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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崂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崂山区统计局

（2024 年 4 月 18 日）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

区上下聚力实施“突破提升年”的各项要求，聚焦实体经济和招

商引资、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提升作风能力和优化营商环境等

重点工作，全力攻坚，经济社会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

发展态势。

一、综 合

经济总量稳步提升。初步核算，2023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150.8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0%（以下

省略比上年）。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15 亿元，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 373.12 亿元，增长 11.3%；第三产业增加值

769.62 亿元，增长 5.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0.7:32.2:67.1

调整为 0.7:32.4:66.9。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2.33 万元。

人口总量保持平稳。年末常住人口 51.37 万人，城镇化率

87.05%，提升 0.17 个百分点。全年全区出生 1774 人，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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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自然增长率-0.14‰，出生性别比 107。

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11405 户，总量达到

9.5 万户。新登记注册企业 6302 户，其中内资企业 160 户、私

营企业 6060 户、外资企业 82 户；新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 5085

户、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 18 户。

保就业成效明显。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30807 人，增长

8%；稳定企业就业 5876 家，发放稳岗扩岗补贴 5546 万元。2500

名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公益性岗位实现就业。

二、高质量发展

新生动能增长有力。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1.4%，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33.3%，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86.65%，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1%，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6.4%。

科技创新稳步推进。全年，新认定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9 家、省级“瞪羚”企业 25 家；新获批 1 家省级技术创新

中心、11 家市级重点实验室、26 家市级技术创新中心、5 家市

级新型研发机构，全区各类创新平台达到 281 家；实现技术合同

成交额 109.8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9%；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30

家，总数达到 920 家。截至目前，全区拥有独角兽企业 9 家，居

全省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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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引成效显著。全年共引进各类人才 20510 人，其中硕

博、高级职称和高技能人才引进 2310 人。5 人入选高层次人才，

16 人入选领军后备人才。

三、农业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9.73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4.6%；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58

亿元，增长 9.7%。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6.67 亿元，增长 5.0%。

其中，全区茶园面积 19867 亩，茶叶产量 1556.12 吨；樱桃种植

面积 8242 亩，产量 2991.17 吨；蔬菜播种面积 4883 亩，产量

10344.89 吨；水产品产量 32883 吨。

特色产业亮点频出。举办第 32 届中国茶业科技年会。培育

链主企业 2 家、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3 个、全国特质农品产品 7

个、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1 个，1 家茶企通过国家良好农业规

范认证。举办 10 个特色节会活动，发布 6 条乡村休闲体验精品

线路，培育省级民宿集聚区 1 个、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 条。

四、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生产增势良好。全年工业增加值 215.52 亿元，增长

11.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4%，分门类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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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长 1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1%。

分重点行业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52.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22.6%。

建筑业稳定发展。全年建筑业总产值712.7亿元，增长5.4%。

具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有工作量建筑业企业 115 家，增加

21 家。

五、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稳健。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769.62 亿元，

增长 5.1%。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04.21 亿元，增长 5.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66.86亿元，增长7.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108.72 亿元，增长 6.0%。规模以

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3.9%。

文旅产业恢复向好。全区接待游客达 2441 万人次，增长

68.96%；实现旅游收入 177 亿元，增长 60.91%，荣获“中国文

旅融合创新典范区”称号。全区拥有 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3 个，3A 级景区 9 个，2A 级景区 1 个；拥有国家级旅游模范村 2

个，省级、市级特色村各 18 个、14 个；省级景区化村庄 13 个。

“秋日胜春朝，丰年景最好”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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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2%，居全市

首位。分产业看，第二、三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9.8%和

19.3%，三次产业投资构成为 0.2:6.9:92.9。分领域看，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 59.9%，占比 18.7%；房地产开发投资 224.76 亿元，

增长 2.1%。分产业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31.8%，占比 11.8%，

提升 1.4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0.0%、高技术

服务业投资增长 47.4%。

商品房销售持续增长。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91.68 万平方

米，增长 9.2%；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0.94 万平方米，下降 13.2%。

七、国内贸易

消费市场有序恢复。全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6.05

亿元，增长 7.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增长 20.8%，

占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70.9%，提升 5.8 个百分点。

限额以上单位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 3.4%，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

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0.5%、2.3%和 10.8%。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新能源汽车、

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3.1%、8.2 倍、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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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外经济

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年新设立外资项目中，投资管理、专

业技术服务、软件研发、科技推广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占比超过

60%；合同外资过千万美元项目 15 个，合同外资额 13.3 亿美元，

占比 96.4%。

对外投资合作势头良好。全年增资项目 14 个，协议增资额

4.25 亿美元；新备案投向欧美国家项目 8 个，协议投资额 1.1

亿美元，占比 79.6%。

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 1096.9 亿

元，增长 13.1%，增速居全市首位。其中,出口额 478.5 亿元，

增长 2.2%；进口额 618.4 亿元，增长 23.2%。

九、财政金融

财政保障有力。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0.38 亿元，

增长 8.2%。其中，税收收入 186.56 亿元，增长 15.7%。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45.23 亿元，增长 2.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1 亿元，增长 25.7%；教育支出 20.70 亿元，增长 2.0%。全

年税务系统组织税收收入 442.97 亿元，增长 9.6%。

金融业态不断丰富。全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7.5%。新落

户金融及类金融企业 155 家，总数超 1300 家；新增 1 家境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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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15 家。联动优势实现落户，

填补全省全牌照第三方支付机构空白；甬兴证券青岛分公司设

立，安诚保险青岛分公司、方正中期期货山东分公司等一批区域

性总部机构落户运营。

十、社会事业

教育资源持续扩增。新建成海大附属实验学校（初中部）、

海德堡等 3 所幼儿园，新增学位 1830 个。截至年末，全区共有

公办中小学 43 所，其中小学 24 所、初中 9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6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 所；各级各类幼儿园 103 所，其中公

办 65 所、民办 38 所；共有公办中小学教师 2832 人。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拥有区（市）及以上文化馆、公

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城市书房等文化场所、设施 37 处。其中，市、区级公共文化场

馆 6 处。全年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1000 余次，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覆盖率达 100%。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推进。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559

家，增加 39 家。其中，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1 家，其他各级各类

医院 3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39 家，社

区卫生室 136 家，其它医疗机构 34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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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城乡建设

城市更新步伐不断加快。跨海大桥高架路二期全线通车，秦

岭路、科大支路等 10 条道路完成提升改造，峻岭路等 24 条道路

主线通车，同安路等 2 座天桥投入使用，小麦岛入岛桥实现主桥

贯通；浮山森林公园山东头路出入口停车场等 4 个项目完工，全

年新增停车泊位 2555 个；完成开放共享经营性停车场 35 个、住

宅小区专用停车场 18 个，新增共享停车泊位 1 万余个。建成 3

处综合公园，9 处口袋公园和 4 处山头公园。新增绿化面积 76.32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3346.12 公顷，绿化覆盖率 50.55%。

交通出行更加便利。新开通及调整公交线路 10 条，途径崂

山区公交线路 103 条，城乡公交覆盖率 100%。全区农村公路 244

条，总里程 219.417 公里；旅游专用路 2 条，全长 37.6 公里；

国省道 93.8 公里。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986

元，增长 6.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4395 元，增

长 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570 元，增长 7.0%。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全年，低保、特困等救助保障标准

提高 5%，保障低保、低保边缘、特困人员、困境儿童 21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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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缴

费人数分别为 27.9 万人、50.8 万人、24.3 万人和 26.1 万人。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3590人和17.4万

人。

注释：

1.公报中部分统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

存在着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

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

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建设

项目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指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业年

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住宿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

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

3.资料来源：本公报中财政相关数据来自区财政局；税收相关数据来

自崂山区税务局；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相关数据来自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外经济、服务外包相关数据来自区商务局；科学技术

相关数据来自区科技局；专利情况来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相关

数据来自区交通运输局；文化、旅游相关数据来自区文化和旅游局；金融

业、企业上市相关数据来自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就业、社会保障相关

数据来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相关数据来自区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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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相关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局；农业相关数据来自区农业农村局；民政

福利相关数据来自区民政局；环境相关数据来自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

局；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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