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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冬春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市上下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市经

济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主要经

济指标提速明显，扣除上年同期基数影响，增势平

稳，处于合理区间。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

生产总值504.3亿元，同比增长16.3%，两年平均增

长4.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1.6亿元，同比增

长12.4%，两年平均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

176.1亿元，同比增长19.7%，两年平均增长6%；第

三产业增加值276.6亿元，同比增长14.9%，两年平

均增长4.3%。

（一）农业生产加快恢复，畜禽出栏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市农业总产值98.4亿元，增长15.1%，

居全省第6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9.2%，两年平均

增长4.5%。受春节影响，肉类需求量迅速提高，畜

禽产品市场行情好，畜牧养殖户积极出栏，生猪出

栏增长46.8%，主要肉类产量增长35.2%。蔬菜生产

保持平稳，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产量分别增长

2021年一季度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
4.0%、4.3%。 

（二）工业生产提速明显，新兴产业增速良好。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9%，比2019

年同期增长20.9%，两年平均增长10.0%、高于全省

平均0.6个百分点。3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个保持

增长，增长面83.9%，14个行业增速高于全市平均。

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分别增长44.6%、78.5%、29.1%，贡献率分

别为10.0%、11.4%、19.8%。从新兴产业看，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52.4%，居全省第2位，比2019

年同期增长52.2%，两年平均增长23.4%、高于全省

平均4.9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43.6%，

比2019年同期增长60.0%，两年平均增长26.5%。

（三）投资复苏态势更加巩固，房地产投资大

幅增长。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7%，

居全省第7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29.6%，两年平均

增长13.8%。分产业看，一产增长1233.6%，二产增

长3.0%，三产增长35.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59.1%，居全省第1位；技改投资下降1.2%，居全省

第15位；民间投资增长19.0%，居全省第9位。

（四）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新型消费持续旺盛。

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5亿元，增

长31.3%，比2019年同期增长19.9%，两年平均增长

9.5%。分城乡看，城镇零售额242.9亿元，同比增

长33.1%；乡村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25.1%。

从商品类值看，烟酒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日

用品类等生活刚需类分别增长45.5%、34.1%，金银

珠宝类、通讯器材类、汽车类等生活改善类分别增

长34.8%、154.5%、45.9%。

（五）财政收支增速居全省前列，贷款余额保

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3

亿元，增长24.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

居全省第3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13.6%，两年平均

增长6.6%；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18.6亿元，增

长13.2%，居全省第5位，增速高于全省平均6.8个

百分点。3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925.5亿元，增长8.3%，比2019年同期增长19.2%，

两年平均增长9.2%；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486.5

亿元，增长19.2%，比2019年同期增长45.6%，两年

平均增长20.7%。

（六）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好于

城镇。一季度，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10

元，增长16.7%，居全省第4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

19.2%，两年平均增长9.2%。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9943元，增长15.6%，居全省10位，

比2019年同期增长16.1%，两年平均增长7.8%；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0元，增长 17.3%，

居全省第5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21.4%，两年平均

增长10.2%。

（七）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八大类指数“

四涨四降”。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6%，比全省平均高0.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

烟酒、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分别上涨

2.6%、2.5%、0.6%、0.4%；交通和通信、生活用品

及服务、衣着、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下降1.6%、

0.3%、2.3%、5.0%。

总体上看，由于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基数效

应的共同作用，一季度全市整体经济稳中加固、稳

中向好。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依旧严峻复杂，

经济恢复不均衡、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依然突出，全

市经济稳定增长仍面临较多困难。下阶段，要继续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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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0元，增长 17.3%，

居全省第5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21.4%，两年平均

增长10.2%。

（七）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八大类指数“

四涨四降”。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6%，比全省平均高0.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

烟酒、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分别上涨

2.6%、2.5%、0.6%、0.4%；交通和通信、生活用品

及服务、衣着、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下降1.6%、

0.3%、2.3%、5.0%。

总体上看，由于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基数效

应的共同作用，一季度全市整体经济稳中加固、稳

中向好。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依旧严峻复杂，

经济恢复不均衡、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依然突出，全

市经济稳定增长仍面临较多困难。下阶段，要继续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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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冬春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

市上下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市经

济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主要经

济指标提速明显，扣除上年同期基数影响，增势平

稳，处于合理区间。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

生产总值504.3亿元，同比增长16.3%，两年平均增

长4.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1.6亿元，同比增

长12.4%，两年平均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

176.1亿元，同比增长19.7%，两年平均增长6%；第

三产业增加值276.6亿元，同比增长14.9%，两年平

均增长4.3%。

（一）农业生产加快恢复，畜禽出栏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市农业总产值98.4亿元，增长15.1%，

居全省第6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9.2%，两年平均

增长4.5%。受春节影响，肉类需求量迅速提高，畜

禽产品市场行情好，畜牧养殖户积极出栏，生猪出

栏增长46.8%，主要肉类产量增长35.2%。蔬菜生产

保持平稳，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产量分别增长

4.0%、4.3%。 

（二）工业生产提速明显，新兴产业增速良好。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9%，比2019

年同期增长20.9%，两年平均增长10.0%、高于全省

平均0.6个百分点。3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个保持

增长，增长面83.9%，14个行业增速高于全市平均。

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分别增长44.6%、78.5%、29.1%，贡献率分

别为10.0%、11.4%、19.8%。从新兴产业看，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52.4%，居全省第2位，比2019

年同期增长52.2%，两年平均增长23.4%、高于全省

平均4.9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43.6%，

比2019年同期增长60.0%，两年平均增长26.5%。

（三）投资复苏态势更加巩固，房地产投资大

幅增长。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7%，

居全省第7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29.6%，两年平均

增长13.8%。分产业看，一产增长1233.6%，二产增

长3.0%，三产增长35.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59.1%，居全省第1位；技改投资下降1.2%，居全省

第15位；民间投资增长19.0%，居全省第9位。

（四）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新型消费持续旺盛。

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5亿元，增

长31.3%，比2019年同期增长19.9%，两年平均增长

9.5%。分城乡看，城镇零售额242.9亿元，同比增

长33.1%；乡村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25.1%。

从商品类值看，烟酒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日

用品类等生活刚需类分别增长45.5%、34.1%，金银

珠宝类、通讯器材类、汽车类等生活改善类分别增

长34.8%、154.5%、45.9%。

（五）财政收支增速居全省前列，贷款余额保

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3

亿元，增长24.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

居全省第3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13.6%，两年平均

增长6.6%；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18.6亿元，增

长13.2%，居全省第5位，增速高于全省平均6.8个

百分点。3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925.5亿元，增长8.3%，比2019年同期增长19.2%，

两年平均增长9.2%；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486.5

亿元，增长19.2%，比2019年同期增长45.6%，两年

平均增长20.7%。

（六）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好于

城镇。一季度，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10

元，增长16.7%，居全省第4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

19.2%，两年平均增长9.2%。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9943元，增长15.6%，居全省10位，

比2019年同期增长16.1%，两年平均增长7.8%；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0元，增长 17.3%，

居全省第5位，比2019年同期增长21.4%，两年平均

增长10.2%。

（七）居民消费价格保持稳定，八大类指数“

四涨四降”。一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6%，比全省平均高0.5个百分点。其中，食品

烟酒、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分别上涨

2.6%、2.5%、0.6%、0.4%；交通和通信、生活用品

及服务、衣着、其他用品及服务分别下降1.6%、

0.3%、2.3%、5.0%。

总体上看，由于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基数效

应的共同作用，一季度全市整体经济稳中加固、稳

中向好。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依旧严峻复杂，

经济恢复不均衡、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依然突出，全

市经济稳定增长仍面临较多困难。下阶段，要继续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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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县     区 1-3月累计 比上年同期增长(%)

全  市 504.34 16.3 

埇桥区 171.86 14.9 

砀山县 63.03 16.8 

萧  县 92.87 14.7 

灵璧县 70.01 17.0 

泗  县 68.41 19.8 

分县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单位：亿元

县     区
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

项存款

比上年同
期增长(%)

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

项贷款

比上年 同
期增长(%)

全  市 2925.46 8.3 2486.54 19.2 

埇桥区 1397.84 6.9 1288.94 13.3 

砀山县 370.61 13.0 327.41 35.5 

萧  县 452.27 5.9 336.59 19.7 

灵璧县 387.59 13.0 261.21 27.3 

泗  县 317.15 7.8 272.3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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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 ：万 单位：万元

县      区 3月
比上年同月

增长（%）

1-3月 比上年同期

增长（%）累  计

全  市 9.5 22.9 

埇桥区 2.5 16.6 

砀山县 17.6 23.5 

萧  县 9.1 21.5 

灵璧县 4.8 22.3 

泗  县 18.4 24.4 

市经开区 19.4 50.0 

宿马园区 10.1 40.5 

高新区 30.4 40.8 

鞋城 36.4 36.6 

分县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单位：万元

县      区 3月
比上年同月

增长（%）

1-3月 比上年同期

增长（%）累  计

全  市 40.6 43.6 

埇桥区 82.6 68.5 

砀山县 279.7 122.4 

萧  县 46.3 53.3 

灵璧县 7.3 17.5 

泗  县 19.2 12.8 

高新区 45.6 67.3 

鞋城 41.3 255.1 

宿马园区 -38.6 15.2 

市经开区 15.6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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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区全社会用电量

单位：万千瓦时

县      区 3月
比上年同

月增长(%)

1-3月 比上年同

期增长(%)累   计

全  市 81261 9.8 270387 15.9 

埇桥区 35821 -3.2 128955 13.3 

砀山县 11494 37.8 33118 19.4 

萧  县 15803 13.1 48027 16.4 

灵璧县 9389 20.0 31175 15.7 

泗  县 8754 28.2 29112 23.2 

分县区工业用电量

单位：万千瓦时

县      区 3月
比上年同
月增长(%)

1-3月 比上年同
期增长(%)累   计

全  市 41681 36.3 91393 25.2 

埇桥区 18503 -7.7 51729 10.8 

砀山县 4617 179.9 6576 87.2 

萧  县 11038 64.5 21650 36.9 

灵璧县 3802 238.8 6200 66.6 

泗  县 3720 253.7 5239 59.9 

注：全社会和工业用电量中埇桥区数据含市直、经开区、

    宿马园区和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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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县区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万元

县      区
1-3月 比上年同期

累  计 增长(%)

全  市 29.7 

埇桥区 35.1 

砀山县 37.6 

萧  县 8.3 

灵璧县 32.4 

泗  县 44.4 

市经开区 52.1 

宿马园区 22.8 

高新区 27.3 

鞋  城 17.9 

 
  分县区工业投资

单位：万元

县      区
1-3月 比上年同期

累  计 增长(%)

全  市 3.1 

埇桥区 36.7 

砀山县 10.7 

萧  县 -17.7 

灵璧县 -45.7 

泗  县 11.2 

市经开区 33.8 

宿马园区 32.5 

高新区 -12.3 

鞋  城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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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县      区

1-3月 比上年同期

累 计 增长(%)

全  市 3075230 31.3 

埇桥区 806255 32.2 

砀山县 472785 31.6 

萧  县 576354 27.7 

灵璧县 453814 32.6 

泗  县 477347 33.1 

市经开区 169061 29.0 

宿马园区 78089 29.1 

高新区 10555 35.0 

鞋  城 30971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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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县      区
1-3月 比上年同期

累  计 增长(%)

全  市 383042 24.7 

砀山县 24590 -18.5 

萧  县 44801 40.9 

灵璧县 34529 17.9 

泗  县 44093 16.8 

埇桥区 114526 59.3 

宿马园区 31580 20.8 

高新区 15515 -15.5 

市经开区 30498 121.6 

鞋  城 14121 87.6 

 
 分县区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县      区 3月
1-3月 比上年同期

累 计 增长(%)

全  市 342236 1185636 13.2 

砀山县 31633 113923 7.8 

萧  县 64187 195190 2.2 

灵璧县 32737 115065 5.2 

泗  县 35333 151678 31.7 

埇桥区 102030 311751 33.8 

宿马园区 7250 30461 28.8 

高新区 4378 24175 -14.5 

市经开区 12591 44378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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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省 26.3 

宿  州 22.9 11 

合  肥 44.7 1 

淮  北 13.9 16 

亳  州 22.2 12 

蚌  埠 23.2 8 

阜  阳 25.0 6 

淮  南 15.1 15 

滁  州 16.7 14 

六  安 28.3 4 

马鞍山 21.9 13 

芜  湖 23.8 7 

宣  城 29.0 3 

铜  陵 23.0 10 

池  州 35.4 2 

安  庆 25.1 5 

黄  山 2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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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各市全社会用电量

单位：亿千瓦时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省 634.2 22.4 

宿  州 27.0 10 15.9 12 

合  肥 103.1 1 21.3 8 

淮  北 19.4 15 23.2 5 

亳  州 22.7 13 13.4 15 

蚌  埠 32.0 8 20.3 9 

阜  阳 44.8 5 15.3 13 

淮  南 24.4 12 17.7 10 

滁  州 49.0 4 23.3 4 

六  安 32.1 7 26.8 3 

马鞍山 55.0 2 17.0 11 

芜  湖 54.4 3 21.7 7 

宣  城 37.5 6 38.8 1 

铜  陵 26.7 11 13.3 16 

池  州 21.7 14 27.8 2 

安  庆 31.8 9 13.8 14 

黄  山 11.8 16 2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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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省 945.2 19.9 

宿  州 38.3 11 24.7 3 

合  肥 228.5 1 23.2 5 

淮  北 26.5 13 15.9 13 

亳  州 44.3 8 22.0 7 

蚌  埠 48.7 6 20.5 9 

阜  阳 51.7 4 10.2 16 

淮  南 30.9 12 13.6 14 

滁  州 72.9 3 25.0 2 

六  安 43.8 9 22.5 6 

马鞍山 51.4 5 17.8 11 

芜  湖 85.5 2 12.0 15 

宣  城 48.6 7 20.5 9 

铜  陵 26.1 14 33.6 1 

池  州 22.4 15 24.6 4 

安  庆 41.3 10 21.6 8 

黄  山 22.3 16 17.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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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省 8892 16.6 

宿  州 7010 15 16.7 4 

合  肥 13323 1 17.0 2 

淮  北 8631 9 15.9 15 

亳  州 7078 13 16.5 9 

蚌  埠 9072 7 16.5 10 

阜  阳 6958 16 16.6 7 

淮  南 8473 10 14.9 16 

滁  州 8254 11 15.9 14 

六  安 7074 14 17.3 1 

马鞍山 12958 2 16.7 5 

芜  湖 11414 3 16.9 3 

宣  城 9237 5 16.0 13 

铜  陵 9608 4 16.6 6 

池  州 8878 8 16.4 11 

安  庆 7820 12 16.5 8 

黄  山 9085 6 16.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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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省 12104 15.8 

宿  州 9943 14 15.6 10 

合  肥 15901 1 16.7 1 

淮  北 10426 12 15.2 13 

亳  州 10042 13 15.1 14 

蚌  埠 12114 5 16.3 5 

阜  阳 9873 16 15.1 14 

淮  南 10462 11 13.7 16 

滁  州 10934 9 15.8 8 

六  安 9911 15 16.5 3 

马鞍山 15598 2 16.2 6 

芜  湖 14432 3 16.4 4 

宣  城 11901 7 16.0 7 

铜  陵 13273 4 15.5 11 

池  州 11563 8 16.6 2 

安  庆 10665 10 15.3 12 

黄  山 11927 6 15.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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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市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省 5673 16.8 

宿  州 5180 14 17.3 5 

合  肥 6682 2 16.7 11 

淮  北 5869 7 16.9 9 

亳  州 5355 13 17.3 5 

蚌  埠 5646 10 15.6 13 

阜  阳 5090 15 17.6 2 

淮  南 5525 12 17.0 8 

滁  州 5693 9 15.2 14 

六  安 5065 16 17.5 3 

马鞍山 8245 1 17.1 7 

芜  湖 6658 3 16.9 9 

宣  城 6501 5 15.1 16 

铜  陵 5714 8 17.9 1 

池  州 6273 6 15.2 14 

安  庆 5557 11 17.4 4 

黄  山 6585 4 16.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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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24.5 

全  省 26.3 

宿  州 22.9 3 

淮  北 13.9 6 

亳  州 22.2 4 

蚌  埠 23.2 2 

阜  阳 25.0 1 

淮  南 1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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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25.6 

全  省 25.7 

宿  州 29.7 1 

淮  北 28.5 2 

亳  州 15.2 6 

蚌  埠 16.0 5 

阜  阳 21.6 3 

淮  南 17.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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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工业投资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27.8 

全  省 22.1 

宿  州 3.1 5 

淮  北 14.6 4 

亳  州 -2.7 6 

蚌  埠 18.7 3 

阜  阳 44.0 1 

淮  南 4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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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房地产投资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27576 25.6 

全  省 1498.1 23.1 

宿  州 99.3 3 59.1 1 

淮  北 38.8 6 42.8 2 

亳  州 90.8 4 25.8 3 

蚌  埠 122.1 2 16.2 4 

阜  阳 188.9 1 10.5 5 

淮  南 44.4 5 -15.5 6 



-45-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105221 33.9 

全  省 5322.2 36.4 

宿  州 307.5 4 31.3 5 

淮  北 135.3 6 29.8 6 

亳  州 317.3 3 44.0 1 

蚌  埠 341.9 2 36.9 2 

阜  阳 524.2 1 33.1 3 

淮  南 205.8 5 32.0 4 



-46-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30213 21.7 

全  省 945.2 19.9 

宿  州 38.3 4 24.7 1 

淮  北 26.5 6 15.9 4 

亳  州 44.3 3 22.0 2 

蚌  埠 48.7 2 20.5 3 

阜  阳 51.7 1 10.2 6 

淮  南 30.9 5 13.6 5 



-47-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13120 12.2 

全  省 12104 15.8 

宿  州 9943 5 15.6 2 

淮  北 10426 3 15.2 3 

亳  州 10042 4 15.1 4 

蚌  埠 12114 1 16.3 1 

阜  阳 9873 6 15.1 4 

淮  南 10462 2 13.7 6 



-48-

全国全省及皖北六市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地  区
1-3月

位次
比上年同期

位次
累 计 增长(%)

全  国 5398 16.3 

全  省 5673 16.8 

宿  州 5180 5 17.3 2 

淮  北 5869 1 16.9 5 

亳  州 5355 4 17.3 2 

蚌  埠 5646 2 15.6 6 

阜  阳 5090 6 17.6 1 

淮  南 5525 3 17.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