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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崂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崂山区统计局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崂山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体

制机制，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区各项事业实现新

突破、新提升。 

 

一、综 合 

青岛市统计局首次统一核算并反馈结果显示，2019 年全区

实现生产总值（简称 GDP）818.1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7.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63 亿元，下降 14.3%；第二产

业增加值 255.82 亿元，增长 8.5%；第三产业增加值 555.69 亿

元，增长 7.3%。人均生产总值 18.14 万元。三次产业比例调整

为 0.8:31.3:67.9。 

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7.1 亿元，增长 2.5%。其中，

税收收入 121.01 亿元，下降 3.0%；增值税 44.22 亿元，增长

12.1%；企业所得税 28.27 亿元，下降 3.9%；个人所得税 7.65

亿元，下降 15.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2.17 亿元，增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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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27 亿元，增长 12.2%；教育支出 13.82

亿元，增长 7.9%；科学技术支出 11.91亿元，增长 20.0%；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5.6 亿元，增长 40.8%；城乡社区支出 32.41亿

元，下降 0.8%。全年税务系统组织税收收入 283.26 亿元，增长

3.3%。 

年末常住人口 45.59 万人。全年新出生人口 3364 人，出生

率 10.99‰，自然增长率 4.17‰，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为 101.6：

100。 

 

二、高质量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新产业”稳步发展。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为 8.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88.6%，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8.5%；支柱特色产业医药制造业

产值增长 26.0%。 

“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全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

现交易额 2047.42 亿元，增长 4.8%；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网

络销售额增长 17.5%。“新技术”增势良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1.1%，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42.7%，专业技术服务业增长 10.2%，检测服务增长 31.1%，知识

产权服务增长 27.6%。 

全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16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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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区拥有 3家独角兽企业、10 家瞪羚企业。 

 

三、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分行业情况：农业增加值 0.84 亿元，增长

3.0%；林业增加值 0.06亿元，增长 18.3%；渔业增加值 5.73 亿

元，下降 26.6%；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04 亿元，增长 6.5%。 

全区实有茶园面积 17325 亩，产量 1319.91 吨；果园面积

9538 亩，产量 7116.30 吨；蔬菜播种面积 5273亩，产量 11087

吨；水产品产量 48288吨。 

 

四、工业与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142.97 亿元，增长 3.6%。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0%。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

值增长 47.6%，股份制企业增长 5.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下降 1.5%。分门类看，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1%，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19.4%。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

6.2%。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113.2亿元，增长 18.2%；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 513.98亿元，增长 36.2%；签订合同额 1390.31 亿元，

增长 24.3%。 

 

五、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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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55.69亿元，增长 7.3%，占 GDP比

重为 67.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5%。 

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0.2%。生产性服务业中，

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增长 48.0%，商务服务业增

长 23.4%，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业下降 3.0%，专业技术服务业增

长 10.2%。生活性服务业中，旅行社及相关服务增长 87.3%，文

化艺术业增长 6.4%，新闻和出版业增长 3.9%。 

成功创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年接待游客 2123 万

人，实现旅游总收入 161.5亿元，增长 16.2%。崂山风景区接待

游客 462 万人次，增长 14%，实现旅游收入 8.98 亿元，增长 5.6%。

全年承接和举办各类展会 153个。 

 

六、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6.6%。从投资产业结构看，一产投

资增长 5448.8%，二产投资增长 46.6%，三产投资增长 25.4%，

一、二、三产投资比例为 0.2：4.9：94.9。从投资重点领域看，

“四新”经济投资增长 54.6%，民间投资增长 34.5%，工业投资

增长 14.0%，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07.7%。全年共有投资项目 342

个，同比增加 174 个，项目总数创历年新高。 

全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55.42万平方米，下降 14.6%，其

中住宅销售面积 41.76 万平方米，增长 3.0%。房地产新开工面

积 302.52万平方米，增长 59.6%；其中，住宅 143.33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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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6.0%。 

 

七、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6.2 亿元，增长 10.2%。其

中，网上零售额 151.39 亿元，增长 11.6%。在限额以上单位商

品零售额中，通讯器材类增长 157.4%，汽车类增长 31.9%，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20.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6.1%，化妆品类增长 14.8%，日用品类增长 12.2%，石油及制品

类增长 1.4%，金银珠宝类增长 1.2%，饮料类增长 0.2%，烟酒类

下降 6.4%，粮油、食品类零售额下降 7.3%，中西药品类下降

36.5%。 

完成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销售额（营业额）1604.64

亿元，增长 3.8%。其中，批发业销售额 1330.57亿元，增长 2.2%；

零售业销售额 268.53 亿元，增长 12.1%；住宿业营业额 2.7 亿

元，增长 13.6%；餐饮业营业额 2.84亿元，增长 9.0%。 

 

八、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 628.12亿元，增长 21.1%。其中,

出口额 349.48亿元，增长 6.3%；进口额 278.64亿元，增长 46.6%。 

全年承接服务外包离岸业务合同 1513份，执行额 7.78 亿美

元。全区服务外包企业 96家，其中过亿美元企业 3 家。 

全年新备案境外投资项目 19 个、增资项目 10 个，中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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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 5.2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4.59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 87.9%。 

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68 个，合同外资 6.12亿美元，投

资过千万美元项目 14 个；实际到账外资（商务部 FDI 口径）5.55

亿美元，增长 50.3%。 

 

九、科技创新和人才 

全年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5 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

17 项，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 26 项。实现技术合同交易额 40.27

亿元，位居全市首位。区内国家级科研院所 6家，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4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10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1 家，省级院士工作站 10 家，省级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 1家。成功创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

区、国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青岛国际创新园获评省

级成长型数字经济园区。 

全区发明专利申请量 8940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3104 件，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1429 件，每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251 件，

均居全省首位。 

全年新增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3家，省级产业创新中心 1家。

拥有区级以上众创空间 26家，其中国家级 10 家；孵化器 23家，

其中国家级 1家，省级 3 家。全年新增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 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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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增 2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引进各类人才 23750人，

其中博士 512 人，硕士 2860 人，硕博人才引进保持全市领先。

全区共有两院院士及外籍院士 45人、国家特聘专家 74 人、泰山

学者及产业领军人才 221 人。人才总量突破 20万人。 

 

十、金融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47.15 亿元，增长 17.8%，增速保

持全市首位，金融领域风险隐患总体可控。全国首家股份制银行

理财子公司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运营。 

青岛银行、青岛农商银行、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首发

上市，全区共有上市企业 12 家、发行股票 14 只。新三板累计挂

牌企业 16家，蓝海股权累计挂牌企业 153 家。崂山区荣获 2019

年中国资本年会上市竞争力领先区县称号。 

 

十一、社会事业 

截至年末，全区共有公办中小学 40 所，其中，小学 29 所，

初中 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全区中小

学在校学生 33454 人，教师 2869 人。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

学率、巩固率保持 100%。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115 所，其

中公办 70 所、民办 45 所。全年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2550 个、学

前教育学位 900个。 

全年组织举办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1300 余场，建立流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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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点 7 处。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462家，其中一级以上综合医院

6 家，其他各级各类医院 15 家，卫生院 5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29 家，卫生室 140 家，其它医疗卫生机构 267家。共有床位 3061

张，每千人拥有床位 6.8 张。共有执业（助理）医师 2010 人，

执业护士 1866人；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 4.4人，执业护士 4.09

人。 

 

十二、城乡建设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86.77%，比上年提高 0.01

个百分点。 

全区客运车辆 580 辆，客运量 43万人，客运周转量 7629万

人/公里; 全区货运车辆 1548 辆，货运量 903万吨，货运周转量

174874 万吨公里。 

全年调整公交线路 6 条，调整公交站点 42 处。截至年末，

全区共有公交线路 96 条，公交车辆 1543台，农村社区公交覆盖

率 100%。 

 

十三、能源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不含海尔、卷烟等企业）16.22 亿度，

增长 8.1%。其中，产业用电量 10.93 亿度，一、二、三产用电

量分别为 0.06、2.49、8.38 亿度，分别增长 75.9%、2.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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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5.28亿度，增长 6.6%。 

全年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5起，死亡 5 人，直接经济损失

769.6万元，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其中，营运性道路

交通事故 1起，死亡 1人，直接经济损失 171.6万元；工矿商贸

生产安全事故 4起，死亡 4人，直接经济损失 598 万元。 

 

十四、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5057 元，增长 8.3%。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592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453元。 

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880 人，登记失业 2383 人。全年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2565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 98.54%。 

年末全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795 人，发放低保金

1364.9 万元。 

年末全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4142人，居民医保缴

费人数 118506 人。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月均 695.8 元，保持全省

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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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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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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是指户口在本村（居）委会，居住在本村（居）委会的人

口，或者户口不在本村（居）委会，居住在本村（居）委会半年以上的人

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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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崂山税务局；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相关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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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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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发展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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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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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人口自然增长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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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相关数据来自区供电公司；

安全生产相关数据来自区应急管理局；民政福利相关数据来自区民政局；

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