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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秦淮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9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把握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复杂经济形势，克

难奋进、砥砺前行，聚焦招商突破，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经

济发展稳中向好，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文旅产业快速

发展，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综合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58.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7.8%。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80.70亿元，同比

增长 3.0%，占 GDP 比重 7.0%；第三产业增加值 1078.16 亿

元，同比增长 8.2%，占 GDP 比重 93.0%。

财政

全区财政总收入 194.69 亿元，同比增长 9.1%，其中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100.03 亿元，同比增长 11.2%。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 78.27 亿元，同比下降 7.8%，八大项支出 73.58 亿元，

同比下降 3.0%，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17亿元，同比增

长 30.8%。

工业

全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42.32 亿元，同比增长

7.2%。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产值 75.99亿元，同比增长 22.6%；

重工业产值 66.33亿元，同比下降 6.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税总额 10.81 亿元，同比下降 29.7%，利润总额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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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下降 46.3%。

建筑业

全区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146 家，其中一级资质 25 家，

二级资质 49家，三级及其他资质 72家。全年实现建筑业总

产值 151.2 亿元，同比增长 19.4%。

固定资产投资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5%。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

198个，其中房地产项目 35个、固定资产项目 163 个。完成

工业投资 1.23亿元，同比下降 42.9%；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26.99 亿元，同比增长 9.6%。

贸易业

全区实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64.28 亿元，同比增

长 6.0%。其中限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 541.04 亿元，同比下

降1.8%；限上住宿餐饮业零售额58.93亿元，同比增长63.4%。

限额以上主要商品零售中，日用品类增长 17.2%；粮油、食

品类增长 8.6%；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4.1%；中西药品类

增长 26.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4.9%。

对外经济

全区实现实际利用外资 30058 万美元，地方外贸进出口

额 669.94 亿元，服务贸易 48340 万美元。

教育

全区现有幼儿园 91 所，小学 39所（含特殊教育学校 2

所、民办小学 3 所），初中 12所（含民办初中 2 所），高中

6 所，职业学校 1 所，区教师发展中心、少年宫、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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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 所。

学前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向保障房片区集聚，一幼分

园佳营幼儿园正式招生办学；全区新创建 1所省优质幼儿园，

省优占比在全市名列前茅；新增民办惠民园 1 所，新增民办

惠民学位 270 个。

1 所小学成为“江苏省小学特色文化建设项目”，3 所小

学成为“南京市小学特色文化建设项目”，2 所小学成为“南

京市小学特色文化建设示范校”；2 所小学、3 所幼儿园成为

“南京市随班就读实验学校”，1 所初中、3 所小学成为“南

京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弹性离校”课后延时服务实现全

覆盖，受益学生多达 11000 余人，六所试点学校全部实现试

点服务升级，并全部获评“南京市弹性离校先进单位”；区

少年宫荣获“江苏省校外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殊荣。

一中初中男排、三中文昌女排双获世界冠军；南师附中

行知分校校园建设、教学管理面貌焕然一新，广获社会美誉；

郑外、秦外两大教育集团正式成立，集团化抱团发展促优质

教育资源放大开启新篇章；市区共建南师附中秦淮科技高中

实现高起点办学，年度招生分数线跻身全市前 10 名，各项

活动精彩纷呈，获省市各级比赛荣誉，迅速收获好口碑。中

高考成绩持续提升，高考本科达线率为 82.6%，绝大多数孩

子可以进入高校深造；中考高分段保持领先，钟英中学李闻

笛同学获得南京市中考第一名。

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8 人保送本科，获世界、国家、

省级技能大赛奖牌 50 余块，7 个项目获自主创业引导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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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职业学校综合评比中获一等奖第一名，为打造江苏省领

航学校再添筹码。

科技和人才

2019 年通过市级备案新型研发机构 4 家，孵化和引进企

业 201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 12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速

14.6%；新增科技顶尖专家 4 名（其中 A 类 1 名），新增创新

型企业家 3 名；入选市级高层次人才 19 人，区级高层次人

才 60人；新增科创载体国家级 1 家、省级 5 家、市级 7 家；

11家省级以上孵化器年度省级绩效考核，优秀 2 家、良好 7

家，优秀及良好家数均位列全市第二；新增孵化器在孵企业

162家，新增孵化器毕业企业 18家；全年完成技术合同成交

额 65.92 亿元；新增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家；获得 2019

南京创新周优秀组织奖，创新周绩效满分；先后 6 次组团出

访生根国家，实现 2 个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挂牌，建立

孵化器、加速器、海外联络站和创新中心 6 家，出访累计签

约 50项，已组织 207 场对接活动和会谈，接待 57批次生根

国家政府、机构、企业代表团回访。

旅游

秦淮区探索出一条文旅融合、城景一体、主客共享的全

域旅游发展道路，成为城市型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样板。

2019 年 9 月，获批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区完成旅游

总收入 672 亿元，同比增长 13%，景区景点经营收入 2.55

亿元，同比增长 22%，接待游客 670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8%。“秦淮灯会彰显文旅融合新生态”案例在全国 1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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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脱颖而出，荣获“2019 非遗与旅游融合十大优秀案

例”之首，成为江苏省唯一入选优秀案例。2019 年超过 10

批入镜旅行商踩线团到我区实地踩线，累计人数超过 200人。

文化

全区组织举办了第 33 届秦淮灯会亮灯仪式，成功举办

“匠心匠艺”、“第二届古琴艺术金陵音乐周”、“跟我一起来传

承”、“光影里的秦淮”、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振兴传

统节日等系列活动；第 12 届“和谐大戏园”系列活动、第 33

届“秦淮之夏”社区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第 25 届“都市文化

节”系列活动，全区开展“文化惠民直通车”品牌文化活动和各

类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达到 2360场次，惠及群众达 18万人次。

我区 50 家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部通过验收，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成率已达 100%，实现全覆盖创建目标。全年通过

56 家“转角•遇见”文化休闲空间建设，新增人均拥有公共文

化设施面积为 31782 平方米。区图书馆全年开展各类阅读活

动达 144场次，惠及群众 5111人次，“游见秦淮”系列活动，

在南京市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评选活动中获取一等奖。

12个街道共开展“书香秦淮”为主题全民阅读活动 1415场次，

参与群众达 63461 人次。“秦淮灯会：立足传统巧创新 活态

传承促发展”被中宣部学习平台转发；完成全区市级文保、一

般不可移动文物消险修缮工程 14 处。24 个非遗项目入选市

四批项目，市级项目增加到 36 项，在全市排名第一；13 个

项目入选区五批项目，全区非遗项目由 80 项增加至 93 项；

新增 9 所特色校园。秦淮特色文化产业园被推荐为省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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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厅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果，并作为中国文化产业园区优

秀案例，接受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现场采访。

体育

全区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会（第二届）、城墙马拉松

赛、南京马拉松赛、老年协会门球赛等大型比赛项目，其中

秦淮城墙马拉松暨国际定向赛，获中国田协银牌赛事。免费

向 12 个街道 107 个社区群众发放 10000 张体育健身劵，开

展 10000人国民体质测试工作。全面推进中小学校园体育设

施对外开放，建成万达紫金明珠体育公园，面积 3000 平方

米，有效缓解城东片区体育资源缺乏状况。有序推进月牙湖

水上运动项目基地建设。完成双塘、红花、光华、秦虹、洪

武路、大光路街 6 个街道文体广场建设，全年新增公共体育

设施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人均公共体育设施面积从 0.36 跃

升至 1.2。组织 29 所中小学进行市阳光体育学校创建申报。

12 名教练员经选聘进入本区 6 所小学和 3 所中学开展 15 个

课后服务项目试点，涉及篮球、武术、击剑等 8 个体育项目。

全区完成参训运动员注册 212人，参加南京市青少年阳光体

育运动联赛 15 个项目竞赛。市队区办项目运动队代表南京

市在本年度省青少年射箭锦标赛中成绩优良，射箭队获得 1

金 2 银 1 铜，蹦床队获得 6 金 7 银 4 铜。轮滑队在江苏省

青少年轮滑锦标赛上取得 12 金 11 银 10 铜，金牌数、奖牌

总数全省第一。全区登记注册的涉及体育产业的企业共 652

家，其中，规模以上体育产业单位 21 家。区域内 3 家体育

企业获得 2019 年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370 万元。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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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龙蟠运动俱乐部获得江苏省第二批体育服务综合体认

定，是我区首个省级体育服务综合体，并获得 2019 年省健

身俱乐部专项扶持资金 50万元。

卫健

全区现有区属医疗卫生单位 19 家，其中二级医院 2 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 家，公共卫生单位 3 家，社区卫生服

务站点 10 个。现有在职职工 2114 名，其中在编 983人，编

外人员 1131人，离退休职工 1266 人。

顺利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审、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开展全国妇幼保健机构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

创成省基层卫生十强区，入选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十大创新

举措。朝天宫、秦虹、淮海路 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第

二批省社区医院，大光路、石门坎 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

过省优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夫子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夫子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乌衣巷社区共建的智能化家庭医生工作室成功创建江苏

省首批星级家医工作室；培育省基层特色科室 1 个，市基层

特色科室 5 个；14 家儿童预防接种门诊通过省市标准化建设

验收复核；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中医综合服务区，4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通过市首批示范“中医阁”评审，新增市

级名中医 2 人、区级名中医 15 人。

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综合

服务区建设研究的调研课题；推进全省“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推行“秦淮网约护理”；实施 21个基层医联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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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区政府与省中医院、市中医院签订“卫生健康发展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在全市率先建成放射远程诊疗、中医康复 2

个“区域内医联体”；开设 4 个家庭医生工作室，试点精细

化家庭医生管理服务 2.2 万余例；在红十字医院、朝天宫中

心、止马营中心试点开展安宁疗护工作，在光华路街道海福

巷社区试点开展全国首批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建成区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和健康秦淮微信公众号。

城市管理

全区共拆违超 50.84万平方米，实施强制搬迁拆违 47场。

拆除非法广告、镂空字 0.3 万平方米；查办城市管理违章案

件 2 千多起；查扣违规渣土车 185 台；清洗楼宇 3 栋，清理

牛皮癣 2 万余处，支路街巷机动车违停贴单 13 万余张，清

拖违停车辆 230 余台次，整理、搬运乱停放非机动车 84 万

多台次，全年新增机动车停车泊位 3809 个。清运生活垃圾

32.2 万吨，无主垃圾 95 吨。主次干道机扫率达到 97%，完

成 12 座公厕出新和 2 个垃圾中转站改造。在主次干道沿线

增设 90 余个果壳箱，垃圾桶全面退出主干道，全区垃圾分

类收集覆盖率达到 89%。

加强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市民广场的养护，伐除天堂村、

马路街等小区险树 174 棵，补植乔木 455 余 株，种植花灌

木约 27.1 万株，修剪行道树 22200 余株，剥芽 25500 株，

新栽苗木成活率 97 %；养护道路 129876 平方米，人行道

33582 平方米，路沿 3055 米，维修桥梁 141 座次。

水体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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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五位一体”立体式养护方式，加大河道保洁、岸

坡养护、步道维护、绿化管养、岸线管控等长效化养护力度，

初步实现从“长治久清”到“长制久清”的升级。全年共清

运水面垃圾约 260 吨，转运收割生态水草 2600 余吨，累计

巡查河道约 1.2 万公里，出动电动保洁车 354次，清除倒树

56 棵，清理河道内丢弃共享单车 64 辆，维修河道栏杆 50 米，

重新修整河长牌 85块，树立指示牌、警示牌 80 块。

市场管理

对标“3550”要求，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全区新增各类市

场主体 2.56 万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22.5%，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率达 99%以上，基本实现企业开办 3 日内办结。持续推进

质量品牌建设，推进 2019 年度秦淮区区长质量奖申报工作，

目前全区发布国家标准 3 个，1 项国家标准荣获“2018 年南京

市标准化项目奖励二等奖”，秦淮小吃团体标准已经发布。加

大知识产权政策宣传和服务力度，积极推动白下高新园区开

展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区创建工作，截止 11 月底，我区专利

申请 6257 件，专利授权 3647 件，同比增长 14.18%，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 6105件，PCT 申请 72 件，圆满完成市对区考

核指标（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5700 件，PCT 申请 48件）。

强化信用监管，积极推动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和“一次上门、全面体检”综合执法检查工作，检查各类市场

主体 5600 户，联合抽查企业 2232 户，数量上报风险企业 153

家，其中 1 家已被公安立案调查；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0001 户次，依法移出 2247 户次，吊销企业 2336 户。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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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家和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对保健食品、食用

农产品、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共立案 22起，罚款金额 20.5 万元；紧盯“小餐饮”综合

整治和隐患排查，累计巡查“小餐饮”2.8 万户次，完成 976

户存量无证照“小餐饮”分类整治任务（关停转向 613 户、核

发证照 244 户、备案管理 119 户），查改食品安全隐患 412

个，下达执法文书 59 份，立案查处 3 起；全年共开展食品

监督抽检 3540 批次，区级食用农产品快检 5640批次，不合

格食品均已启动后处置程序。对辖区 102家药店、55 家医疗

机构药品安全和 5 家经营角膜塑形镜企业、36 家中医医疗机

构进行检查，联合区卫健委对辖区 18 家疫苗接种单位拉网

式排查，全年抽检各类药品共 200 批次（其中中药饮片 21

批次），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责令整改或立案查处，已立案 15

起，移送公安机关 2 起，罚没 30 余万元。通过联合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成品油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互联网广

告专项整治等专项整治活动和日常的巡查监管，加大对各类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立案查处 186 件，罚没 518.9

万元。

吸取“3.21”、“5.24”事故教训，对锦湖大厦等 30 台老旧

高层小区电梯进行“预诊预警”安全评估，主动消除安全隐患

57 个；对重点时段、重要场所和人员密集区的特种设备开展

日常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768人次，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351 家次，检查设备 1073 台套，发现各

类安全隐患 174条，均已整改到位；牵头推进老旧电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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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工作，相关经验做法在全市作了介绍，率先完成电梯安

全责任保险全覆盖（在用电梯参保率达 97%以上，全市进度

为 80%左右），有效保障了电梯使用安全。加强对重点产品

质量的监督抽检，全年共抽样 79批次（含成品油 17 批次），

新建农贸市场快检室 4 家，实现了全覆盖，全区 28 家快检

室累计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 17.4万批次，合格率 99.8%。整

合消费投诉平台，实现“五线合一”，目前已受理“12345”、

“12315”工单及来信来访 3.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00 多万元。“先行赔付制度”受到市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根据《2018 年南京市消费体验满意度测评项目报告》，秦淮

区位列南京市消费者满意度排名第一。

环境保护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44 天，优良天数比例 66.8%，

比上年同期下降 9.3 个百分点,PM2.5 均值 43.8 微克/立方米,

比上年同期下降 4.4%。全年共 73场降水，平均 pH值为 5.46，

其中 14 场酸雨，酸雨率 19.2%，区域内降尘均值 3.75 吨/每

月•平方公里。全区水环境质量考核情况稳中趋好,地表水 7

个市考以上重点断面，其中国考 1 个、省考城市内河 2 个、

市考 4 个，水质以 21 项全项目指标评价年均值全部达到或

优于Ⅳ类，达标率 100%。秦淮区噪声环境功能区达标率

90.6%,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点位有 22 个,昼间均值 54.6 分贝,

同比均值上升 0.8 分贝。交通噪声监测 56 个路段，平均值为

67.7分贝，同比下降 0.2分贝，其中达标 51条，达标率 91.1%，

较上年上升 1.8 个百分点，为近年最好。当年共获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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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9个,其中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3059个,污染源监测数据 500

个,质控比率超过 14.1%，合格率 100%；并对第三方提供的 4

万多个数据进行质控管理。共完成污染源监测近 77 家次，

其中废水报告 60 家次，噪声监测报告 17 家次，配合完成区

环保局噪声信访监测等任务。

今年累计受理各类环境污染举报来访 8366 件，信访查

办率 100%、回访率达 100％，满意率保持在 95%以上。加大

了环保执法的力度，累计出动人员 1万多人次，出动车辆 3000

台次，网上办结行政处罚 106件，处罚金额 308 万元。

人口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68.82 万人，总户数 26.24 万户。按

性别分，男性 33.62 万人，女性 35.2 万人，男女性别比例

95.5:100(女性为 100)。按年龄结构分，18 岁以下 8.92 万

人,18-35 岁 12.18 万人，36-60 岁 27.22 万人，60 岁以上 20.5

万人。全年出生 4436 人，出生率为 6.45‰，死亡 4829 人，

死亡率为 7.02‰，自然增长率为-0.57‰。

居民生活

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379 元，同比增长 8.4%，

其中工资性收入 35486元，同比增长 8.8%，经营净收入 6134

元，同比增长 7.1%，财产净收入 6453 元，同比增长 9.3%，

转移净收入 17306 元，同比增长 7.9%。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48186 元，其中食品烟酒消费 12046 元，衣着消费 3285

元，居住消费 11521 元，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 3240 元，医

疗保健消费 2702 元，交通通信消费 4915 元，教育文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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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9154 元，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 1322 元。

社会保障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覆盖面

不断扩大，基金征收持续增长，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全区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1.34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 3642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2.51万人；参加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 11.03万人；五项社会保险费征收总额 42.62

万元。全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 22.11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

7566 人；参加工伤保险 22.03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 22.46 万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