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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威海市环翠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环翠区统计局

2025年 4月 18日

2024年，环翠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走在前、

挑大梁”使命担当，大力倡树“实敢当、勇争先”工作作风，凝心

聚力大抓经济、大抓基层、大抓落实，连续四年获评全省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并入选全省首批特色发展试点，争创国家

级和省级试点、示范、荣誉等40余项，全区经济运行稳健向好、

进中提质，精致、幸福、充满活力的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

一、综 合

经威海市统计局统一核算并反馈，2024年全区生产总值初

步核算数据为 471.03亿元，增长 5.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7.71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143.46 亿元，增长 4.5%；

第三产业增加值 289.86亿元，增长 5.3%。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8.0:30.5:61.5。

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5573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5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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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5%，在消费八大类商品及服务

价格中，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3.9%，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8%，居住价格上涨0.1%，衣着价格下降0.3%，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下降0.4%，医疗保健价格下降0.6%，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0.7%，交通通信价格下降2.9%。

年末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86542户，增长 0.01%，其中新设立

各类市场主体 10326 户，下降 14.6%。注册资本（金）1284.01

亿元，下降 2.7%，其中新登记注册资本（金）60.96亿元，下降

66.99%。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1.64亿元，增长4.3%。其中，

农业总产值3.79亿元，增长2.9%；林业总产值0.05亿元，下降

21.4%；牧业总产值1.14亿元，下降7.7%；渔业总产值59.75亿元，

增长4.7%；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总产值6.91亿元，增长

8.0%。

全年花生总产量2801.1吨，增长1%。蔬菜总产量39674.7吨，

增长4.4%。果品总产量73307.5吨，增长4.6%，其中苹果65597.3

吨，增长4.8%。

全年水产品产量（不含远洋）395216吨，增长3.5%。其中，

海洋捕捞量89435吨，下降2.4%；养殖产量305781吨，增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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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面积12167公顷，增长5.8%。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13.4万千瓦，下降7.1%；农用排灌动力

机械3777台；农用拖拉机3294台。全年完成机耕作业面积3220

公顷，机播面积3393公顷，机收面积3347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其中，股份制企业增加

值增长7.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下降14.5%；轻工

业增加值增长0.9%，重工业增加值增长6.3%。在26个行业大类

中，有15个行业实现增长，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汽

车制造业增长15.2%，纺织业增长25.4%。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

值增长2.4%。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7.9亿元，增长8.1%。

产品销售率100.16%。

全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152.1亿元，增长1.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5.1%。重点投资领域中，

民间投资增长20.8%，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0.5%；制造业

投资增长5.2%，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9.4%；高技术产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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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长4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8.1%。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6.1亿元，下降20.2%。商品房销售面

积45.9万平方米，下降20.4%；商品房销售额48.2亿元，下降

25.4%。

五、服务业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0%，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4.2%。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增长

5.6%；烟酒类增长15.8%；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6.5%；

日用品类下降9.9%；五金、电料类下降9.3%；体育、娱乐用品

类下降6.4%；中西药品类增长10%；石油及制品类下降14.3%；

汽车类增长8.4%。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0.9%。其中，多式联运

和运输代理业增长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24.4%，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6.1%。

六、对外经济

全区货物进出口总额225.6亿元，增长9.4%。其中，出口186

亿元，增长5.8%；进口39.6亿元，增长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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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164亿元，增长13.7%，

占全区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2.7%；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59.6亿元，下降1.1%，占全区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6.4%。

从主要市场看，我区企业与194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对韩国、欧盟、日本、美国四大传统市场累计出口115.4亿元，

增长9.1%，占全区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2%。其中，对韩国出口40.7

亿元，增长17.8%，占比21.9%；对欧盟出口28.9亿元，增长26.8%，

占比15.5%；对日本出口24.5亿元，增长7.8%，占比13.2%；对美

国出口21.3亿元，下降2.8%，占比11.5%。对东盟出口8.9亿元，

下降23.6%，占比4.8%。

全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3家。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0474万

美元，下降25.1%。从实际使用外资投向看，第二、第三产业实

际使用外资占比分别为12.8%、87.2%。

七、财政税收

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1亿元，增长6.1%。其中，税

收收入37.5亿元，增长2.3%，占比87.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45.6亿元，增长17.4%。其中，住房保障支出增长28.9%，卫生

健康支出增长9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2.8%，教育支出

增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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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学技术

2024年获得山东省技术市场协会科技金桥奖3项。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载体总数达到7家。其中，国家级孵

化器2家，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1家，省级孵化器3家，省级备案

众创空间1家。新增省新型研发机构1家。截至年末，共建有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省技术创新中心2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10家，院士工作站2家，省新型研发机构6家，省技术转移服务

机构3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站1家，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

家，市重点实验室18家，市技术创新中心3家，市新型研发机构4

家，市创新创业共同体1家，市创新联合体1家。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7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8家。截至年

末，全区共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64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706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80.8%。

新认定市级工业设计中心2家。截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工

业设计中心43家。其中，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家，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9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22家，区级工业设计中心11家。

新认定省级工程研究中心1家、市级工程研究中心1家。截至

年末，全区共有国家级工程实验室1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室1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6家，市级工程研究中心15家。

新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截至年末，全区共有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2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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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

全年共授权专利数2194件，其中发明专利282件。拥有中国

驰名商标7件，地理标志商标4件。山东省省长质量奖（含提名奖）

获奖企业4家，“好品山东”品牌3个，省优质产品基地2个。

九、教育、文化、旅游、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中等职业学校2所，在校学生1122人，教职工

112人；义务教育学校41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1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3所、初中15所、小学22所），在校学生59872人，在编教职

工3569人；幼儿园69所，幼儿园在园幼儿13341人，教职工2319

人。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民间艺术团体 282个，文化馆 2个，公共

图书馆 2个，美术馆 2个，博物馆 4个。电影院 8座，全年总票

房 2576.5 万元。拥有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217 个、城

市书房 12个、乡村书房 4个、农家书屋 100个。共有 A级以上

景区 11 家，其中 5A级 2 家，4A 级 4 家，3A 级 5 家；旅行社

90家，其中 A级旅行社 26家；星级饭店 10家，其中四星级饭

店 6 家，三星级饭店 4 家；星级民宿 18 家，其中五星级民宿 2

家，四星级民宿 3家，三星级民宿 13家；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18个，省级旅游强镇（街道）8个，省级旅游特色村 13个，精

品采摘园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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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共有 434所。其中，二级医院 9

处，一级医院 8处，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1处，卫生院 4处，村卫

生室 8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处，社区卫生服务站 15处，体

检中心 2处，护理院 2处，护理站 1处，康复医疗中心 1处，门

诊部 44处，诊所 242处，医务室、卫生所（室）等 19处。各类

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2237张，其中医院实有床位 1911张。医疗卫

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437 人，其中执业及执业助理医师

1934人。

全区共举办群众体育活动 800余场，参与人数近 20万人次。

举办环翠区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徒步、门球、广场舞、象棋、

室内游泳、乒乓球等 24个活动项目，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近 600名。在 2024年山东省马术冠军杯系列赛中获得 3枚金牌、

5枚银牌、2枚铜牌；在 2024年山东省足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甲

组第 5名，女子乙组第 7名、女子甲组第 8名、女子丙组第 8名，

累计获得 6枚金牌；在 2024年山东省 U系列滑板锦标赛、冠军

赛中获得 1枚金牌、2枚银牌。

十、人口和人民生活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48.2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90.34%。

户籍人口35.25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87.77%。全年出生人口

1927人，出生率5.45‰；死亡人口3064人，死亡率8.67‰；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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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3.22‰。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263元，增长5.5%。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801元，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9841元，增长5.9%。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6718元，增长

4.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8706元，增长4.5%；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629元，增长6.7%。

十一、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安全生产

全区共有 15.46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5.44万名

离退休职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54

万人，1.4万名居民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200元。2090人领取失业保险金，958名职工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年末全区各类养老机构 26家，共有床位 4131张，收养人员

1400人。全区共投入资金 1529.42万元，保障城乡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 1147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城市居民低保标准由每

人每月 1001 元提高到 1062 元，农村居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800 元提高到 865 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

1381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 1125元，城乡

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照料护理标准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每人每年

3990元、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每人每年 6650元、完全丧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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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自理能力每人每年 13298元。

年末孤困儿童 71人，全年发放资金 167.11万元。享受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 530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269人，全

年发放资金 789.37万元。自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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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元，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2124元，重点

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2003元；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一二级残疾的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213元、三四

级残疾的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6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一级残疾的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92元、二级残疾的补贴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60元。

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起，死亡 1人。未发生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亿元 GDP事故死亡率为 2.12‰。

注释：

1. 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威海市环翠区

统计年鉴—2024》为准。

2.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

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 未经特殊说明，“增长”、“下降”均为同比口径。

4. “居民消费价格”数据统计范围为威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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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民收支”数据统计范围为威海市市区，包含环翠区、高

区、经区和临港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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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就业情况、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场主体数据来自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水产品数据来

自区海洋发展局；林业数据来自区林业发展中心；农业机械、机

耕作业面积等数据来自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进出口、外资数据

来自区商务局；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局；科技数据来自区科技局；

工业设计中心数据来自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工程实验室、企业技

术中心数据来自区发展和改革局；专利、驰名商标数据来自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教育、体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和体育局；民间艺术

团体、文化馆等数据来自区文化和旅游局；电影院、票房、农家

书屋数据来自区宣传部；卫生计生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局；社会

福利数据来自区民政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区应急管理局；城乡

收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威海调查队；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公安局

环翠分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