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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统计报告
（第 9 期）

饶平县统计局 2021年 10月30日

聚焦长短板看饶平经济增长动能与问题
--2021 年第三季度饶平县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21 年前三季度饶平县经济运行情况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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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饶平县克服疫情影响，经济稳步发展，各领域经

济活动逐步复苏，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均实现恢复性增长。

根据潮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饶平县 2021 年前

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 222.52 元，同比增长 12.9%，比全市高 1.1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一。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54.15 亿元，

同比增长 8.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75.67 亿元，同比增长 19.3%；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92.70 亿元，同比增长 10.8%。三次产业的比

重为 24.3:34.0:41.7。

表 1 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分产业表

三次产业
总量

（亿元）

增长

（%）

两年平均

增长（%）

比重

（%）

贡献率

（%）

拉动率

（百分点）

增速全市

排名

生产总值 222.52 12.9 5.8 - - - 1

第一产业 54.15 8.5 7.9 24.3 17.3 2.2 1

第二产业 75.67 19.3 7.2 34.0 47.1 6.1 2

第三产业 92.70 10.8 4.3 41.7 35.6 4.6 1

一、从纵向、横向对比看：各项主要指标增速放缓，与全市

一样继续回落

（一）从同比增速看：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除进出口总额比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

点，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比上半年提高 4 个百分点外，其他



- 3 -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相比上半年均有所回落，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回落幅度比全市高 4.7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的基数

效应递减，预计全年增速还将进一步放缓，需要努力弥补基数逐

季抬高带来的影响。

表 2 前三季度饶平县与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指标
计量

单位

饶平 全市

前三季度

增速

（%）

比上半年

回落

（个）

前三季度

增速

（%）

比上半年

回落

（个）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2.9 1.3 11.8 2.0

第一产业 亿元 8.5 0.1 6.5 0.3

第二产业 亿元 19.3 3.6 15.5 2.9

第三产业 亿元 10.8 0.0 9.2 1.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14.2 3.8 13.7 5.0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9.2 2.4 16.1 3.7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20.1 7.6 19.4 7.4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6.1 5.3 1.1 0.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1.3 4.7 10.4 5.2

进出口总额 亿元 76.3 -1.1 36.3 6.6

#出口总额 亿元 37.9 11.8 27.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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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15.3 1.5 11.2 3.9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亿元 37.0 -4.0 19.1 -12.0

（二）从两年平均增速看：

地区生产总值两年平均增速为 5.8%，三次产业两年平均增速

分别为 7.9%、7.2%、4.3%；规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为 3.3%，

处于正常增速区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0.9%，进出口总额

下降 6.8%（下降幅度比上半年两年平均增速收窄 9.5 个百分点），

未能实现正增长。

（三）从与全市指标对比看：

各项主要指标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2%，比全市高 0.5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1%，比全市高 5 个百分点；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3%，比全市高 0.9 个百分点；进出口

总额增长 76.3%，比全市高 40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5.3%，比全市高 4.1 个百分点。

二、从核算基础指标看：GDP 增速高于全市，部分短板基

础指标值得关注

季度 GDP 核算中，影响 GDP 包括行业基础指标增速、基期结

构、年度有关比重等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基础指标，

而基础指标对 GDP 的影响又主要取决于该指标的权重和增速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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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三季度GDP 核算使用的 37 个基础指标表

单位：% 潮州 饶平县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可比价） 8.4 10.8

规上采矿业不变价增加值发展速度 -27.7 15.7

规上制造业不变价增加值发展速度 12.4 14.8

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变价增加值发展速度 18.9 14.0

规下工业不变价增加值发展速度（错月） 21.4 31.1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发展速度 13.0 13.2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发展速度 8.8 22.0

批发业销售额发展速度 23.7 40.5

零售业销售额发展速度 14.7 17.5

住宿业营业额发展速度 34.2 18.8

餐饮业营业额发展速度 29.1 30.2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发展速度 4.2 6.7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发展速度 19.1 37.0

证券交易额发展速度 0.7 0.7

保费收入发展速度 5.8 5.8

商品房销售面积发展速度 16.9 117.0

房地产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14.7 18.6

铁路运输总周转量发展速度 23.4 23.4

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发展速度 27.7 23.7

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发展速度 -36.4 -36.4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 55.9 55.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 15.8 16.2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45.0 161.0

电信业务总量 26.2 30.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 23.1 21.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错月） 22.8 22.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7.5 -8.0

教育业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23.7 18.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 44.6 44.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1.8 10.5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13.1 12.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 22.4 25.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2.3 3.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发展速度 14.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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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GDP 增长有 37 个基础指标，对比全市，37 个指标中有

21 个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9 个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7 个指标增速持平。其中，长板指标主要是规下工业增加值、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和批发业销售额等指标增长速度，影响权重合计

为 43.7%，分别拉高全县 GDP 增速 1.17 个、0.54 个和 0.30 个百

分点。短板指标主要是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增加值，教育业工资总额，公路运输总周转量等指标增长速度，

分别比全市平均水平低 4.9 个、4.9 个和 4.0 个百分点，影响权

重合计为 15.1%，分别拉低全县 GDP 增速 0.32 个、0.14 个、0.02

个百分点。

三、从分行业看：前三季度大部分行业呈两位数增长

从前三季度饶平县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看：经济增长

的动能来自主要行业的恢复性大幅增长，其中，工业影响 GDP

权重达 30.5%，且增速高于 GDP 增速 7.4 个百分点，拉动 GDP 增

长 5.8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5.15%，是经济增长

的主引擎。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15.8 10.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20.6 23.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13.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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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前三季度全县GDP 统一核算行业基础指标

增加值

(亿元)

增长速度

（%）

拉动率

（%） 37家基础指标（增速） 权重%
涉及相关

部门
饶平 潮州 饶平 潮州

GDP 222.53 12.9 11.8 - - - - -

一、农业 56.3 9 6.9 2.5 0.7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6.2 农业农村局

二、工业 69.2 20.3 16.4 5.8 7.1

规上采矿业增加值* 0.3

工信局
规上制造业增加值* 8.2

规上电热水供应业增加值* 8.3

规下工业增加值*☆ 13.9

三、建筑业 6.47 6.5 2.5 0.2 0.1
注册地总专包建筑业总产值

2.7 住建局
建安工程投资

四、商业 31.31 14.9 12 2.1 1.4

批发业销售额 4.1

工信局
零售业销售额 8.8

住宿业营业额 0

餐饮业营业额 1.1

五、金融业 7.25 10.5 6.1 0.4 0.3

存款余额 3
人民银行

贷款余额 2.1

证券交易额 0.1
金融局

保费收入 0.2

六、房地产业 11 7 6.8 0.4 0.4

商品房销售面积 1.1
住建局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4

5%固定增长速度 3.4 －

七、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4.49 17.3 19.9 0.3 0.4

铁路运输总周转量 0.1

交通局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0.9

水路运输总周转量 0.3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0.3 邮政管理局

多式联运及代理业营收☆ 0.3
交通局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收☆ 0

八、信息传输 2.1 13.7 12.4 0.1 0.2
电信业务总量 0.8 工信局

互联网软件服务业营收☆ 0.2 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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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科教文卫 19.23 8.4 9.3 0.7 0.8

科研技术服务业营收☆ 0.6
工信局

科研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 0.6

教育业工资总额 0.5 教育局

文体娱业营收☆ 0.2
文广旅体局

文体娱业工资总额 0.2

卫生业工资总额 1.8 卫健局

十、商务服务 1.42 4.6 4.1 0.0 0.02
租赁商务服务业营收☆ 0.6

工信局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0.6

十一、居民服务 2.37 9.5 11 0.1 0.1
居民服务等业营收☆ 1

工信局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1

十二、水利 1.2 11.9 10.7 0.1 0.1 水利环境业工资总额 0.5 水务局

十三、公管 10.19 4.5 3.3 0.2 0.2 公共管理组织工资总额 4.6
各行政

事业单位

注：表中带“☆”为错月指标，带“*”号的为不变价增速。

（一）农业生产稳步增长，拉动 GDP 增长 2.46 个点。

1.农业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支撑。前三季度，全县农林

牧渔业实现增加值 56.30 亿元，同比增长 9.0%；农林牧渔业产值

总量 103.0 亿元，同比增长 10.8%，拉动 GDP 增长 2.46 个百分点，

贡献率 19.05%。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比全市高 2.4

个百分点。

2.大农业各行业全面实现增长,林业相比上半年回落明显。前

三季度农业产值增长 14.5%，拉动全县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 7.1

个百分点。牧业同比增长 11.3%，拉动增长 1.6 个百分点。渔业

同比增长 3.2%，拉动增长 1 个百分点。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增长 27.8%，拉动增长 1.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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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前三季度农业总产值构成表

指标
总产值

（亿元）

增速

（%）

增幅比一季

度提高

（个百分点）

增幅比上半年

提高

（个百分点）

农林牧渔业产值 103.00 10.8 3 -0.4

农业产值 53.29 14.5 2.9 -0.8

林业产值 1.94 0.8 -5.4 -11.2

牧业产值 12.42 11.3 0.9 -0.5

渔业产值 30.32 3.2 0.9 -0.7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5.02 27.8 12.8 12

3.茶叶、生猪成为农业产值增长主动力。茶叶种植支撑作用

突出。前三季度，全县茶叶产量 13094 吨，同比增长 19.6%；产

值 32.18 亿元，按可比价同比增长 19.6%。生猪稳定增长，总产

值 7.64 亿元，按可比价同比增长 13.0%。前三季度生猪存栏

115789 头，与 2021 年末生猪存栏任务目标 13.26 万头差距

16811 头。

4.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负增长。其中粮食种植面积和产

量分别下降 7.9%和 8.1% ，比全市分别低 0.5 和 0.8 个百分点。

（二）工业生产增速放缓，拉动 GDP 增长 5.8 个百分点，

贡献近半。

1.工业生产成为拉动我县 GDP 增长的主动力。前三季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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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业实现增加值 69.20 亿元，同比增长 20.3%，拉动 GDP 增长

5.8 个百分点，贡献率 45.15%，两年平均增长 8.2%。三大行业门

类中，制造业增加值 49.95 亿元，同比增长 24.0%，拉动 GDP 增

长 4.81 个百分点，贡献率 37.28%；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增加值 18.66 亿元，同比增长 12.1%，拉动 GDP 增长 1.01

个百分点，贡献率 7.83%；采矿业增加值 0.59 亿元，同比增长

1.4%。

2.规上工业平稳增长，季度增幅回落。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 207.49 亿元，同比增长 19.8%，两年平均增长 5.4%；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46.24 亿元，同比增长 14.2%，增速比上半年回

落 3.8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3.5%。

（1）规上制造业增长总体平稳。增加值 20.25 亿元，同比

增长 14.8%，增速比规上工业高 0.6 个百分点，比全市高 2.4 个

百分点。

（2）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复苏状态较

佳，但步伐慢于全市。前三季度完成增加值 25.61 亿元，同比增

长 14.0%，比全市低 4.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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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三大门类增加值表

工业三大产业
总量

（亿元）

增长

（%）

占规上工业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6.24 14.2 -

采矿业 0.38 15.7 0.8

制造业 20.25 14.8 43.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5.61 14.0 55.4

3.规下工业增势较快，拉动明显。前三季度，全县规下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1.1%，全市排名第一，拉动 GDP 增长 2.99 个百

分点，贡献率 23.23%，增速比整体工业高 10.8 个百分点，高于

全县规上工业增速 16.9 个百分点。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恢复增长。

1.前三季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47 亿元，同比增

长 11.3%，两年平均下降 0.9%，增幅全市排名第二。在 GDP 核算

中，批发零售业同比增长 14.9%，拉动 GDP 增长 1.89 个百分点，

是经济增长的第二拉动力。与上半年对比，对 GDP 增长的支撑作

用有所提高，贡献率为 14.68%，比上半年提高 0.48 个百分点。

其中批发业同比增长 18.6%，拉动 GDP 增长 0.73 个百分点，贡献

率 5.70%；零售业同比增长 13.2%，拉动 GDP 增长 1.16 个百分点，

贡献率 8.99%。

2.在 GDP 核算中，住宿餐饮业同比增长 20.5%，拉动 GDP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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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22 个百分点，贡献率 1.72%。其中住宿业同比增长 5.1%，

餐饮业同比增长 20.9%。

（四）房地产业商品房销售面积快速增长，房地产投资下降。

前三季度，饶平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房地产业同比增长

7.0%，拉动 GDP 增长 0.37 个百分点，贡献率 2.84%。房地产商品

房销售面积为 10.37 万平方米，增速达 117.1%，增幅比上半年

提高 12.95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工资增速为 18.6%，拉

动 GDP 增长 0.13 个百分点，贡献率 1.04%。

（五）其他服务业稳定增长。

1.营利性服务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3.1%，拉动 GDP 增长 0.03 个百分点，贡献率 0.25%。

2.非营利性服务业中，教育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18.8%，拉动

GDP 增长 0.55 个百分点，贡献率 4.2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

资总额同比增长 10.5%，拉动 GDP 增长 0.03 个百分点，贡献率

0.24%。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15.6%，

拉动 GDP 增长 0.22 个百分点，贡献率 1.74%。

3.邮政业同比增长 161.0%，拉动 GDP 增长 0.22 个百分点。

四、分指标看：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平稳

前三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207.49 亿元，同比增长

19.8%，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46.23 亿元，同比增长 14.2%，

两年平均增长 3.5%。固定资产投资 76.35 亿元，同比增长 6.1%，

两年平均增长 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47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下降 0.9%。外贸进出口总额 62702 万美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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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口径），同比增长 76.3%。两年平均下降 6.8%。其中，出口 35676

万美元，同比增长 37.9%。两年平均下降 14.3%。进口 27026 万

美元，同比增长 178.5%，两年平均增长 7.0%。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 63077 万元，同比增长 15.3%，增速与 1-8 月份基本持平。

两年平均增长 3.5%。

表 7 前三季度饶平县主要经济指标

（一）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畜产品供应充足。

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前三季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同比

指标
计量

单位
总量

同比

增长

（%）

两年

平均增速

（%）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22.53 12.9 5.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46.23 14.2 3.5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76.35 6.1 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77.47 11.3 -0.9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62702 76.3 -6.8

＃出口总额 万美元 35676 37.9 -14.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6.31 15.3 3.5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亿元 89.65 36.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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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猪肉产量同比增长 12.8%，禽肉产量同比增长 8.9%，禽蛋

产量同比增长 4.7%，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2.6%。

生猪产能恢复良好。三季度末，生猪存栏 11.58 万元，同比

增长 4.6%，其中能繁殖母猪存栏 1.24 万头，同比增长 0.3%。

（二）规上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现代制造业恢复良好。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三大门类

行业中，两大行业增加值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所占比

重不足 50%。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低于规上

工业增速 0.2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陶瓷行业持续低位运行，影

响燃气供应业增长。

规模以上五大支柱行业实现产值 16.37 亿元，同比增长

19.56%。食品制造、加工业总产值 530976 万元，同比增长 22.2%；

水族机电制造业总产值 195144 万元，同比增长 18.6%；电力生

产总产值 521978 万元，同比增长 21.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总

产值 310352 万元，同比增长 19.3%；陶瓷、玻璃制品制造业总

产值 78341 万元，同比下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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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规模以上工业支柱行业生产情况

指标 企业数
总量

(万元)

现价增长

（%）

占规模以上

比重（%）

全 县 合 计 135 2074925 19.8 100.0

电力生产 4 521978 21.5 25.2

陶瓷、玻璃制品制造 35 78341 -2.0 3.8

食品制造、加工业 37 530976 22.2 25.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 310352 19.3 15.0

水族机电制造业 9 195144 18.6 9.4

支柱产业合计 87 1636791 19.6 78.9

（三）固定资产持续增长，第一产业投资增长强劲。

前三季度，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76.35 亿元，同比增长 6.1%，

比全市提高 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5.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22.6 倍；第二产业

（工业）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28.67%，其中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3.96

亿元，同比增长 47.7%。第三产业投资总额同比下降 9.3%。

分投资领域看：民间投资增长 17.1%，占固投比重 56.9%。

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13.1%，占固投比重 45.1%。房地产开发投资

9.45 亿元，同比下降 28.9%，占固投比重 12.4%。

（四）市场销售稳定恢复，批发业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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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47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下降 0.9%。其中，批发业销售额 31.46 亿元，

同比增长 40.4%，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零售业销售

额 48.36 亿元，同比增长 17.5%。住宿营业额 0.45 亿元，同比增

长 18.4%。餐饮业营业额 7.63 亿元，同比增长 30.2%。

（五）对外贸易稳步恢复，出口形势转好。

前三季度，全县外贸进出口总额 62702 万美元（业务口径），

同比增长 76.3%。两年平均下降 6.8%。其中，出口 35676 万美元，

同比增长 37.9%。两年平均下降 14.3%。进口 27026 万美元，同

比增长 178.5%，两年平均增长 7.0%。主要五大类出口产品呈现

不同程度增长：水产食品类、其它食品类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46.3%、184.9%；机电产品类、其它类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23.8%、

38.3%。

（六）财税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税收收入增

速加快。

前三季度，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3077 万元，同比增

长 15.3%，增速与 1-8 月份基本持平，两年平均增长 3.5%。税收

收入 133507.9 万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与 1-8 月份加快 3.34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5.6%。

（七）金融市场运行稳健，信贷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增强。

前三季度，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27.86 亿元，比

年初增加 14.3 亿元，同比增长 6.6%，增幅比上月末提高 1.1 个

百分点；其中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 246.81 亿元，比年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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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4 亿元，同比增长 11.30%，增幅比上月末提高 1.25 个百分

点；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89.65 亿元，比年初增加 21.36 亿

元，同比增长 36.97%，增幅比上月末提高 0.58 个百分点。

五、按企业纳统入库看：经济主体数量在全市份额偏小

（一）“四上”企业数在全市占比较低

2021 年 9 月，全县一套表调查单位在库“四上”企业数 212

家（按省口径不含关停单位，下同），占全市比重不足 20%，除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占比达 32.9%，有资质的建筑业占比达 24.6%，

其他行业占比均不足 20%。

表 9 2021 年 9 月在库“四上”企业情况

指标
全市

单位数（家）

全县

单位数（家）

占全市

比重（%）

总计 1274 212 16.6

规模以上工业 913 135 14.8

有资质的建筑业 61 15 24.6

限额上批发和零售业 129 25 19.4

限额上住宿和餐饮业 44 5 11.4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76 25 32.9

规上服务业 51 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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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库“四上”企业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但相差不大。

2021 年 9 月，“四上”企业 212 家，比上年同期增长 9 家，

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规模以上规模以上工业 135 家、建

筑业 15 家、批发和零售业 25 家、住宿和餐饮业 23 家、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 25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 7 家，其中住宿餐饮业比上

年同期减少 1 家。

表 10 全县分行业在库“四上”企业数

指标
2021 年 9 月底

单位数

2020 年 9 月底

单位数

比上年同期

增长（%）

总计 212 203 4.4

规模以上工业 135 131 3.1

有资质的建筑业 15 13 15.4

限额上批发和零售业 25 23 8.7

限额上住宿和餐饮业 5 6 -16.7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25 23 8.7

规上服务业 7 7 0.0

六、按镇分类别看：产业类型有地区差异

（一）重点发展镇（黄冈、柘林）：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 102.87 亿元，同比增长 17.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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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工业份量大（49.6%），对完成全县年工业产值任务举足轻重。

（二）生态发展镇 11 个镇（建饶、新塘、汤溪、浮滨、东

山、新圩、上饶、饶洋、新丰、三饶、浮山）：

属于纯农片区，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全县种植业、畜牧业

是农业的“重头戏”，前三季度总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14.5%、

11.3%。

浮滨、新圩、饶洋、新丰、三饶、浮山 6 镇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 21.94 亿元，同比增长

35.2%，占全县比重为 10.6%。

（三）经济发展镇 8 个镇（大埕、海山、汫洲、钱东、所城、

樟溪、高堂、联饶）：

主要以渔业为重，前三季度渔业总产值 30.32 亿元，同比增

长 3.2%，是全县农业生产的主要增长点。

大埕没有规上工业企业，其余 7 个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

74.12 亿元，同比增长 19.9%，占全县比重为 35.7%。

七、经济运行需关注的问题

（一）影响 GDP 核算短板指标。

构成 GDP 的基础指标中，前三季度存在影响地区生产总值核

算的短板指标，主要是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增加值，住宿业销售额、教育工资总额等指标增速。

1.工业中，前三季度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增加值增长 14.0%，低于我县规上工业增加值 0.2 个百分点，低

于全市 4.9 个百分点。重点企业是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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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潮州市海山岛风能开发有限公司、华能饶平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潮州市欧华能源有限公司、饶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2.住宿业中，前三季度住宿业增长 18.0%，比上半年下降 10.8

个百分点，对商业恢复的支撑作用减弱。限上住宿业同比仅增长

0.03%（重点企业饶平力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饶平星河城大酒

店有限公司）。

3.交通运输中，水路运输总周转量下降 36.4%，金融业中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下降 10.35%。

上述短板指标拉低了前三季度我县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

（二）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

1.规上工业增加值难以提升。一是受工业缺电及原材料价格

上涨影响，规上工业总产值逐月回落。二是天然气持续涨价对陶

瓷行业的影响非常大，目前部分陶瓷企业面临保本甚至亏本状

态，而不得不选择停工，前三季度陶瓷、玻璃制品制品工业总产

值本年度首次出现负增长（-1.97%）。三是陶瓷、水产、水族机

电企业利润下降，人员工资减少影响增加值核算，全县重点行业

增加值率下降拉低增加值。

2.投资缺口增大。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6.35 亿元，

增幅从一季度增长 27.1%，降到三季度的 6.1%。从投资领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占全县固投 57.5%，前三季度分别下

降 13.1%、28.9%。若要实现年度计划目标，根据去年全年 122.88

亿元的目标额，第四季度固投须达到 56 亿元以上，任务艰巨。

主要原因是:在库项目已基本竣工、已入库项目投资额偏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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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投资进度慢、部分重大项目尚未开工建设未入库。

八、全年经济走势预测

随着上年疫情逐步可控，经济逐步恢复，特别是去年 4 季度

经济增长明显加快，预计全年 GDP 增速将进一步回落，实现目标

增速仍存在一定压力。

九、建议

（一）加大纳统入库工作进度。做好主管行业的企业监测，

并将达规的企业信息及时进行共享，做到达规一个纳统一个，壮

大全县“四上”企业库。

（二）抓好行业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发挥主体责任，深入

剖析主管行业的基本发展情况，查找行业发展存在的短板问题，

紧盯涉及核算的行业指标，尽早、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抓

好行业发展。

（三）投资方面。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引导民营企业增

加投资意愿，扩大社会有效投资；抓紧重大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

积极挖掘新投入项目入库纳统，做大在库存量，做实入库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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