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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浦东新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和对上海、对浦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市政府和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挑战，聚精

会神拼经济、守牢底线保民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取得新成效。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15.15亿元，比上年

增长4.8%（见图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92亿元，增长

2.1%；第二产业增加值4137.49亿元，增长3.0%；第三产业增

加值12559.74亿元，增长5.4%。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为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4.8%，第三产业增加

值比重为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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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2023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581.11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

口237.72万人。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为333.66万人。全年户籍人口出生

1.72万人，出生率为5.1‰，出生人口男女比为1.09：1；死亡3.56

万人，死亡率为10.7‰。 

全年新设市场经营主体53014户，比上年增长23.1%。其中，

新设企业（含分支机构）39092户，增长16.1%，包括内资企业

37611户，增长16.1%，注册资本3061.32亿元，下降11.5%；外

资企业1481户，增长14.5%，注册资本54.42亿美元，下降44.6%。

新设个体工商户13875户，增长48.6%，涉及资金总额11.22亿元，

增长53.3%。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47户，涉及投资总额0.90亿元。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经营主体46.34万户。内资企业（含

分支机构）31.77万户，涉及注册资本88707.55亿元；外资企业

（含分支机构）2.83万户，涉及注册资本4352.84亿美元；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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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户11.37万户，涉及资金总额62.35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

3766户，涉及出资总额122.57亿元。 

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00.81亿元，比上年增长

9.1%；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4.3%。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583.64亿元，下降7.2%（剔除疫情防控因素，

同口径增长6.3%）。全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完成4241.79

亿元（不含关税及海关代征税），增长4.5%。 

表 1  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0.81  9.1  

   #增值税 417.14  23.5  

    企业所得税 294.46  -9.8  

    个人所得税 161.95  -1.5  

    契税 53.82  -8.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83.64  -7.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9.57  2.7  

    公共安全支出 52.13  2.0  

    教育支出 198.88  2.6  

    科学技术支出 90.54  55.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2.42  -0.3  

    卫生健康支出 117.45  -58.6  

    节能环保支出 3.92  23.6  

    城乡社区支出 331.66  -12.7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66.30  18.3  

    交通运输支出 65.11  62.5  

    农林水支出 77.21  4.8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14.1%。其中，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4.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8.5%，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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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增长12.7%，社会事业投资下降4.2%（见表2）。 

表 2  202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指标 比上年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4.1  

按建设领域分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14.9  

房地产开发投资 28.5  

工业投资 12.7  

社会事业投资 -4.2  

按产业类型分   

第一产业 -27.8  

第二产业 12.8  

第三产业 14.6  

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经济 10.7  

  非国有经济 23.2  

    集体经济 42.2  

个体私营经济 37.4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 -45.0  

外商投资经济 44.2  

全年三大先导产业1规模达7300.49亿元，比上年增长5.9%。

其中，集成电路产业2715.50亿元，增长5.1%；生物医药产业

3781.86亿元，增长6.9%；人工智能产业1446.56亿元，增长4.3%。 

二、农  业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43.67亿元，比上年增长1.1%。其中，种

植业32.57亿元，增长0.3%；牧业2.25亿元，增长45.0%；渔业3.97

                                      
1
 三大先导产业之间存在交叉，计算总数时已剔除。计算产业规模时，制造业、批发

业、服务业均使用规上单位的营业收入，事业单位使用费用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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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1.1%；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4.24亿元，下降9.9%。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3.65万公顷，比上年增长0.8%。其中，

粮食播种面积1.40万公顷，增长7.4%；蔬菜播种面积1.56万公

顷，下降4.6%。全年粮食产量10.35万吨，比上年增长8.3%；

地产蔬菜产量44.23万吨，下降2.4%；水果（含瓜果）产量9.07

万吨，增长1.0%；生猪出栏5.68万头，增长40.9%；家禽出栏

40.06万羽，下降9.5%。 

至年末，全区有效期内绿色食品企业数共179家，产品476

个，全年获证产量24.23万吨；地产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率达

35.8%；农产品地理标志4个。 

全年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366.5公顷；至年末，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面积1.15万公顷。至年末，纳入统计范围的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78家，其中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17家，市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22家；各类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52家，其中国

家级龙头企业6家，市级龙头企业17家；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

家庭农场546家，其中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2家。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3919.82亿元，比上年增长2.4%。全年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3660.81亿元，增长2.6%。重点产业

中，汽车制造业产值4628.02亿元，增长17.4%；电子信息制造

业产值2405.45亿元，下降15.0%；成套设备制造业产值15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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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5.9%（见表3）。 

表 3  2023年重点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3660.81  2.6  

#汽车制造 4628.02  17.4  

电子信息 2405.45  -15.0  

    成套设备 1541.40  5.9  

烟草制造 551.39  0.2  

航空航天 142.69  33.6  

注：重点产业之间存在交叉计算。 

全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 7358.81亿元，增

长 5.6%（见表 4），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53.9%。 
表 4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7358.81  5.6  

#新能源 109.57  3.4  

高端装备 922.97  0.6  

   生物 644.70  1.9  

   新一代信息技术 2388.42  -11.6  

   新材料 454.20  -10.4  

   新能源汽车 2829.31  36.4  

   节能环保 94.31  4.4  

   数字创意 65.59  -33.0  

注：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存在交叉计算。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为100.6%。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主要产品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17.27万辆，增长38.5%；锂离

子电池产量43.37万只，增长45.2%（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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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生产量 比上年增长（%） 

汽车 万辆 163.99  7.9  

#新能源汽车 万辆 117.27  38.5  

锂离子电池 万只 43.37  45.2  

集成电路 亿块 79.61  -16.1  

集成电路圆片 万片 516.68  -12.5  

智能手机 万台 2331.71  -18.3  

智能电视 万台 59.15  -30.7  

民用飞机 架 31  -3.1  

化学药品原药 吨 2653.82  36.3  

工业机器人 万套 2.19  -24.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493.12亿元，比上年

增长5.1%；实现利润总额730.63亿元，下降10.1%。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亏损面为23.4%。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231.31亿元，比上年增长14.0%；全

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2936.77亿元，增长7.5%。 

四、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696.98亿元，比上年下降

0.7%。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57814.38亿元，下降4.3%。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90.71亿元，比上年增长

13.6%（见表6）。其中，网上零售额1089.35亿元，增长3.8%，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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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90.71  13.6  

#批发和零售业 3724.50  11.7  

住宿和餐饮业 366.21  37.8  

#网上零售 1089.35  3.8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 768.79  4.2  

   汽车类 725.16  0.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620.93  46.3  

   化妆品类 322.40  28.3  

   石油及制品类 153.77  12.5  

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6174.22亿元，比上年增长15.7%。

其中，B2B交易额5211.05亿元，增长17.7%；网络购物（B2C/C2C）

交易额963.17亿元，增长5.7%，其中商品类交易额874.58亿元，

增长6.7%，服务类交易额88.59亿元，下降3.3%。 

五、服务业 

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511.89亿元，比

上年增长23.3%。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39180.98万吨，比上

年增长7.6%；集装箱吞吐量4444.73万国际标准箱，增长3.9%。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全年共起降航班43.39万架次，增长1.1倍；

进出港旅客5447.64万人次，增长2.8倍。其中，国内航线3807.53

万人次，增长2.0倍；国际及地区航线1640.11万人次，增长11.2

倍（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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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年航运相关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比上年增长（%） 

一、港口情况      

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39180.98  7.6  

外高桥港区 万吨 18516.84  10.1  

洋山港 万吨 20664.14  5.4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4444.73  3.9  

  外高桥港区 万标箱 1944.08  3.0  

  洋山港 万标箱 2500.65  4.6  

    #国际中转量 万标箱 386.78  9.2  

    #水水中转量 万标箱 1511.58  15.7  

二、机场情况      

国际机场飞机起降架次 架次 433867  1.1倍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5447.64  2.8倍  

  国内航线 万人次 3807.53  2.0倍  

国际及地区航线 万人次 1640.11  11.2倍  

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 万吨 344.01  10.4  

至年末，全区共有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含磁浮）14条，长

度达到307公里，运营车站155个。浦东公交运营车辆3663辆，

运营线路339条，运营线路长度4573.5公里。全年客运总量

23169.01万人次，日均63.4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3.1%。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7.38亿元，比上年增长7.9%。发送函

件3319万件，特快专递1458万件，报刊累计订销3866万份。 

全年实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675.07

亿元，增长8.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943.21亿元，增长

7.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764.18亿元，增长15.4%。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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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7.48亿元，增长5.8%；规模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2071.81亿元，增长11.7%；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1419.38亿元，增长11.9%。 

六、金融业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5000.39亿元，比上年增长4.7%。 

至年末，全区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6241.87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3.1%；贷款余额45489.8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6.7%。 

至年末，全区共有持牌类金融机构1208个，比上年末增加

35个（见表8）；地方金融机构1547个，比上年末减少197个；支

付机构15个，与上年末持平。 

表 8  2023年末浦东持牌类金融机构数 

机构类型 数量（个） 比上年末增减（个） 

持牌类金融机构 1208  35  

银行类 305  3  

  中资银行 57    

  外资银行（法人行、分支行、代表处） 142    

  营运中心及业务分部 45  2  

  非银行金融机构 61  1  

证券类 552  11  

  证券公司（包括中介机构） 231  5  

  基金公司（包括第三方销售） 140  6  

  期货公司 181    

保险类 351  21  

  保险公司 129  11  

  保险代表处 33    

  保险中介 163  9  

  其他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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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成交额551.51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11.2%；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市场成交额151.30万亿元，增

长7.1%；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额133.17万亿元，增长0.1%；

上海钻石交易所成交金额31.09亿美元，下降29.7%。 

全年新增上市企业13家（其中科创板5家），其中境内上市8

家，募集资金106亿元；境外上市5家，募集资金22亿元。至年

末，全区共有上市企业241家（其中科创板49家），场外市场股

交中心挂牌企业784家。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759.04亿元，比上年增长4.7%。

其中，进口总额15858.23亿元，增长1.0%；出口总额9900.81

亿元，增长11.2%（见图2、表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区

比重为37.1%。 

 

图 2  2019~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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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一、进出口总额 25759.04  4.7  

二、进口总额 15858.23  1.0  

 #国有企业 1931.29  20.7  

   外商投资企业 10774.33  -1.5  

   私营企业 3141.20  -0.2  

  #一般贸易 8552.43  1.4  

   加工贸易 939.69  -13.9  

  #机电产品 6958.60  -1.2  

  #高新技术产品 5229.34  -1.0  

三、出口总额 9900.81  11.2  

 #国有企业 982.76  17.3  

   外商投资企业 5213.42  2.9  

   私营企业 3650.19  22.3  

  #一般贸易 4275.06  2.1  

   加工贸易 1847.59  0.3  

  #机电产品 7500.93  15.1  

  #高新技术产品 3672.80  7.2  

按市场分，浦东对前十大贸易伙伴实现进出口总额21661.85

亿元，占全区比重为84.1%。其中欧盟继续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

地位，其次是东盟和美国（见表10）。 

表 10  2023年浦东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进口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欧盟（27国） 1856.41  14.0  3375.05  5.6  

东盟（10国） 1124.77  9.1  2079.71  -5.3  

美国 1373.07  4.2  1429.58  -0.9  

日本 791.18  17.6  1472.16  -3.6  

中国台湾 584.46  -0.6  1094.08  -16.0  

中国香港 1202.36  16.5  129.41  67.8  

澳大利亚 314.18  17.7  888.8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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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414.43  20.5  711.18  -14.5  

瑞士 34.7  -54.4  1073.86  19.0  

英国 407.54  13.8  343.28  30.5  

全年合同外资新设项目1221个，涉及合同外资金额119.5亿

美元，比上年下降33.5%。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

103.44亿美元，下降6.4%。其中，第二产业18.19亿美元，增长

1.6倍，占全区比重为17.6%；第三产业85.27亿美元，下降17.6%，

占全区比重为82.4%。至年末，在浦东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175

个，全区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49家，外资研发中心265

家。年内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外资研发中心13家。 

全年备案对外直接投资项目411个，比上年下降1.0%；对外

直接投资中方投资额53.73亿美元，下降29.7%。 

全年共举办各类展览（博览）216个，展览面积846.5万平方

米。其中，举办国际展188个，展览面积774.6万平方米；举办国

内展28个，展览面积71.9万平方米。 

八、重点区域建设 

重点区域2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推进，工

业生产稳步增长，吸引外资好于全区水平。全年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19.1%，占全区投资总额的 71.9%；实现规

                                      
2
 重点区域包括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含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江（含张江

高科技园区、康桥工业区、国际医学园区）、保税区（含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港

综合保税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世博地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临港地区

（浦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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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9550.70 亿元，增长 2.6%，占全区工业总产

值的 69.9%；实到外资 102.04亿美元，占全区比重为 98.6%。 

陆家嘴核心功能持续增强。各类中外金融机构集聚，至年

末共有持牌类金融机构949家。全球资产管理核心功能区加快建

设，13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国际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120多

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全国首批4家新设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

均落户陆家嘴；44家外资资管机构参与QDLP试点，27家外资资

管机构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融资租赁服务实体经济

作用进一步发挥，集聚高能级融资租赁企业220家，融资租赁资

产规模超1.6万亿，占全国约1/5。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认定

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145家，占全市的1/6。专业服务业引领辐

射功能进一步增强，高能级专业服务机构集聚。全球律所创收

排名前10中有6家、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3家、全球五大房

地产经纪公司有4家、全国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前20强有11家落户

陆家嘴；高端航运服务业持续发展，各类航运机构纷纷落户。 

金桥产业转型加快发展。持续聚焦城市副中心和“金色中

环发展带”等项目建设，着力推进未来车、智能造和大视讯等

重点产业间的融合协同发展。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138.82亿元，比上年下降4.6%，其中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制

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和家电食品制造业四大重点产业产值

1654.18亿元，占比77.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0%。规

模以上信息服务业全年营收454.03亿元，增长3.0%；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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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141.00亿元，增长4.0%，实现稳步发展。 

张江全力做强创新策源功能。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的

目标，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3%。磁

-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项目成为我国首个开工

的“十四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硬X射线装置工作井隧道

全线贯通。第四轮“五个一批”项目全面启动，累计开工46个，

总投资约490亿元。全年引进外资新设项目103个，实到外资25

亿美元。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562亿元，下降5.5%。

规模以上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2048.00亿元，增长3.4%；规模以

上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634.40亿元，增长16%。 

保税区域积极发挥功能创新优势，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

平，不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全年实现限额以上商品销售

总额6819.23亿元，比上年增长5.5%。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16万

亿元，增长5.9%，占全市27.6%。291家企业开展离岸贸易业务，

在全国商业银行开展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收付汇总额达358.07亿

美元，占全市63.7%；跨境电商业务交易总额24.18亿元，占全

市40.2%；“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中心功能区启航，12个“丝

路电商”伙伴国入驻“全球汇”。累计认定各类总部存续企业358

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41家（当年新增11家），占全市

14.8%。持续加大产业培育和科技创新力度，规模以上科技服务

业营业收入151.68亿元，增长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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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度假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增长31.3%，迪士尼疯狂动物城项目建成营运，迪士尼D3酒店

开工建设。全年各景点累计接待游客2562.70万人次，增长1.5倍。 

世博地区中央公共活动区建设全面推进。跨国公司总部和

国际经济组织加速集聚，经认定的总部类企业达到29家，其中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家；前滩已集聚龙头企业或总部机构60余

家，其中包括9家世界500强；在世博地区注册及办公的国际经

济组织已达21家； 27家央企集团在世博地区注册各类公司达

118家。5家企业被纳入“全球营运商计划”（GOP）。积极打造大

宗商品国际贸易生态集成区，全年实现大宗商品销售额5776亿

元，占新区大宗商品销售总额的18.8%。 

临港新片区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临港地区（浦东部

分，下同）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1.5%，临港实验室、长

电科技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964.83亿元，增长28.0%。新增商业20万平方米，临港演艺中心

等14个文体设施开业运营。全年累计吸引游客数量近900万人次。

全面实施“人才筑巢工程”，引进、落户人才3.1万人，增长44%。 

九、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全区自来水供水管道（Ø75以上）总长度12295.61公里，供

水能力为326.5万立方米/日，与上年持平。全年供水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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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46.64万立方米，下降3.6%；售水总量为61605.67万立方米，

下降4.0%。其中，工业用水量为10056.42万立方米，增长0.5%，

居民用水量为27206.24万立方米，下降4.3%。全年液化气销售

总量为4.90万吨，增长5.8%；天然气销售总量为11.77亿立方米，

增长2.6%。至年末，全区家庭液化气用户40.22万户，家庭天然

气用户198.94万户。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比上年增长28.5%。其中，住宅投资

增长40.2%；办公楼投资增长3.6%；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增长

31.1%。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5097.82万平方米，增长4.1%；竣

工面积528.89万平方米，增长28.3%。全年一手市场化商品房销

售面积276.64万平方米，下降1.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206.64

万平方米，下降17.2%。全年二手存量房出售登记面积432.70万

平方米，增长5.6%。 

全年实施旧住房更新改造竣工468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6.7

万户；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签约1003台，完工420台。 

全年征收安置房完成新开工（筹措）面积约151万平方米，

竣工约151万平方米。全年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4858

套。至年末，廉租住房历年累计受益家庭15760户，配租金额

11.13亿元。 

十、城市信息化 

至年末，全区累计建设完成20743个5G室外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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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一网通办”总门户已接入2863项服务事项，其

中78.8%的事项可实现全程网办。年度办事912.81万件，实际网

办率达88.3%，实际全程网办率达82.7%，分别比上年提升0.8

和4.2个百分点。 

年内，浦东聚焦城市数字底座建设和优化，夯实信息化基

础设施。依托浦东新区公共数据资源平台，横向联通，实现全

区多方数据资源的统一“强”管控，有效支撑全区公共数据汇

聚存储、融合治理、共享服务。纵向贯通，建立国家、市、区、

街镇四级公共数据目录级联通道，服务普惠金融、居家养老、

农业补贴、综合监管等领域，为“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基

层治理”“一业一证”“数源工程”等提供了数据支撑。已开放

涉及城市建设、民生服务、经济建设、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等

领域的数据资源表315个，养老资源、周边资源、商圈客流等

典型应用7个。 

十一、教育和科学技术 

至年末，全区共有基础教育学校646所，其中幼儿园326所、

小学132所、初中87所、高中29所、完中20所、九年一贯制28

所、十二年一贯制13所、职校7所、特殊教育学校3所、专门学

校1所。另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9所、外籍人员子女幼儿园1所。

全年新开办9所公建配套学校（校区），涉及高中2所、初中1所、

小学1所、幼儿园5所。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48家，

办学点405个，可提供托额约2.6万个，其中普惠性机构20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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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点255家，可提供托额约1.7万个。 

全区现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生54.23万人，其中幼儿园12.04万

人、小学22.62万人、普通中学18.20万人（初中13.35万人、高中

4.84万人）、职校1.21万人、特殊学校1050人、专门学校524人；

另有外籍及港澳台学生1.26万人。现有教职工5.59万人，其中专

任教师4.50万人。 

全年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和“小巨人”培育企业47家，

累计725家，占全市比重为25%。年内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703

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4922家，占全市比重为20%；新

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22家，有效期内133家。全年共落实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上年度减免税额1202.31亿元，享受企业数8283

家。全年共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215项。至年末，累计认

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3362项。至年末，全区共集聚大企业

开放创新中心（GOI）90家，外资研发中心265家。 

全年专利授权量为3.69万件，比上年下降1.9%。其中，发明

类专利授权1.39万件，增长43.2%；实用新型类专利授权1.94万件，

下降16.6%；外观设计类专利授权0.36万件，下降22.7%。全年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为2978件，增长8.8%，占全市比重为49%。在第

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名单中，全区共有3项金奖，1项银奖，13

项优秀奖。至年末，全区有效专利达21.8万件。其中，有效发明

类专利7.84万件，有效实用新型类专利11.48万件，有效外观设计

类专利2.48万件。至年末，全区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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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83件，较上年增加12.38件。 

全年商标申请量为2.48万件，比上年下降24.8%；商标注册

量为1.9万件，下降31.7%；商标活跃度（每新增1户经营主体同

时新增注册商标）为0.36。至年末，有效注册商标量为32万件，

商标集聚度（每万户经营主体的平均有效注册商标拥有量）为

7106件。至年末，全区共有地理标志商标2件，地理标志产品2

件。全年有232个项目共829件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42.06

亿，比上年增长1.4倍。 

全年经认定登记的各类技术交易合同14078件，比上年增长

34.1%；合同金额2378.20亿元，增长19.7%。 

十二、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至年末，全区共有市级公共图书馆1个、区级公共图书馆1

个；博物馆、纪念馆22个；群艺馆、文化馆39个。全年图书流

通达84.8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4倍；图书外借达239.79万册次，

增长1.2倍。 

至年末，全区共有星级宾馆37家，旅行社280家，A级旅游

景区25个（见表11）。全年累计接待游客7985.17万人次，比上年

增长1.1倍。全年实现住宿业营业额115.57亿元，增长71.1%；旅

行社营业收入48.13亿元，增长1.6倍；景区（点）营业收入190.65

亿元，增长1.4倍。 

表 11  2023年旅游设施情况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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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宾馆 家 37  

  #五星级 家 18  

   四星级 家 13  

旅行社 家 280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43  

A级旅游景区 个 25  

#5A级景区 个 3  

 4A级景区 个 10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577所，实际开

放床位30158张，卫生技术人员34362人（见表12）。 

表 12  2023年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卫生机构数 所 1577  

  #医院 所 2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分中心、服务站） 所 197  

 村卫生室 所 327  

 诊所（含内设医疗机构、护理站） 所 568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30158  

  #医院床位数 张 24316  

卫生技术人员数（不含市属三级医院） 人 34362  

  #执业医师 人 12907  

     #医院执业医师 人 6906  

   执业助理医师 人 660  

   注册护士 人 14469  

全年医疗机构共完成诊疗5082.28万人次，其中门、急诊

4857.73万人次，入院96.58万人次，出院96.10万人次。全区常住

人口婴儿死亡率1.05‰，孕产妇死亡率为3.77/10万。 

至年末，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居民累计256.07万人，总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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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率45.0%。60岁以上签约126.93万人，签约率77.4%。 

社区卫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全区47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配置CT、移动DR、肺功能检测仪、心脏超声等“四件套”检

查设备，平均配备药品1170种，增长62.3%。 

全年新建和改建市民健身步道8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58

个、市民多功能公共运动场5片、市民健身驿站8个、社区市民

健身中心5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3个。至年末，全区共有体育

场地11373个，面积约1500.64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58

平方米；都市运动中心新型体育服务综合体达到6个。 

年内，全区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率达到100%，

体育场馆年接待近700万人次。举办20余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

举办各类全民健身活动600多次，市民参与数达百万人次。开展

40-50项免费健身技能培训，各种体育健身讲座200多次。竞技

体育不断突破，浦东籍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赛艇、水球和垒球

项目上斩获2金1银，在第五届全国智力运动会上斩获3金1银1铜

在首届学青会上荣获13金、21银和11铜。 

至年末，体育彩票总销售量达12338.14万元，共筹集区公益

金7345.84万元。 

十三、就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4.09万个，全年帮助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15940人，新消除零就业家庭9户。全年帮扶引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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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2527人；帮助1973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全年共

完成补贴性职业培训19.3万人次，共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

训2640人。评选资助市、区首席技师107名，市、区技能大师工

作室41个。至年末，全区户籍城乡登记失业人数3.14万人。 

全年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17737人、留学人员落户11937

人。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新证、延期业务6401件，为27名

外籍高层次人才、5名外籍华人申请永居分别出具推荐函和证明

函，为11名外籍高校毕业生赴自贸区工作出具证明函。 

十四、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985元，比

上年增长8.2%；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4948元，增长12.4%（见

图3、表13）。 

 

图 3  2019~2023年居民人均收支 

表 13  2023年居民人均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比上年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098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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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性收入 元 54218  12.8  

 经营净收入 元 1364  -7.7  

 财产净收入 元 14673  -1.0  

 转移净收入 元 20730  5.0  

人均消费支出 元 54948  12.4  

   食品烟酒 元 12009  -5.9  

   衣着 元 2156  12.3  

   居住 元 21720  10.3  

   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2285  6.0  

   交通通信 元 5827  5.6  

   教育文化娱乐 元 5512  83.2  

   医疗保健 元 3592  41.7  

   其他用品及服务 元 1847  42.2  

至年末，全区共有12.4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标准从每人每月1300元提高到1400元。 

至年末，全区共有298.8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有83.1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年内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7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21

个、养老床位1544张，改造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床位233张。至年

末，全区建有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89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365个（日供餐能力4.50万客），睦邻互助点829家，老年活动室

1540家。全区共有养老机构178家（包括长者照护之家35家），

床位35104张。其中，由社会投资开办的63家，床位12948张。

共有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员6387人，其中机构护理员3499人、居

家护理员2888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142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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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步调整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等社会救助标准。全年共有

14155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保障金2.11亿元；1072

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保障金0.15亿元。至年末，全

区共有社会救助主要对象28778人，其中，城镇低保对象（含城

镇重残无业人员）21988人、农村低保对象（含农村重残无业人

员）6110人。全年合计支出社会救助资金4.98亿元。 

全年共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18547.67万元。其中，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8398.27万元，累计惠及1.79万残疾人；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10149.40万元，累计惠及4.06万残疾人。 

十五、环境保护 

全年环境空气质量（AQI）优良率为89.0%，比上年下降0.3

个百分点；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6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为45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为28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城市

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560万立方米。 

全年新增森林面积5600亩，新建绿地310公顷（其中公园绿

地141公顷）、绿道45公里、立体绿化5万平方米。全年新增公园

36座，全区城乡公园数量达到150座，占地1805公顷。至年末，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3.3平方米。 

十六、生产生活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 

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死亡事故115起、死亡118人，比

上年分别下降5.7%和8.5%。其中，工矿商贸死亡事故48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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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51人；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故67起、死亡67人。全年

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0.007。 

全年刑事案件立案18497起，比上年下降5.6%；查处违反

治安管理案件19899起，增长6.2%。全年发生有人员伤亡的交

通事故33536起，增长41.5%，伤亡37485人，增长42.4%。全年

发生火灾事故3803起，增长1.9%，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705.9万

元，增长29.1%。 

全年食品安全总体监测合格率为99%，未报告发生集体性

食物中毒事件，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全年完成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监督抽检共计1087批次，药械化抽检合格率分

别为99.6%、97.7%、100%。 

                                                                                                                     
                                                                                                             

 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    

2024年 4月 9日     

 

说明：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实际数据以《2024年上海浦东新区统
计年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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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  

本公报中市场主体数据、食品药品安全数据来自浦东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收支数据来自浦东新区财政局；税收数

据来自浦东新区税务局；农业企业和农产品认证、高标准农田、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农业

农村委员会；电子商务、合同外资、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

外资研发中心、对外直接投资、展览会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商务

委员会；外高桥港口数据来自自贸区保税区管理局；洋山港港

口数据来自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交通、公交、燃气、旧房改造、

廉租住房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邮政数据来自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金融机构、上市企业数据

来自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各金融要素市场交易数据来自各交

易所；货物进出口数据来自上海海关；重点区域情况来自各管

委会（管理局）；自来水、环保投入、空气质量、绿化建设数据

来自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二手房交易数据来自浦东新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5G、研发创新数据来自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

员会；一网通办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区政府办公室；大数据平台

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大数据中心；教育数据来自浦东新区教育局；

专利、商标数据来自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文化活动、旅游、

宾馆和体育健身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

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户籍人口及

变动、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数据来自市公安局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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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就业创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数据来自浦东新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低保、残障人士数据来自浦东新区

民政局；生产安全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农业产量产

值、居民收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浦东调查队；其他数据来自

浦东新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