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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指 标 10 月

比 上
年 同
月 增
长(%)

1-10 月

累 计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一.地区生产总值（前三季度） 2765.4 5.3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6 10.0

三.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27.9 7.3 252.6 6.3

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5.3 11.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9 39.3 432.0 15.4

五.进出口总额 31.8 -13.0 347.1 11.8

出 口 26.5 -18.7 287.0 12.7

进 口 5.3 33.5 60.0 7.6

六.固定资产投资额 17.5

其中：房地产 520.9 -1.1

七.月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3963.0 11.7

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3971.4 18.6

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1 2.1 102.3 2.3

九.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27.1 24.0 237.1 17.4

其中：工业用电量 20.5 27.9 171.4 18.4

注：1.投资口径为 500 万元以上项目及房地产投资，存贷款均为
人民币口径；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以上口径；
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扣除留抵退税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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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指标 10 月

比 上
年 同
月 增
长(%)

1-10 月

累 计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一.地区生产总值(前三季度) 33703 3.3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5 6.1

三.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521.6 -2.5 5012.1 2.4

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8.0 10.2 3147.0 8.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7.8 12.1 6859.5 10.0

五.进出口总额 577.1 -6.5 6231.3 11.2

出 口 370.8 0.0 3867.0 17.9

进 口 206.3 -16.3 2364.3 1.7

六.固定资产投资额 8.9

其中：第一产业 24.5

第二产业 19.3

第三产业 3.7

其中：房地产开发 5993.1 -5.8

七.月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74642.3 13.0

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66804.3 15.2

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1 2.1 102.2 2.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98.3 -1.7 104.3 4.3

九.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232.5 5.5 2496.9 10.6

其中：工业用电量 144.1 6.8 1514.4 8.2

注：1.金融机构存贷款均为本外币口径；

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新老政策留抵退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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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一）

单位：%

本 月
增 幅

累 计
增 幅

1.工业增加值（可比价） 11.6 10.0

总计中：1.国有企业 25.8 12.4

2.集体企业 88.5 7.8

3.股份合作企业 - 58.9

4.股份制企业 15.2 13.6

5.外商/港澳台企业 -21.5 -11.6

6.其他 1.9 5.7

总计中：国有控股企业 10.2 7.0

总计中：大中型工业企业 8.6 10.8

其 中：国有大中型企业 5.9 8.8

#苏滁高新区 17.0 17.9

市经开区 10.2 8.6

琅琊区 1.2 6.2

南谯区 15.0 11.1

来安县 22.7 14.9

全椒县 9.1 9.2

定远县 6.5 3.2

凤阳县 11.7 8.9

天长市 10.9 13.0

明光市 12.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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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二）

单位：%

本 月

实 绩

本 年

累 计

同 比

升 降

2、工业产品销售率

(%)

95.3 96.8 -1.0

苏滁高新区 94.7 98.7 2.6

市经开区 101.2 96.2 -2.6

琅琊区 96.5 99.1 -1.2

南谯区 98.1 95.4 0.9

来安县 90.6 100.2 1.9

全椒县 94.9 95.4 -1.1

定远县 92.2 96.0 1.0

凤阳县 92.5 95.0 -3.4

天长市 94.2 97.8 -1.0

明光市 87.6 91.6 -1.7

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本月实绩

绩

本年累计 同比增幅

原盐（吨） 87711 1130089 -2.5

大米（吨） 148937 1017708 -4.8

白酒(千升) 532 5377 0.6

卷烟(万支) 104802 1224143 1.2

复合木地板(平方

米)

937080 7274613 -48.6

农用化肥(吨) 17841 128551 12.0

水泥(吨) 1533562 10537877 -11.5

商品混凝土(立方

米)

1250360 10671491 -19.3

多晶硅(千克) 170960 2026356 27.0

发动机(千瓦) 1786402 21048291 -0.2

钢化玻璃(千克) 85269 1090529 -0.2

光缆（芯千米） 71194 1809734 21.5

冰箱(台) 444286 4432166 -5.3

空调(台) 80714 760891 12.7

彩色电视机(台) 446525 329582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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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三）

（2022 年 1-10 月）

企业数
（个）

增加值累计
增 速（%）

4、高新技术产业 982 15.3

苏滁高新区 79 21.6

市经开区 102 6.1

琅琊区 23 10.3

南谯区 51 46.5

来安县 129 26.2

全椒县 145 1.9

定远县 59 2.2

凤阳县 45 33.8

天长市 294 21.9

明光市 55 9.3

企业数（个） 产值增速（%）

5、战略性新兴产业 492 23.9

苏滁高新区 47 32.8

市经开区 25 17.4

琅琊区 10 18.9

南谯区 22 34.1

来安县 82 75.5

全椒县 51 3.8

定远县 62 21.6

凤阳县 50 41.4

天长市 109 17.3

明光市 3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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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四）

（2022 年 1-10 月）

企业数
（个）

增加值累计
增 速（%）

6、六大支柱产业 1423 10.9

＃硅基材料产业 107 14.1

先进装备产业 658 9.7

智能家电产业 225 -8.6

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 209 4.7

新能源产业 71 77.0

新型化工产业 153 3.8

#苏滁高新区 82 20.8

市经开区 169 8.2

琅琊区 36 -2.0

南谯区 81 -0.4

来安县 197 16.2

全椒县 140 4.9

定远县 106 3.5

凤阳县 137 15.8

天长市 385 15.4

明光市 9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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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费

单位：万元

10 月
1-10 月

累 计

比上年
同 期
增长
(%)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278968 2525964 6.3

一、按经营地分 - - -

1.城镇 269095 2421961 5.9

其中：城区 164363 1430622 10.5

2.乡村 9874 104003 18.9

二、按区域分 - - -

苏滁高新区 233 2477 151.8

市经开区 14405 164196 -48.0

琅琊区 83382 742570 3.2

南谯区 41336 339669 11.8

来安县 21726 178689 23.2

全椒县 15566 149398 24.3

定远县 26861 264594 13.8

凤阳县 25000 237347 28.0

天长市 35198 305616 29.5

明光市 15261 14140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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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同期=100）

指 数 10 月
1-10 月

平 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1 102.3

一、食品烟酒 105.2 102.3

粮食 100.3 98.0

鲜菜 82.8 104.1

畜肉 124.9 100.0

水产品 107.4 98.3

蛋 105.5 103.0

鲜果 113.1 112.0

二、衣着 103.3 100.7

三、居住 99.0 100.5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01.0 101.2

五、交通和通信 102.0 105.8

六、教育文化和娱乐 101.7 104.8

七、医疗保健 101.1 101.9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103.2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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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一）

单位：万元

10 月
1-10 月
累 计

增 长
(%)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175 2452713 11.5

市本级 51302 547267 2.4

#开发区 21375 173034 10.2

苏滁高新区 6632 65657 17.6

琅琊区 9061 108048 9.9

南谯区 15976 185316 7.4

来安县 17565 221703 13.9

全椒县 17183 205840 7.2

定远县 14620 218522 10.4

凤阳县 27802 333696 46.3

天长市 26514 436567 9.4

明光市 23152 195754 8.3

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扣除留抵退税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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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二）

单位：万元

10 月
1-10 月
累 计

增 长
(%)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9474 4320432 15.4

#一般公共服务 38131 331672 18.6

教育 60179 695868 18.7

社会保障和就业 37766 654027 15.9

卫生健康 20619 495298 16.0

农林水事务 53445 638990 39.6

#市本级 82038 943850 34.0

#开发区 40474 134524 189.8

苏滁高新区 2861 61119 51.8

琅琊区 13935 156121 35.8

南谯区 20003 281303 24.0

来安县 31778 380822 12.6

全椒县 30578 358364 5.6

定远县 41596 575692 9.3

凤阳县 40228 485484 3.5

天长市 34549 700021 8.2

明光市 34769 43877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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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三）

单位：万元

本月末

余 额

比年初

增 加

比上年
同期增
长（%）

3.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39629630 3930654 11.7

1.境内存款 39620256 3930770 11.7

#住户存款 24292266 3570111 20.4

非金融企业存款 9054681 510478 8.7

2.境外存款 9373 -116 17.3

4.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39714098 5549641 18.6

1.住户贷款 16771371 1124393 8.6

#短期贷款 4068604 859200 30.0

中长期贷款 12702767 265192 3.2

2.非金融企业及

机关团体贷款
22941278 4425445 27.2

#短期贷款 7195168 904383 13.0

中长期贷款 13001366 281151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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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四）

单位：万元

期 末

余 额

比上年
同 期
增长(%)

5.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39629630 11.7

市 直 14080534 3.5

来安县 3507662 9.1

全椒县 3625084 11.6

定远县 4216840 21.7

凤阳县 4136444 16.9

天长市 6547112 21.1

明光市 3515953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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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五）

单位：万元

期 末

余 额

比上年
同 期
增长(%)

6.金融机构住户存款余额 24292266 20.4

市 直 5869383 21.7

来安县 2454313 19.4

全椒县 2657219 20.1

定远县 3127009 19.5

凤阳县 2999915 18.4

天长市 4577074 22.0

明光市 2607353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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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六）

单位：万元

期 末

余 额

比上年
同 期
增长(%)

7.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39714098 18.6

市 直 15909752 15.4

来安县 4233190 17.5

全椒县 3619200 15.9

定远县 3204624 25.2

凤阳县 3603173 24.3

天长市 5992687 23.6

明光市 3151473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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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一）

单位：%

累 计

增 长

1.全 市 17.5

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27.5

房地产投资 -1.1

2.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54.5

第二产业 31.4

#工业 31.4

第三产业 8.7

3.施工项目个数（个） 8.9

#本年新开工项目（个） 37.1

建筑安装工程 17.3

商品房销售面积 -23.8

4.在总计中

#苏滁高新区 13.9

市经开区 15.3

琅琊区 17.6

南谯区 20.1

来安县 17.0

全椒县 18.0

定远县 16.7

凤阳县 19.6

天长市 18.8

明光市 15.6



— 16 —

固定资产投资（二）

单位：%

行 业
累 计

增 长

农、林、牧、渔业 31.7

采矿业 71.0

制造业 26.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0.2

建筑业 -

批发和零售业 -79.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2.6

住宿和餐饮业 -58.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房地产业 -4.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8.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教育 43.4

卫生和社会工作 17.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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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三）

单位：万元、%

行 业 累 计
累 计

增 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 5209026 -1.1

#住宅 4457731 0.7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平方米） 1100273 -28.0

商品房建筑销售面积（平方米）

施工面积 31050208 -21.1

新开工面积 6455726 -26.3

竣工面积 1377576 -44.6

房屋建筑销售面积 8475336 -23.8

#住宅 7029459 -30.5

待售面积 582804 -44.0

住宅 345389 2.8

商品房竣工价值 430149 -31.3

商品房销售额 4647205 -27.6

住宅 404939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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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一）

（2022 年 1-9 月）

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数

（亿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33702.9 3.3 - - - -

合肥市 8603.5 3.3 1 0 10 -1

淮北市 984.8 1.5 13 0 14 1

亳州市 1590.4 3.3 8 1 10 -8

宿州市 1732.1 3.6 7 0 7 5

蚌埠市 1575.7 1.0 9 -1 15 1

阜阳市 2454.4 3.7 4 0 6 3

淮南市 1169.2 2.0 12 0 13 1

滁州市 2765.4 5.3 3 0 2 3

六安市 1503.6 4.3 10 0 4 -2

马鞍山市 1952.3 4.4 6 0 3 4

芜湖市 3366.7 3.6 2 0 7 -6

宣城市 1456.0 3.9 11 0 5 0

铜陵市 886.0 2.5 14 0 12 1

池州市 804.5 5.6 15 0 1 3

安庆市 2137.3 3.6 5 0 7 4

黄山市 701.5 0.2 16 0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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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二）

（2022 年 1-10 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绝对数

（亿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 6.1 - - - -

合肥市 - 5.8 - - 8 -7

淮北市 - 0.6 - - 13 2

亳州市 - 7.8 - - 5 3

宿州市 - 5.1 - - 10 -1

蚌埠市 - -1.1 - - 15 1

阜阳市 - 5.7 - - 9 3

淮南市 - 0.2 - - 14 0

滁州市 - 10.0 - - 2 7

六安市 - 9.1 - - 3 0

马鞍山市 - 7.8 - - 5 2

芜湖市 - 6.5 - - 7 -2

宣城市 - 8.6 - - 4 -2

铜陵市 - 4.7 - - 12 1

池州市 - 14.4 - - 1 3

安庆市 - 4.9 - - 11 0

黄山市 - -5.0 - -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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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三）

（2022 年 1-10 月）

工业产销率

绝对数

（%）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96.8 -0.9 - - - -

合肥市 98.2 -1.1 2 0 10 -2

淮北市 97.3 1.7 5 9 2 0

亳州市 94.6 1.8 13 3 1 15

宿州市 97.8 -0.2 3 5 4 11

蚌埠市 96.1 -3.9 12 -11 16 -15

阜阳市 93.0 -1.8 16 -1 11 0

淮南市 96.2 -2.2 11 -7 13 -4

滁州市 96.8 -1.0 7 1 9 4

六安市 96.7 -0.2 9 2 4 8

马鞍山市 96.8 -0.7 7 3 6 -1

芜湖市 97.6 -0.9 4 0 8 5

宣城市 93.7 -2.0 14 -1 12 -2

铜陵市 98.7 0.8 1 5 3 4

池州市 96.3 -2.4 10 -7 14 -10

安庆市 97.3 -0.8 5 1 7 -1

黄山市 93.3 -3.0 15 -3 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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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四）

（2022 年 1-10 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绝对数

（亿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3147.0 8.7 - - - -

合肥市 813.9 9.9 1 0 7 3

淮北市 91.6 10.8 14 0 5 7

亳州市 133.8 5.5 11 0 10 -7

宿州市 134.5 2.5 10 -1 14 -13

蚌埠市 149.4 3.0 8 -1 12 2

阜阳市 167.6 0.3 5 0 16 0

淮南市 108.2 14.3 12 0 2 13

滁州市 245.3 11.5 3 0 4 1

六安市 144.2 9.9 9 1 7 -2

马鞍山市 177.0 2.9 4 0 13 -11

芜湖市 321.8 9.9 2 0 7 1

宣城市 163.7 4.6 6 0 11 -2

铜陵市 96.2 15.5 13 0 1 3

池州市 72.6 10.6 16 0 6 1

安庆市 151.8 11.7 7 1 3 8

黄山市 74.3 1.8 15 0 15 -2

注：一般公共收入为将今年和去年同期新老政策留抵退税金额返

加到收入中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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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五）

（2022 年 1-10 月）

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数

（亿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 8.9 - - - -

合肥市 - 9.0 - - 8 7

淮北市 - 4.1 - - 12 2

亳州市 - 8.1 - - 9 3

宿州市 - 9.7 - - 7 -1

蚌埠市 - -1.6 - - 16 0

阜阳市 - 6.1 - - 11 -1

淮南市 - 3.7 - - 14 -1

滁州市 - 17.5 - - 1 0

六安市 - 17.3 - - 2 2

马鞍山市 - 14.8 - - 4 -2

芜湖市 - 4.0 - - 13 -9

宣城市 - 9.8 - - 6 -3

铜陵市 - 8.1 - - 9 -1

池州市 - 16.7 - - 3 6

安庆市 - 13.1 - - 5 1

黄山市 - -0.9 - - 15 -4



— 23 —

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六）

（2022 年 1-10 月）

房地产投资

绝对数

（亿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5993.1 -5.8 - - - -

合肥市 1263.5 -1.8 1 0 5 10

淮北市 181.6 -13.2 13 -1 12 -1

亳州市 443.6 2.3 5 1 3 0

宿州市 422.5 -9.3 6 -1 11 -10

蚌埠市 382.7 -3.7 8 0 7 9

阜阳市 773.1 -5.7 2 0 8 2

淮南市 186.8 -17.7 12 -1 13 1

滁州市 520.9 -1.1 3 0 4 -2

六安市 393.1 -6.3 7 0 10 -6

马鞍山市 193.8 -6.2 11 2 9 3

芜湖市 478.6 -1.9 4 0 6 -1

宣城市 197.0 -22.9 10 -1 14 -8

铜陵市 102.8 -26.7 15 0 15 -2

池州市 77.3 8.0 16 0 1 8

安庆市 259.0 2.4 9 1 2 6

黄山市 116.8 -28.9 14 0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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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七）

（2022 年 1-10 月）

限上消费品零售额

绝对数

（亿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5012.1 2.4 - - - -

合肥市 1865.7 2.3 1 0 8 4

淮北市 107.4 -3.2 13 0 15 -2

亳州市 169.3 0.2 9 -1 11 -7

宿州市 199.5 -2.9 7 0 14 0

蚌埠市 186.3 -1.3 8 1 13 2

阜阳市 404.8 2.4 3 0 7 -1

淮南市 133.0 2.1 11 1 9 7

滁州市 252.6 6.3 6 0 2 -1

六安市 266.1 5.5 5 0 3 0

马鞍山市 131.8 3.6 12 -1 5 2

芜湖市 553.6 6.4 2 0 1 1

宣城市 143.7 3.6 10 0 5 5

铜陵市 101.7 1.4 14 2 10 -5

池州市 101.3 -0.2 15 0 12 -4

安庆市 309.2 5.2 4 0 4 7

黄山市 86.3 -11.3 16 -2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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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八）

（2022 年 1-9 月）

居民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

（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24862 6.4 - - - -

合肥市 36721 6.6 1 0 7 -5

淮北市 25017 6.0 7 1 10 4

亳州市 19741 6.8 14 1 6 1

宿州市 19737 5.4 15 -1 15 -1

蚌埠市 24910 5.0 8 -1 16 -6

阜阳市 19373 5.9 16 0 11 -1

淮南市 25178 5.9 6 0 11 -5

滁州市 23326 7.3 10 0 2 10

六安市 20278 7.1 13 0 3 -1

马鞍山市 35705 6.4 2 0 9 -2

芜湖市 32003 7.0 3 0 4 -2

宣城市 27180 6.5 4 0 8 -7

铜陵市 25868 5.7 5 0 13 1

池州市 23261 7.4 11 0 1 6

安庆市 22140 7.0 12 0 4 -2

黄山市 23913 5.6 9 0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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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九）

（2022 年 1-9 月）

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

（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34396 5.5 - - - -

合肥市 43192 6.3 2 0 3 -2

淮北市 31429 5.5 11 0 10 0

亳州市 29440 6.0 14 1 6 2

宿州市 28961 3.9 15 -1 16 0

蚌埠市 32969 4.3 6 0 14 -7

阜阳市 28755 4.5 16 0 13 1

淮南市 32642 5.3 7 1 11 -7

滁州市 31698 6.2 10 0 4 8

六安市 29548 5.8 13 0 7 -1

马鞍山市 44000 5.7 1 0 8 1

芜湖市 39455 6.4 3 0 2 3

宣城市 37131 5.6 4 0 9 -7

铜陵市 35813 4.9 5 0 12 2

池州市 30720 6.6 12 0 1 10

安庆市 31733 6.1 9 0 5 -2

黄山市 32325 4.0 8 -1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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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十）

（2022 年 1-9 月）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

（元）

增长

（%）

排位情况

绝对数 增长速度

本年
同比
升降

本年
同比
升降

安徽省 14925 6.7 - - - -

合肥市 19396 5.6 3 0 15 -5

淮北市 14757 5.9 10 -1 13 1

亳州市 13878 6.7 12 0 10 1

宿州市 13750 6.3 13 0 11 -3

蚌埠市 15471 5.1 7 -1 16 0

阜阳市 13118 6.8 16 0 9 -6

淮南市 13670 6.1 14 0 12 2

滁州市 15012 8.1 8 2 1 8

六安市 13451 7.8 15 0 2 4

马鞍山市 20311 7.4 1 0 4 -2

芜湖市 19792 7.2 2 0 6 -5

宣城市 16552 6.9 4 0 8 3

铜陵市 14882 5.8 9 -1 14 -10

池州市 15737 7.6 6 1 3 2

安庆市 14207 7.3 11 0 5 8

黄山市 16220 7.1 5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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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工业企业主要效益指标（一）

（2022年1-10月） 单位：个、亿元、%

单位数
其中:

亏损

应收帐款

本月止
累 计

同比
增长

安徽省 20279 4048 9011.0 8.0

合肥市 2470 607 3207.4 -8.7

淮北市 644 146 202.9 33.9

亳州市 670 127 259.5 16.1

宿州市 1124 147 180.8 27.6

蚌埠市 861 234 310.0 19.5

阜阳市 1521 105 291.3 3.9

淮南市 810 153 197.3 18.7

滁州市 2171 497 866.4 24.9

六安市 1225 243 329.4 13.2

马鞍山市 1319 297 496.3 19.3

芜湖市 2114 453 1399.1 24.0

宣城市 1948 366 473.0 19.9

铜陵市 579 168 202.1 18.2

池州市 670 173 168.0 9.5

安庆市 1605 182 317.4 20.8

黄山市 548 150 110.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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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工业企业主要

（2022 年

产成品存货 主要营业收入

本月止
同 比
增长%

本月止
同 比
增长%

安徽省 2229.6 17.4 39433.4 8.2

合肥市 561.8 21.5 8820.5 10.8

淮北市 49.8 7.4 1338.9 10.3

亳州市 107.4 16.4 1022.6 11.1

宿州市 57.7 16.1 1259.9 1.4

蚌埠市 85.2 27.1 1212.6 13.8

阜阳市 112.2 13.7 2355.7 8.5

淮南市 58.1 20.5 1411.1 8.4

滁州市 215.9 29.5 3710.6 17.3

六安市 98.2 3.1 1474.6 5.2

马鞍山市 144.8 9.3 3302.5 -1.2

芜湖市 258.8 21.8 5098.9 11.2

宣城市 161.9 8.0 2029.7 8.7

铜陵市 72.0 -7.3 2403.7 -4.9

池州市 71.9 14.3 1176.3 14.1

安庆市 127.6 30.5 2372.7 7.2

黄山市 46.1 17.5 443.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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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二）

1-10 月） 单位：个、亿元

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亏损额

本月止
同 比
增长%

本月止
同 比
增长%

1955.1 -13.3 430.2 41.9

364.3 -22.0 166.8 100.8

132.3 12.7 12.8 0.2

80.6 41.9 8.2 -24.9

73.6 -6.8 4.0 -46.7

72.7 43.0 13.8 3.0

111.3 -10.8 11.2 13.8

58.5 3.3 28.5 94.2

161.3 -27.8 42.1 125.0

84.1 -31.4 18.4 20.7

108.8 -46.3 24.0 -38.8

308.9 8.2 37.1 -2.5

106.1 -13.4 22.2 67.3

93.2 -8.3 14.4 18.8

56.9 -11.4 9.2 91.3

126.3 -19.0 12.8 69.6

16.1 -33.3 4.8 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