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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3年以来,中国徐州市生产供给稳定恢复、有效需求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效益不断提升、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与此同时,更要关注各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带来的不确定

性以及自身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依然突出,“宏观热、微观冷”的局面尚待打破,行业分化仍在加剧,一

些领域存在恶性竞争,经济全面恢复仍有待时日。目前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牢固,部分领域下行乃至趋缓,

较多领域结构、质效尚需优化,微观主体经营困难依然较多,需持续推动经济运行提质增效。下一步要着

力于补短板、扩投资、促消费、落实好助企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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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23, Xuzhou City in China has seen stable recovery of production and supply, continuous 

release of effective dem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and solid and effective 

guarante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som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various fields. The uncertaint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structural and deep-seated problems within the country, are still prominent. 

The situation of "macro hot, micro cold" still needs to be broken, industry differentiation is still intensifying, and 

some fields are facing vicious competition. The comprehensive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still needs time. At 

present,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s not yet solid, with some areas experiencing a downturn or even 

slowing down. The structure and quality efficiency of many areas still need to be optimized,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micro ent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operation. The next step is to focus on addressing weaknesses, expanding investment, 

promoting consumption,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that benefit enterprises and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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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徐州市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决策部署,深入开展以“贴心交流、暖心服务、

真心惠企”为主题的走访企业活动,推动政策加快落地、精准助

企纾困、提振发展信心,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市一季度开局

良好、二季度快速回升,上半年整体呈现“生产需求双升、质

量效益并进、活力信心齐增”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

二季度经济的快速回弹是上年低基数的补偿性、恢复性增长,

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牢固,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微观

企业改善、收入效益提升、信心回暖提振,力争更好地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1 全市经济运行中的特点和亮点 

2023年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09.09亿元,同比增长

8%、两年平均增长4.6%。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 %、7.9%

和8.8%,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7.6：38.2：54.2。 

1.1生产供给稳定恢复,新动能持续增强 

工业经济承压前行。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3%、两年平均增长5.5%。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用电量和开

票销售收入分别增长5.1%、12.4%和4.8%。从行业支撑看,规上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8%、产值增长5.5%,前十大行业中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

汽车制造业等5个行业拉动较足。从新增拉动看,上年底以来新

增规上工业企业拉动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4.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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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经济快速恢复。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9%。其中,批发零售业、餐饮

业和邮政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2%、16.4%和23.3%,金融业和房

地产业分别增长8.8%和6.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1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18.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21%。全市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增长

6.1%。 

“343”创新产业集群较快增长。上半年工业领域“343”

产业产值增长5%,除工程机械、医药健康外,其余八个产业保持

稳定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绿色低碳能源、集成电路与ICT、

安全应急、高端纺织、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六个产业保持两位

数增长,分别增长26.4%、19%、12.3%、20.6%、30.8%和11.6%。

徐工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跃居全国“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第2

位、提升1位。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稳定增长。上半年,受降低首付、购房补

贴、卖旧买新等系列刺激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增长势

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1.1%。全市建筑业产值实现623.5

亿元,同比增长6.8%、两年平均增长6%；新签合同额增长8.5%。 

农业生产稳中有进。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含农林牧渔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两年平均增长4.4%。全市生猪出

栏、存栏分别增长7.2%和1.7%,活家禽出栏、存栏分别增长7.4%

和7.5%；全市夏粮总产213.24万吨、增长0.03%,单产401.53公

斤/亩、下降0.1%,基本保持稳定[1]。 

1.2有效需求持续释放,新引擎拉动有力 

消费复苏继续加快。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10.65亿元,同比增长11.7%、两年平均增长4.3%；批零住餐四

行业分别增长15%、14.2%、25.2%和22.4%。从主要限上商品看,

服装鞋帽、日用品等生活用品类消费分别增长22.9%和31.6%,

汽车、石油及制品等出行类消费分别增长14%和17.7%；其中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23.3%。 

项目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4%、

两年平均增长4.6%。从产业投资看,全市工业投资增长9.5%,其

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1%；制造业投资增长9.1%。服务业投资和

基础设施投资虽低位回升,分别增长3.7%和4.7%。从投资主体看,

民间投资增长8.2%,拉动全部投资增长6.5个百分点,占比达到

79.5%、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从转型发展看,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41.8%,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20.1%、同比提高4.9个百分点,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45.9%和9.9%。

从集群发展看,“343”创新产业集群投资增长13.4%,占全部投

资额的比重达到50.5%、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从项目建设看,

上半年,全市在库项目达到2866个、同比增加173个,其中超十亿

元、五十亿元项目分别增加46个和4个；“343”产业在库项目达

到1689个、同比增加158个。 

对外贸易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652.49亿

元,同比增长16.9%、两年平均增长7.6%；其中出口增长16.5%。

从主要市场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额增长

26.1%,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45.1%、同比提高4.1个百分点；对

欧盟增长30.7%,对美国和东盟分别增长8%和6%。从主要商品看,

以工程机械为主的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8.1%,高新技术产品增

长53.3%。 

1.3发展效益不断提升,新活力不断激发 

从新增市场主体看,上半年,全市工商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8.77万户,增长7.3%；其中新登记企业2.92万户、增长9.8%。从

净增“四上”企业看,全市净增加152家,其中贸易业、服务业、

建筑业企业分别净增加112家、4家和50家。 从企业入选创新平

台看,全市编排2023年度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86家,第一批申

报超100家；12家企业入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达到

2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207家；苏能股份、康力源、百甲

科技3家企业成功上市,上市企业达到16家。从实物流量看,上半

年,全市高速公路货车流量增长9.4%、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客流量

增长24.9%、重点旅游景区客流量增长83.9%。从金融流量看,

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增长7.9%和16.1%,投向

实体领域贷款增长23.1%、制造业贷款增长29.9%。 

1.4民生保障扎实有力,新福祉有序释放 

惠企措施稳步推进。全面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举措,上半

年全市累计“减、免、退”各类税费81.49亿元；其中落实高新

技术企业加计扣除优惠4.08亿元,办理特殊行业及小微企业存

量留底退税31.09亿元、办理出口退税29.74亿元；发放各类补

贴3.2亿元,为1.71万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22

亿元,连续2年走在全国前列、位居全省首位。 

居民收入提速增长。上半年,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19532元,同比增长5.8%。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2996元和13946元,分别增长5.1%和6.9%；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65,同比缩小0.03。全体、城镇、农村居民收入两年平均增速

分别为5.3%、4.6%和6.5%。 

稳就业稳物价成效明显。上半年,全市用工单位发布招聘岗

次、各类求职人员登记人次分别大幅增长32.1%和36.2%,城镇新

增就业4.28万人、增长8%,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其中,全市6月份

单月用工备案人数逆转上月净减势头、实现净增加2873人,退工

备案人数环比减少4%。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

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其中,6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

0.5%、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2 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当前,基于上年低基数的补偿性、恢复性增长因素正在消

减,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自身结构性、

深层次问题依然突出,“宏观热、微观冷”的局面尚待打破,

行业分化仍在加剧,一些领域存在恶性竞争,经济全面恢复仍

有待时日。 

2.1部分领域下行或趋缓值得关注 

四大传统行业受价格下降影响较大。煤炭、钢铁、水泥行

业受价格大幅下跌(降幅在20%-40%之间)、市场需求疲软等影响

运行低迷,产值分别下降8.4%、4.5%和3.3%；焦化行业呈亏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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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房地产市场回落势头明显。4月份以来,房地产市场逐月回

落,商品房销售面积6月份仅增长4.5%,商品住宅去化周期为

12.21个月、较一季度末增加0.13个月,仍处高位。上半年全市

仅新增房地产项目21个,新增项目数量和单体规模分别下降60%

和21%。 

2.2较多领域结构、质效尚需优化 

工业领域,新旧动能转换仍需加快。一方面是传统高耗能行

业占比依然较大,上半年规上高耗能行业产值占比高达26.1%。

另一方面新兴行业支撑不足,全市规上工业高技术企业仅239

家、占企业总数的7.9%；同时新兴领域后备不足,上半年新增的

147家规上工业企业中高技术行业仅13家、数字经济仅18家。消

费领域,潜力待挖掘、信心待提振。升级类、家居类消费增速较

为低迷,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18.3%；家具类、化妆品类

分别仅增长6.5%和3.9%；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

度2.2个百分点、差距较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开放型经济

领域,优结构强规模亟待发力。上半年,出口和进口比为4.93：

1,进口需求稍显不足；外资仍需较长调整周期,高新技术外资占

比仅为12.4%。就业领域,与产业发展定位不尽匹配。上半年中

国徐州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1.2、低于全省0.09,新增

数字经济专业技术人才数1061人,仅占全省的2.6%。 

2.3微观主体经营困难依然较多 

全市仍有39%的“四上”企业生产经营同比下降、下降面较

1—5月份扩大1个百分点,企业经营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订

单不足。55.6%的受访企业反映市场需求不足、订单减少,6月份

全市新订单指数仅为46.4%、处荣枯线下；18%的受访企业因业

务减少而缩减用工。盈利困难。1—5月份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利

润下降7.9%、降幅加深5.1个百分点,亏损面25.1%。资金不足。

36.7%的受访企业反映资金紧张,普遍希望政府帮助加大融资；

企业应收账款、产成品库存(两金)分别增长11.9%和6.9%。信心

不足。6月份全市制造业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虽有所回

升,但均在收缩区间运行、分别为46.3%和49.2%,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预期指数仅为47.3%、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2]。 

3 结束语 

下一步发展建议： 

(1)着力补短板强弱项细化工作举措。建议各地各部门深入

剖析上半年问题不足、摸排下半年风险因素。要锚定全年目标

任务尽早排定下半年月度工作计划,细化节点、明确责任,全力

补短、强弱、固优,特别是要抓实弱项领域和后进板块。针对工

程机械、房地产、外资等薄弱领域加大政策扶持、结构性调整

及多措并举布局,全力扭转下行态势。 

(2)着力增活力强动力不断扩投资促消费。狠抓招商引资,

全方位保障加快项目建设,抓住国家长周期重大项目专项债发

行的机遇,打好提前量,做好项目储备,围绕培育壮大“343”创

新产业集群大力强链补链延链,依托龙头、链主企业做好产业链

布局；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土地指标等

因素抓住国家、省及发达地区产业布局调整的机遇。紧扣国家

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等刺激政策,做好政策宣传和配套政

策出台,抓住暑期游黄金季,延续和扩大文旅消费热度,促进消

费扩容提质。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提升淮海国际陆港门户功能,

组织企业出海抢订单拓市场,主动升级产品对接国际需求。 

(3)着力提振发展信心持续做好助企惠民。高度重视稳企挽

企,落实落地、增补优化国家省市各项政策措施,统筹用好金融、

财税、“一对一”帮扶等惠企政策,切实解决企业订单、用工、

资金、技术创新等问题。抢抓夏季高校毕业季就业季关键时期,

引导企业不遗余力稳岗、最大限度扩岗,提高在徐高校毕业生留

徐率；针对青年失业群体再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保障

力度。房地产领域则立足保障性需求的应保尽保、稳定刚性需

求以及增加改善性需求供给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同时加快保交

楼建设,确保住房及时交付。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适当增

加消费信贷,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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