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经营运作分析 企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企业经营运作分析篇一

　今年以来，全区经济运行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升态
势，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预计全区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34.6亿元（原口径），同比增长14.4%，完成市下任
务26.6%。1—3月份，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13.82亿元，完成
市下任务25.1%。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6.09亿元，完成市
下任务25.13%，一季度“开门红”的目标有望实现。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1—2月份，投资、消费保持高位增长，
工业生产增势强劲，出口形势回暖，1—2月份，工业生产、
投资、消费、出口等主要指标增幅均高出去年同期水平（由
于去年同期没有基数，财政没有进行比较）。但我们不能过
分乐观，因为去年1—2月正是我区经济受危机影响较为严重
的时候，所以各项指标都在低位运行，使得今年的各项指标
同比增长较快。如果我们把今年1—2月的数据与未遭受危机
影响的同期相比，就可发现，全区的高速增长仍没有回到的
水平。从中也可以看出，预计全区一季度经济增长低于同
期2.6个百分点。尤其今年是市直企业属地管理的第一年，基
数增大，增速可能放缓。所以我们既看到全区经济稳步向好，
但也不可过分乐观，今年的经济形势仍然复杂多变。

1、工业生产形势稳步向好，企业运行质态逐步提高，但个别
重点企业运行下滑。1—2月份全区规模工业（包括市直工业）
实现现价产值81.8亿元、销售收入75.6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3.7%、28.14%；实现利税6.5亿元、利润2.5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54.77%、44.82%，企业运行质态稳步提高。由于市直
企业属地管理，我区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行业分析，
装备制造业和化工产业对全区工业经济贡献较大，分别约占
到40%、25%，江苏罡阳股份、微特利电机、春兰集团、陵光
石化同比分别增长76.32%、60.73%、65.04%、88.94%，重点
骨干企业拉动明显。但以中盛光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运行
不理想。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欧洲光伏市场需求锐减，从
目前企业订单情况看，预计到今年下半年需求才会逐步恢复。
1—2月份，中盛光电产值、销售同比分别下降0.12%、21.56%。

2、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功能区集聚能力增强，房地产呈现价
涨量跌态势。在经济回暖和假日经济刺激下，消费品市场持
续繁荣。预计一季度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34亿元，同比增
长17%。中百一店、金鹰国际、文峰千家惠、会宾楼宾馆、苏
宁电器、嘉銮国际大酒店等6家重点商贸企业预计实现营业收
入5.5亿元，同比增长30%，实现利税总额5000万元，同比增
长35%。1—2月份城北物流园区累计投入2.8亿元，招引6家物
流企业入驻，祥和沥青、多式联运中心等项目建设顺利。预
计一季度实现销售17亿元，物流营业收入6300万元，货物周
转量6000万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5%、24%、46%。实施金鹰
天地商业街、世纪新城、泰茂商业中心等城市商贸综合体项
目的建设，横店影视城、动漫中心等投入运营，西坝口商圈
功能进一步增强，预计一季度商圈实现销售总额10亿元，同
比增长16%。大型一站式市场中嘉国际商贸城的投入营业，预
计一季度，城东市场群实现市场成交额11亿元，同比增长15%。
总体来看，服务业结构矛盾仍较突出，由于我区工业与服务
业占比“翘翘板”的矛盾，服务业占比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
压力较大，信息、中介、社区、文化、外包等技术含量高、
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规模偏小，新型业态发育迟缓、发展
缓慢。房地产业是全区服务业的重要部分。今年以来，从一
些重点楼盘开盘情况看，销售价格突破8000元，但1—2月份
全区商品房实现销售额9376万元，销售面积1。58万平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43%、68%。房地产业市场呈现价涨量跌，需要



引起关注。

3、固定资产投资结构逐步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但项目
推进仍存在不平衡性。1—2月份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8
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4.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3%、
47.4%。一是新开工项目明显增多。1—2月份实施项目46个，
新开工项目15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3个，其中亿元以上新开
工项目3个，而去年同期没有亿元新开工项目。二是工业投资
增幅加快。1—2月份，完成工业投资2.6亿元，同比增
长100.41%，江苏海恒建材机械生产线、金阳光电子材料建设、
海阳化纤年产8000吨锦纶6工业长丝项目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
实施加快，有效投入明显加大。三是服务业重点项目稳步推
进。今年，列入市区考核15个重点服务业项目。一季度累计
完成投资4.6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量的25%，开工率达到60%。
其中，投入6000万元的大型动漫体验中心已于近期投入试营
业；祥和沥青、凯莱（国际）大酒店、世纪新城、华钜金海
广场、多式联运中心等项目实施顺利。今年初，我区集中开
工了18个重点项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但项目的进展存在
不平衡性，部分重点项目推进速度不快，东方铁塔、鑫隆大
厦等重大项目进展缓慢，部分企业、投资方还存在观望心理，
投资后劲仍显不足。

4、外贸出口回暖增长，利用外资增幅较快，但招商难度进一
步加大。1—2月份，实现进出口总值12888万美元，同比增
长120.1%。其中，外贸出口额9562万美元，同比增长94.3%，
高于全市平均增幅18.5%。实现实际利用外资额20**万美元，
同比增长81.5%，东沪科技等结转的外资项目实施加快。但是
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我区今年外贸的快速增长是在去年同
期大幅下降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虽然近期外贸形势转好，
但外贸反弹的基础还不牢固。1—2月份没有新批外资项目，
目前全区在手洽谈项目比较少，大部分项目还属于洽谈信息
阶段，这将给下一阶段利用外资带来一定的压力。

综合分析今年以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开局良好，发展势头



总体好于去年。一方面，全球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并
逐步反弹复苏，我国的国际发展环境将有所改善，这有利
于20**年我区贸易出口的恢复；另一方面，得力于中央政府
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内经济呈现“一稳双升”
（消费稳定增长、投资大幅回升、工业强劲反弹）的良好势
头，由于信心已大部分恢复，政策稳定，20**年这一态势将
会延续，将对我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预计我区经济发
展基本呈现平稳上行态势。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要重点关注三
个方面：一是宏观环境复杂多变。进入后危机时期，世界经
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而我国也将在保持宏观调控政策连
续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这使我
区经济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二是物价上涨压力
加大。2月份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2.3，食品类价
格继续领涨，带动同比指数上涨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负
担压力加大。通胀的预期加大，不排除国家进一步提高准备
金率，给我区企业资金带来压力。三是企业用工矛盾开始显
现。调研中发现，我区企业也出现一定程度的用工短缺问题，
尤其是技工和熟练工人较为稀缺。从今年以来举办的一系列
招聘会结果看，现场达成就业意向的，不足需求比例40%。招
工困难的问题可能是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影响我区经济发
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化解矛盾，
突破瓶颈，使经济能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20**年是实现“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三大工程”
的决胜之年，更是“三年再造一个新海陵”的关键之年。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在继续抓好重点工作的同时，及时适应
宏观形势变化，研究制订和落实有针对性的举措，确保上半
年实现年度目标“双过半”，建议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以更细的工作落实市下考核目标。紧紧围绕今年市下考核
指标，做好细化分解工作。特别对于今年新增的经费支出
占gdp比重、建筑业工程结算收入、所属企业工程结算收入、
工业投资等新增指标要摸清基数，做好日常统计工作。对于
服务业占比、工业开票销售、实际利用外资等难点指标，加



强动态监测，抓好序时进度，积极**难题，优化发展环境，
鼓励增势强劲的企业有水快流，多做贡献。

2、以更快的速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深入开展“项目建设
年”活动，抓紧制订完善重点项目考核奖励办法、重大项目
联席会议制度和产业导向目录，着力构建项目领导、项目开
发、项目服务、项目管理和项目考核五大机制。对各类在建
项目要加紧推进，督促检查，争取早日竣工；对已审批项目
要抓紧落实，尽快开工建设；对已上报待批的项目，要加大
衔接力度，争取尽快审批立项；对正在做前期工作的项目，
要认真做好协调引导，完善相关手续，加快报批进度。重点
抓好东方铁塔等重大项目的土地“点供”工作，进一步加大
跑省进京力度，全力争取项目政策和资金。

3、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当前，发展不充分是我
区最大的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抓紧国内外
后危机时代生产要素加速转移整合的机遇，围绕我区优势产
业、集聚区建设，主攻世界500强和央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
批关联度紧、成熟度高和上下游项目，引进一批大项目、建
成一批大企业、构建数条产业链。谋划安排世博会期间上海
投资说明会，力争每个月都有重大项目签约、都有重大项目
开工。

4、以更优的结构发展三次产业。坚定信心打好转变发展方式
这场硬仗，在“转型”上下功夫、见成效，大力推动经济进
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按照“调高、调轻、调
优、调新”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围绕新
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机电等主导产业，延长产业
链，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狠抓结构调整，以有效投入和重大
项目带动优势主导产业提档升级。积极鼓励自主创新和技术
研发，在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上取得新突破。
充分放大核心商贸圈、城北物流园、东部市场群的市场效应，
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围绕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
以配套服务制造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服务、



研发设计、服务外包、旅游会展、中介咨询等产业，在发展
现代业态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上取得新进展。突出抓好海
陵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快吉星农业示范园项目实
施进度，实现两个园区联动发展、优势互补。

5、以更高的起点谋划全区“十二五”发展。深入分析国内外
环境特别是经济运行情况，研究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区发
展方向、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围绕我区的优势产业，制订
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装备等“四新”产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结合“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市区新一轮城市规划，
对北部街区控制性详规、海陵工业园区规划、九龙台商工业
园规划进行修编。加快海陵工业园济川－梅兰、春兰路商住
区、京泰路街区、市场集聚区四大板块建设，打造省级生态
型园区。完善九龙园区管理体制，加快“中盛光伏科技园”
等特色园中园建设。充分研究宁启铁路复线改造、苏中机场
建设契机，做好东大门和西大门规划建设。完成东部市场群
产业发展规划编制，预留仓储、生产用地，争取纳入省级服
务业集聚区。着眼整个“十二五”发展全局，加大项目策划，
进一步充实完善重点项目储备库，争取一批重大项目列入省、
市“十二五”规划项目库。

6、以更强的举措打造发展环境。认真落实培大扶强各项措施，
进一步修改完善《海陵区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继续举办
一批银企合作洽谈会，多渠道筹措和协调项目建设资金。鼓
励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上市等形式，扩大再生产能力。加大
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搭建就业平台，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荒难
题。大力实施旧城改造，加快老东站街区、西大门、扬桥东
北侧街区拆迁改造，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市功能，为全区经济
发展、招商引资、社会进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企业经营运作分析篇二

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县人
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积极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逆势上扬，经济复苏
步伐加快，地区生产总值由一季度下降5.2%逐季回升至全年
增长3.4%，高于全国（2.3%）、全省（2.3%）的增速，低于
全市0.4个百分点。

根据清远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年阳山县生产总
值124.77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9.42
亿元，增长4%；第二产业增加值17.11亿元，增长7.6%；第三
产业增加值58.24亿元，增长1.6%，三次产业结构
为39.6:13.7:46.7。在各行业中，较快增长的行业是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房地产业，同比分别增长48.1%、32.1%、15%、8.3%。

我县积极推进乡村振兴系列行动，持续优化农业结构，农业
生产总体呈稳中向好态势。20-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78.51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农业产值39.1亿元，同
比增长6%；林业产值6.26亿元，同比增长12.8%；牧业产
值31.5亿元，同比下降0.2%；渔业产值0.7亿元，同比增
长2.5%；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0.95亿元，同比增
长18.8%。

种植业发展成效显著，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一是粮食种植形势较好，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米袋子”
生产基地，早稻产量3.41万吨，同比增长10.9%，全年粮食产
量达9.66万吨，同比增长4.9%；二是蔬菜、水果产量保持稳
定增长，分别实现产量65.41万吨、9.44万吨，分别增长6.8%、
2.4%。

林业发展快速前行，优势充分显现。林木采伐进度快速推进，
全年木材采运10.11万立方米，增长39.6%，林业产值达6.26



亿元，同比增长12.8%。

20-年我县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总产值14.76亿元，同比下
降2.1%；增加值7.37亿元，同比增长9.2%。分行业看，采矿
业完成增加值0.82亿元，同比增长103.5%；制造业完成增加
值3.76亿元，同比下降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完成增加值2.79亿元，同比增长11.8%。

近年来，我县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北部生态发展区的
功能定位，大力发展全域绿色产业，形成了“四电”（水电、
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二矿”（大理石、碳酸
钙）的生态工业体系，绿色能源产业逐渐成为我县工业支柱
产业。

在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
长23.5%，增速位列全市各县（区）第一，其中房地产投资增
长1%。

工业投资迅猛增长。全县完成工业投资增长78.6%。工业投资
增长快速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完成投资超亿的工业项目有3个，
都是发电类项目，也为我县工业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完成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5%，主要由
广连高速项目支撑，占比75.9%。

建筑业发展形势喜人，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3.41亿元，同
比增长32.1%。建筑业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增了两家资质
建筑业企业广东宏源建设工程公司和广东广阳建设工程公司，
为我县建筑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县消费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度呈两位数下降，随着疫情形势的好
转，降幅逐季收窄。全年实现销售总额41.98亿元，同比下



降6.2%；实现零售总额31.39亿元，同比下降8.7%，与前三季
度相比降幅分别收窄2.5、2.6个百分点。

疫情发生以来，县委、县政府及时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研
究出台了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部分行
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逐渐向好。
回暖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汽车类企业和石油及制品类企业，降
幅分别比前三季度收窄3.2和19.7个百分点。

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2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2.47亿元，下降7.1%，税收收入降幅较大的主
要原因是我县税源结构单一以及减税降费政策对税收收入的
影响进一步放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12亿元，同比增
长15.2%。

12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54.02亿元，同比增
长5.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120.58亿元，增长9.7%。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98.76亿元，同比增长16.3%。

企业经营运作分析篇三

1-2月份，呢绒生产与上年同比增长较快，增幅明显高于上年
水平，毛纱线生产累计同比增长3.37%，增幅略有下降(-2.78
个百分点)。毛纺制品中的针织人造毛皮、毛毯、地毯生
产1-2月份累计同比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1-2月份规模以上
毛纺织、毛针织和毛纺制品业累计产销率分别
为96.35%(+3.63个百分点)、99.49%(-1.67个百分点)
和96.18%，产销基本平衡。

初步统计，1-2月份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毛制品制造、毛针
织品及编织品制造行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同比均有较快
增长，显然随着两个市场的复苏，行业投资升温。

1、内销稳步回升



内销是毛纺行业走出困境，提高自身应对能力最重要的支撑
力量。初步统计，1-2月份全行业内销市场与上年同期相比明
显好转，规模以上毛纺织企业、毛纺制品企业完成销售产值
同比均有明显回升，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34.85和29.86个百
分点，显现出较好回升势头。其中，毛纺织业销售产值增幅
略高于纺织业增幅。毛针织企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1.7%，比
上年同期增长6.59个百分点。分行业产品的内销比重进一步
提高，内销市场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观察1-2月份主要毛
纺产品国内零售市场销售情况，全国重点大型百货商场的男
西装销售同比提高3.12%，比上年提高了41.49个百分点;羊绒
衫及羊毛衫销售同比下降.56%，回落.54个百分点，与上年基
本持平。

2、外销明显复苏上年一季度毛纺产品出口形势极为严峻，出
现了严重下滑，因此，与较低基数相比较，今年1-2月份多数
毛纺大类产品出口数量呈现明显回升。规模以上毛纺织、毛
纺制品企业1-2月份完成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增长15.58%
和13.5%，但仍低于同期纺织业出口交货值平均增长17.6%的
水平。据海关统计，1-2月份毛纺主要产品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27.3%，提高41.57个百分点。各大类产品出口数量均出现
明显的回升势头。总的来说，由于上年基数较低，1-2月份出
口相比去年同期的困难局面有显著的好转，以羊绒为主要原
料加工的服装类上下游产品出口数量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只
有羊毛地毯等个别品种出口数量出现下跌。毛针织服装出口
数量增长7.84%，回落了19.43个百分点，单价同比增
长32.46%。梭织服装及毛织物出口单价继续下跌。1-2月份毛
纺产品主要出口市场除日本外，出口金额同比提高显著，欧
盟、美国主要毛纺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4.17%
和26.61%。

但主要出口市场出口份额萎缩，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等
主要出口市场所占总份额为54.57%，比上年下跌了近1个百分
点。从出口地区观察，出口额排在前五位、总额占比
达67.26%的.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等省市出口额均



出现增长，其中浙江省回升速度最快，同比增长45.64%。

1-2月份规模以上3841户企业共实现利润9.6亿元，同比增
长11.25%，高于纺织业83.14%的增幅，行业效益明显好转。
亏损企业亏损额为4.12亿元，同比减少了22.82%，比上年同
期下降了47.99个百分点，亏损面为27.2%，仍高于同期纺织
业亏损面2.2%的水平。

1-2月份规模以上1499户毛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2亿
元，同比增长27.97%;利润总额5.71亿元，同比增加2.89亿
元(+12.12%)，效益明显提高。

1-2月份规模以上214户毛针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26亿元，同
比增长18.54%;生产与销售增长较快，相应的企业营业费用及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产成品同比下降了1.29%，应收账款同比
减少了2.9%，资金周转加快。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3.21亿元，同比增加1.54亿元(+92.13%)，行业运行质量同
期显著提高，回升势头进一步增强。

1-2月份规模以上238户毛纺制品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62
亿元，同比增长32.51%;利润总额.68亿元，同比涨幅高
达147.9%。该行业复苏并恢复快速增长，效益提高。

今年1-2月份国际市场羊毛价格增长较快，随着全球经济形势
好转，主要羊毛出口国汇率走高，也助长了羊毛价格上涨。
据海关提供数据，1-2月进口羊毛4.94万吨，同比增
加29.48%(+49.24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旺盛。

1)内外销市场回升向好。内销市场潜力巨大，国际市场明显
复苏，一季度全行业运行各项指标均明显好于上年同期。2)
围绕《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的关于企业管理、品
牌建设等指导意见得到推进落实。有利于行业进一步加快调
整步伐。3)企业积极应对危机，增强了自身的应对能力。企
业更加重视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营销渠道建设、科学管理



和信息化建设，注重提升内涵将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素

1)随着出口形势的好转，国内通胀预期增加，人民币升值压
力将不断加大。2)人民币货币政策较上年有所收紧，有可能
影响企业融资。3)羊毛生产供应不足，羊毛价格可能继续上
涨。随着国内生产的进一步恢复，煤、电供应紧张，企业燃
料动力方面的成本压力较上年明显上升。4)劳动力成本进一
步上升。进入新的一年，行业产销稳步回升，运行质量稳定。
一季度运行情况表明行业已开始走出上年的困难局面。但就
当前情况看，由于国际市场变化难以预测等不确定因素的存
在，上半年整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观望。毛纺企业应密切关注
两个市场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
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努力扩大内需，转变营销方式，加快
市场化经营模式形成，进一步巩固取得成果，确保行业平稳
发展。

企业经营运作分析篇四

1-2月份，呢绒生产与上年同比增长较快，增幅明显高于上年
水平。毛纱线生产累计同比增长3.37%，增幅略有下降
（-2.78个百分点）。毛纺制品中的针织人造毛皮、毛毯、地
毯生产1-2月份累计同比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1-2月份规模
以上毛纺织、毛针织和毛纺制品业累计产销率分别为96.35%
（+3.63个百分点）、99.49%（-1.67个百分点）
和96.18%(-3.74个百分点)，产销基本平衡。

初步统计，1-2月份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毛制品制造、毛针
织品及编织品制造行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同比均有较快
增长，显然随着两个市场的复苏，行业投资升温。

1、内销稳步回升



内销是毛纺行业走出困境，提高自身应对能力最重要的支撑
力量。初步统计，1-2月份全行业内销市场与上年同期相比明
显好转，规模以上毛纺织企业、毛纺制品企业完成销售产值
同比均有明显回升，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34.85和29.86个百
分点，显现出较好回升势头。其中，毛纺织业销售产值增幅
略高于纺织业增幅。毛针织企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1.70%，
比上年同期增长6.59个百分点。分行业产品的内销比重进一
步提高，内销市场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观察1-2月份主要
毛纺产品国内零售市场销售情况，全国重点大型百货商场的
男西装销售同比提高30.12%，比上年提高了41.49个百分点；
羊绒衫及羊毛衫销售同比下降0.56%，回落0.54个百分点，与
上年基本持平。

2、外销明显复苏上年一季度毛纺产品出口形势极为严峻，出
现了严重下滑，因此，与较低基数相比较，今年1-2月份多数
毛纺大类产品出口数量呈现明显回升。规模以上毛纺织、毛
纺制品企业1-2月份完成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增长15.58%
和13.05%，但仍低于同期纺织业出口交货值平均增长17.60%
的水平。据海关统计，1-2月份毛纺主要产品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27.30%，提高41.57个百分点。各大类产品出口数量均出现
明显的`回升势头。总的来说，由于上年基数较低，1-2月份
出口相比去年同期的困难局面有显著的好转，以羊绒为主要
原料加工的服装类上下游产品出口数量增长幅度尤为明显，
只有羊毛地毯等个别品种出口数量出现下跌。毛针织服装出
口数量增长7.84%，回落了19.43个百分点，单价同比增
长32.46%。梭织服装及毛织物出口单价继续下跌。1-2月份毛
纺产品主要出口市场除日本外，出口金额同比提高显著，欧
盟、美国主要毛纺产品出口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4.17%
和26.61%。

但主要出口市场出口份额萎缩，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等
主要出口市场所占总份额为54.57%，比上年下跌了近10个百
分点。从出口地区观察，出口额排在前五位、总额占比
达67.26%的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等省市出口额均



出现增长，其中浙江省回升速度最快，同比增长45.64%。

1-2月份规模以上3841户企业共实现利润9.60亿元，同比增
长101.25%，高于纺织业83.14%的增幅，行业效益明显好转。
亏损企业亏损额为4.12亿元，同比减少了22.82%，比上年同
期下降了47.99个百分点，亏损面为27.20%，仍高于同期纺织
业亏损面20.02%的水平。

1、毛纺织行业

1-2月份规模以上1499户毛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2亿
元，同比增长27.97%；利润总额5.71亿元，同比增加2.89亿元
（+102.12%），效益明显提高。

2、毛针织行业

1-2月份规模以上2104户毛针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26亿元，
同比增长18.54%；生产与销售增长较快，相应的企业营业费
用及管理费用同比增长。产成品同比下降了1.29%，应收账款
同比减少了2.09%，资金周转加快。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3.21亿元，同比增加1.54亿元（+92.13%），行业运行质量
同期显著提高，回升势头进一步增强。

3、毛纺制品行业

1-2月份规模以上238户毛纺制品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62
亿元，同比增长32.51%；利润总额0.68亿元，同比涨幅高
达147.90%。该行业复苏并恢复快速增长，效益提高。

今年1-2月份国际市场羊毛价格增长较快，随着全球经济形势
好转，主要羊毛出口国汇率走高，也助长了羊毛价格上涨。
据海关提供数据，1-2月进口羊毛4.94万吨，同比增加29.48%
（+49.24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旺盛。



1、利好因素

1）内外销市场回升向好。内销市场潜力巨大，国际市场明显
复苏，一季度全行业运行各项指标均明显好于上年同期。2）
围绕《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的关于企业管理、品
牌建设等指导意见得到推进落实。有利于行业进一步加快调
整步伐。3）企业积极应对危机，增强了自身的应对能力。企
业更加重视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营销渠道建设、科学管理
和信息化建设，注重提升内涵将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2、不确定因素

1）随着出口形势的好转，国内通胀预期增加，人民币升值压
力将不断加大。2）人民币货币政策较上年有所收紧，有可能
影响企业融资。3）羊毛生产供应不足，羊毛价格可能继续上
涨。随着国内生产的进一步恢复，煤、电供应紧张，企业燃
料动力方面的成本压力较上年明显上升。4）劳动力成本进一
步上升。进入新的一年，行业产销稳步回升，运行质量稳定。
一季度运行情况表明行业已开始走出上年的困难局面。但就
当前情况看，由于国际市场变化难以预测等不确定因素的存
在，上半年整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观望。毛纺企业应密切关注
两个市场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
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努力扩大内需，转变营销方式，加快
市场化经营模式形成，进一步巩固取得成果，确保行业平稳
发展。

企业经营运作分析篇五

20**年，全区上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延续稳定恢复态势，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比均呈正增长，但多数指标在去年同
期基数的影响下，增幅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20**年，全区增加值可比增速逐季趋缓，根据市统计局统一
核算反馈，嘉定区实现增加值2705.6亿元，可比增长6.1%，
比20**年同期增长2.0%，两年平均增长1.0%。其中，第二产
业实现增加值1591.5亿元，可比增长6.0%；第三产业实现增
加值1110.6亿元，可比增长6.3%。三次产业结
构0.1:58.8:41.1。

（一）工业生产增速回落，区属企业韧性较足

20**年，全区工业生产增速趋于放缓，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自7月起，累计增幅由两位数转为个位数，区属规模以上工业
表现相对较好，产值累计增幅始终高于全口径规模以上工业。
20**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5454.3亿元，同比增
长1.3%，比20**年同期下降6.5%，两年平均下降3.3%。其中，
区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3025.8亿元，同比增长9.5%，
比20**年同期增长5.3%，两年平均增长2.6%。12月份，全口
径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590.8亿元，同比增长9.1%，环比增
长7.1%；区属规模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24.8亿元，同比增
长1.3%，环比增长13.8%。

从重点产业看,全区汽车产业实现工业产值3593.5亿元，同比
下降2.8%，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5.9%，下拉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9个百分点。全区非汽车产业实现工
业产值1860.8亿元，同比增长10.3%，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的34.1%，拉动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3.2个百分
点。

（二）消费市场稳中有缓，增长速度转为个位数

20**年，全区商品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步回落，
从11月起，累计增幅均由两位数转为个位数。20**年，全区
实现商品销售总额7736.4亿元，同比增长8.1%，比20**年同
期增长0.8%，两年平均增长0.4%。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609.9亿元，同比增长6.4%，比20**年同期增长8.8%，



两年平均增长4.3%。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
额1544.2亿元，同比增长6.2%；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
额65.6亿元，同比增长11.5%。12月份，全区实现商品销售总
额684.5亿元，同比下降7.8%，环比下降11.0%；全区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5亿元，同比下降15.5%，环比下
降28.8%。

从电子商务看，20**年，全区实现限额以上电子商务销售
额2976.0亿元，同比增长23.8%，比20**年同期增长44.2%，
两年平均增长20.1%；带动全区商品销售总额增长8.0个百分
点。全区实现限额以上电子商务零售额1061.9亿元，同比增
长7.2%，比20**年同期增长21.0%，两年平均增长10.0%；带
动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7个百分点。

从综合商业看，20**年，已开业经营的17个商业综合体和2条
商业街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21.8亿元，同比增长59.5%，
比20**年同期增长56.2%，两年平均增长25.0%，占全区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6%。

（三）服务业收入增幅缩小，银行存贷平稳增长

1-11月，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始终保持两位数及以
上增长。全区503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
入1274.7亿元，同比增长32.2%（增幅较1-6月回落43.6个百
分点），比20**年同期增长44.1%，两年平均增长20.0%。分
行业看，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10个行业门类中，除教育以外，
其余营业收入均实现正增长。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入386.5亿元，同比增长78.1%；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实现营业收入355.7亿元，同比增长25.4%；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35.8亿元，同比增长29.7%。

12月末，全区纳统的164个银行营业网点共拥有存款余
额4040.1亿元，较年初增长10.7%，增速较去年同期减缓4.9
个百分点。其中，单位存款余额1971.5亿元，较年初增



长9.4%；居民储蓄存款2068.7亿元，较年初增长12.0%。全区
银行贷款余额1878.3亿元，较年初增长10.4%，增速较去年同
期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单位贷款1067.7亿元，较年初增
长7.8%；个人贷款810.6亿元，较年初增长14.2%。个人住房
贷款作为个人贷款的主要组成部分，余额为571.4亿元，较年
初增长10.8%。

（四）固定资产投资三升一降,期房销售保持热度

20**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势向好，自7月起，实现两
位数累计增长。20**年，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14.3亿
元，同比增长18.1%，比20**年同期增长39.7%，两年平均增
长18.2%。其中，完成民间投资242.7亿元，同比增长29.7%。
四大主要投资领域呈现“三升一降”态势：工业投资转降为
升，完成投资额113.8亿元，同比增长1.7%；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投资额284.1亿元，同比增长26.0%；社会事业投资完成
投资额14.1亿元，同比增长33.3%；基础设施投资完成投资
额19.4亿元，同比下降45.8%。

20**年，全区商品房销售额情况良好。全区商品房销售面
积146.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5%，比20**年同期下降21.1%，
两年平均下降11.2%；其中，现房销售面积50.1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10.3%，期房销售面积96.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8%。
全区实现商品房销售额486.0亿元，同比增长46.8%，
比20**年同期增长19.3%，两年平均增长9.2%；其中，现房销
售额76.4亿元，同比下降35.0%，期房销售额409.6亿元，同
比增长91.9%。

（一）新兴产业领航发展

20**年，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312.4亿元，
可比增长10.3%，拉动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0个百分点；
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24.1%，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1个
百分点。分领域看，占比最高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业产



值348.3亿元，可比下降14.3%，其余领域均实现正增长。

全区“三个千亿级”产业总产出1678.7亿元，同比增长28.9%。
其中，汽车新四化产出1251.4亿元，同比增长57.7%；智能传
感器及物联网产出384.0亿元，同比下降17.2%；高性能医疗
设备及精准医疗产出164.4亿元，同比增长13.7%。

（二）在线新经济快速成长

20**年，全区“在线新经济”总产出3393.9亿元，同比增
长23.5%。分行业来看，全区在线新经济以电子商务为
主，20**年实现电子商务总产出2976.0亿元，同比增长23.8%，
占在线新经济总产出的87.7%；在线服务实现总产出183.6亿
元，同比增长47.2%，占在线新经济总产出的5.4%；在线文娱
实现总产出154.2亿元，同比下降5.8%，占在线新经济总产出
的4.5%；工业互联网实现总产出80.1亿元，同比增长44.0%，
占在线新经济总产出的2.4%。

（三）新能源汽车独树一帜

新能源汽车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加快发展步
伐。20**年，全区新能源汽车生产与销售始终保持两位数及
以上增长。20**年，全区新能源汽车实现产值239.8亿元，可
比增长86.4%，增幅高于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76.1个百分
点；占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18.3%，比重较去年同期提
高7.3个百分点。全区新能源汽车实现销售额188.8亿元，同
比增长78.8%，增幅高于全区商品销售总额70.7个百分点，占
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