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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省商务运行情况分析 
 

一、 招商引资快速增长 

1-7 月，全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3843.5 亿元，同比

增长 28.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其中：实际到位内资

3762.4 亿元，同比增长 29.4%；实际利用外资 12.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1%。 

（一）实际到位内资方面 

从各市情况看，大连、沈阳等 10 个市超过 100 亿元。

沈阳到资 927.9 亿元，大连到资 894.7 亿元，合计到资 1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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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48.4%。抚顺、铁岭两市超过 60 亿元。

13 个市到资额同比增长 8%以上。 

从项目数量情况看，全省共有 2280 个内资项目到资。

其中：新建项目 1021 个，到资 1231 亿元，占总额的 32.7%；

续建项目 1259 个，到资 2531.4 亿元，占总额的 67.3%。 

从重大项目情况看，到资 1 亿元以上项目 692 个，到位

资金 3219.5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85.6%，其中：到资 10 亿

元以上项目 71 个，到位资金 1420.3 亿元，占总额的 37.8%。 

从投资主体情况看，民营、股份制及国有企业共到资

3035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80.7%。 

表 1—1  对我省投资主体情况表 

企业性质 项目数（个） 投资额（亿元） 占全省比重 

民营企业 850 1593.9 42.4% 

股份制企业 236 880.3 23.4% 

国有企业 131 560.8 14.9% 

合计 1217 3035 80.7% 

 

    从资金来源情况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作为省外

资金主要来源地共到资 2942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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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对我省投资重点区域情况表 

地区 项目数（个） 投资额（亿元） 占全省比重 

京津冀 653 1315 35% 

长三角 450 788.2 20.9% 

珠三角 230 838.8 22.3% 

合计 988 2942 78.2% 

从产业情况看，第一产业到位资金 126.6 亿元，占全省

总额的 3.4%；第二产业到资 1400.5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37.2%；第三产业到资 2235.3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59.4%。 

（二）实际利用外资方面 

从各市情况看，沈阳、大连、盘锦利用外资超过 1 亿美

元,合计占全省总额的 91.8%；沈阳、大连等 8 市利用外资增

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鞍山、抚顺等 7 市（区）负增长。 

从产业情况看，第二产业成为外资主要投资方向，同比

增长 73%。全省一、二、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为 0：57.7：

42.3。 

表 1—3 主要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产  业 金额 同比 比重 

第一产业 0 —— 0 

第二产业 7.1 亿美元 73% 57.7 % 

制造业 5 亿美元 38%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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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 1.8 亿美元 1323% 14.4%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3 亿美元 -9.8% 2.5% 

第三产业 5.2 亿美元 28.1% 42.3 % 

房地产业 1.2 亿美元 -38.2% 1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 亿美元 -62.4% 11.5% 

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 0.4 亿美元 469.7% 3.4% 

从外资来源地情况看，对我省投资额前三位国家和地区

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85.2%，集中度较高。 

表 1—4 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地前三位情况表 

来源地 
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万美元） 项目情况 

金额 同比% 比重% 项目数 同比% 

香港地区 87829 19.5  71.1   73  52.1  

日本 10664  0.4   8.6 42  20.0  

瑞士 6801  209.1 5.5  1  -50.0 

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1-7 月，全省消费延续恢复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 5424.5 亿元，同比增长 16.0%，低于全国（20.7%）4.7

个百分点，差距较上半年缩小 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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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持续恢复。7 月，受疫情波及和基数效应叠加

影响，市场销售增速有所放缓，但消费市场持续复苏态势没

有改变。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7%，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8.5%）2.2 个百分点；尽管增速较 6 月份回落 1.5 个

百分点，但回落幅度低于全国（3.6）2.1 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增势良好。1-7 月，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重点监测的 19 大类商品中，11 类商品保持 2 位数以上增长。

占社零额比重较高的汽车类、石油及其制品类分别同比增长

24.0%和 18.9%；体育娱乐用品、报杂志类、金银珠宝类等升

级类商品仍保持大幅增长，分别增长 183.4%、150.1%和

38.5%。 

新型消费稳中向好。1-7 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

售额实现 305.4 亿元，同比增长 17.5%，较上半年加快 0.9 个

百分点；占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比重达 15.5%，占比与上半

年持平。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9.0 亿件，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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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5.2%。 

服务消费稳步恢复。7 月，受疫情影响，全省限额以上

住宿业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速较上月有所放缓，但仍保持两位

数增长的良好复苏态势。1-7 月，全省限额以上住宿业零售

额实现 15.2 亿元，同比增长 85.3%；餐饮业零售额实现 83.4

亿元，同比增长 39.7%。 

消费价格总体平稳。7 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3%，与

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从环比看，受强降雨天气影响，鲜菜生

产和储运成本增加，价格由上月下降 8.7%转为上涨 3.9%；

在储备猪肉收储政策支持下，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14.7%转

为上涨 0.4%。 

三、对外贸易增势趋稳 

1-7 月，全省进出口 4390.1 亿元，同比增长 13.6%，

增幅与前 6 个月持平，外贸回稳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其中，

出口 1822.7 亿元，同比增长 21.2%；进口 2567.4 亿元，同比

增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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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市呈增长态势。沈阳、大连等 11 个市实现正增长。

其中，沈阳进出口 764.8 亿元，同比增长 42%，拉高全省增

长 6 个百分点；大连增幅首次由负转正。葫芦岛市、锦州市

和丹东市等 3 个市负增长。 

我省对重点市场恢复性增长。对五大传统市场韩国、东

盟、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39.3%、29.1%、

25.5%、24.9%和 5.1%。对 RCEP 国家进出口增长 10.9%，比

前 6 个月提高 0.6 个百分点。进口方面，对韩国、美国分别

增长 47.8%、47.4%；出口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韩国和

东盟分别增长 34.5%、33.6%和 33.1%。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提升，民营企业成为稳外贸主力

军。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8%，占比 66.5%，比去年

底提高 1.8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完成 1729.2 亿元，同

比增长 14.3%，占比 39.4%；外资企业进出口完成 1728.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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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21.3%，占比 39.4%。 

铁矿石、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速较快，机电

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我省铁矿石、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

产品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68.4%、33.1%和 22.7%；煤炭、农

产品和原油进口额同比分别下降 48.2%、16.4%和 2.4%，拉

低全省进口增幅 3.7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7.9%，拉动全省出口增长 11.1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明显。

电动载人汽车、集装箱和汽车分别出口 37.2 亿元、32.5 亿元

和 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465.6%、654.7%和 581.6%。 

四、对外投资保持稳定 

1-7 月，全省共备案（核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30 家。

协议投资总额为 23221.41 万美元，中方投资额 13018.20 万

美元。1-7 月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37.3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03%（折合 5.7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9%）。其中，本溪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集团内部资金调转，对本钢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直接投资 29.47 亿元人民币（折合 4.53 亿美

元）。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60 份，新签合同额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14%；完成营业额 5.2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8.99%。外派劳务 6312 人。对外投资主要流向批发业、

制造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主要投资国别和地区为（按

中方投资额排序）：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 

海外并购稳中有进。全省共核准（备案）并购企业 4 家，

中方投资额为 3217.2 万美元，占全省中方对外投资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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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主要项目为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日本并购

东京晨美光学电子株式会社（1888.18 万美元），主要从事

电子产品研发、光学元器件、光电信息产品的制造、加工、

质检技术服务与销售等。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建设。共备案（核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 10 家，中方投资额为 6073.1 万美元，

占全省中方对外投资总额的 46.7%。1-7 月我省对外承包工程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签订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 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5.25%，完成营业额 1.7 亿美元，同比

下降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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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省招商引资到位资金情况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

号 
地区 

2020 年 1—7 月 2021 年 1—7 月 
同比% 

内资 外资  合计 内资 外资 合计 

全省 2906.7 80.3  2987.0  3762.4  81.1  3843.5  28.7  

1 沈阳 586.6  28.98  615.6  927.9  35.41  963.3  56.5  

2 大连 757.0  14.07  771.1  894.7  25.39  920.0  19.3  

3 鞍山 163.9  2.05  165.9  193.5  0.29  193.8  16.8  

4 抚顺 60.0  0.36  60.4  68.5  0.10  68.6  13.7  

5 本溪 141.7  0.01  141.7  202.8  0.49  203.3  43.4  

6 丹东 165.1  0.07  165.2  176.6  0.15  176.7  7.0  

7 锦州 160.3  0.71  161.0  204.7  0.23  204.9  27.3  

8 营口 199.5  2.10  201.6  228.7  1.41  230.2  14.2  

9 阜新 73.0  0.07  73.1  108.1  0.35  108.4  48.3  

10 辽阳 142.5  0.52  143.0  162.1  0.81  162.9  13.9  

11 铁岭 50.6  0.59  51.2  60.4  0.65  61.0  19.2  

12 朝阳 129.1  3.13  132.2  181.6  1.57  183.2  38.6  

13 盘锦 167.3  3.32  170.6  215.1  13.69  228.8  34.1  

14 葫芦岛 110.2  0.81  111.0  119.0  0.56  119.6  7.7  

15 沈  抚 

示范区 
- 23.55  23.6  18.8  0.02  18.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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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省实际到位内资情况表 
单位：个，亿元 

地区 项目数 到资额 排名 同比% 排名 

全省 2280 3762.4 - 29.4 - 

沈阳 282 927.9 1 58.2 1 

大连 181 894.7 2 18.2 8 

鞍山 150 193.5 7 18.1 9 

抚顺 75 68.5 13 14.2 11 

本溪 234 202.8 6 43.1 3 

丹东 285 176.6 9 6.9 14 

锦州 189 204.7 5 27.8 6 

营口 92 228.7 3 14.7 10 

阜新 111 108.1 12 48.0 2 

辽阳 140 162.1 10 13.7 12 

铁岭 107 60.4 14 19.3 7 

朝阳 235 181.6 8 40.7 4 

盘锦 107 215.1 4 28.6 5 

葫芦岛 81 119.0 11 8.0 13 

沈抚 

示范区 
11.0 18.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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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市 别 金额 排名 同比%     增幅排名 

合计 123483  - 8.1  - 

沈阳 54580  1  32.4  7  

大连 39209  2  96.5  5  

盘锦 19597  3  315.0  3  

朝阳 2320  4  -47.8  - 

营口 2169  5  -26.8  - 

辽阳 1245  6  67.6  6  

铁岭 1008  7  21.2  8  

葫芦岛 870  8  -24.1  - 

本溪 751  9  5264.3  1  

阜新 535  10  440.4  2  

鞍山 439  11  -84.8  - 

锦州 355  12  -64.9  - 

丹东 232  13  121.0  4  

抚顺 149  14  -70.8  - 

沈抚示范区 24  15  -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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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情况表 

 

 
 

地  区 

累 计 当 月 

绝对额 

（亿元） 

绝对额 

排名 

增速 

（%） 

增速 

排名 

绝对额 

（亿元） 

绝对额 

排名 

增速 

（%） 

增速 

排名 

全  省 1975.6 — 16.5 — 280.8 — 12.5 — 

沈  阳 964.6 1 15.2 11 134.5 1 11.4 10 

大  连 393.1 2 12.0 13 57.4 2 11.2 11 

鞍  山 104.0 3 19.4 9 16.6 3 22.8 2 

抚  顺 27.9 13 8.5 14 4.1 12 1.7 14 

本  溪 24.2 14 20.7 8 3.4 14 15.7 6 

丹  东 49.4 7 27.7 2 7.0 7 19.8 3 

锦  州 84.9 4 25.7 4 11.2 5 6.5 13 

营  口 77.5 5 24.1 5 11.3 4 17.0 5 

阜  新 32.1 12 34.6 1 3.8 13 25.5 1 

辽  阳 35.8 10 21.8 6 5.8 10 14.9 7 

盘  锦 48.3 9 18.3 10 7.0 8 18.0 4 

铁  岭 34.3 11 27.3 3 4.9 11 14.1 8 

朝  阳 50.4 6 21.0 7 7.1 6 11.5 9 

葫芦岛 48.9 8 14.5 12 6.7 9 8.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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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省进出口情况表 
单位：亿元、% 

市别 
进出口 

金额 位次 占比 同比 同比排序 

全省 4390.1    13.6   

沈阳市 764.8  2  17.4  42.0  4  

大连市 2400.8  1  54.7  1.6  11  

鞍山市 255.7  4  5.8  40.4  5  

抚顺市 27.5  12  0.6  27.7  7  

本溪市 138.7  6  3.2  24.9  8  

丹东市 66.9  8  1.5  -2.9  12  

锦州市 67.1  7  1.5  -11.8  13  

营口市 324.2  3  7.4  15.8  9  

阜新市 12.9  14  0.3  45.1  3  

辽阳市 16.8  13  0.4  7.3  10  

铁岭市 31.5  10  0.7  67.5  2  

朝阳市 28.3  11  0.6  31.5  6  

盘锦市 213.0  5  4.9  91.4  1  

葫芦岛市 41.6  9  0.9  -1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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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委、省政府办公厅 

各市政府、商务、招商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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