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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崂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崂山区统计局

（2023 年 4 月 10 日）

2022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在区委、区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部署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以“五区同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一、综 合

经济总量稳步提升。初步核算，2022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081.1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7%。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7.46 亿元，增长 0.9%；第二产业增加值 347.68

亿元，增长 9.0%；第三产业增加值 726.03 亿元，增长 4.3%。三

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0.7:30.6:68.7 调整为 0.7:32.2:67.1。全

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1.03 万元。

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年末常住人口 51.72 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0.6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86.88%，比上年末提高 0.02

个百分点。全区出生人口数 2203 人，出生率 6.69‰，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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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0.14‰。

稳经济坚定有力。在全市率先出台 164 条“稳中求进”高质

量发展政策清单，2022 年兑现资金约 37.4 亿元。全年新开工纳

统项目 246 个，海尔物联网全球创新中心一期、青岛微电子产业

园等 60 个重点项目竣工投用。

保就业成效明显。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883 人，帮扶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 1484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655 万元，开展各

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6222 人次。

二、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强劲有力。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比达到84.6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5%，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2.1%，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1.2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9%，

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5.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56.2%，

快于全部投资 38 个百分点。全年全区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

增长 4.2%，占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64.4%。全年新增

市场主体 10786 户，总量达到 9.26 万户。

科技创新加力提效。全年获得省科学技术奖 17 项，其中自

然科学奖 4 项、技术发明奖 1 项、科技进步奖 10 项。全年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162 家，总数达到 790 家。全区拥有独角兽企业 8



- 3 -

家，居全省首位；新认定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 家、

省级“瞪羚”企业 9 家。区内国家级科研院所 5 家，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 4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8 家。拥有众创空间 17 家，其中国家级 12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10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

点园区”“中国工业百强区”“山东省科技创新强县”“山东省

质量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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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及其他专技人才引进 18200 人。

三、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8.8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2.5%；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39 亿元，增

长 10.8%。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5.24 亿元，增长 3.0%，其中

农、林、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为 3.43 亿元、0.004 亿

元、9.07 亿元和 2.74 亿元，增速分别为-3.6%、-57.5%、3.4%

和 11.1%。全区现代高效农业增加值 0.37 亿元。

全区实有茶园面积 18499 亩，茶叶产量 1398.89 吨；樱桃种

植面积 7149 亩，产量 2514.76 吨；蔬菜播种面积 4927 亩，产量

9807.44 吨；水产品产量 32484 吨。



- 4 -

四、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生产增势良好。全年工业增加值 202.14 亿元，比上年

增长 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3%，增速列全市

首位。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16.3%，股份制企业增

长 20.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 12.9%。分门类看，制

造业增长 12.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1%。

分重点行业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62.6%，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0.6%。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增长

2.4%。

建筑业健康发展。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145.99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6%；建筑业总产值 676.5 亿元，比上年增 8.7%。具有总

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有工作量建筑业企业 94 家，比上年增加

17 家。

五、服务业

服务业平稳运行。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726.0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4.3%。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97.27 亿元，增长 2.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61.87亿元，增长7.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98.97 亿元，增长 2.2%。全区规

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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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承压向前。全区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取得阶

段性成果，入选“2022 年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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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举办第 32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大会及各类会展 33 场次。青山、西麦窑等 4 个社区被评

为省景区化村庄，北宅街道大崂樱桃谷生态旅游区获评“省级生

态旅游示范区”。截至年底共拥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 个，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4 个、景区化村庄 7 个。

六、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8.2%，列全市首位。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6.8%，

制造业投资增长 66.5%。分产业看，第二、三产业完成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 80.5%和 12.8%。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6.2%，快

于全部投资 38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2.2%；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34.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20.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其中

住宅投资增长 15.9%。商品房销售面积 83.94 万平方米，增长

8.2%；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8.68 万平方米，下降 0.9%。

七、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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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有所放缓。全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4.6 亿

元，比上年下降 1.6%。其中，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限额

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6.6%、21.6%和 2.8 倍。

升级类消费需求加快释放，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文化

办公用品类、化妆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2.3 倍、23.6%和 1.8 倍。

全年全区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增长 4.2%，占限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64.4%。

八、对外经济

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 967.6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1%。其中,出口额 469.26 亿元，增长 6.3%；进口

额 498.36 亿元，增长 18.2%。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总额 677.69 亿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 70%；从出口商品看，机

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2.7%和 39.6%。

利用外资质量结构趋于优化。全年新备案境外投资项目 20

个，中方协议投资额 8.9 亿美元。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54

个，其中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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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合同外资过千万美元项目 11 个，合同

外资额 3.73 亿美元，占总数的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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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水平进一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势

头强劲，全年中方协议投资额8.83亿美元，占全区总额的99.3%；

对外投资多元化发展，涵盖进出口贸易、远洋渔业、国际货运、

商务服务业等诸多领域。

九、财政金融

财政保障支撑有力。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6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其中，税收收入 161.19 亿元，下降 4.6%；

增值税 46.37 亿元，下降 12.5%；企业所得税 48.30 亿元，增长

6.8%；个人所得税 18.21 亿元，增长 12.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3.54

亿元，下降 1.2%；教育支出 20.3 亿元，增长 6.9%；科学技术支

出 10.62 亿元，增长 5.1%。全年税务系统组织税收收入 404.21

亿元，增长 4.6%。

现代金融厚积成势。全年金融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1%，

全区金融机构和类金融企业总数超过 1200 家。恒丰理财、潍坊

银行崂山支行、东海证券山东分公司等开业运营，理财子公司数

量达到 3 家。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解决企业融资需求 167.6

亿元。雷神科技登陆北交所，歌尔微电子 IPO 过会，境内上市公

司总数达到 14 家，居全市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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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会事业

教育发展更加均衡。建成启用山东头学校、海尔路学校、翡

翠云城和海尔云谷配套幼儿园，完成区特教学校改扩建，新增义

务教育学位 4200 个、普惠学前教育学位 540 余个。截至年末，

全区共有公办中小学 40 所，其中，小学 25 所，初中 9 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 5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1 所。各级各类幼儿园 112

所，其中公办 64 所，民办 48 所。共有公办中小学教师 2799 人，

公办幼儿园教师 289 人。全区中小学在校学生 37493 人，学前教

育在园幼儿 15854 人。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开展“石老人音乐季”“小荷•书山阅”

“品质崂山短视频大赛”等文化活动 400 余场次、阅读活动 470

余期。建成共享书柜 6 处、朗读亭 2 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

质和效能。创新开展文保和非遗等工作，完成太清宫三官殿和华

严寺三圣殿修缮工程；创建全市首个非遗体验中心和 9 家区级非

遗工坊。全区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54 家，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2 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72 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3 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5 项。

医疗卫生服务有效提升。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532

家，其中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2 家，其他各级各类医院 26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5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38 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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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 134 家，其它医疗机构 327 家。全区共有床位数 2832 张，

执业医师 3196 人。

十一、城乡建设

城市更新全面提速。跨海大桥连接线二期工程重启，海尔路

银川路立交桥、辽阳路快速路主线通车，株洲路、枣山东路、铜

川路等13条道路竣工通车；建成青岭路停车楼等停车场站25个，

新增车位 5521 个，2.2 万个车位实现错时共享。浮山绿道崂山

段全线贯通，12 处景观节点全面完工；建成 7 个山头公园和 10

个口袋公园，累计提升城市绿地 2 万平方米。全面启动张村河片

区改造工作，董家下庄、峪夼等 9 个社区改造拆迁。

交通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截至年末全区拥有客运车辆 470

辆，货运车辆 1353 辆。新开通及调整公交线路 11 条，途径崂山

区公交线路 104 条、公交运营车辆 1500 余辆，城乡公交覆盖率

100%。区农村公路总里程 219.417 公里，崂山旅游专用路全长

37.6 公里，国省道 93.8 公里。

农业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成立崂山茶产业集群党建联盟，发

布崂山茶区域公用品牌新形象，“崂茶一号”成功通过国家品种

登记，“崂山龙须”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发布崂山茶

十二景，两家茶企申报省级高端品牌。实施王哥庄大馒头直补等

普惠政策，助推大馒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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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040 元，比

上年增长 4.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430

元，增长 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374 元，增长 5.9%。

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年末，全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1699 人，发放低保金 1557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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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 万人、

29.83 万人、21.33 万人和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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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万人。百岁老人长寿补贴

标准每人每月 1900 元。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

升 10%，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995 元，城市特困基本生

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493 元，农村特困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 15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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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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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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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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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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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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