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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神木市经济运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榆林市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三个年”

活动部署，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各项稳经济政策落地见

效，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提信心、稳生产、扩投资、促

消费，全市经济运行持续稳定。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035.02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3.0%。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3.86亿元，增长 2.9%；第二产业增加值 879.90亿元，增长 3.0%；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1.26亿元，增长 3.0%。

一、农业生产整体稳定

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66亿元，同比增长 2.1%。农、

林、牧、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增长 4.4%、0.2%、1.4%、3.1%、

5.0%。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3.1%。生猪存栏 8.98万头，出栏 5.98

万头；牛存栏 4.63万头，出栏 0.35万头；羊存栏 69.15万只，出栏

15.86万只。

二、工业经济承压运行

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1734.18 亿元（含反馈），同比

下降 5.5%，其中神木市本级 353户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1704.91亿

元，下降 5.4%，销售产值 1667.87亿元，下降 6.1%，产销率 97.8%。



- 2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综合能源消费量 1442.57万吨

标准煤，增长 32.8%。电力消费量 131.79亿度，增长 6.2%。

11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 15778.37 万吨，下降 1.4%；洗

煤 412.82万吨，下降 34.3%；兰炭 1144.80万吨，下降 5.0%；发电

279.22亿度，增长 18.0%；水泥 137.70万吨，增长 36.1%；电石 93.49

万吨，下降 5.0%；铁合金 22.33万吨，下降 10.2%；初级形态塑料

101.61万吨，增长 4.7%；精甲醇 55.96万吨，增长 2.8%；平板玻璃

412.49万重量箱，增长 5.0%；镁 4.98万吨，增长 90.1%。

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1638.74亿元，下降 12.3%，

税金总额 235.37亿元，下降 19.7%，利润总额 530.58亿元，下降 27.7%。

三、消费市场保持恢复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83亿元，同比增长 3.2%。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7.40亿元，同比增长4.6%；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3.44亿元，下降 0.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

售 42.27亿元，增长 1.2%；餐饮收入 8.56亿元，增长 14.3%。限额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8.45 亿元（不含中石油、中石化），下降

3.6%。

四、投资保持良好增势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3%，较一季度提升 10.7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16.2%，第二产业投资下

降 12.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81.9%。从重点领域看，工业投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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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4.3%，民间投资下降 4.0%，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 125.0%。从构成看，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 27.7%，设备器

具购置投资下降 12.6%，其他费用投资下降 18.3%。

五、财政金融总体稳健

上半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 26.2%，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23.8%，其中税收收入下降 29.8%，非税收入增长 31.1%。地方财政

支出下降 2.4%。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394.65

亿元，增长 16.8%，较年初增加 143.29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1233.85

亿元，较年初增加 146.50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721.16

亿元，同比增长 4.8%，较年初增加 10.54亿元。

总的来看，上半年全市经济克服多重压力挑战，主要指标态势

趋好趋稳。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外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随着下半年同期基数增高，能耗“双控”形势趋紧，持续稳定全市宏

观经济大盘、推动经济健康发展还要付出不懈努力。下一步，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狠抓政策落实，着力扩大

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力活力，下大力气招新引优，确保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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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生产总值（亿元） 1035.02 3.0

农林牧渔业 4.34 3.1

工业 866.92 2.4

#采矿业 754.12 0.9

制造业 76.19 12.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6.61 2.6

建筑业 14.65 26.1

批发和零售业 34.75 0.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7.92 4.1

住宿和餐饮业 2.41 14.2

金融业 30.80 19.5

房地产业 7.65 -1.7

其他服务业 25.58 -4.8

第一产业 3.86 2.9

第二产业 879.90 3.0

第三产业 151.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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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7.67 2.1

农业 0.94 4.4

林业 0.40 0.2

牧业 5.48 1.4

渔业 0.09 3.1

农林牧渔服务业 0.75 5.0

期末存栏

猪(头) 89780 -3.0

牛(头) 46309 -1.5

羊(只) 691525 -4.3

家禽(万只) 92 -3.9

出栏

猪(头) 59805 1.3

牛(头) 3485 -2.4

羊(只) 158607 -7.4

家禽(万只) 10 -2.7

肉类总产量(吨)

猪肉 5057 2.7

牛肉 493 -2.1

羊肉 2736 -9.7

禽肉 164 -0.8

奶类产量(吨) 6758 0.8

禽蛋产量(吨) 177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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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6月 1-6月 增速（%）

工业总产值（神木本级）（亿元） 281.18 1704.91 -5.4

按属地分

中央企业 73.75 425.51 -3.5

省属企业 81.29 502.03 29.0

榆林市属企业 6.52 26.42 44.7

神木市属企业 119.62 750.95 -21.2

按行业分

炼焦 24.12 172.73 -16.0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199.87 1172.82 -4.7

太阳能发电 0.59 3.11 -32.7

风力发电 0.41 2.80 4.5

火力发电 11.48 63.71 14.4

自来水生产供应 0.67 3.27 29.5

水泥制造 0.99 4.24 -0.2

热力生产和供应 0.05 3.83 14.2

无机盐制造 4.08 28.18 -23.5

镁冶炼 2.04 9.86 11.4

无机碱制造 1.97 12.48 0.1

铁合金冶炼 2.05 15.47 -23.3

平板玻璃制造 0.55 2.87 -10.2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9.50 59.67 -23.0

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273.77 1667.87 -6.1

产销率（%） 97.36 97.83 -0.7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1442.57 32.8

电力消费量（亿度） 131.79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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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6月 1-6月 增速（%）

原煤(万吨) 2861.88 15778.37 -1.4

中央 800.55 4743.31 -8.4

地方 2061.33 11035.07 1.9

#省属矿 1130.95 6569.06 17.5

榆林市属矿 55.80 292.78 16.2

神木市属矿 874.58 4173.22 -16.3

水泥（万吨） 33.37 137.70 36.1

电石（万吨） 15.33 93.49 -5.0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70.93 412.49 5.0

初级形态塑料（万吨） 16.86 101.61 4.7

聚乙烯 2.84 16.95 -1.5

聚丙烯 2.69 16.38 -0.9

聚氯乙烯 11.34 68.28 7.8

精甲醇（万吨） 9.69 55.96 2.8

合成氨（无水氨）（万吨） 0.28 1.93 -32.8

烧碱（折 100％）（万吨） 7.65 45.42 6.3

盐酸（万吨） 0.98 4.93 -11.9

硅酸盐水泥熟料（万吨） 19.61 122.27 14.4

乙烯（万吨） 2.87 17.51 -2.6

洗煤（万吨） 60.31 412.82 -34.3

焦炭（万吨） 185.17 1144.80 -5.0

发电量（亿度） 48.45 279.22 18.0

#火力发电 45.52 261.89 19.6

风力发电 0.94 7.08 6.3

太阳能发电 1.99 10.26 -5.9

金属镁（万吨） 0.99 4.98 90.1

铁合金（万吨） 3.30 22.3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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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效益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规模以上工业

营业收入（万元） 16387435 -12.3

税金总额（万元） 2353708 -19.7

利润总额（万元） 5305831 -27.7

亏损企业亏损额（万元） 281630 209.3

亏损企业户数（户） 170 60.4

平均用工人数（人） 84714 -1.0

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万元） 704736 -5.6

税金总额（万元） 39561 -9.9

利润总额（万元） 174047 -8.8

期末用工人数（人） 1347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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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0.83 3.2

按城乡分

城镇 37.40 4.6

#城区 20.31 4.4

乡村 13.43 -0.5

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额 42.27 1.2

餐费收入 8.56 14.3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限额以上（亿元）

批发业销售额 928.92 -7.1

零售业销售额 17.22 20.0

住宿业营业额 1.94 -0.9

餐饮业营业额 0.72 21.8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18.45 -3.6

粮油食品类 4.50 57.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06 19.3

日用品类 0.32 59.7

五金、电料类 1.31 6.6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0.37 12.4

中西药品类 1.07 96.6

石油及制品类 0.84 -78.0

汽车类 2.49 -12.7

限额以上单位个数（个） 205 12.0

企业 190 10.5

大个体户 15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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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13.3

工业投资 -12.5

#工业技改投资 4.3

民间投资 -4.0

基础设施投资 125.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16.2

第二产业 -12.6

第三产业 81.9

按性质分

新建 7.8

扩建 102.2

改建和技术改造 61.7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27.7

设备工器具购置 -12.6

其他费用 -18.3

本年施工项目数（个） 459 19.2

亿元以上项目 17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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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

指标名称 6月 1-6月 增速（%）

财政总收入（亿元） -26.2

地方财政收入 -23.8

#税收收入 -29.8

非税收入 31.1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2.4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

教育支出 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7.6

卫生健康支出 195.6

农林水支出 135.3

指标名称 比年初增减 6月末 增速（%）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143.29 2394.65 16.8

住户存款 146.50 1233.85

非金融企业存款 5.52 857.06

机关团体存款 1.71 274.00

财政性存款 -7.51 27.19

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0.54 721.16 4.8

住户贷款 1.60 83.64

企（事）业单位贷款 8.94 6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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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889 5.9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394 5.5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16 7.3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元）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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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业园区 1-6月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兰炭产业

特色园区

经济技术

开发区

规上工业企业数（个） 49 94 5

工业总产值（万元） 2971713 3039046 111377

增速（%） -13.8 -2.5 -19.1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2719099 3018207 112780

增速（%） -14.8 -3.8 -18.8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583272 243900 2032

增速（%） 3.6 -0.8 -23.6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2766919 3274829 109254

增速（%） -15.0 -10.6 -22.8

税金总额（万元） 246565 282357 22930

增速（%） -24.4 -15.7 -10.5

利润总额（万元） 386178 610455 63244

增速（%） -43.6 -36.0 -18.3

亏损企业户数（户） 25 60 3

增速（%） 108.3 100.0 50.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1.4 -12.6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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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柳塔镇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6月 增速（%）

规上工业总产值（万元） 3596928.02 -6.1

按行业分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3112427.71 -4.6

炼焦 229854.70 -18.8

火力发电 3066.12 -62.9

镁冶炼 0.00 0.0

铁合金冶炼 19028.32 -26.1

无机盐制造 0.00 0.0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3584970.18 -6.3

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 87805.02 -1.7

工业产品产量

原煤（万吨） 4084.74 -7.4

洗煤（万吨） 152.34 -27.3

焦炭（万吨） 145.04 -12.2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77125.12 9.7

规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万元） 3557826 -14.7

税金总额（万元） 614680 -17.6

利润总额（万元） 1308487 -29.7

亏损企业户数（户） 26 30.0

固定资产投资 91.6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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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生产总值

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生产总值增速

县市区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3058.21 52.91 2278.57 726.73
榆 阳 815.23 14.14 568.93 232.16
横 山 132.36 5.10 105.90 21.36
神 木 1035.02 3.86 879.90 151.26
府 谷 438.00 1.45 352.11 84.44
靖 边 248.01 9.01 169.13 69.87
定 边 195.95 7.20 140.46 48.29
绥 德 54.37 2.96 6.82 44.59
米 脂 34.10 2.36 13.56 18.17
佳 县 29.89 1.59 14.71 13.60
吴 堡 13.70 0.60 3.20 9.89
清 涧 24.93 1.69 5.77 17.48
子 洲 36.65 2.93 18.08 15.64

县市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榆 林 4.1 3.2 3.1 6.6
榆 阳 5.3 3.7 3.4 8.7
横 山 4.7 3.3 3.3 11.4
神 木 3.0 2.9 3.0 3.0
府 谷 5.3 3.5 4.4 8.6
靖 边 4.5 3.5 3.1 7.7
定 边 1.7 3.4 -1.4 8.2
绥 德 4.3 3.2 9.5 3.7
米 脂 4.6 3.6 7.2 3.1
佳 县 6.0 3.4 7.7 4.6
吴 堡 8.1 3.2 16.8 5.8
清 涧 1.7 3.1 1.9 1.5
子 洲 2.8 3.0 1.8 3.8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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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榆林市各县市区 1-6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县市区
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增速（%）

榆 林 36.9 367.50 5.0
榆 阳 39.0 149.65 5.2
横 山 28.2 25.20 5.1
神 木 31.5 50.83 3.2
府 谷 55.7 28.86 2.1
靖 边 22.7 44.10 9.0
定 边 23.6 23.46 5.0
绥 德 48.2 13.42 4.7
米 脂 47.7 6.78 3.4
佳 县 52.6 5.20 1.9
吴 堡 53.7 7.08 7.6
清 涧 56.3 8.52 4.8
子 洲 54.9 4.38 0.9

县市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榆 林 2.9 9.0
榆 阳 2.5 -4.0
横 山 3.5 10.6
神 木 1.7 13.3
府 谷 7.0 6.8
靖 边 4.3 75.2
定 边 0.1 12.6
绥 德 0.1 11.6
米 脂 5.7 16.5
佳 县 14.5 98.2
吴 堡 12.4 12.5
清 涧 0.7 8.8
子 洲 14.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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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6月生产总值

陕西省各市区 1-6月生产总值增速

市 区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15503.20 754.27 7496.61 7252.32

西 安 5604.98 117.18 1877.64 3600.16

铜 川 241.22 6.88 111.65 122.69

宝 鸡 1249.50 66.02 701.99 481.49

咸 阳 1314.08 96.98 663.70 553.40

渭 南 1001.61 117.17 402.35 482.09

延 安 1012.26 33.13 655.61 323.52

汉 中 934.94 130.88 381.43 422.63

榆 林 3058.21 52.91 2278.57 726.73

安 康 593.11 82.53 224.49 286.09

商 洛 404.58 45.01 149.55 210.02

杨 凌 83.32 5.61 38.54 39.17

市 区
生产总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陕 西 3.7 3.5 1.0 6.2
西 安 5.6 2.6 5.7 5.7
铜 川 5.8 3.8 9.9 2.9
宝 鸡 2.0 4.0 -3.0 9.0
咸 阳 4.8 3.7 2.9 7.1
渭 南 1.8 3.8 -3.6 5.9
延 安 0.2 4.2 -4.0 6.9
汉 中 3.2 4.0 -1.0 6.8
榆 林 4.1 3.2 3.1 6.6
安 康 -4.2 3.6 -16.3 5.1
商 洛 0.9 3.4 -8.1 7.2
杨 凌 4.9 3.2 5.2 4.9

注: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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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各市区 1-6月非公经济和消费

陕西省各市区 1-6月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市 区
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增速（%）

陕 西 50.9 5323.97 6.7

西 安 52.1 2353.44 6.1

铜 川 51.4 94.26 10.1

宝 鸡 50.6 482.11 4.3

咸 阳 52.4 659.48 10.0

渭 南 50.1 403.99 10.0

延 安 29.4 205.67 2.8

汉 中 53.5 339.93 8.3

榆 林 36.9 367.50 5.0

安 康 59.1 279.88 4.5

商 洛 56.4 111.12 9.8

杨 凌 51.9 26.59 11.3

市 区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陕 西 0.3 1.4

西 安 9.0 -1.3

铜 川 11.0 5.1

宝 鸡 -6.6 4.8

咸 阳 1.6 2.1

渭 南 -4.4 3.1

延 安 -5.0 -7.4

汉 中 -4.7 4.0

榆 林 2.9 9.0

安 康 -24.2 -10.4

商 洛 -13.3 1.3

杨 凌 16.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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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一套表调查单位入统标准及情况

序

号
行业类别 入统标准

在库单位

（项目）数

本月

新增数

本年累计

新增数

1 规模以上工业
年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时

达到 2000 万元及以上
353 0 4

2 资质以内建筑业 资质以内 238 1 3

3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全部 24 0 0

4

限额以

上批发

零售和

住宿餐

饮业

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64 0 4

个体户 0 0 0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99 0 1

个体户 0 0 0

住宿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19 0 0

个体户 3 0 0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

企业 8 1 2

个体户 12 0 0

5 规模以上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

7 0 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教育，物业管理、房地

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和其他房地产年营业收入 1000 万

元及以上

18 0 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和卫生行业

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27 0 0

小计 52 0 1

“五上”企业合计 857 2 15

6 固定资产投资
计划总投资 500-5000 万元 259 16 82

计划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 295 10 38

注：数据截至 6月，新增入统数为月度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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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科普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

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

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

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

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各项收入之和，包括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从产品形态

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

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

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称为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 GDP。

三次产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和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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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

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

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

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来源于会计“利润

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

利润总额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

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

盈亏总额。来源于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企业平均实际拥有的、参与本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

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费用的总称。

该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

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登记注册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联营、

股份制、私营和个体、港澳台商、外商、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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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指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

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括原口径的城

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该口径自 2011年起

开始使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

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

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

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

委会等。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

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

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

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

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

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

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

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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