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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绍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绍兴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八八

战略”实施 20 周年，是绍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

一年。全市上下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和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

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全面推动三个“一号工程”落地见效，

扎实推进“五创图强、四进争先”，全市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市场活力不断迸发，民生福祉持续向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

的绍兴新路径。 

一、综合[1]  

经全省统一初步核算，2023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

[2]7791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8%，增速居全

省第二位。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39、

3729、3823 亿元，分别增长 3.9%、7.6%和 8.2%，三次产业

结构为 3.1：47.9：49.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44992 元（按

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20576 美元），增长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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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 年各产业、行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 

根据 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539.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1 万人。城镇化率 73.1%，比上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 4.8‰，死亡率 7.3‰。自

然增长率-2.5‰。年末户籍总户数 165.89 万户，比上年减少

10 户。户籍人口 443.94 万人，比上年减少 1.88 万人。其中，

男性 219.94 万人，女性 224.00 万人。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0.5%。八大类消费品价格同比

“四涨三降一平”，依次为：其他用品及服务上涨 6.1%、教育

文化娱乐上涨 2.9%、衣着上涨 2.5%、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0.7%、居住下降 0.1%、医疗保健下降 0.1%、交通通信下降

1.2%、食品烟酒与上年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3.6%，

购进价格下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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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3 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度（%） 

表 1  2023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  标 上年=100 指  标 上年=100 

居民消费价格 100.5 3．烟酒 100.1  

一、食品烟酒 100.0   4．在外餐饮 101.2  

1．食品 99.6 二、衣着 102.5  

     # 粮食 99.8 三、居住 99.9  

       菜及食用菌 98.8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7  

       畜肉类 93.2 五、交通通信 98.8  

       水产品 100.2 六、教育文化娱乐 102.9  

       干鲜瓜果类 103.9 七、医疗保健 99.9  

  2．茶及饮料 100.7 八、其他用品及服务 106.1  

全年新设市场主体 11.61 万户。其中，企业 3.05 万户，

比上年增长 4.1%；个体工商户 8.54 万户，同比下降 3.3%。“个

转企”2092家。年末在册市场主体 77.93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6.3%，其中企业 25.01 万户，增长 5.0%。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3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0%（现价）。规模以上工业[3]中，装

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5%、13.2%和 11.7%，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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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4.3%、42.0%和 16.2%，比重

分别比上年提高 1.6、2.7 和 2.9 个百分点。五大传统产业[4]

增加值增长 7.0%。 

表 2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业增加值情况 

产  业 增加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占比（%） 

高技术产业 348 11.7 16.2 

高新技术产业 1389 10.8 64.5 

装备制造业 738 13.5 34.3 

战略性新兴产业 905 13.2 42.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 248 12.6 11.5 

高端装备制造业 473 2.3 22.0 

人工智能产业 102 7.7 4.7 

新材料产业 246 -1.5 11.4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财政总收入 92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9 亿元，增长 7.2%，其中税

收收入 450 亿元，增长 9.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9 亿元，

下降 3.3%，其中民生支出 593 亿元，增长 4.0%，占比 76.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费用的企业 4833 家，占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 90.3%；研发费用支出增长 6.9%，增速比营

业收入高 8.5 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增长 7.2%，新产品产值

率 47.5%，提高 3.1 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贡献突出。民间项目投资增长 11.0%。民营企

业出口增长 13.9%，进口增长 75.4%。规模以上工业中，民

营企业 5047 家，占 94.3%，增加值增长 11.4%，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5]中，民营企业

606 家，占 85.2%，营业收入增长 7.3%，期末用工人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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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二、农业和农村建设 

农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369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0%。农作物播种面积 217.1

千公顷，增长1.0%。其中，冬小麦面积9.9千公顷，增长11.0%；

早稻面积 19.0 千公顷，增长 20.8%；晚稻面积 55.0 千公顷，

增长 4.5%；冬油菜籽面积 12.6 千公顷，增长 13.6%。粮食总

产量 75.3 万吨，增长 5.0%。茶叶总产量 4 万吨，增长 1.6%。

年末生猪存栏 49.59 万头，比上年末下降 17.0%，其中能繁

母猪存栏 6.2 万头，下降 2.1%。全年水产品产量 13.36 万吨，

同比增长 4.8%。 

表 3  2023 年农业生产情况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369.0 4.0 

二、农作物播种面积 千公顷 217.1 1.0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千公顷 120.4 0.4 

三、主要农产品产量    

# 粮食总产量 万吨 75.3 5.0 

油料作物 万吨 4.0 9.5 

棉花 吨 201.1 -9.7 

甘蔗 万吨 2.2 -0.6 

园林水果 万吨 34.3 9.4 

茶叶 万吨 4.3 1.6 

水产品 万吨 13.4 4.8 

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年

创建省级稻麦绿色高产创建千亩示范方 8 个、旱粮百亩方 6

个、水稻高产攻关方 4 个，累计建成省级数字农业工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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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场）34 家。年末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3689 家，家庭农

场 4126 家，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54 家。新认证绿色食品

29 个，有效期内的绿色食品 219 个，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农产

品 18 个。 

全力建设“和美越乡”。聚焦“千万工程”，打造和美乡村

示范带 30 条，建成省级和美乡村示范县 1 个、示范镇 9 个、

省级未来乡村 35 个、共同富裕示范带 2 条。推进村级寄递

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培育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品牌项

目。 

全力深化农村共富改革。全市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34.08 亿元，增长 11.0%，累计组建强村公司 206 家，年经营

性收入 80 万元和 100 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分别达到 60%和

40%以上。加强低收入农户帮扶，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 23840 元，增长 12.5%，全面消除家庭人均收入 11000 元

困难农户现象。“闲置农房激活计划”带动农户就业 39933 人，

分别带动村集体、农民年增收 4.77 亿元、8.90 亿元。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8%。规模以上工业 35

个行业大类中，22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14 个行业增

速快于全市平均，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保持较快发展势

头，分别增长 37.7%、20.3%、11.1%。 

规模以上工业中，新型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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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较快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移动通信

手持机（手机）、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 42.2%、72.8%、38.9%、

13.4%。 

表 4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  品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纱 万吨 19.5 5.7 

布 亿米 15.6 0.5 

印染布 亿米 229.1 1.2 

领带 万条 2341.7 -23.3 

袜子 亿双 28.3 -7.8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115.3 39.3 

染料 万吨 72.7 8.4 

合成纤维聚合物 万吨 145.7 26.5 

化学药品原药 万吨 12.7 -1.2 

化学纤维 万吨 393.4 -10.8 

塑料制品 万吨 158.5 1.1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775.8 -7.1 

滚动轴承 亿套 14.1 6.8 

光电子器件 亿只 24.5 72.8 

集成电路 亿块 19.1 13.4 

电子元件 亿只 12.4 -4.4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120.3 38.9 

工业机器人 套 2788 42.2 

交流电动机 万千瓦 1387.4 -1.5 

电光源 万只 4653.1 -12.9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508 亿元，比上年下降 6.6%，其

中，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104.2%、66.1%、56.7%、13.5%。 

建强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链），高质量推进“4151”工

作进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智能视觉、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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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4.1%、115.4%、

5.7%；传承振兴历史经典产业集群，黄酒、珍珠饰品产业集

群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0.3%、103.5%。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6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具有资

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509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5.2%。新开工装配式建筑 1091 万平方米，

增长 3.0%，占新建建筑比例 36.4%。 

四、服务业 

全年服务业增加值 3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增速

比上年提高 5.0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

饮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4.8%、12.6%、10.3%、12.3%、9.8%。营利性服务业中，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4.2%。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526 亿元，增长 8.6%；利润总额 60 亿

元，下降 17.2%。 

表 5  2023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要行业营业收入情况 

行  业 营业收入（亿元） 比上年增长（%） 占比（%） 

规模以上服务业 526 8.6 100.0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9 -14.0 17.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151 4.7 28.7 

    房地产业 40 16.7 7.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7 32.7 22.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4 13.7 1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7 -0.9 5.2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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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营地统计，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8.8%、

9.9%。按消费类型统计，限额以上单位[7]商品零售额、餐饮

收入额分别增长 10.3%、28.3%。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单位商品零售额中（按占比从高到

低），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下降 0.5%，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87.5%；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6.3%；粮油、食品类增长 26.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9.6%；金银珠宝类增长 32.1%；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2.4%；中西药品类增长 18.4%。 

表 6  202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占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20 9.1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1. 城镇 — 8.8  

2. 乡村 — 9.9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 817 9.5 100.0 

1. 汽车类 337 -0.5 41.2 

      其中：新能源汽车 77 87.5 9.5 

2. 石油及制品类 90 6.3 11.0 

3. 粮油、食品类 68 26.6 8.3 

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66 19.6 8.1 

5. 金银珠宝类 55 32.1 6.8 

6.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52 -2.4 6.4 

7. 中西药品类 39 18.4 4.8 

8. 烟酒类 17 13.4 2.0 

9. 通讯器材类 17 190.6 2.0 

10. 日用品类 16 13.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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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网络零售总额 1040 亿元，在全省占比 3.4%。 

年末纳入统计的商品交易市场 283 家。其中，成交额超

亿元市场 84 家，比上年增加 13 个；超十亿元市场 21 家，

比上年减少 3 个；超百亿元市场 5 家，与上年持平。全年商

品交易市场成交额 43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消费

品市场成交额 4147 亿元，生产资料市场成交额 191 亿元[8]。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0.0%。其中，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 36.8%，制造业投资增长 20.9%，交通、能源

和水利投资增长 17.1%。列入国家用地单列项目 19 个、新增

用地 3.34 万亩，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 17 个、获土地指标奖

励 4121 亩，均居全省前 2 位。 

房地产开发投资 1058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其中住

宅投资 788 亿元，增长 0.3%。商品房销售面积 716 万平方米，

比上年下降 7.2%；商品房销售额 11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42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其

中，出口总额 3810 亿元，增长 11.8%，占全国出口总值的 

16.0‰；进口总额 414 亿元，增长 47.4%，占全国进口总额

2.3‰。按出口贸易方式分，一般贸易出口 3334 亿元；加工

贸易出口 94 亿元；其他贸易出口 382 亿元，其中市场采购

出口额 3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0%。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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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出口国家和地区 233 个，出口前五位国家分别为美国、

越南、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9]进

出口 20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3%，其中出口 1865 亿元，

增长 16.0%；RCEP 其他成员国[10]进出口 111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3.0%。 

表 7  2023 年货物进出口主要分类情况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占比（%） 

货物进出口总额 4225 14.5  

一、货物出口额 3810 11.8 100.0 

# 一般贸易 3334 11.0 87.5 

加工贸易 94 -5.8 2.5 

其他贸易 382 25.5 9.4 

#市场采购 377 24.0 9.4 

# 纺织品及服装 1740 2.9 45.7 

机电产品 766 17.4 20.1 

化工及相关产品 231 -12.9 6.1 

高新技术产品 93 11.5 2.4 

农副产品 54 -0.5 1.4 

二、货物进口额 414 47.4 100.0 

# 一般贸易 238 11.4 57.5 

加工贸易 35 -6.3 8.5 

实现服务进出口总额 1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4%。其

中，服务出口总额 43 亿元，增长 77.9%；服务进口总额 58

亿元，增长 75.3%。旅行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其他商业服

务位列我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前三位，占比分别为 28.4%、

27.5%和 26.9%。 

全年新批外资项目 281 个，合同外资 13.08 亿美元，比

上年下降 37.6%。实到外资 9.74 亿美元，下降 4.3%。其中，

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 44.1%，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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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新批二产项目 28 个，合同外资 2.45 亿美元，实到外

资 4.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新批三产项目 252 个，合

同外资 10.61亿美元，实到外资 5.40亿美元，同比下降 17.5%。 

八、交通运输和邮电业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2.29 亿吨，比上年增长 16.1%。其中，

公路货物运输总量 2.08 亿吨，增长 16.8%；水运货物运输总

量 0.21 亿吨，增长 10.0%。货物运输总周转量 226.93 亿吨公

里，增长 20.7%。其中，公路货物运输周转量 178.76 亿吨公

里，增长 23.6%；水运货物运输周转量 48.17 亿吨公里，增

长 11.3%。全年完成港口[11]集装箱吞吐量 10.92 万标箱，增

长 18.5%。 

旅客运输总量 1320.04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64.8%。其

中，公路旅客运输总量 1176.00 万人次，增长 54.2%；水运

旅客运输总量 144.04 万人次，增长 275.1%。旅客运输总周

转量 14.59 亿人公里，增长 80.6%。其中，公路旅客运输周

转量 14.54 亿人公里，增长 80.5%；水运旅客运输周转量

546.48 万人公里，增长 169.3%。 

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开通运营，开启绍兴地铁“组网运

营、双线换乘”的发展新阶段。527 国道嵊州甘霖至长乐段工

程、S209 奉化至庆元公路（新胡线南互通至琅珂段）等一批

国省道项目建成通车。 

年末机动车保有量 207.38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5.0%，

其中汽车 178.68 万辆，增长 3.2%，新能源汽车 8.48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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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59.1%。 

全年邮电业务收入 89.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年末

电话用户数 88.53 万户，下降 3.2%。移动电话用户数（通话

用户）721.24 万户，增长 2.5%。互联网用户数（不含手机上

网用户）272.13 万户，增长 6.9%。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

16.35 亿件，增长 35.6%，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13.26 亿件，

增长 41.7%。 

全年新增 5G 基站 2682 个，年末共有 5G 基站 22320 个，

4G、5G 人口覆盖率 99%。 

九、金融、证券和保险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6407 亿元，比上年末增

长 14.4%，其中住户存款 8470 亿元，增长 19.9%。金融机构

本外币贷款余额 16497 亿元，增长 19.0%。其中，中长期贷

款余额 10635 亿元，增长 21.8%；短期贷款余额 5006 亿元，

增长 11.8%。制造业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 2998

亿元、507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8%、28.5%。 

表 8  2023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占比（%）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6407 14.4 100.0 

# 住户存款 8470 19.9 51.6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6497 19.0 100.0 

# 短期贷款 5006 11.8 30.3 

 中长期贷款 10635 21.8 64.5 

 票据融资 819 26.2 5.0 

全年保费收入 250.94 亿元，总赔付金额 86.24 亿元，分



 

 14 

别比上年增长 17.7%、18.4%。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69.90

亿元，赔付金额 53.35 亿元，分别增长 5.5%、12.1%；人身

险保费收入 181.03 亿元，赔付金额 32.89 亿元，分别增长

23.2%、30.1%。 

全年新增股份公司 148 家，新增上市公司 6 家。累计实

现上市公司 100 家，其中现存境内 A 股上市公司 80 家。全

年共实现股权融资 168.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5%。证券交

易额 52058 亿元，下降 8.5%。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年末有普通高校 12 所，普通研本专科在校生 13.8 万人，

比上年增长 4.0%。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不含技工学校）17

所，在校生 3.71 万人，另有技工生共 1.03 万人。普通高中

55 所，在校生 8.48 万人，下降 2.2%。初中 140 所，在校生

12.87 万人，增长 1.2%，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99.4%。小学 284

所，在校生 30.28 万人，增长 5.4%。幼儿园 550 所，在园幼

儿 12.76 万人，下降 9.9%。 

年末全日制学校在校专任教师 5.86 万人。其中，幼儿园

专任教师 1.06 万人，比上年末下降 2.8%；九年义务教育中

小学专任教师 2.8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2.1%。中等职业教育

专任教师 0.32 万人。 

规模以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4.1%；新认定省

科技领军企业 3 家，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8 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528 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1340 家；9 家企业入选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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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百强名单。全年专利授权量 24656 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量 3629 件，比上年增长 3.7%。2022 年，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比重 3.01%，同比提升 0.14 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占比 54.3%。 

组织实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26 项、中央引导资金项目 3 项、省“尖兵”“领雁”项目 19

项；实施市产业关键技术攻关 29 项、基础公益研究项目 76

项。24 项成果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入选国家级科技领军人

才 30 个，入选科技部高端外专引进计划项目 2 个。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和体育 

年末有公共图书馆 7 家，博物馆 57 家，藏书量 916 万

册。全年完成送戏下乡 2354 场、送书下乡 30.69 万册、送展

览（讲座）下乡 2681 场，文化走亲 135 场。越剧博物馆、

北纬 30 度馆、孑民图书馆、古城北大门等一批重大项目建

成投用。打造非遗形象门店 62 家，创建省级非遗工坊 9 家、

市级非遗工坊 47 家，非遗保护发展指数排名全省第 2。 

全市共接待游客 332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0%，实现

旅游总收入 453.0 亿元，同比增长 12.5%。年末有 A 级景区

共 87 个。其中，5A 景区 1 个，4A 景区 18 个，3A 景区 43

个。 

年末有卫生机构 2981 个（含村卫生室 907 个），比上

年末增加 67 个。其中，医院 106 个，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服务站）646 个。卫生机构床位数 35184 张，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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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其中医院床位 28200 张，增长 6.6%。医生数 21197

人，注册护士数 22639 人，分别增长 8.9%、11.4%。每万人

拥有医疗床位 79.3 张，比上年增加 4.32 张；每万人拥有医

生 47.8 人，比上年增加 4.11 人。基层就诊率 66.3%，县域内

就诊率 90.1%。建成婴幼儿照护机构 590 家，千人托位数 4.5

个。新增医养结合机构 1 家，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135 家。

年末青少年近视率 52.5%，比上年下降 1.1 个百分点。 

圆满完成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棒球、垒球、攀岩、女子

篮球、男子排球 5 个项目办赛任务，依托亚运场馆推进“中国

棒垒球之城”建设。绍兴籍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共获得

10 金 2 银 2 铜的优异成绩，金牌数位居全省第 4，取得历史

性突破。 

全年新建多功能体育场 15 个、“体育+公园”10个、百姓

健身房 54 个、健身步道 500 公里。共举办国家级、省级赛

事 89 场次，其他市级赛事活动 173 场次。新培养国家一级

运动员 180 人，国家二级运动员 531 人，新增注册全国级运

动员 200 人，累计注册省级运动员 3.5 万人，国际级裁判员

5 人，国家级裁判员 43 人。 

全年实现体育彩票销售 21.46 亿元，同比增长 34.2%。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69707 元，比上年增长 6.0%。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80392 元，增长 5.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17 

入 48825 元，增长 6.8%。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1.65，比上年缩

小 0.02。 

表 9  2023 年城乡居民收入 

指标 

全体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绝对数

（元） 

比上年

增长

（%） 

绝对数

（元） 

比上年

增长

（%） 

绝对数

（元） 

比上年

增长

（%） 

人均可支配收入 69707 6.0 80392 5.5 48825 6.8 

    一、工资性收入 39202 5.4 44604 4.9 28645 6.5 

    二、经营净收入 14928 6.7 15549 6.4 13715 7.2 

    三、财产净收入 6560 5.0 9209 4.4 1384 5.9 

    四、转移净收入 9016 8.1 11030 7.8 5081 8.2 

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3628 元，比上年增长

8.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分别为 49300 元、32542 元，分别增长 7.4%、9.3%。城镇

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26.3%，比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农

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29.7%，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9.68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 2.83 万人。 

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

分别为 379.19、458.92、139.60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2%、

0.4%、0.6%。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开通率达

100%。“越惠保”全年参保 323.57 万人，参保率 70.8%。 

全市创建完成 20 家示范引领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乐龄中心”，为 130 个村社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配置

智能服务终端，新增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床位 1005 张，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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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证养老护理员 997 人。 

年末在册低保对象 37365 人。其中，城镇 4718 人，农

村 32647 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1050 元提

高到 1134 元。首批创建 14 家“枫桥式”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福利机构孤儿基本生活费提升至 2606 元/月，2099 名孤困儿

童纳入儿童福利保障范围。全年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2.15 亿元。 

全年销售福利彩票 12.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6%。为

全市筹集福彩公益金 1.00 亿元，增长 25.1%。 

全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住房新开工 4570套，基本建成 5020

套。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38 个、1.65 万套（间）。完

成房屋拆改签 508.41 万平方米。培育 13 个乡镇（街道）创

建省级现代化美丽城镇示范镇。新建省级未来社区 41 个，

新增省级城乡风貌样板区 13 个，挂牌“新时代富春山居图样

板区”4 个。85 个城镇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新建邻里中心 14

个，新增停车位 1.17 万个，加装电梯 168 台，新建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24 个。 

十三、资源、环境和社会安全 

全年平均气温 18.6℃，比常年偏高 1.2℃，有气象观测

记录以来历史第二高，年日照时数 1709.8 小时，比常年偏少

1.1%，年降水量 1124.4 毫米，比常年偏少 22.5%。共有区域

自动气象观测站 1284 个。 

全市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3.53 万亩。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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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万亩，商服及房地产用地 0.50 万亩，基础设施等用地

1.71 万亩。 

全年共完成国家造林 0.9 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面积

11.8 万亩，新建省级森林城镇 3 个，“一村万树”示范村 26

个。 

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70.1 亿元。水利工程年供水量

17.59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3%。年末有水库 552 座，水

库总容量 15.35 亿立方米。开展农村供水共富提质行动，改

善受益人口 13.8 万人，建成规范化水厂 5 座。 

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53，PM2.5 浓度 30 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88.8%。11 个地表水国控断面、

25个省控断面、128个市级考核断面Ⅰ-Ⅲ类水比例均为 100%；

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年末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资源化利用率、无害化处理

率均达 100%，分类处理率 84.1%，回收利用率 66.9%，城乡

生活垃圾总量下降 0.6%。 

全社会用电量 559.93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6.4%。其

中，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67.25 亿千瓦时，下降 2.3%；工业

用电量 410.91 亿千瓦时，增长 7.1%。全社会最高负荷 977.78

万千瓦，增长 10.2%。新增变电容量 88 万千伏安，新增线路

长度 92.05 公里。全年完成电网投资 21.5 亿元，绍兴电网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210 座。 

全年 GDP 能耗下降 1.9%。规模以上工业能耗总量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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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6.0%，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4.4%，其中八大高

耗能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3.1%。 

广泛开展“枫桥式”特色创建，成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刑事治安、电诈警情分别同比下降

15.3%、6.3%，成为全国首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

市。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48 起、死亡 42 人，分别比

上年下降 11.1%、12.5%。发生 1 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成功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省级双拥模范城创建获“八连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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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所列 2023 年各项数据为年度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核实数以中国统

计出版社出版的《绍兴统计年鉴 2024》公布的数据为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

不变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法人工业企

业。 

[4]绍兴市五大传统产业指纺织、化工、金属加工、黄酒、珍珠。 

[5]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为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卫生行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

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行业法人单位；以及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社会工作行业法人单位。 

[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按可比价计算。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主要农产品产

量使用全面农业统计数据。 

[7]限额以上单位包括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限额以

上批发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法人单位；限额以上零售

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法人单位；限额以上住宿业、餐饮

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法人单位。 

[8]因细分行业有所调整，消费品市场交易额、生产资料市场交易额无法计

算同比增速。 

[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体包括印度、俄罗斯、越南、印度尼西亚、伊朗、

泰国、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波兰、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 64 个国家。 

[10]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以

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4 个国家。 

[11]统计范围是全部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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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新增城镇就业、社会养老保障数据来自市

人力社保局；医疗保障数据来自市医保局；水产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美乡村

示范带、农业龙头企业、低收入农户、绿色食品等数据来自市农业农村局；市场

主体、商品交易实体市场和交易额数据、专利等数据来自市市场监管局；货物进

出口额等数据来自绍兴海关；服务贸易进出口、网络零售额、利用外资等数据来

自市商务局；公路里程、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量、交通建设等数据来自市交通

运输局；户籍人口、机动车保有量等数据来自市公安局；邮政业务数据来自市邮

政局；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等数据来自电信绍兴分公司、移动绍兴分公司、联

通绍兴分公司；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非遗、艺术表演团体、广播、电

视、旅游等数据来自市文广旅游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人民银行绍兴分行；上市

公司数据来自市金融办；保险业数据来自绍兴银保监分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

局；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等数据来自市科技局；卫生等数据来自市卫健

委；体育、体育彩票数据来自市体育局；养老、低保、社会服务和救助、福利彩

票数据来自市民政局；水资源、水利建设投资数据来自市水利局；建设用地、森

林资源等数据来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气象数据来自市气象局；环境监测数据

来自市生态环境局；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数据来自市建设局；各类事故发生起数、

死亡人数来自市应急管理局；生活垃圾、城镇资源化利用率等数据来自市综合执

法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价格、城乡居民收支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

队；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