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 年上海市静安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 年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年，也是“十三五”

规划的关键一年。 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区人民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静安区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不懈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了“十

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一、综　 合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２９８ ７４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５ ８％。 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７１ ７１ 亿元，下降 ３ ８％；第三

产业增加值 ２２２６ ８０ 亿元，增长 ６ 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９６ ９％。 按当年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为

２１ ７３ 万元，较上年提高了 １ ３５ 万元。

至年末，静安区登记在册的各类市场主体 ５７６３４ 户，注册资本

合计 ５２３３ ７９ 亿元。 其中，内资企业 ４１１２ 户，注册资本 ２２０８ ５２ 亿

元；私营企业 ２９０２５ 户，注册资本 ２３９５ ５６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 ３６２３

户，注册资本 ６２５ ６２ 亿元；个体工商户 ２０８７４ 户，注册资本 ４ ０８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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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行业完成情况
　

行　 业 总 量（亿元） 可比增长（％）

总　 计 ２２９８ ７４ ５ ８
按产业分 — —
　 第一产业 ０ ２３ －２ ０
　 第二产业 ７１ ７１ －３ ８
　 第三产业 ２２２６ ８０ ６ １
按行业分 — —
　 农林牧渔业 ０ ２５ －１ １
　 　 ＃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０ ０２ ６ ５

　 工　 业 ３１ ０６ －５ ９
　 　 ＃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４ ２８ －６ ２

　 建筑业 ４４ ９３ －２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３３ ８０ ４ 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９７ ７２ ３ 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５ ４３ －１ ２
　 金融业 ４９５ ２３ １１ ４
　 房地产业 ２１６ ４８ ２ ７
　 其他服务业 ８４３ ８４ ６ ０

　 　 全年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５０９３ 户，比上年减少 １２ ７％。 其中，新

设内资企业 １３８ 户，占 ２ ７％；私营企业 １９９１ 户，占 ３９ １％；外资企

业 ２２３ 户，占 ４ ４％；个体工商户 ２７４１ 户，占 ５３ ８％。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企业登记分注册类型情况
　

注 册 类 型
年末注册
户数（户） 同比（％） 当年新设

（户） 同比（％）

总　 计 ５７６３４ －３ ４ ５０９３ －１２ ７
　 内　 资 ４１１２ －１ ９ １３８ －２ ８
　 私　 营 ２９０２５ －５ １ １９９１ －１９ ２
　 外　 资 ３６２３ １ ６ ２２３ ８ ３
　 个体工商户 ２０８７４ －２ ２ ２７４１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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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实现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４７ ６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 ３％；全 年 区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２９７ ５４ 亿 元，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９ ７％。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４７．６３ ０．３
　 ＃ 增值税 ７７．７７ －５．１
　 　 企业所得税 ４７．９４ ９．６
　 　 个人所得税 ２５．１３ －２４．３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９７．５４ －１９．７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１３．９３ ２０．７
　 　 公共安全支出 １８．９３ １３．８
　 　 教育支出 ４６．１４ ５．０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９．７５ －３．８
　 　 卫生健康支出 １５．３１ －０．７
　 　 城乡社区支出 ５３．０４ －５８．５
　 　 住房保障支出 ４３．３２ －１３．８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含市直管项目）２３５ ４０ 亿

元，比上年下降 １５ ６％；区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２６ ２７ 亿元，比上

年下降 １１ ４％。 其中，基建和更改 １１ ３９ 亿元，下降 ６６ ２％；商品房

投资 ２１４ ８８ 亿元，下降 ３ ０％。 商品房投资中，住宅投资 ９８ ４７ 亿

元，增长 ５ ４％；商业办公用房投资 １１６ ４２ 亿元，下降 ９ ２％。

二、“一轴三带”发展情况

“十三五”期间，静安区着力实施“一轴三带”发展战略：打造一

条贯通南北、共享互融的复合发展轴，建设南京西路两侧高端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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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集聚带、苏州河两岸人文休闲创业集聚带、中环两翼产城融合

发展集聚带。 三带在空间上相互呼应、功能上互相联动、形态上各

具特色，努力构筑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土地空间高效利

用、经济社会共同进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全年“三带”共实现税收收入 ４９１ １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２％，占

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６９ ９％。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三带”税收情况

集聚带
税收收入
（亿元） 增　 长 比　 重

南京西路两侧高端商务商业集聚带 ２９６．４４ －３．３％ ４２．２％
苏州河两岸人文休闲创业集聚带 ７１．０３ －４．５％ １０．１％
中环两翼产城融合发展集聚带 １２３．６７ １．８％ １７．６％
“三带”合计 ４９１．１３ －２．２％ ６９．９％
全区总计 ７０３．０５ －２．８％ １００．０％

　 　 全年“一轴三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１４１ １３ 亿元，同比下

降 ２７ ３％，占全区比重 ６０ ０％。 其中，“一轴”完成投资 ４３ ８２ 亿元，

占比为 １８ ６％；“三带”合计完成投资 ９７ ３１ 亿元，占比为 ４１ ３％。

表 ５　 ２０１９ 年“一轴三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一轴三带”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增　 长 比　 重

一轴 ４３．８２ －１３．９％ １８．６％
南京西路两侧高端商务商业集聚带 ７．１９ －３５．０％ ３．１％
苏州河两岸人文休闲创业集聚带 ３５．２３ －２０．０％ １５．０％
中环两翼产城融合发展集聚带 ５４．９０ －３７．７％ ２３．３％
“一轴三带”合计 １４１．１３ －２７．３％ ６０．０％
全区总计（含市直管项目） ２３５．４０ －１５．６％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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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产业”发展情况

“十三五”期间，静安区以高端化、国际化为导向，坚持招大引

强，提高服务水平，重点发展商贸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

业、文化创意产业和信息服务业五大产业，推进产业梯度合理分布

和能级全面提升。

全年五大产业共实现税收 ５２１ ４３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４ ３％，占

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７４ ２％，比上年下降 １ ２ 个百分点。

表 ６　 ２０１９ 年五大产业税收情况

五大产业
税收收入
（亿元） 增　 长 比　 重

商贸服务业 ２１３．３７ １．４％ ３０．３％
专业服务业 １２３．１１ －１０．５％ １７．５％
金融服务业 ９８．１６ －７．８％ １４．０％
文化创意服务业 ３５．８９ －９．７％ ５．１％
信息服务业 ５０．９１ ０．３％ ７．２％
五大产业税收合计 ５２１．４３ －４．３％ ７４．２％
全区税收收入合计 ７０３．０５ －２．８％ １００．０％

　 　 商贸服务业 　 全年实现商贸服务业税收收入 ２１３ ３７ 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 ４％，占全区税收总收入 ３０ ３％，比上年提高 １ ３ 个百分

点；其中：批发业实现税收收入 １５６ ９０ 亿元，增长 ２ ５％，占全区税

收收入 ２２ ３％，比上年提高 １ ２ 个百分点。

专业服务业　 全年实现专业服务业税收收入 １２３ １１ 亿元，比

上年下降 １０ ５％，占全区税收总收入 １７ ５％，比上年下降 １ ５ 个百

分点。 其中：企业管理服务实现税收 ６８ １６ 亿元，增长 ０ ６％；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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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实现税收 ５４ ９５ 亿元，下降 ２１ ２％。

金融服务业　 全年实现金融服务业税收收入 ９８ １６ 亿元，比上

年下降 ７ ８％，占全区总税收的 １４ ０％，比上年下降 ０ ８ 个百分点。

其中：金融市场服务实现税收 ７５ ２３ 亿元，下降 １０ １％。

文化创意服务业 　 全年实现文化创意服务业税收收入 ３５ ８９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９ ７％，占全区总税收的 ５ １％，比上年下降 ０ ４ 个

百分点。 其中：影视娱乐文化业实现税收 １０ ９２ 亿元，下降 １７ ４％；

科研创意服务业实现税收 １４ ０１ 亿元，下降 １ １％。

信息服务业　 全年实现信息服务业税收收入 ５０ ９１ 亿元，比上

年增 ０ ３％，占全区总税收的 ７ ２％，比上年提高 ０ ２ 个百分点。 其

中：软件和数据服务业实现税收 ２５ ４２ 亿元，增长 ０ ５％。

四、商业及旅游市场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４７ ９４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６ ８％；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７９６２ ２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 ０％。

至年末，全区已有星级宾馆（饭店）１８ 家，客房数 ６２４４ 间，床位

数 ９０９６ 张，客房平均出租率 ６４ ９２％，平均房价 ７４３ ３３ 元 ／ 间天。

表 ７　 静安区 ２０１９ 年星级宾馆（饭店）情况

宾馆（饭店）数
（个）

客房数
（间）

合　 计 １８ ６２４４
　 ＃

　
五星级 ５ ２６８４

　 　 四星级 ９ ３１４０
　 　 三星级 ３ ３６２
　 　 二星级 １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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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旅行社接待境内外旅游者 ４９ ９６ 万人次，其中境外旅游者

１７ ０４ 万人次，境内旅游者 ３２ ９２ 万人次。 全年出境游 ４０ ７３ 万人

次。 全年旅行社营业收入达到 １０８ ７７ 亿元。

五、城市建设和房地产

全年动迁及征收二级及以下旧里面积 ７ ０４ 万平方米，动迁居

民户数 ５５００ 户。

全年区域内新建成绿地 ８ １６ 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 ３ ０３

万平方米。 ２０１９ 年末，全区绿地面积为 ８０６ １１ 万平方米，城区绿化

覆盖率达 ２４ １８％。 共有公园 １６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３ １２ 平

方米 ／ 人。

全年住宅新开工面积 ２８ ５３ 万平方米，施工面积 １１２ ２８ 万平

方米，竣工面积 ３０ ７８ 万平方米。

全年商品房预售和现售套数 ２４２８ 套，预售和现售面积 ３２ ８２

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套数 ２２８４ 套，面积 ２４ ５０ 万平方米。 全年存

量房买卖登记成交 １１７６８ 套，成交面积 ８０ ６７ 万平方米。

六、对外经济

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３８５ ７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 ７％。 其中：

海关出口 １２３ ０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 ０ ％；海关进口 ２６２ ６２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 ０％。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１９１ 个，其中外商独资项目 １７１

个。 协议引进外资金额 ２０ ６８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

·７·



额 １２ ０２ 亿美元。

至年末，入驻静安区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 ７９ 家。

七、教育和科技

至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学年末，全区共有大专院校 ２ 所；中学 ５２ 所，其

中普通中学 ５０ 所，职业高中 ２ 所；小学 ４４ 所；幼儿园 ９１ 所。

至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学年末，全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３５５８２ 人；职业

学校在校学生 １４８７ 人；小学在校学生 ３６００４ 人；幼儿园在园学生

２２１４４ 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 ２２６ 人。

至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学年末，全区幼儿园适龄儿童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９９％；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１００％；义务教育普及率 １００％；普

通高校录取率达 ９７ ５％ 。

全年申请专利 ４０８４ 件，其中发明专利 １５０３ 件，实用新型 ２０１５

件，外观设计 ５６６ 件；专利授权 ２５９５ 件，其中发明专利 ３７９ 件，实用

新型 １８１２ 件，外观设计 ４０４ 件。

表 ８　 ２０１９ 年各类技术合同项目和成交金额情况

合同类型
合同项目数

（项）
合同成交金额

（万元）

合　 计 ３８６ ２１９０７３．３３
　 ＃

　
技术开发 ２９０ ２１１４４７．５４

　 　 技术转让 １１ ３７３９．００
　 　 技术咨询 ３１ ９９３．１８
　 　 技术服务 ５４ ２８９３．６１

　 　 当年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２０ 项。 全年成交各类技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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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３８６ 项，成交金额 ２１ ９１ 亿元。

八、文化、体育和卫生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文化设施 ２１２ 个，其中，电影院 １４ 个、剧

场 １９ 个、区文化馆 １ 个、社区文化中心 １４ 个、区图书馆 ２ 个、街道

图书站 １４ 个。

至年末，全区共有群众文化机构 １ 个、文化市场经营机构 １４８

个、文物机构 ９ 个。 艺术表演场馆 ３３ 个，场馆总面积达 １３ ７ 万平

方米，全年艺术演出场次 ３６１７ 场，观众 ２２１ 万人次。

至年末，全区有各类体育场地建筑面积 ７１ ６２ 万平方米，人均

拥有体育场地面积 ０ ６７ 平方米。

至年末，全区有各类社区健身设施 ７２８ 个，其中：社区健身苑 ６６５

个，健身步道 ３６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７ 个；社区健身器材 ５４７７ 件。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 ８４ ３１ 岁，其中：男性

８１ ９６ 岁，女性 ８６ ７７ 岁。 户籍婴儿死亡率 １ ７２‰，无孕产妇死亡。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医院 ３７ 所，其中：三级医院 ８ 所，二级医

院 １１ 所。 全区共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９０ 所。

至年末，全区每千人医生数达 ６ ７７ 人；每千人床位数 １３ １６

张；每千人全科医生数 ０ ４８ 人。

至年末，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２５７２ ７７ 万人次，

其中：门、急诊 ２５３２ ２２ 万人次。 入院人数 ５８ ３８ 万人，健康检查

１３７ ３３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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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 １０５ ７７ 万人，同比下降 ０ ４８％。 其中

户籍常住人口为 ７８ ９４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为 ２６ ８３ 万人。

表 ９　 静安区 ２０１９ 年户籍人口分街镇情况

街道（镇） 年末总户数
（户）

户籍人员总数
（人）

其中：女性
（人）

静安寺街道 １３１０２ ３７５６４ １９８６３
曹家渡街道 ２５３６９ ７２５０１ ３７６６９
江宁路街道 ２４８０９ ７１６４２ ３７０１１
石门二路街道 １３１４０ ３６０８９ １８８６６
南京西路街道 １６９７１ ４７３０１ ２４７３７
天目西路街道 １０５５０ ２９４３０ １５０４５
北站街道 １９４６３ ４８５１５ ２４０８１
宝山路街道 ２５８３８ ７３７３９ ３７４２６
芷江西路街道 ２４１２６ ６７０３６ ３４０８７
共和新路街道 ２７７４６ ７５０６０ ３８２０８
大宁路街道 ２４５１５ ７０２２７ ３５９４０
彭浦镇 ３９３００ １０３８４４ ５２５３１
彭浦新村街道 ４７５０９ １２１３４９ ６１３３１
临汾路街道 ２３８６６ ５９８０４ ３０２７９
总　 计 ３３６３０４ ９１４１０１ ４６７０７４

　 　 至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 ３３ ６３ 万户。 户籍总人口 ９１ ４１ 万

人，其中：男性 ４４ ７０ 万人，女性 ４６ ７１ 万人。 户籍总人口中，０－１７

岁人口 １０ ５２ 万人，占比为 １１ ５％；１８－３４ 岁人口 １４ ３９ 万人，占比

为 １５ ７％；３５－５９ 岁人口 ３０ ７９ 万人，占比为 ３３ ６８％；６０ 岁及以上

人口 ３５ ７１ 万人，占比为 ３９ １％。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５１５９９ 个；年末登记失业人数 １４９７４ 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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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引领创业人数 ９００ 人，其中 ３５ 岁以下青年 ５４０ 人；帮助长期失业

青年就业 ７６７ 人。

全年受理廉租住房 ５４５ 户，累计实际配租户数 ６３６ 户，投入资

金 １１０７５ ４６ 万元，其中：实物配租投入 ７４６ ４２ 万元，租金配租投入

１０３２９ ０４ 万元。

至年末，全区有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１９ 个、长者照护之家

１６ 个、老年人日间护理机构 ２５ 个、老年人助餐点 ６６ 个、老年活动室

２８１ 个；机构养老床位 ６０８９ 张。 全年累计有 ３６０ ０８ 万人次享受政

府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补贴投入资金达 ４８６９ ７８ 万元。

表 １０　 ２０１９ 年静安区社会优抚和救济情况

指标名称
人　 次

（万人次）
金　 额
（万元）

人均享受金额
（元）

优待抚恤 ２．７０ ３６８４．３６ １３６４．５７
社会救济 ４７．１２ ３４０６０．０２ ７２２．８４
　 ＃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１３．１０ １４０４２．５０ １０７１．９５

　 　 医疗救助 ６．２３ １３８１．４６ ２２１．７４
　 　 粮油帮困 ２．１９ ４１８．０６ １９０．８９
　 　 其他救济 ２５．６０ １８２１８．００ ７１１．６４

十、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

全年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５３６０ 万元；全年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

年下降 ２ ０３％。

全年区域环境空气污染指数（ＡＱＩ）达到优良天数为 ３１０ 天，区

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８４ ９％。

全年刑事案件发案 ８５２１ 起，比上年减少 ４５ ４％；刑事案件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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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３ 起，比上年增加 １９ ９％。 全年受理治安案件 １２３１０ 起，查处

１１８４０ 起，查处违法人员 １２６９ 人。

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７ 起，伤亡人数 ７ 人，其中死亡人数 ７

人。

说明： １ 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２ 因存在尾数四舍五入调整，其中数相加可能不等于

合计数。

３ 学年是指教育年度，即从第一年的 ９ 月 １ 日 （学年

初）至第二年的 ８ 月 ３１ 日（学年末）。

４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ＡＱＩ）是国家发布的新环境空

气质量评价标准。 ＡＱＩ 监测体系包括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细颗粒物（ ＰＭ２ ５）、一

氧化碳和臭氧六项污染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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