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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围绕经济发展高素
质、生态环境高颜值的探索，厦门全面提升环
境质量，新增或改造提升中山公园、杏东公
园、马銮湾生态岛公园等多个城市公园，
2021年，全市拥有公园180个，比2012年增
加99个，占地总面积3930.22公顷，比2012
年增加1689.22公顷。打造中山路花漾街区
样板、滨海浪漫线特色园林风情道路样板。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1.85万公顷，比2012
年增加0.75万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
45.65%，比2012年提高4.0个百分点。提升
文脉保护水平，“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厦门深入打好蓝
天、碧水、碧海、净土四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污染防治成效考核”全省排名第一。坚持臭
氧和PM2.5协同管控，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
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6位，优良率
（99.7%）排名并列第3位。坚持陆海统筹、河
海共治，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危险废物处
置率100%；饮用水水源地、主要流域国考、
省考断面、小流域省控断面水质实现“四个
100%达标”；近岸海域水质良好，全年优良
水质点位比 81.8%，海域功能区达标率为
81.0%，均比2012年明显提升。2021年，全
市在全省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书考核
中成绩排名第一，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
度保持全省第一。

节能降耗成效明显。厦门有序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加快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
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2021年，厦门单位GDP能耗比2012
年下降25.5%，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2
年下降 48.2%，能耗指标位于全国领先水
平。2021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耗电
466.38千瓦时，比2012年减少182.82千瓦
时；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耗水6.68吨，比2012
年减少4.42吨，这些指标继续处于省内乃至
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腾飞之鹭勇闯新天地 亮彩数据彰显硬实力
十年来，我市交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市统计局晒出“成绩单”，解读厦门各项事业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厦门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市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勇立潮头、
勇毅前行，在新的赶
考之路上，实现了综
合实力跨越、发展能
级提升、经济结构蜕
变、民生福祉保障、城
市品质优化。

十年间，厦门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从
2922 亿 元 增 长 至
7033.89亿元，全市
GDP 年 均 增 加
456.87亿元，年均增
长7.8%；第三产业占
比进一步提高，分别

比全国、全省高5.3、
11.3个百分点，居全
省首位；常住人口由
403万人增长至528
万 人 ， 人 均
GDP13.45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
年，是厦门经济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的十
年，也是社会事业民
生保障明显提升的十
年。

近日，厦门市统
计局发布“喜迎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
十八大以来厦门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
数据，以数为据，展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这是一条昂扬的上升线，它绘
制出的是厦门地区生产总值十年
来的奋进缩影——十年来，厦门追
赶超越奋战正酣，经济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2021年，全市GDP达到
7033.89亿元，十年间，全市GDP
年均增长7.8%，年均增加456.87
亿元。

2012年-2014年，厦门经济
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分别增长
11.2%、9.4%和 9.2%。2015 年-
2019年，由快速增长转向稳健增
长态势，增速保持在7.1%-7.9%平
稳增长。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厦门GDP增长
5.7%。面对种种不利因素，市委、
市政府坚强领导，积极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
台各项助企纾困措施。2021年，
厦门经济迅速恢复增长，增长
8.1%，两年平均增长6.9%，经济增
长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近
三年来，厦门GDP增幅好于全省
水平，2019年、2020年、2021年，
厦门经济增速分别比全省平均水
平高0.3、2.5、0.1个百分点。

这十年，厦门踔厉奋发蓄力前
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从结构上
看，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
结构由2012年0.8：48.5：50.7调整
为2021年 0.4：41.0：58.6，第三产
业比重提升7.9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比重接近60%。从年均增速看，
三次产业分别年均增长 1.0%、
7.6%和8.1% ，第三产业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动力，高于同期GDP年
均增速0.3个百分点。投资结构逐
步调整优化，第三产业投资对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不断提
高。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由2012年
的0.1∶20.2∶79.7调整至2021年的
0.1∶18.7∶81.2。

这十年，厦门高质量发展步履
铿锵，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收
入看，社会、企业、居民收入都稳步
增长。2021年，厦门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13.45万元，突破2万美元，
达到 2.08万美元，分别是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的1.7倍和 1.2倍，比
2012年增长81.1%；每平方公里土
地面积创造地区生产总值4.14亿
元，分别是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
34.7 倍和 10.3 倍；财政总收入占
GDP的21.8%，分别比全国、全省
平均水平高4.1和10.0个百分点；
人均财政总收入2.93万元，分别是

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2.0倍和2.1
倍，比2012年增长55.7%；每平方
公里土地面积实现财政收入0.90
亿元，分别是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的42.6倍和19.0倍。财政收入稳
步增加。财政总收入由 2012 年
739.46亿元增至2021年 1530.21
亿元，年均增加87.86亿元；地方级
财政收入由2012年422.91亿元增
至2021年880.96亿元，年均增加
50.89亿元。企业盈利平稳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635.25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6
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
利润总额267.25亿元，比2012年
增长3.2倍。城镇居民收入超6.7
万元。2021年，厦门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67197元，比2012
年增加29621元，年均增长8.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94
元，比2012年增加16439元，年均
增长9.5%。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快
于同期经济增长水平。

这十年，厦门奋力开辟跨岛发
展新天地，岛内外一体化步伐加
快，城市承载力显著增强。厦门以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为核心，坚
持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
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
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
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推进实
施跨岛发展战略。跨岛发展拓宽
了城市框架。岛内城市更新和旧
城旧村改造步伐加快；岛外新城建
设日新月异，集美新城基本成势成
型，马銮湾、翔安、同安新城快速崛
起，同翔高新城初具规模。2021
年，岛外重大片区完成投资1868
亿元，占全市总投资近七成。以打
造岛外新城和特色产业园区为抓
手，实现岛内外产业联动发展，形
成了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的一体化
发展格局。思明区重点发展总部
经济、金融产业，湖里区着力培育
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产业，海沧
区积极培育生物医药、厨卫产业，
集美区有力推进汽车、软件信息产
业发展，同安区着力食品、厨卫等
行业，翔安重点发展光电产业、集
成电路等，各区结合自身优势走出
差异化发展路子。2021年，岛外
占GDP的46.0%，全市74.5%的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0.7%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自岛外，跨岛发
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

重点领域改革成效显著。厦门营商环境居全
国前列，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18个指标全部获
评“全国标杆”。深化“放管服”改革，98%的事项实
现“一趟不用跑”，超90%的事项全程网办，117项
跨省通办，113项“秒批秒办”，企业开办、不动产登
记实现一日办结。自贸试验片区累计推出创新举
措498项，其中全国首创111项。加快建设金砖创
新基地，制定金砖创新基地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以及
功能产业规划，建设金砖工业能力共享平台等7个
赋能平台，成功举办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论坛等系列活动。

招商引资层次不断提升。厦门以全员精准招
商、产业链招商拓展招商渠道，通过投洽会、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央地对接会、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等
重大活动开展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果丰硕。2021
年，全市共有1.10万个招商项目完成商事登记，计
划总投资1.76万亿元，落地高能级项目462个、总
投资3641亿元，独角兽项目24个。

创新投入大幅增加。厦门以全面建设高素质
创新名城为抓手，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发展主引
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加快发展。科创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从2012年的13.81亿元增加
到2021年的50.56亿元，占全市财政支出比例从
3.0%提高到4.8%。科研投入大幅增加。加快布局
高能级创新平台。2021年，全市拥有国家、省、市
级重点实验室137家，比2012年增加100家；拥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8家，比2012年增加45家；企

业博士后工作站33家，比2012年增加13家。厦门
创新能力指数居全国72个国家创新型城市第12
位。

发展新动能茁壮成长。厦门不断完善“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市级高企-国家级高企”的全周期梯
次培育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2021
年，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801 家，比
2012年增加2046家。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明显。
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42.6%，增长19.9%，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幅8.0个
百分点，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作用显现。

创新发展成果显现。厦门已经形成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优
势企业和产业。2021年，全市国内专利授权量
3.65万件，比2012年增加2.91万件，增长3.9倍；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483件,比2012年增加326
件，增长2.1倍。至2021年末，每万人口有效发明
专利37.87件，比2012年末增加30.71件。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快速跃升。围绕创新药物、高性能
医疗器械研发、新冠疫情防控等方面，实施科技攻
关助力产业发展。培育出国产首支宫颈癌疫苗、
全球首个ROS1靶向药物伴随诊断试剂、全球首
支戊肝疫苗等一批标志性自主创新成果；以新冠
病毒检测为代表的体外诊断领域爆发式增长，我
市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冠抗原检测（POCT）试剂盒
获英国、欧盟各成员国认可。

十年间，厦门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持续壮大重点产业链（群），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厦门工业进入提质增效、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阶段，
工业规模稳步扩大，入选“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市”。工业企业数量规模明显提升。规上工业企业从2012
年的1503家增加到2021年的2537家。全市产值亿元以上
企业920家，其中10亿元以上133家、百亿元以上11家。产
业集聚效应显著。产业集群迅速发展，2021年，全市已拥有
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讯设备两条千亿产业链，分别实现工
业总产值1606.24亿元和1375.36亿元。电子和机械成为全
市工业主导产业，电子行业拥有了以集成电路、光电显示为
主的产业链，2021年，电子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的36.8%；机械行业形成了一批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专业
化厂家，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30.8%。新
产业发展强劲。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全市共有规模
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企业328家，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
47.2%。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占比最高，两大产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八成。

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厦门第三产业形成了以港口
物流、金融、软件和信息、旅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等为主的
产业格局。2021年，第三产业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65.1%，拉动GDP增长5.2个百分点。港口物流业平稳增
长。厦门港口货物吞吐量实现2.28亿吨，比2012年增长
32.1%，年均增长3.1%；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204.64万标箱，
比2012年增长67.2%，年均增长5.9%，居全球集装箱港口
13强，比2012年上升6个位次，入选全国首批港口型国家
物流枢纽。空港货邮吞吐量 29.78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9.7%，年均增长1.0%。金融业总体稳健发展。2021年，金
融业实现增加值865.50 亿元，比 2012年翻番，年均增长
10.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1.0%，比2012年提高3.1个
百分点。全市共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主体48家，比2012
年增加 9 家；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4767.47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15316.67亿元，规模分别
比2012年增长 1.7倍和 2.0倍，年均增长分别为11.7%和
13.0%。新经济领域表现活跃。厦门以现代信息、网络技
术为支撑的经济形态大量涌现，“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
域深入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市规模以上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66.12亿元。
互联网带动零售和快递业蓬勃发展，全市限额以上电商企
业通过互联网实现零售额591.99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22.9%，比2012年提高20.9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
81.98亿元，比2012年增长4.5倍，快递业务量5.91亿件，比
2012年增长7.0倍。旅游业稳步恢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背景下，厦门全力打造文化游、夜间游、乡村游、主题亲子游
等多种新型模式，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等主要指标稳步回
升。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8940.00万人次，比2012年增长
1.2倍；实现旅游总收入1301.00亿元，比2012年增长1.4
倍。会展业发展质量提升。会展业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效
应明显提升，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海峡论
坛、国际投资论坛、文化旅游会展产业发展大会、厦门国际
会展周等高端会议。全市举办展览104场，展览总面积
126.30万平方米。举办50人以上的商业性会议2981场，比
2012年增长29.6%，参加会议人数57.13万人，比2012年增
加7.13万人，增长14.3%。

投资形成有力支撑。厦门以“补短板、强基
础、稳投资、促转型”为重点，发挥投资关键作
用，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建设成效显著，为稳住
经济基本盘提供有力支撑。投资规模快速增
长，投资效应大幅提升。在国家稳投资、保增长
的宏观政策作用下，厦门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持续扩大，2021 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96.44亿元，比2012年增长1.0倍，年均增长
8.2%。施工项目大幅增加，项目投产率不断提
升。2021年，全市施工项目2125个，投产项目
857个，项目投产率达40.3%，比2012年提高
24.4个百分点。“三二一”产业投资格局不断巩
固，经济发展活力及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同翔
高新城金砖智能制造产业园、华东师范大学希
平双语学校、厦门国际创新智慧产业园等一批
重点产业项目加快签约落地建设，为高质量发
展赋能蓄力。

商贸市场积厚成势，主要指标扎实提高。
消费增长态势良好。厦门不断完善消费促进政
策体系，优化商业网点规划布局，鼓励发展平台
消费、智慧零售等消费新业态，大力培育品牌消
费，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城市商圈转型升级，
形成高中端多品牌矩阵。华润万象城、磐基中
心等高端商业综合体日趋成熟；便利店品牌化、
连锁化趋势明显，位列“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
数”第3名。举办厦门消费节和文旅消费季等
系列促销活动，消费品市场加快恢复。2021

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84.07亿
元，限上企业实现零售额1570.18亿元，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0.8%，比2012年提高2.4
个百分点。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亿元以上网络
零售企业58家。

外贸发展持续强化。厦门实施外贸自主
品牌培育三年行动，突出出口品牌发展，提升
品牌企业影响力，做大优势出口产业，开拓广
大新兴市场。2021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突
破 8000 亿元，达到 8876.52 亿元，年均增长
7.2%；出口4307.30亿元，年均增长4.6%；进口
4569.22亿元，年均增长10.6%。对主要贸易伙
伴进出口增速快于全国，厦门对东盟、美国和
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5.2%、25.7%、27.6%，均
快于全国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RCEP、金砖国家进出口快于全市平均水平，分
别增长28.7%、22.0%和20.7%。外贸综合竞争
力具有较大优势，获批全国进口贸易创新示范
区，外贸百强城市排名中厦门外贸综合竞争力
位居全国第七。外资保持对全省领先优势。
2021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1135个，实际使用
外资 186.36 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50.5%。至
2021年末，全市历年累计共有63个全球500
强公司。这些企业在厦投资114个项目，累计
合同外资 41.24 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外资
36.30亿美元。

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厦门集中财力办
好惠民实事，让市民共享特区改革发展的成
果。2021年，财政支出70%以上投入民生和
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至2021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
业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356.63、
457.20、273.22、270.33和270.90万人，分别
比 2012 年末增加 146.18、176.54、112.96、
109.88和121.18万人。提高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基础标准，城乡居民月人均基础养老金
由 2012 年的 189 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330
元，位居全省第一位。扎实开展企业用工服
务，积极推进多渠道灵活就业和创业，实施稳
岗就业政策，增强企业稳定用工积极性，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教育发展持续提升。2021年，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179.19亿元，是2012年
的 1.5倍。全市拥有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
1500所，比2012年增加329所；在校学生由
2012 年的 81.42 万人扩大到 2021 年的
107.12万人，专任教师由3.64万人增至6.41
万人。全市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定额标准不断
提高，小学从2012年的730元提高到2021
年的 1300元，初中从1110元提高到1600
元。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厦门持续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扩增医疗资源，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在全国领先。城乡居民医
保筹资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1140元。2021
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284
个，比2012年增加1049个，其中医院65家，
比 2012 年增加 27家；医疗机构实有床位
2.03万张，比2012年增加0.80万张；拥有专
业卫生技术人员4.06万人，比2012年增加
1.96 万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7.76
人，比2012年增加2.32人。居民主要健康
指标连续15年保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较好
水平，至2021年末，厦门市户籍人口人均期
望寿命81.10岁，比2012年末提高1.91岁。

通讯员 翟晨晨 杨邵玲 本报记者 沈彦彦

经济发展
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

深化改革
创新活力不断释放2 扩大开放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4

民生改善
市民获得感
不断增强

绿色低碳
城市品质再升级

2021年，全市共有1.10万个招商项目完
成商事登记，计划总投资1.76万亿元，落
地高能级项目462个、总投资3641亿元，
独角兽项目24个
2021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8000
亿元。全市历年累计共有63个全球500
强公司。这些企业在厦投资 114 个项
目，累计合同外资41.24亿美元，累计实
际使用外资36.30亿美元

●科创投入
2012年：13.81亿元
2021年：50.56亿元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2年：755家
2021年：2801家

●国内专利授权量
2012年：0.74万件
2021年：3.65万件

●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
2012年：7.16件
2021年：37.87件

●外贸进出口总额
达到8876.52亿元,年均增长7.2%
出口总额
达到4307.30亿元，年均增长4.6%
进口总额
达到4569.22亿元，年均增长10.6%

●常住人口
2012年：403万人
2021年：528万人

●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2年：37576元
2021年：67197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2年：13455元
2021年：29894元

●教育
全日制学校
2012年：1171所
2021年：1500所

●医疗
医疗卫生机构
2012年：1235个
2021年：2284个
床位
2012年：1.23万张
2021年：2.03万张

●GDP
2012年：2922亿元
2021年：7033.89亿元

●人均GDP
达到13.45万元

●财政总收入
2012年：739.46亿元
2021年：1530.21亿元

●三产结构
2012年：0.8：48.5：50.7
2021年：0.4：41.0：58.6

产业产业优化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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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实现增加值865.50亿元，比2012年翻番
金融机构主体
2012年：39家
2021年：48家

●旅游业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8940.00万人次，比2012年增
长1.2倍
旅游总收入
1301.00亿元，比2012年增长1.4倍

●会展业
举办展览104场
举办50人以上的商业性会议2981场，参加会议
人数57.13万人，比2012年增加7.13万人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12年：1503家
2021年：2537家

●现代服务业
2021 年，第三产业对全市 GDP 增
长的贡献率为65.1%

●港口物流业
货物吞吐量
实 现 2.28 亿 吨 ，比 2012 年 增 长
32.1%
集装箱吞吐量
为1204.64万标箱，比2012年增长
67.2%

●公园
2012年：81个
2021年：180个

●绿地面积
2012年：1.1万公顷
2021年：1.85万公顷

●节能降耗
单位GDP能耗比2012年下降25.5%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2年下降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