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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律底线“26个不得”
《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的“26

个不得”是政府、部门及单位负责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及统计人员，统计调查对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循的统计法律底线和基本准则。

（一）政府、部门以及单位负责人的“6个不得”
1、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

整理的统计资料
2、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

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3、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

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4、不得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

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
5、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
6、不得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及

统计人员的“7个不得”
1、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2、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

实的统计资料
3、不得有其他违反统计法规定的行为
4、不得组织实施能够通过行政记录取得统计资料

的调查
5、不得组织实施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能够满

足统计需要的全面调查
6、不得制定实施、审批备案主要内容与国家统计

调查项目内容重复、矛盾的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
统计调查项目

7、不得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
（三）统计调查对象的“2个不得”
1、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2、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 的“11个不得”
1、不得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

益或者职务晋升
2、不得对外提供、泄露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

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3、不得拒绝、阻碍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履行监督检

查职责
4、不得在政府统计机构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
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5、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
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6、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统
计资料

7、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8、不得把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

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
象实施除统计执法依据以外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
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9、不得将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
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外的目的

10、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
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11、不得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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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月份，全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多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在全省靠前，工业、投资

稳步增长，财政稳中趋缓，金融继续加快，物价温

和上涨。

一、经济运行情况

（一）工业生产增幅全省靠前。1-7月份，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1%，与上半年持平，继

续居全省第2位。全市33个大类行业，28个行业增

加值保持增长，17个行业的增速超过10%。其中，

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41.9%、40.4%、24.6%，

对全市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1-7月份，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7%，与上半年持平，继续

居全省第4位。其中，技改投资增长30.9%，比上半

年提高4.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民间投资增长

10.0%，比上半年提高2.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8位。

（三）消费增速略有回落。1-7月份，全市限

上消费品零售额140.44亿元，增长13.0%，比上半年

回落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6位。从消费地区看，

城镇增长13.0%，乡村增长13.8%。生活刚需类商品

增速较快，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7.1%、22.7%、45.6%。

（四）财政收支稳中趋缓。1-7月份，全市财

政收入122.07亿元，增长11.8%，比上半年回落1.0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5.91

亿元，增长10.5%。全市财政支出267.40亿元，增长

13.0%，比上半年回落1.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

其中，民生支出235.23亿元，增长11.2%，占总支出

的比重为88.0%。

（五）金融机构存贷款稳中有升。7月末，全

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2458.67亿元，增长

7.7%，与6月末持平，居全省第 7位。其中，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1579.95亿元，增长12.8%。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余额1819.75亿元，增长22.8%，比6月末提

高0.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金融机构存贷比由6

月末的72.3%提升到74.0%。

（六）进出口总额回落。1-7月份，全市海关

进出口总额4.21亿美元，下降0.4%，比上半年回落

10.8个百分点，居全省末位。其中，进口总额0.20

亿美元，下降73.5%，居全省末位；出口总额4.01亿

美元，增长15.4%，居全省第6位。

（七）物价运行温和上涨。1-7月份，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涨幅与上半年持平，比

全省低0.4个百分点。八大类指数“六涨二降”。 

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

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4.5%、2.2%、

0.8%、1.0%、1.3%、2.2%，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

分别下降1.3%、0.3%。

二、运行特点

（一）财税质量持续提高。1-7月份，全市税

收收入95.69亿元，增长11.8%，占总收入比重

78.4%，比上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增值税、消费

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完成69.53

亿元，占税收总量的72.7%，比上年同期提高5.1个

百分点；增长20.4%，高于税收增幅8.6个百分点。

（二）新兴产业持续发力。1-7月份，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40.9%，居全省第1位，分别

高出全省平均和全市规模以上工业27.8和29.8个百

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3.8%，高出全省

8.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对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贡献率达20.3%。

（三）工业效益不断提升。上半年，全市规上

工业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长7.8%，低于全省

3.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12.4%，高出全省7.1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利润总额增长37.5%，高出

全省2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每百元营业收入

1-7月份全市经济运行分析 中的成本为88.39元，同比减少0.99元。

总体来看，1-7月份，全市经济继续保持稳定

发展，但当前外部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中美贸

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下一阶段，全市上下

要坚定信心，把握形势，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稳定增长、提升质量、强化创新，不断释

放发展的动力活力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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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增长，财政稳中趋缓，金融继续加快，物价温

和上涨。

一、经济运行情况

（一）工业生产增幅全省靠前。1-7月份，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1%，与上半年持平，继

续居全省第2位。全市33个大类行业，28个行业增

加值保持增长，17个行业的增速超过10%。其中，

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41.9%、40.4%、24.6%，

对全市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

（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1-7月份，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7%，与上半年持平，继续

居全省第4位。其中，技改投资增长30.9%，比上半

年提高4.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民间投资增长

10.0%，比上半年提高2.0个百分点，居全省第8位。

（三）消费增速略有回落。1-7月份，全市限

上消费品零售额140.44亿元，增长13.0%，比上半年

回落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6位。从消费地区看，

城镇增长13.0%，乡村增长13.8%。生活刚需类商品

增速较快，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7.1%、22.7%、45.6%。

（四）财政收支稳中趋缓。1-7月份，全市财

政收入122.07亿元，增长11.8%，比上半年回落1.0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5.91

亿元，增长10.5%。全市财政支出267.40亿元，增长

13.0%，比上半年回落1.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

其中，民生支出235.23亿元，增长11.2%，占总支出

的比重为88.0%。

（五）金融机构存贷款稳中有升。7月末，全

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2458.67亿元，增长

7.7%，与6月末持平，居全省第 7位。其中，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1579.95亿元，增长12.8%。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余额1819.75亿元，增长22.8%，比6月末提

高0.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金融机构存贷比由6

月末的72.3%提升到74.0%。

（六）进出口总额回落。1-7月份，全市海关

进出口总额4.21亿美元，下降0.4%，比上半年回落

10.8个百分点，居全省末位。其中，进口总额0.20

亿美元，下降73.5%，居全省末位；出口总额4.01亿

美元，增长15.4%，居全省第6位。

（七）物价运行温和上涨。1-7月份，全市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涨幅与上半年持平，比

全省低0.4个百分点。八大类指数“六涨二降”。 

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

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上涨4.5%、2.2%、

0.8%、1.0%、1.3%、2.2%，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

分别下降1.3%、0.3%。

二、运行特点

（一）财税质量持续提高。1-7月份，全市税

收收入95.69亿元，增长11.8%，占总收入比重

78.4%，比上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增值税、消费

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完成69.53

亿元，占税收总量的72.7%，比上年同期提高5.1个

百分点；增长20.4%，高于税收增幅8.6个百分点。

（二）新兴产业持续发力。1-7月份，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40.9%，居全省第1位，分别

高出全省平均和全市规模以上工业27.8和29.8个百

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3.8%，高出全省

8.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对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贡献率达20.3%。

（三）工业效益不断提升。上半年，全市规上

工业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长7.8%，低于全省

3.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12.4%，高出全省7.1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利润总额增长37.5%，高出

全省2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为88.39元，同比减少0.99元。

总体来看，1-7月份，全市经济继续保持稳定

发展，但当前外部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中美贸

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下一阶段，全市上下

要坚定信心，把握形势，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稳定增长、提升质量、强化创新，不断释

放发展的动力活力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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