537.48亿千瓦时，占总
发电量的84.26%，同比增长4.97%；水电100.43亿千瓦时，占
总发电量的15.74%，同比增长10.75%。

从区域来看，华北地区的发电量占集团公司总发电量
的`20.45%，同比增长6.55%；东北地区占16.5%，同比增
长7.82%；华东地区占31.4%，同比增长1.48%；华中地区
占23.21%，同比降低3.03%；西北地区占8.45%，同比增
长65.28%。

火电机组利用小时进一步提高。上半年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
时达3167小时，同比增加130小时。比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
小时高出207小时。

水电来水呈现“北丰南枯”态势。福建、江西、湖南由于降
水量少，来水相对偏枯，发电量均有所下降。福建减少2.51



亿千瓦时，同比降低43.36%；江西减少2.26亿千瓦时，同比
降低64.51%；湖南减少7.05亿千瓦时，同比降低15.12%。西
北地区的青海、甘肃、宁夏来水较好，发电量增加21.28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65.28%。

新投产机组对发电量增长贡献较大。新投产机组发电量11.37
亿千瓦时，占发电量增量的32.3%，为缓解电力供需矛盾和发
电量稳步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半年，售电量增长速度高于发电量增长。集团公司售电
量593.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93%。其中：火电493.78亿千
瓦时，水电99.27亿千瓦时。

（三）供电煤耗和综合厂用电率均有下降，节能降耗工作取
得成效。

上半年，集团公司综合厂用电率7.03%，同比下降0.43个百分
点。其中：火电8.13%，同比下降0.33个百分点；水电1.16%，
同比下降0.62个百分点。

上半年，集团公司供电煤耗366.74克/千瓦时，同比下降1.04
克/千瓦时。

（四）销售收入增长幅度高于电量增长。售电量的增加和火
电售电单价的提高推动了电力收入的增长。

上半年，集团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37.87亿元，同比增
长10.11%，与预算执行进度基本同步。其中：电力销售收
入132.76亿元，占总销售收入的96.29%，同比增长9.97%；热
力销售收入3.74亿元，占总销售收入的2.71%，同比增
长7.65%。

电力收入中，火电114.1亿元，占电力收入的85.95%，同比增
长10.39%；水电18.65亿元，占电力收入的14.05%，同比增



长7.47%。电力收入增加中，七成来自于电量增长，三成来自
于电价提高。

上半年，平均售电价格226.13元/千千瓦时，同比提高6.03
元/千千瓦时。其中：火电受7厘钱调价和电价矛盾疏导作用
影响，售电均价同比提高8.93元/千千瓦时。水电因价格相对
较低的黄河上游电量比例升高，售电均价同比下降7.01元/千
千瓦时。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内容篇三

今年以来，桃源经济在内需的有力拉动下，宏观经济继续在
较高的增长平台上运行。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实现桃源县生
产总值36.16亿元，同比增长10.8%。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
值10.89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11.45亿元，
增长14.3%；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13.87亿元，增长14.5%。三
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结构由上年同期的32.4:33.1:34.6,
调整为30.1:31.7:38.2，二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
增大。

1、农村经济形势看好，新农村建设有序推进。今年来，全县
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和国家省市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强化农业产业化建设
为重点，大力实施“产业富民”战略，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体现在：
一是春收作物喜获丰收。据统计，今年全县油菜籽实收面
积69.85万亩，总产量8.2万吨，比上年增产0.64万吨，增
速8.4%；春粮播种面积3.58万亩，总产量5261吨，比上年增
产1123吨，增速27.1%；春茶产量吨，比上年增产300吨，增
长17.6%。二是养殖业总体形势良好。上半年共出栏肉猪40.3
万头，同比略有下降；出栏肉牛2.78万头，增长0.4%；出栏



羊32.4万只，增长1.3%；家禽出笼879万羽，增长0.8%；禽蛋
和水产品产量分别达19840吨和9900吨，分别增长1.1%和1.0%。
由于上半年肉禽蛋价格猛涨，农民从中得到更多效益,也进一
步激发了农民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三是粮食生产得到巩固
提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民“两补”政策的全面实施和
对粮食的保护性收购，以及县内粮食加工企业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粮食的加工转化率进一步提高,粮食的销路也进一步畅
通。桃源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高涨，他们以科学种田为依托，
以提高机械化作业为手段，以推广使用高产优质稻为重点，
以增加复种指数为突破口，以增产增收为目的，全县粮食生
产迎来了又一次高潮。全县夏粮播种面积112.8万亩，比上年
增加3.7万亩，增幅为3.3%，预计夏粮总产45.12万吨，比上
年增产2.92万吨，增幅为6.9%。桃源县新农村建设在县委县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序推进，主要工作有：一是推进了基础
建设。主要是在公路建设、水利建设、沼气建设、安全饮水、
农网改造等方面成效显著。二是扩张了特色产业。全县已形
成了果、茶、竹、畜4大特色优势产业。今年新发展水果2.2
万亩，楠竹0.5万亩，繁育大叶茶种苗160亩（可移栽6000
亩），新发展蛋鸡养殖大户120户等。三是突出了示范建设。
全县共启动了5个示范乡镇和105个示范村建设。各示范乡镇
和示范村按照“十有”、“五通”的要求，有序推进了主导
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
各项工作。四是强化了争项争资。全县已争得国家投资项
目19个，落实项目资金3500万元，正在申报的项目有33项，
申报资金1.7亿元。

2、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今年来，县委县
政府牢牢把握“工业兴县”战略，全县工业经济得到了长足
发展。上半年，全县共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0.46亿元，
增加值5.52亿元，增长18.0%。上半年桃源县工业运行的主要
特点：一是农村工业增长较快。上半年共完成农村工业产
值17.19亿元，增加值4.82亿元，增长19.9%，高于全县平均
水平1.9个百分点。二是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桃源县自创元
铝业落户桃源以来，轻重工业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轻重



工业比重由的48:52调整为的25:75。今年元—6月，轻工业完
成增加值0.94亿元，同比增长11.6%，而重工业完成增加
值4.58亿元，同比增长19.3%。三是销售收入、利润、税收同
步增长。元—5月全县规上工业实现销售收入15.63亿元，同
比增长33.0%；实现利润1.37亿元，增长2.2倍；完成税
收0.59亿元，增长2.8倍。四是项目扩改的工业企业增多、完
成进度快，发展后劲明显增强。今年来全县先后有创元二
期21万吨电解铝、湘鲁万福、林宏锅炉、科辉墙材、洞天竹
业、磊鑫科技、杰新纺织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进行扩建和技术
改造，到5月底共完成扩改投入4.5亿元，同比增长1.6倍，这
批扩改项目投产后将大大提升桃源工业的发展后劲。

3、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今年上半年，桃源县第三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增长速度达14.3%，高出上年1.6个百分点。
桃源县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措施得力,主要措施有:一是加大调度力度。县三产办
对全县第三产业工作进行一季一督查,半年一小结,一年一总
结,并对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随时
调度；二是强化目标管理。将全县三产业发展指标进行量化、
细化,纳入全县年度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三是增加资金投入。
首先是政府增加对三产业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工作经
费；其次是鼓励引导金融部门为三产业发展提供低息贷款；
再次出台优惠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兴办三产业实体。另一方
面，得益于有一个良好的三产业发展环境。既有硬环境的改
善，又有软环境的优化。增长较快的行业有交通运输电信业、
批发与零售业、餐饮业、旅游业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等。

1、投资需求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全县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今年以来，桃源县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元—6月，共完成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同比增
长1.5倍，其中，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7.05亿元，增长1.6
倍；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41亿元，增长1.4倍。

2、消费需求稳中趋旺，成为拉动全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观念逐步更新，人们的'
消费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居民消费由过去的传统消费向
多元消费转变，休闲消费、时尚消费、保健消费等已逐渐为
人们所推崇，桃源各大超市、商场、娱乐场所及餐馆酒楼等
生意火爆。尤其是以住房、汽车、通讯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现
代化消费已经形成，消费不断升级。上半年，全县共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5亿元，增长15.7%。

3、外贸出口稳中有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今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一些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政策对外贸
出口有诸多制约，但作为连续三年保持全省出口10强的桃源
县来说，今年外贸出口仍然保持较快较好的发展势头。元—5
月，全县完成外贸出口900万美元，同比增长25.1%。到目前
为止，全县已有外贸出口权的企业达8家，比去年新增2家。

在全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经济运行质量依然较高，
经济景气呈良性状态，真正体现了桃源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具体体现在：

1、财政收入增长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来，桃源县财政收入
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收入增幅快。上半年完成财政总收
入17533万元，同比增长28.4%，完成一般预算收入13011万元，
增长19.7%；二是税收比重大。从前6个月入库的财政收入中，
税收收入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68.3%，高出上年同
期9.2个百分点；三是重点企业贡献多。创元铝业自落户桃源
后，对桃源县的财政收入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该企业
元—5月入库税金7957万元，其中县级收入2200万元，占县级
税收的比重达38.8%。

2、税收入库全面飘红。元—5月全县共完成国税入库12493万
元，占年度计划的54.6%，同比增长167.0%,提前1个月完成过
半任务。

3、工业企业效益明显上升。今年来，全县工业企业特别是规



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上升。元—5月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
额1.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5亿元，增长2.2倍，应交增
值税5728万元，同比增长2.9倍。

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桃源县农民收入在
去年有较大增加的情况下，今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
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626元，同
比增加110元，增幅为7.2%。农民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劳务输
出人数有所增加、务工行业有新的变化及本地工价有所提升
所致，另外，种植业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
养殖业由于肉禽蛋等价格上涨也给农民增加了部分收入。城
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着全县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职工工资
收入的增加、就业人数的增长以及股票、基金升值和社会保
障坚强有力等原因而有较大幅度上涨。据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显示，上半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8元，同比
增长15.7%。

1、银行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以来，桃源县金融运行形
势良好，运行质量和经营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县域经济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撑条件。到6月底止，全县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53.94亿元，比年初增加5.56亿元，增长11.5%；各
项贷款26.14亿元，比年初增加2.3亿元，增长9.6%；金融部
门实现利润1150万元，真正做到了银行企业双赢的局面。

2、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今年来，桃源县委县政府及各
职能部门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办了很多实事，虽有一些
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的环境还是比较优化和宽松的。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内容篇四

第一部分：工程概况——简单介绍一下项目工程概况，但至
少应包括本工程的主要工程和重难点工程、本工程的投资金
额、合同工期、截止到本次经济活动日完成投资情况。责任
预算已编制并签订承包合同的项目，还应说明责任预算编制



情况和截止到分析期的完成情况、完成率。

第二部分：工程主要形象进度——介绍截止到本次经济活动
分析日工程主要形象进度，要用具体数据叙述，如钻孔桩完
成多少延米、墩台基础完成多少座。介绍工程形象进度的形
式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果项目包括的工程种类比较多，如
一个项目既包括路基工程又包括桥梁工程还包括隧道工程，
也可以分项介绍，比如采用以下方式分别介绍：

第三部分：完成投资、成本费用和盈亏情况

(一)完成投资情况：截止到经济活动分析日完成投资情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程收入情况，要用数据精确到万元表示，
应分别用数据显示以下内容：开累完成投资情况，业主已计
量和已完成未计量情况。

（二）项目成本费用支出情况：主要介绍工程成本费用发生
情况，应按照财务部门成本费用的归集项目分别说明，主要
包括以下成本组成项目：

活动分析时一定要两部门核对相符再使用，如有不符应找出
原因，调整一致；

2、材料成本：累计已发生的材料成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项
目在进行材料列销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工程的形象进度，一定
要与现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相配比。在列销材料成本时，物
资部门应出具正规的《物资消耗动态月报表》，真实的列示
项目完成投资已经消耗的材料，不允许以发代耗，或者是提
前或拖后列销材料，虚列成本，造成经济活动分析时的虚盈
虚亏。物资和财务、计划部门应进行及时对账，发现不一致
的项目应找出原因调整一致。

3、其它直接费：项目部已经发生的其它直接费用，主要包括
安全费用投入、征地补偿、测试费用、电费等内容，应分项



列示。这里应注意区分资金支出和已经形成的其它直接费，
有的资金已经支出，但不一定形成费用，比如项目部支付的
土地复垦保证金和周转材料租赁押金，虽然资金已经支出，
但并没有形成费用，所以在统计其它直接费时应注意区别这
一部分内容。

4、间接费用：项目部累计已发生的间接费用，也就是项目部
自身发生的管理费用。此部分内容由财务部门按照会计明细
科目分别统计提供，应发生未支付部分也应考虑列入成本，
比如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有可能因为资金紧张未及时发放，
财务未记账，但进行经活动分析时应将这部分费用考虑进去。

5、工程税金：按照完成投资和既定的税率计算即可，但也有
个别项目财务上是按照业主拨款缴税的，这样的项目在进行
经济活动分析时工程税金就要按照完成的投资额进行调整。

6、管理费用：项目管理费用中的科研经费要单独填写

7、财务费用：财务部门负责提供，主要是由于资金借贷产生
的收支差额以及银行存款利息收支和手续费用。

（三）工程盈亏情况：按照以上

（一）（二）数据计算出项目实际盈亏情况，亏损项目还应
进行亏损原因分析。

第四部分：资金收支情况——详细统计列示项目部资金收支
情况，以及预算情况，分析出节超。

第五部分：上交货币资金情况——介绍项目上交货币资金情
况，主要介绍应上交货币资金和实际上交货币资金情况。

第六部分：项目债权债务情况——介绍债权债务情况，债权
债务应以账面数为基础，加减账外收入或成本计算出实际的



债权债务情况。

第七部分：合同管理情况——是合同管理情况，简要叙述本
项目各项经济合同的审批、签订、合同交底情况，重点对合
同进行风险分析和履约情况说明，如存在合同变更也要进行
说明。

第八部分：对各项成本要进行节超分析——对各项成本数据
的节超分析，包括对施工方案优化情况的分析说明，对工程
数量、劳务成本、材料成本、机械成本、间接费、电费等主
要成本项目的节超分析。

第九部分：下一步工作重点——通过分析总结出截止经济活
动分析当期项目盈亏的原因所在，找出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第十部分：上期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对上期存在问题的整
改情况介绍，排查落实问题整改情况和取得的效果。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内容篇五

(一)全省状况

1-8月，全省累计进出口149、19亿美元，同比增长16%，比全
国水平高7、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7、98亿美元，同比增
长25、2%，比全国水平高16个百分点；进口61、21亿美元，
同比增长4、9%，比全国水平低2、4个百分点。

8月当月，全省累计进出口21、16亿美元，同比增长31、5%，
环比下降1、2%。其中出口12、16亿美元，同比增长47、8%，
环比下降13%；进口9亿美元，同比增长14、5%，环比增长21、
2%。

(二)全国及中部六省状况



201-8月，全国累计进出口27043亿美元，同比增长8、3%。其
中出口14293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进口12750亿美元，同
比增长7、3%。

同期，中部六省合计进出口1370亿美元，同比增长13、9%，
其中出口882亿美元，同比增长17、4%，进口488亿美元，同
比增长8、2%。

二、运行特点

(一)对香港、欧盟、美国等主要市场出口持续平稳，对东盟
出口今年来首次实现增长。1-8月，我省对香港出口19、08亿
美元，同比增长54%，占全省出口的21、7%；对欧盟出
口10、91亿美元，同比增长46%，占全省出口的12、4%；对美
国出口9、2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占全省出口的10、5%。
对东盟出口1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系今年来的首次同
比增长。其他主要出口市场中，对非洲、拉美、中东、俄东
出口增幅在12%至49、8%不等，对日本和韩国则出现16、7%
和11、1%的同比降幅。进口方面，我省资源类产品的主要进
口来源地，如南非、巴西、秘鲁、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均持
续增长，增幅均在9%以上，而以机电、高新技术类产品为主
的进口来源地大多出现降幅，如日本和欧盟，降幅分别为53、
1%和12、2%。

(二)电子电器类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有色金属产品
增长较快，汽车和汽车底盘进口大幅下滑拖累全省进口。1-8
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35、53亿美元，同比增长14、3%，机
电产品中，受手机零部件带动，电子电器类产品出口增速到
达50、9%。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服装、陶瓷、鞋类、烟花爆
竹、纺织品、箱包、打火机等合计出口18、9亿美元，大幅增
长70、2%，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1、5%，除打火机小幅下
滑1、1%外，其余商品均不一样程度增长。有色金属产品出
口7、24亿美元，同比增长47、6%，其中未锻造银和未锻造锰
出口增速分别到达76、8%和205、2%。其他主要出口商品中，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23、6%，农产品出口增长23、4%，钢
材出口下降21、9%。进口方面，我省机电产品进口20、06亿
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汽车和汽车底盘进口3、14亿美
元，同比下降65、8%。铁矿砂共进口16、58亿美元，同比增
长21、2%。

(三)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快速增长。1-8月，我省一
般贸易进出口111、03亿美元，增长14、9%，占同期全省进出
口总额的74、4%，其中出口65、86亿美元，增长34、4%；进
口45、17亿美元，下降5、2%。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35、76
亿美元，增长20、3%，占24%，其中出口21、58亿美元，增
长5、9%；进口14、18亿美元，增长51、6%。

(四)民营企业对全省出口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强。1-8月，我
省民营企业进出口67亿美元，增长41、5%，占同期全省进出
口总额的45%。民营企业出口52、21亿美元，大幅增长73、8%，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额的59、5%。此外，三资企业进出
口41、58亿美元，增长6、9%，占27、9%；国有企业进出口37、
62亿美元，下降7、3%，占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