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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翟晨晨 本报记者 沈彦彦
昨日，厦门市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前

三季度厦门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我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积极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86.7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主要经济指标
保持平稳增长，经济增长新动能支撑有力，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固的良好态势。

农业生产
基本稳定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产值44.44
亿元，同比增长3.5%。从行业看，农、林、
牧、渔业稳步发展。农业产值同比增长
2.0%；林业产值同比增长56.8%；牧业产值
同比增长10.1%；渔业产值同比增长2.7%；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同比增长2.2%。从产
量看，主要农产品供给稳定。蔬菜总产量
39.79万吨，同比增长1.3%；生猪出栏29.58
万头，同比增长8.7%；家禽出栏367.95万
只，同比增长12.8%；水产品总产量4.89万
吨，同比增长2.5%。

工业生产
企稳回升

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6%。工业稳定增长的支撑
点，一是重点行业增速明显加快。新能
源、新基建等需求旺盛带动相关行业较快
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同比增长 6.8%，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2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9%，拉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个百分
点。二是新增企业带动作用增强。455
家新增（含“下转上”）企业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其中
32家新增企业产值规模已超亿元，有力
提振全市工业增长。

商贸业服务业
保持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限额以上批发业、限额以上
零售业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6.5%和
13.8%，限额以上住宿、限额以上餐饮业营
业额分别同比增长5.9%和26.4%。规模以
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快速增长。今年1-8
月，全市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 989.4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5.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
32.8%，拉动增长16.0个百分点；互联网软
件业同比增长23.4%，拉动增长8.9个百分
点。金融业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前三季
度，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拉动
GDP增长0.8个百分点，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8%。

前三季度我市GDP同比增长5.9%
市统计局发布2022年前三季度厦门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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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发业
销售额
同比增长26.5%

限额以上零售业
销售额
同比增长13.8%

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15.71亿元，同比增长9.8%

其中，完成制造业投资400.02亿元，同比
增长27.7%，拉动投资增长4.1个百分点

投资持续
稳步增长

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15.71亿元，同比增长9.8%。从行业看，
制造业投资高速增长。完成制造业投资
400.02亿元，同比增长27.7%，拉动投资增
长4.1个百分点。从拉动力看，十亿元以上
项目带动作用凸显。全市计划总投资超亿
元项目771个，完成投资1353.05亿元，占
项目投资的92.7%。其中，计划总投资超10
亿元项目135个，占项目投资的64.6%。从
增长点看，新项目生成成效显著。全市投资
项目新增入库894个，同比增长56.0%；新
增项目计划总投资1697.89亿元，同比增长
64.1%。其中新增项目计划总投资超亿元
项目182个。

消费品市场
有序复苏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043.33亿元，同比增长4.4%，比上半年
提高4.1个百分点。从构成看，限额以上拉
动作用明显。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1263.27亿元，同比增长9.4%，拉动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个百分点。从类别
看，重点零售商品持续回暖。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和汽车类分别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的25.4%和23.3%，分别同比增长
7.9%和3.6%，比上半年提升2.6和5.9个百
分点。

财政收支平稳
金融保障有力

前三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287.02亿元，同口径增长3.2%。其中，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5.24亿元，同口径
增长7.4%。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8.75
亿元，同比增长5.5%。9月末，全市金融机
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6494.8亿元，同比增长
10.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036.86
亿元，同比增长13.6%。

居民收入
持续增长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846元，同比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55461元，同比增长5.5%；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75元，同比增
长7.3%。

消费价格
总体稳定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
期上涨1.7%，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其中服务项目价格同比上涨1.2%;八大类
居民消费品中交通通信类涨幅最大，同比上
涨5.0%，其中交通工具用燃料类价格同比
上涨24.4%。

经济运行
稳中加固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686.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9%，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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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何黎程）
昨日，市行政审批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玉辉做客厦门市人民政府网“在线访谈”，
介绍我市通过“不见面审批”降低企业、群众
办事成本的相关情况。

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互联网+政务”取得突出成效，“不见面审
批”已成为企业、群众办理政务服务的首
选。申请人无需到政务服务线下场所、无需
与受理审批人员见面，通过网上办、掌上办、
自助办、邮寄办等四种办理渠道，就可以办
结事项的审批服务模式，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作为“不见面审批”的一个最重要途径，
政务服务“全流程网办”依托统一身份认证、
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实现数据

资源共享互认。目前，除涉密外的全市政务
服务事项100%网上可办、154项实现“秒批
秒办”。其中，市级“全流程网办”事项数
2705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到
88.54%。我市还积极推动市场监管、社保、
医保、不动产登记等重点领域“一件事”实现

“一网好办”。
陈玉辉表示，市行政审批管理局将进一

步创新审批方式，推进“秒批秒办”“一证通
办”“免证办”等工作；全面提升移动端服务
能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并全
部部署至“闽政通”；持续扩大“e政务”品牌
影响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自助办和跨
省通办；继续推动“双向邮递”模式实现群众
办事“一趟不用跑”，鼓励有条件的政务服务
机构减免政务服务办件收寄费用。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昨日，“创变出
海，决胜南洋”RCEP·金砖跨境电商出海
增长峰会在厦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针
对目前跨境电商的难点、痛点等问题进行
深度交流，跨境大商家、行业大咖代表等
300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由厦门市商务局、厦门市金
砖办指导，厦门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主办。
自金砖创新基地宣布成立以来，厦门市对
金砖国家的跨境贸易保持稳健增长。今
年1-8月，厦门市与金砖国家进出口总额
593.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26.16%，占
全市进出口额比重 9.78%，其中出口额
184.32 亿元、同比增加 31.42%；进口额
409.62亿元、同比增加23.93%。在相关
政策扶持下，厦门本地跨境电商卖家已超

过8000家，发展态势良好。
活动现场，相关部门代表和吉宏股

份等企业代表共同启动GiiMall赋U计
划·厦门站。据介绍，赋U计划汇聚了
GiiMall平台包括建站、支付、物流、流量
营销、广告营销等百万级权益，助力企业
打造品牌出海营销主阵地，帮助海西跨
境企业实现跨境出海业务的“超级增
长”。

会上，GiiMall相关负责人针对目前
东南亚SaaS平台的发展现状、产品的精
细化服务等问题进行详细解读，并分享了
GiiMall创新运营新功能。谷歌ads、米
多多等多家参会嘉宾也在现场分享了当
下如何在东南亚市场进行品牌净增、精准
布局营销矩阵等内容。

我省科技创新平台
首发“揭榜挂帅”榜单

拟引入外部创新力量与资
源来闽落地转化

本报讯（记者 张珺）日前，我省首次面
向全国发布2022年度“揭榜挂帅”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榜单。所谓“揭
榜挂帅”，即张榜公布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
和创新服务项目需求，广泛向全社会征集
外部创新力量与资源。

据悉，此次“揭榜挂帅”的榜单重点围
绕建设“电子信息产业中试（‘中试’即产品
正式投产前的试验）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需求牵头单位抛出“橄榄枝”，邀请省外企
事业单位牵头揭榜，并鼓励省内外科研单
位共同组成联合体，与福建省平台建设需
求企业联合申报项目。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产业转型升
级需要创新引领，但福建相关领域的创新资
源较薄弱，希望通过“揭榜挂帅”引入外部创
新力量提升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平台中试服务
水平，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与集聚，增
强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服务能力。

政务服务事项“秒批秒办”
已达 154项

涉密外的全市政务服务事项100%可网上办理

厦门本地跨境电商卖家
超过8000家
跨境电商出海增长峰会昨在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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