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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4月

2022 年，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和疫情冲击等超

预期因素的多重挑战，全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落实

稳经济大盘各项政策举措，扎实推动“十强产业”“十大扩需求”

“十大创新”行动计划，全面实施“1369”高质量发展行动，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开放之区·活力新城”建设迈上

新台阶。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72.94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0.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5.42

亿元，增长 3.7%；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42.76亿元，下降 6.1%；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24.76亿元，增长 2.2%。三次产业结构为

1.5:38.3:60.2。

全年城镇参保就业 4359人，其中，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836

人。回生源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率为 100%。城镇

登记失业 2592人。

全年共有各类市场主体（不含外资企业，下同）5913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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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6.6%；注册资本 1123.26亿元，比上年增长 8.6%。

其中，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0184户，新登记注册资本 134.65

亿元。全区实有外资企业 656户，注册资本 68.35亿美元。其中，

新登记外资企业 86户，新增注册资本 6.93亿美元。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5.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4.0%。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0.32

亿元，增长 8.4%。

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3.67 万千瓦，农用排灌机械动力

561 台，农用拖拉机 2450 台，全年机耕作业面积 498 公顷，机

播面积 630公顷，机收面积 591公顷。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650公

顷，其中，节水灌溉面积 107公顷。

年末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6家，其中，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4家。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17.6%。其中，大中型企业下

降 16.5%。在 26个行业大类中，有 6 个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木

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增长 49.0%，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31.9%，汽车制造业增长 5.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23.04 亿元，增长

0.4%；实现利润 10.85亿元，增长 27.7%。产销衔接良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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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率 101.88%。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17.05亿元。具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

的有工作量建筑业企业 119家，比上年增加 24家。

四、服务业

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224.7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2.2%；占全年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0.2%。规模以上服

务业营业收入下降 0.6%。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增长 36.3%，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 24.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

长 7.7%。

全年共有 A级景区 4家，星级酒店 2家，旅行社 18家；山

东省“好客山东网红打卡地”2处；省级旅游购物示范镇 1个，

省级旅游休闲购物街区 1个，省级金牌旅游购物商店 1个；省级

旅游强镇 2个，山东省景区化村庄 1个，省级精品采摘园 2个；

威海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4个，威海市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1个；

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驿站 2个。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4.0%。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58.5%。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6.2%，第三产业投资下

降 43.8%。二、三产业投资结构为 25.84:74.16。

全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33.73亿元，下降 47.2%。全年房

地产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41.62万平方米，下降 35.0%；竣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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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7万平方米，下降 65.0%；商品房屋销售额 45.98亿元，下降

39.0%；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50.51万平方米，下降 28.8%，其中，

住宅面积 40.02万平方米，占全部销售面积的 79.2%；商品房屋

待售面积 20.66万平方米，下降 40.4%。

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3.31亿元，增长 1.2%。从行业

分类看，批发业零售额2.75亿元，下降1.1%；零售业零售额136.69

亿元，增长 1.3%；住宿业零售额 0.79亿元，下降 8.2%；餐饮业

零售额 3.07亿元，下降 0.4%。

七、对外经济

据海关统计，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541.1亿元，同比增

长 10.0%，其中，出口总值 385.2 亿元，增长 7.0%；进口总值

156.0 亿元，增长 18.3%。进出口顺差 22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0.7%。

从企业性质看，外资企业进出口 127.6亿元，下降 3.7%，占

进出口总值的 23.6%。其中出口 62.5 亿元，下降 7.0%，占出口

总值的 16.3%；进口 65.1亿元，下降 0.3%，占进口总值的 41.7%。

内资企业进出口 413.5亿元，增长 15.1%，占进出口总值的 76.4%。

其中出口 322.6亿元，增长 10.4%，占出口总值的 83.7%；进口

90.9亿元，增长 36.5%，占进口总值的 58.3%。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369.4亿元，增长 9.5%，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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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值的 68.3%。其中出口 281.3亿元，增长 3.4%，占出口

总值的 73.0%；进口 88.1亿元，增长 35.1%，占进口总值的 56.5%。

加工贸易进出口 143.0亿元，增长 21.4%，占进出口总值的 26.4%；

其中出口 80.0 亿元，增长 37.9%，占出口总值的 20.8%；进口

63.0 亿元，增长 5.2%，占进口总值的 40.4%。其他贸易进出口

28.7 亿元，下降 21.2%，占进出口总值的 5.3%；其中出口 23.8

亿元，下降 19.3%，占出口总值的 6.2%；进口 4.9 亿元，下降

28.9%，占进口总值的 3.1%。

从主要进出口市场情况看，我区与六大洲 200个国家或地区

有贸易往来。在主要市场中，与韩国贸易的企业有 755家，进出

口约 154.2亿元，同比下降 1.1%，占进出口总值的 28.5%；与日

本贸易的企业有 304家，进出口约 35.7亿元，同比增长 7.9%，

占进出口总值的 6.6%；与美国贸易的企业有 279家，进出口约

20.4 亿元，同比下降 30.6%，占进出口总值的 3.8%；与 RCEP

签署国贸易的企业有 1043 家，进出口约 282.3 亿元，同比增长

6.3%，占进出口总值的 52.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

企业有 441家，进出口约 195.5亿元，同比增长 27.5%，占进出

口总值的 36.1%。

全年共登记注册外资项目 82个，下降 30.5%；合同利用外

资 68980万美元，下降 25.9%；实际利用外资 19005万美元，下

降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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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财政、税收

全年财政总收入达到 23.84亿元，比上年同口径下降 16.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70亿元，同口径下降 17.3%。其中，税收

收入 20.39亿元，同口径下降 14.6%，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同口径比重达到 94.7%。从主要税种看，增值税实现收入

5.89亿元，同口径下降 8.8%；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 4.27亿元，

增长 21.3%；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 0.82亿元，下降 7.1%。全年

财政总支出 61.76 亿元，增长 16.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17

亿元，增长 7.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2亿元，下降 17.2%，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4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30.4%，教

育支出增长 2.3%，住房保障支出下降 34.9%，城乡社区支出下

降 35.5%。

全年税务全部收入 63.64亿元，比上年增长 43.8%；税务税

收收入 34.96亿元，下降 19.0%。

九、科学技术

全年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20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26.16

亿元、技术交易额 8629.26 万元。全年专利授权 1503 件，同比

增长 5.0%。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90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217

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96件。年度新增知识产权国家标准认证

企业 16家，同比增长 60.0%。新增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3家、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1家，成功创建“山东省专利技术转移转

化试点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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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各类研发平台总数达到 104个。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8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2个；省

级工程实验室 7个，市级工程实验室 8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8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8个；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2个，

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5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10个；市级技术创新

中心 4个。

全年拥有省级以上科技孵化载体 13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 3家、省级 5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2家，省级众创空间

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280家，增长 37.3%。入库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91家，增长 19.8%。全年实施 21个科技赋

能项目，列入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1项，实施 10个全市重点科

技创新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5.72亿元。

山东安然纳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胡金

莲合作项目成功入选 HJ计划，山东中清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国栋入选WR计划，填补了我区两个领域国家级人才项

目的空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3人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创业

企业类，1人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创业团队类。迪沙药业集团

苗华明获得威海市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创历史最好成

绩。叶全、梁新建 2人被授予威海市优秀乡村振兴首席专家荣誉

称号。

全年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5件，地理标志商标 1件，威海市市

长质量奖获奖企业 2家，获奖个人 4名。全年新增国家“百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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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万企”对标达标企业 6家、产品 11种，“山东省高端品牌培

育”企业 6家，山东标准化试点项目 1项，“好品山东”品牌企

业 1家，成功创建“山东省优质电源线组件产品生产基地”。

十、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69所，在校学生 41290人。其中，

中等专业学校 1所，在校学生 503人；九年一贯制学校 3所，在

校学生 2549人；初级中学 5所，在校学生 9698人；小学 13所，

在校学生 17011人；幼儿园 47所，在园儿童 11529人。全年学

校、幼儿园专任教师 2846人。

年末共有文化馆 1个，电影院 5个。拥有镇（街道）综合性

文化站 5处，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79处，城市书房

4处，镇（街道）图书馆分馆 2 处，图书馆基层服务点 13处，

农家书屋 79处。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 259所，其中，医院 11所，卫

生院 2所，门诊部 19所，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医学检验实

验室等机构 180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9

所，村卫生室 35所（均为一体化管理）。各类卫生机构实有床

位 1772张、卫生技术人员 2005人，其中，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

医师 821人，注册护士 1058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16.2万份，纳入管理的孕产妇、儿童及老年

人 35925人，规范管理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 19294人。

全年共举办区级以上较大型体育活动 9次，全民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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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场，覆盖 37个社区，参与群众近 2.50万人次。在威海市第十

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中获得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篮球团体季军

和象棋团体季军。

十一、环境保护

年末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1个。其中一级保护区面

积 0.37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面积 13.35平方千米，准保护区面

积 61.95平方千米。

十二、人口和居民生活

年末常住人口 27.29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80.43%；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 17.05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82.87%，比上年提

高 3.79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1250人，出生率 7.39‰；死亡

人口 1416人，死亡率 8.38‰；人口自然增长率-0.98‰。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289元，比上年增长 4.4%。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815 元，增长 3.6%；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42元，增长 5.7%。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32976 元，下降 1.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4996

元，下降 3.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908元，增长 1.8%。

十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

全年有 11.89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连续第 18次调增企

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惠及全年 2.82万名退休人员。居民基础养

老金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72元。有 9.90万人参加职工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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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有 8.19万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居民医保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年 610元；有 2926人领取失业保险金。有 614名职工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有 3843名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年末全区各类养老机构 7处，拥有床位 974张，在院人数

495人。其中，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44人，社会入驻人员 451人。

孤困儿童 22人，其中，散居孤儿 3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1人，

重点困境儿童 1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7人。全年发放资金 42.46

万元。自 1月份起，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

每月 2338元，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815元，重点困境儿

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694元。全区享受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 235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021人，全年

发放资金 399.72万元。自 1月份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二

级残疾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70元，三四级残疾补贴标准提

高至每人每月 138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级残疾补贴标准提

高至每人每月 164元，二级残疾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40元。

年末全区城乡低保对象 472人，全年发放保障资 414.42万

元；特困供养对象 67人，全年发放保障资 169.63万元；临时救

助困难群 63人，全年发放保障 12.35万元。自 2022年 1月份起，

城市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953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

每月 745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286

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035元；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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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特困人员集中护理标准按照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具备部分自

理能力和具备生活自理能力分别确定为每人每年 13298元、6650

元和 3990元。

注：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2022年威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年鉴》为准。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未经特殊说明，本文“增长”“下降”均为同比口径。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

的情况。

5．城乡收支数据为大环翠口径，包含环翠区、高新区、经

开区和临港区。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城镇登记失业、最低工资标准、社

会保障数据来自区科技创新局；市场主体数据来自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利、商标、名牌产品数据来自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农业机械、灌溉面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旅游、

文化场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区社会工作部；进出口、利用外资

数据来自区商务局；财政、税收数据来自区财政金融局、税务局；

科技数据来自区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区科技创新局；教

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分局；卫生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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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数据来自区生态环境分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区公安分局；

城乡收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威海调查队；其他数据来自市统计

局和区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