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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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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

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十二届市委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752.28亿元，比上年

增长5.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52亿元，下降6.2%；第

二产业增加值4121.92亿元，增长 2.5%；第三产业增加值

13612.85亿元，增长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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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76.7%。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 578.5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

232.32万人。至年末，浦东户籍人口为 340.20万人，全年户籍

人口出生 2.03万人，出生率为 6‰；死亡 2.57万人，死亡率为

7.6‰；出生人口男女比为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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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设市场经营主体4.41万户，比上年下降16.9%。其中，

新设内资企业（含分支机构）3.09万户，下降17.8%，注册资本

2881.64亿元，下降5.9%；新设外资企业（含分支机构）1498户，

增长1.2%，注册资本41.62亿美元，下降23.5%；新设个体工商

户1.16万户，下降16.3%，出资总额8.32亿元，下降25.9%；新设

农民专业合作社24户，下降48.9%，出资总额0.21亿元，下降

76.7%。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经营主体46.24万户。其中，

内资企业（含分支机构）31.86万户，涉及注册资本85377.13亿

元；外资企业（含分支机构）2.79万户，涉及注册资本4268.30

亿美元；个体工商户11.23万户，涉及出资总额61.86亿元；农民

专业合作社3600户，涉及出资总额114.85亿元。

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08.66亿元，比上年增长

0.6%；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7.9%。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538.28亿元，下降2.9%（见表2）。全年税务部

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完成3997.80亿元（不含关税及海关代征税），

下降5.8%。

表 1 202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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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8.66 0.6

#增值税 365.93 -12.3

企业所得税 270.81 -8.0

个人所得税 155.82 -3.8

契税 62.46 16.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38.28 -2.9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2.2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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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支出 52.44 0.6

教育支出 202.65 1.9

科学技术支出 112.93 24.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0.58 6.2

卫生健康支出 82.23 -30.0

节能环保支出 6.55 67.0

城乡社区支出 308.37 -7.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24.59 -11.4

交通运输支出 71.23 9.4

农林水支出 89.27 15.6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5%。其中，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2.2%，工业投资增长4.2%（见表2）。

表 2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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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按建设领域分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22.2

房地产开发投资 -2.2

工业投资 4.2

社会事业投资 -0.5

按产业类型分

第一产业 2.7倍

第二产业 4.6

第三产业 9.0

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经济 6.7

非国有经济 -0.1

民间投资 -3.3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 1.1

外商投资经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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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40.80亿元，比上年下降3.5%。其中，种

植业产值31.34亿元，增长0.5%；畜牧业产值2.04亿元，下降3.7%；

渔业产值2.80亿元，下降31.1%；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4.08亿元，下降3.7%。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3.80万公顷，比上年增长4.1%。其中，

粮食播种面积1.46万公顷，增长4.7%；蔬菜播种面积1.66万公

顷，增长6.3%。全年粮食产量10.22万吨，下降1.3%；地产蔬

菜产量45.16万吨，增长1%；水果（含瓜果）产量8.74万吨，

下降3.6%；生猪出栏4.66万头，下降18%；家禽出栏50.89万羽，

增长27%。

至年末，全区有效期内绿色食品企业数共188家，产品496

个，全年获证产量27.2万吨；地产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率达

40.1%；农产品地理标志4个。

全年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2486.67公顷。至年末，市级及以

上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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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23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7家，市级龙头企业16家；

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566家。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3931.59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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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3244.71亿元，下降0.9%。

重点产业中，汽车制造业产值3883.27亿元，下降9.2%；电

子信息制造业产值2615.89亿元，增长7.7%；成套设备制造业产

值1648.24亿元，增长4.1%；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752.15亿元，

增长2.7%（见表3）。

表 3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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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4.71 -0.9

#汽车制造 3883.27 -9.2

电子信息 2615.89 7.7

成套设备 1648.24 4.1

生物医药 752.15 2.7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7093.62亿元，增

长 0.9%（见表 4），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53.6%。

表 4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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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3.62 0.9

#新能源 86.00 -20.0

高端装备 1001.42 7.3

生物 661.85 3.4

新一代信息技术 2452.88 6.7

新材料 366.33 -12.2

新能源汽车 2476.59 -2.8

节能环保 85.36 -6.4

数字创意 52.07 -25.0

注：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存在交叉重复。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9.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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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中，集成电路圆片产量599.86万片，增长13.1%；新能

源汽车产量108.64万辆，下降7.4%（见表5）。

表 5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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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5 -21.7

#新能源汽车 万辆 108.64 -7.4

锂离子电池 万只 37.75 -14.6

集成电路 亿块 102.35 -0.5

集成电路圆片 万片 599.86 13.1

智能手机 万台 2129.71 -8.7

智能电视 万台 34.88 -41.0

民用飞机 架 42 20.0

化学药品原药 吨 2740.12 3.3

工业机器人 万套 2.14 -2.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407.17亿元，比上年

下降7%；实现利润总额479.09亿元，下降32.6%。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210.21亿元，比上年增长7.6%。全

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2889.62亿元，下降1.7%；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23497.19万平方米，增长7%；竣工面积2824.84万平方米，增

长18.3%。

四、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2204.96亿元，比上年下降

1.2%。全年实现限额以上商品销售总额58768.13亿元，下降

2.3%。其中，批发业销售额56267.32亿元，下降2.1%；零售业

销售额2500.81亿元，下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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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6.19亿元，比上年下降

5.5%（见表6）。

表 6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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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6.19 -5.5

#限上网上零售额 1028.59 -7.4

#限上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 656.01 11.9

限上汽车类零售额 581.64 -12.1

限上服装鞋帽类零售额 373.81 -15.7

限上化妆品类零售额 282.94 -2.5

限上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 142.83 -7.2

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7544.22亿元，比上年增长44%。

其中，B2B交易额6689.94亿元，增长57%；网络购物（B2C/C2C）

交易额854.28亿元，下降11%，其中，商品类网络购物交易额

772.43亿元，下降12%，服务类网络购物交易额81.85亿元，下

降8%。

五、金融业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4503.76亿元，比上年增长8.8%。

至年末，全区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08万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6%；贷款余额5.2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4.8%。

至年末，全区共有持牌类金融机构1229个，比上年末增加

21个（见表7）；地方金融机构1359个，比上年末减少196个；支

付机构15个，与上年末持平。

表 7 2024年末持牌类金融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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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类型 数量（个）

持牌类金融机构 1229

银行类 306

证券类 560

保险类 363

全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成交额623.69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13.1%；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市场成交额202.57万亿元，增

长33.9%；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交额190.93万亿元，增长

43.4%；上海钻石交易所成交金额20.20亿美元，下降35%。

全年新增上市企业6家（其中科创板2家），其中境内上市2

家，募集资金12.67亿元；境外上市4家，募集资金8.51亿元。至

年末，全区共有上市企业239家（其中科创板51家），场外市场

股交中心挂牌企业208家。

六、服务业

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506.57亿元，比

上年增长16.8%。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40705.51万吨，比上

年增长3.9%；集装箱吞吐量4588.48万国际标准箱，增长3.2%。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全年共起降航班52.81万架次，增长21.7%；

进出港旅客7678.70万人次，增长41%（见表8）。

表 8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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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05.51 3.9

外高桥港区 万吨 18286.8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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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港 万吨 22418.62 8.5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4588.48 3.2

外高桥港区 万标箱 1988.14 2.3

洋山港 万标箱 2600.34 4.0

#水水中转量 万标箱 1639.32 8.4

#国际中转量 万标箱 482.73 24.8

二、机场情况

国际机场飞机起降架次 万架次 52.81 21.7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7678.70 41.0

国内航线 万人次 4498.10 18.1

国际及地区航线 万人次 3180.60 93.9

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 万吨 377.83 9.8

至年末，全区共有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含磁浮）15条，长

度达到343公里，运营车站160个。浦东公交运营车辆3611辆，

运营线路346条，运营线路长度4403.77公里；全年客运总量2.28

亿人次，日均62.19万人次，比上年下降2%。机场联络线（虹桥

2号航站楼站－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开通运营，沪通铁路二期

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外环东段（华夏中路－龙东大道）、金海路

（杨高路－华东路东侧）改建工程实现高架主线通车，20号线

一期东延伸、周邓快速路开工建设。

全年实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828.42

亿元，增长13.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1201.19亿元，增

长7.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804.63亿元，增长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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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7.48亿元，增长10.6%；规模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

入2272.53亿元，增长3.2%；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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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1722.11亿元，增长11.2%。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607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

其中，进口总额16060.85亿元，增长1.2%；出口总额10015.53

亿元，增长1.2%（见图1、表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区比

重为36.3%。

图 1 2020~202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表 9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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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76.38 1.2

二、进口总额 16060.85 1.2

#国有企业 2018.56 4.6

外商投资企业 10552.04 -2.2

私营企业 3478.17 10.7

#一般贸易 8330.86 -2.7

加工贸易 938.66 -0.1

保税物流 6726.23 6.7

#机电产品 7027.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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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品 5497.78 5.4

三、出口总额 10015.53 1.2

#国有企业 999.57 1.8

外商投资企业 5007.08 -3.9

私营企业 4003.26 9.7

#一般贸易 4407.46 3.1

加工贸易 1872.10 1.3

保税物流 3651.86 -2.2

#机电产品 7309.73 -2.4

#高新技术产品 3637.03 -0.9

按市场分，浦东对前十大贸易伙伴实现进出口总额20708.53

亿元，占全区比重为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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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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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总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出口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进口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欧盟 4788.13 -8.5 1663.46 -10.4 3124.68 -7.4

东盟 3336.24 4.1 1305.30 16.1 2030.94 -2.3

美国 2746.28 -2.0 1347.05 -1.8 1399.22 -2.1

日本 2149.16 -5.0 627.10 -20.7 1522.06 3.4

中国台湾 1853.49 10.4 517.15 -11.5 1336.34 22.2

中国香港 1564.17 17.5 1397.33 16.2 166.84 28.9

韩国 1242.44 10.4 459.79 11.0 782.65 10.0

澳大利亚 1238.42 1.8 279.65 -10.9 958.76 6.2

瑞士 1094.34 -1.3 38.39 10.7 1055.95 -1.7

英国 695.87 -7.3 327.99 -19.5 367.88 7.2

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498家，比上年增长1.2%；新设合

同外资项目1160个，新增合同外资金额76.37亿美元，比上年下

降36.1%。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78.11亿美元，下降

24.5%。其中，第三产业72.81亿美元，下降14.6%，占全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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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3.2%。

全年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外资研发中心15家。至

年末，全区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79家，外资研发中心280

家，分别占全市的47.1%和47.4%。

全年备案对外直接投资项目370个，比上年增长2%；对外

直接投资中方投资额55.60亿美元，增长3.5%。

全年共举办各类展览（博览）217个，总展览面积866.40万

平方米。其中，举办国际展200个，比上年增长6.4%，展览面积

811.80万平方米，增长4.7%；举办国内展17个，下降29.4%，展

览面积54.60万平方米，下降21.1%。

八、重点区域建设

重点区域1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9007.54亿元，比

上年下降 2.8%，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68%；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下降 4.6%，占全区投资总额的 64.9%；实到外资 77.14亿美元，

占全区比重为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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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储能、波音改装基地、上海滴水湖学校（筹）、

浦东医院临港院区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3011.91亿元，增长7.1%。新增商业面积约19万平方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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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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雪冰雪世界等11个商文体旅类项目及设施开业运营，全年累计

吸引游客数量近1200万人次。全面实施“人才筑巢工程”，引进、

落户人才4.31万人，增长36.4%。

国际旅游度假区片区开发加速。迪士尼一期扩建艾特项目

和北片区希尔顿酒店桩基完成，迪士尼D3酒店主体建筑结构封

顶，南一片区和北片区道路、防护绿地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陆

续开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7%。旅游消费市场高位平

稳运行，累计接待游客2588万人次，增长1%。迪士尼乐园被评

为上海旅游行业“白玉兰臻选”，迪士尼“疯狂动物城”主题园

区荣获全球主题娱乐协会颁发的“主题乐园园区杰出成就奖”。

保税区域着力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持续提升贸

易便利化水平和全球化运作水平。区域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22

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增长5.4%，占全市28.7%。七类商品占

全国同类商品进口额比重超过10%，包括医疗仪器及器械

（44.4%）、医药材及药品（26.7%）等。“丝路电商”合作先行

区中心功能区加快建设，13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国家馆及商

品中心入驻“全球汇”，与“丝路电商”伙伴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增长7.8%。跨境电商“9610”海运出口业务模式实现上海首单

突破。着力推进总部企业培育工作，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154家（当年新增13家），各类总部企业已达374家。区域内累

计有80家企业获评上海市国际贸易分拨中心示范企业，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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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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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多家。全球资产管理核心功能区加快

建设，集聚各类外资资产管理机构120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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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规

模接近1.7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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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家，约占全市1/6。专业服务业引领辐

射功能进一步增强，全球顶尖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

经纪公司等高能级专业服务机构集聚。高端航运服务业持续发

展，已集聚各类航运企业、功能性机构等1400多家，广泛分布

在远洋运输、特种运输、船舶管理、船舶科技、船员管理、供

应链管理等众多细分领域。

金桥产业转型加快发展。持续推进城市副中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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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高端装备产业布局。全年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690.36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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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78亿元，占比75.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2%，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35.4%。全年规模以上信息服务业实现营收

485.53亿元，增长4.5%；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146.00亿元，增长

2.1%，实现稳步发展。

张江围绕重大战略部署，不断壮大硬核产业集群，持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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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创新策源引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工

业投资增长15.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科教基地（合肥国家

实验室上海基地）项目桩基工程顺利完工。硬X射线装置注入器

段设备集成安装收尾，磁-惯性聚变项目先进等离子体试验枪组

装完成。第四轮“五个一批”82个项目全面开工。其中，2024

年新开工36个项目，总投资约670亿元。全年引进外资新设项目

85个，实到外资46.45亿美元，增长53.6%。实现规模以上信息

服务业营业收入2347.38亿元，增长12.3%；规模以上科技服务

业营业收入871.50亿元，增长19.7%。限额以上商品销售总额

2875.93亿元，增长6.2%。

世博地区中央公共活动区建设深入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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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家，其中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0家；前滩已集聚龙头企业或总部机构60余

家，其中包括10家世界500强；在世博地区注册及办公的国际经

济组织已达22家；32家央企集团在世博地区注册各类公司达130

家。全国首家外国仲裁机构业务机构成功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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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8亿元，

占全区大宗商品销售总额的18.5%。全年世博地区各大文化场馆

举办活动1114场，增长77.7%。世博前滩地区获评第三批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世博文化公园、久事国际马术中

心等重大文化设施开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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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全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比上年增长22.2%。其中，交通运

输、邮电通信投资增长1.3倍（见表11）。

表 11 2024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增长速度

指标 比上年增长（%）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22.2

电力建设 -23.8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 1.3倍

公用设施 -17.0

至年末，全区自来水供水能力为326.50万立方米/日，与上

年持平。全年供水总量为75046.20万立方米，下降2.4%；售水

总量为60199.28万立方米，下降2.3%。其中，工业用水量为

9802.96万立方米，下降2.6%，居民用水量为27232.51万立方米，

增长0.1%。全年液化气销售总量为4.12万吨，下降15.9%；天然

气销售总量为11.98亿立方米，增长1.8%。至年末，全区家庭液

化气用户40.43万户，家庭天然气用户206.00万户。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比上年下降2.2%。其中，住宅投资

增长4.9%；办公楼投资下降24.5%；商业营业用房投资下降

23.9%。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5336.10万平方米，增长0.5%；竣

工面积380.49万平方米，下降31.9%。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398.72

万平方米，下降7.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329.83万平方米，

下降7.8%。全年存量房出售登记面积515.71万平方米，增长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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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旧一村”改造全速推进。新认定5个整体改造项目，全

年完成征收拔点7004户、整治提升6848户、旧住房成套改造1076

户、无卫生设施改造365户、各类旧住房修缮333万平方米。推

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完工425台。

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全年征收安置房开工96.23

万平方米、竣工151.98万平方米；全年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6530套（间）、供应12588套（间），新增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4070张；廉租住房历年累计受益家庭

16504户；完成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签约505户。

现代化城区建设全面推开。实施小陆家嘴“明珠环”绿化

提升，启动重点区域沿街商铺改造提升，前滩公园巷、富城路

和即墨路步行街开街，新增花木时光里等商业空间超过30万平

方米。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创建万祥镇新建村、祝桥镇新

营村等乡村振兴示范村20个、张江镇长元村等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5个，巩固提升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2.1万户。

十、城市信息化

至年末，全区累计建设完成22104个5G室外基站，实现全域

5G网络基本覆盖。在智能制造、健康医疗、智慧教育等十大领

域累计推进100余项5G应用项目。

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改革，推出“一件事”“免申

即享”等6张任务举措清单，“区块链+电子材料”覆盖事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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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00个，政务数字人“小浦”累计办理服务事项3600件。至

年末，“一网通办”总门户已接入2753项服务事项，全年日均

办事2.17万件，实际网办率达92.7%，比上年提升4.4个百分点。

打造城市数字底座。区大数据资源平台汇聚88个部门的1

万余个数据资源，积累27亿余条数据量，落地5000余个需求清

单，赋能新区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和政府治理等应用场景。夯

实时空数字地基，打造浦东新区“一张图”，发布基础底图、

影像图、三维、POI、地址标准化等地图服务675个，赋能城市

大脑、智慧审计、智慧工会、居村联勤联动、智慧交通等69个

应用场景。打造安全可信的公共数据流通利用环境，推动重点

领域公共数据产品开发利用。

十一、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4学年2，全区共有基础教育学校614所，其中幼儿园281

所、普通小学135所、普通中学188所、职业高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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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新型

高职1所。全年新开办32所基础教育公建配套学校（校区），涉

及高中1所、初中10所、九年制学校1所、小学6所、幼儿园14

所；新开办新型高职1所。新增社区“宝宝屋”10个、公办幼

儿园托额3200个。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43家，办

学点427个，可提供托额近2.9万个，其中普惠性机构270家，办

2 学年是指教育年度，即从一年的 9月 1日（学年初）至第二年的 8月 31 日（学年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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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353家，可提供托额约2.4万个。

2024学年，全区共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生54.56万人，其中幼

儿园11.21万人、普通小学22.30万人、普通中学19.65万人（初中

14.44万人、高中5.22万人）、职业高中1.24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0.11万人、专门学校0.05万人；另有外籍及港澳台学生1.19万人。

共有基础教育教职工5.59万人，其中专任教师4.53万人。新型高

职学生268人，教职工84人，其中专任教师70人。

全年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和“小巨人”培育企业28家，

累计753家。年内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521家，有效期内高新技

术企业数5026家，占全市比重为20.5%；新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19家，有效期内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140家，占全市比重为

53.8%。

全年共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228项。近五年，累计认

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993项。至年末，全区共集聚大企业开

放创新中心（GOI）103家，外资研发中心280家。全年经认定登

记的各类技术交易合同15896件，比上年增长12.9%；合同金额

2497.73亿元，增长5%。

全年专利授权量为3.79万件，比上年增长2.7%。其中，发明

专利授权1.76万件，增长26.6%；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64万件，下

降15.2%；外观设计专利授权0.39万件，增长6%。全年PCT国际

专利申请量为2819件，下降5.3%，占全市比重为41.3%。在第二

十五届中国专利奖名单中，全区共有2项金奖，1项银奖。至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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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有效专利达23.25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9.36万件、有效实

用新型专利11.42万件、有效外观设计专利2.47万件。至年末，全

区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7件，较上年增加14件。

全年商标申请量为2.45万件，比上年下降1.3%；商标注册量

为1.63万件，下降14.2%；商标活跃度（每新增1户经营主体同时

新增注册商标）为0.37件。至年末，有效注册商标量为31.5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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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4件。至年末，全区共有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

标志2件，地理标志产品1件。全年有453个项目获得专利商标质

押融资，登记金额81.56亿，比上年增长94%。

十二、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内，上海博物馆东馆、浦东图书馆少儿馆建成开放。至

年末，全区共有市、区级公共图书馆2个，博物馆、纪念馆23

个，区级群艺馆、文化馆6个。全年全区万人以上重大演出共

计201场、占全市的70%。由浦东参与出品、展现高科技产业在

浦东发展史的电视剧《赤热》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十部首播剧。

至年末，全区共有星级宾馆36家，旅行社281家，A级旅游

景区24个（见表12）。全年累计接待游客7268.06万人次，比上年

下降9%，实现旅游直接营业收入3359.34亿元，与上年持平。全

年实现住宿业营业额120.01亿元，下降1.7%。全年星级宾馆客

3 旅游直接营业收入是指宾旅馆、景区和旅行社营业收入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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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出租率63.6%，与上年持平。境外旅客住宿83.59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59%。

表12 2024年旅游设施情况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星级宾馆 家 36

#五星级 家 17

四星级 家 13

旅行社 家 281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43

A级旅游景区 个 24

#5A级景区 个 3

4A级景区 个 9

年内，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六院临港院区二期等建成投用。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702所，实际开放床

位3.21万张，卫生技术人员3.57万人（见表13）。全年医疗机构

共完成诊疗5466.54万人次，其中门、急诊5258.24万人次，入院

111.35万人次，出院111.03万人次。全年新增互联网医院1家，累

计53家。

表 13 2024年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卫生机构数 所 1702

#医院 所 9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分中心、服务站） 所 207

村卫生室 所 309

诊所（含内设医疗机构、护理站） 所 676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32069

#医院床位数 张 2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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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技术人员数（不含市属三级医院） 人 35748

#执业医师 人 13496

#医院执业医师 人 7467

执业助理医师 人 604

注册护士 人 15124

社区卫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全年新建、改扩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含分中心）13家。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开展

口腔、耳鼻喉、眼科等小手术，平均配备药品品规数（含延伸

处方）1935种，比上年增长65.4%。至年末，常住人口家庭医生

签约居民累计264.02万人，总签约率45.4%。60岁以上签约101.73

万人，签约率78.9%。

年内，川沙体育中心、国际马术中心、耀雪冰雪世界建成

开放。全年新建和改建市民健身步道13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352个、市民多功能公共运动场5片、市民健身驿站6个、社区市

民健身中心2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8个。至年末，全区共有体

育场地11376个，面积约1547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

平方米；都市运动中心新型体育服务综合体达到8个。

全年全区公共体育场馆接待近870万人次。举办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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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万人次。开展40多项免费健身技能培训，各种体育健身讲座200

多场次。

十三、就业

全年就业形势保持平稳。帮助18475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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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37680名失业人员再就业，帮助2933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创业。新消除零就业家庭5户，持续做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全年帮扶引领成功创业3692户，加强67家国家级、市级和区级

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带动近4000人就业。全年共完成补贴性职

业培训19.32万人次，共支持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2075人。

新增评选资助市、区首席技师23名，市、区技能大师工作室6个。

至年末，全区户籍城乡登记失业人数3.2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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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76元，比

上年增长4.6%；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6844元，增长3.5%（见图

2、表14）。

图 2 2020~2024年居民人均收支

表 14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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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6 4.6

工资性收入 元 5717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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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净收入 元 1498 9.8

财产净收入 元 14421 -1.7

转移净收入 元 22085 6.5

人均消费支出 元 56844 3.5

食品烟酒 元 13346 11.1

衣着 元 2186 1.4

居住 元 21922 0.9

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2462 7.7

交通通信 元 6026 3.4

教育文化娱乐 元 5272 -4.4

医疗保健 元 3440 -4.2

其他用品及服务 元 2190 18.6

至年末，全区共有12.74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保月平均养老金从每人每月1686元提高到1788元。

至年末，全区共有298.44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有85.5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养老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年内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6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46个、养老床位1098张，改建认知障

碍照护床位500张。新增8家养老机构推广“养老院+互联网医

院”服务。至年末，全区建有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88家，老年

助餐服务场所351个，睦邻互助点871家，家门口养老服务站309

家。全区共有养老机构182家（包括长者照护之家37家），床位

3.62万张。其中，公建公营27家，公建民营94家，民建民营61

家。共有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员6590人，其中机构护理员3560人、

社区居家护理员3030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151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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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步调整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等社会救助标准。至年末，全

区共有社会救助主要对象27564人，其中，城镇低保对象（含城

镇重残无业人员）20812人、农村低保对象（含农村重残无业人

员）5999人。全年合计支出社会救助资金5.19亿元。

全年共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1.85亿元。其中，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0.82亿元，累计惠及1.7万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03亿元，累计惠及4.12万残疾人。

十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全年环境空气质量（AQI）优良率为90.7%，比上年上升1.7

个百分点；二氧化硫年日均值为7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日均值为42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日均

值为27.5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日均值为30微克/立方米。

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690万立方米。全年全

区清运生活垃圾（干垃圾+湿垃圾）247.54万吨，合6764吨/日；

就近处置湿垃圾3万吨，合83吨/日；可回收物收运量65.69万吨，

合1795吨/日；有害垃圾收运量71.89吨，合0.2吨/日。

全年新增森林面积5068亩，新建绿地310公顷（其中公园绿

地140公顷）、绿道49.5公里、立体绿化5万平方米。全年新增公

园40座，全区城乡公园数量达到193座，占地1700公顷。全区公

园绿地基本实现24小时开放，77个产业园区拆墙透绿，4座环上

公园建成开放。至年末，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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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持续推进。成功申报3个上海市首批碳达峰碳中和

试点示范创建点，获评绿色工厂39家、绿色供应链6家、绿色园

区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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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起、死亡113人，比

上年分别下降16.7%和15%。其中，工矿商贸死亡事故46起、死

亡47人；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故58起、死亡65人；水上

交通事故1起、死亡1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率为0.006人/亿元。

全年刑事案件立案15789起，比上年下降14.6%；查处违反

治安管理案件26888起，增长35.1%。全年发生有人员伤亡的交

通事故45979起，增长37.1%，伤亡51964人，增长38.6%。全年

发生火灾事故3058起，下降19.7%，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47万

元，下降13.4%。

全年食品安全总体监测合格率为99.4%，未报告发生集体性

食物中毒事件以及其他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全年完成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监督抽检共计1071批次，药、械、化抽检合格

率分别为100%、98.0%、99.2%。

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 

2025年 4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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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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报中实有人口、户籍人口、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和火

灾事故数据来自市公安局浦东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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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

场、乡村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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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金融机构、上市

企业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各金融要素市场交易

数据来自各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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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旧一村”改造、住房保障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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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垃圾处理、绿化建设数据来自浦东

新区生态环境局；存量房出售登记数据来自浦东新区房地产交

易中心；5G、“小巨人”、高新技术、GOI、技术交易合同、绿

色工厂等数据来自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一网通办数据

来自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大数据资源平台数据来自浦东

新区数据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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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自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浦东

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就业创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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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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数据来自浦东新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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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