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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厦门经济运行平稳向好
GDP增长4.4％，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中有进

GDP

7802.7亿
本组文/
本报记者 刘艳 沈彦彦
通讯员 翟晨晨 林江斌

刘国栋
昨日，厦门市发改委、

厦门市统计局联合发布
2022年厦门经济运行“成
绩单”，市发改委党组书
记、主任孙建辉，市统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郭华生通
报解读我市经济运行情
况。

2022年，我市着力稳
主体、稳信心、促服务、促
改革，积极克服国内外各
种超预期不利因素影响，
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
展——实现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GDP）7802.7亿元，
增长4.4％，增速高于全国
1.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分
别 增 长 1.4% 、3.8% 、
4.7%，三次产业结构为
0.4∶41.4∶58.2，主要经济
指标保持稳中有进。

2022 年，我市 GDP
增速排名位居全国15个
同类城市首位，实现经济
总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新
的进位。

主要指标均明显回
升，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完成2450.8亿元，增
长4.3%；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2971.1 亿 元 ，增 长
10.2%；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2665.4亿元，增
长3.1%；外贸进出口完成
9225.6亿元，增长4%；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493.8
亿元，同口径增长4.9%；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3.8 亿元，同口径增长
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70467 元，增长
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2323 元，增长
8.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8，累计上涨1.8%。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
核定、可比较的指标中，我
市有9项指标增幅位居全
省前列。其中，商品房销
售面积、邮政业务总量和
房地产开发投资3项指标
增速全省第一；固定资产
投资、工业投资和公路总
周转量3项指标增速全省
第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水路总周转量、工
业用电量3项指标增速全
省第三。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等增速继续保持全国15
个同类城市前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2665.4亿元，增长3.1%；

我
市
主
要
指
标
明
显
回
升

1 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2022年，我市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R&D
经费投入强度预计达3.2%，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超过800家。工业质量稳步提升，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42.2%；新能源、新
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产值分别增长
40.7％和16.4%，新增中创新航、厦钨新能源、万
泰沧海3家产值规模超百亿元的企业，均属于战
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整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保持高位增长，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22.6%；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7.5%，
邮政业务总量增长17%。住宿业和餐饮业营业
额分别增长6.5%和10.1%，较去年上半年分别回
升15.5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

2 投资拉动作用显著

2022年我市始终把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
资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大逆周期投资力

度，建立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推进机制，全年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10.2％，分别高于全国、全省5.1个百
分点和2.7个百分点，为全市稳增长促发展发挥了
关键作用。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工业投资和基础设
施投资分别增长28%和19.9%，占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比重分别提高3.2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重大片区“主力军”作用加强，10个重大片区完成
投资额均超年度预期目标，累计完成投资2692亿
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接近9成。

3 项目工作全流程提速

去年我市项目储备持续壮大，全年按照高于上
年实际投资额3倍目标，策划生成项目1020个，总
投资6162.83亿元。全年新开工入库项目数和总
投资额分别增长38%和48.9％。重大项目加快推
进，470个市重点项目提前3个月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天马8.6代线等3个投资超百亿元项目开工建
设。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全年累计筹资超1300
亿元，有效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安居集团项目

成为全国首批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项目。

4 消费市场逐步回暖

去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1%，高
于全国3.3个百分点，增速较去年上半年回升2.8
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健康平稳，商品
房销售面积增长2.9％，增速排名全省第一。限额
以上汽车类消费零售额增长4%，高于全国3.3个
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52.1%。限
额以上社会消费品网络零售额增长15.6%。

5 外贸外资稳中提质

去年我市进出口总额9225.6亿元，规模居全
省第一。对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分别增长29.9%和12%。外贸新业态增长
迅速，保税物流进出口和新型离岸贸易外汇收支结
算分别增长21.2%、43.1％。实际使用外资结构优
化，制造业新设企业个数、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
资分别增长17.7％、16.3％和17.7％。

6 财政金融效益稳步提升

2022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493.8亿
元，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同口径增长4.9％；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83.8亿元，剔除增值税留抵
退税，同口径增长6.6％，增速排名全国15个同类
型城市第三；税性比71.4％，排名全省第一。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加大，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
余额增长11.3%，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普惠小微
贷款分别增长19.8%和28.1%。

7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2022年，我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9%；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排名全省第三。城镇新
增就业17.69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4.29万人，吸
纳7.81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有效应对国际输入
型通胀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1.8%,分别
低于全国、全省0.2个和0.1个百分点。

在昨日的2022年厦门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孙建辉，市统
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华生分别就各媒体关注的
热点进行精准解读。

关键词：进
经济总量继续提升

记者：2022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如
何评价2022年厦门经济运行的情况？

郭华生：2022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
境，在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厦门整体
呈现平稳较好的发展态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2022年一季度经济延续了2021年以来的走势，
GDP增速从2021年全年的8.1%到2022年一季
度的7.5%，整体实现较好的衔接，增幅比全国、全
省高2.7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经济基本面稳
定性较强。去年二季度以来我市加快推进国家、
省、市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顶住4月份
经济下行压力，5月份经济企稳回升，6月份经济
恢复态势进一步巩固，去年上半年全市经济增长
保持在合理区间，增长5.4%，比全国、全省高2.9

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去年三季度主要
经济指标进一步回升，前三季度GDP增长
5.9%，比上半年提升0.5个百分点。去
年四季度受疫情影响虽然增速有所回
落，GDP增长4.4%，但还是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增速居全
国15个同类城市首位，经济总量
继续提升，达到7802.7亿元。

关键词：新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

记者：我市经济整体呈现平
稳较好发展态势，请问有哪些亮

点？
郭华生：2022年，我市经济主

要有以下三个亮点：
一是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主要

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产品和新兴领域服务
业方面，新能源、新材料产值分别增长40.7%、
16.4%，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1.3倍、45.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15.1%。

二是结构优化稳步推进。工业领域，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四成，达到
42.2%；投资领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
资比重超七成，增长35.7%，快于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25.5个百分点。

三是内外需持续恢复。内需方面，消费市场
持续回暖，去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1%，比去年上半年回升2.8个百分点，消费升级
态势持续巩固，限额以上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
15.6%；外需方面，进出口保持增长势头，进出口
增长4.0%，对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29.9%和12.0%。

关键词：优
大项目提质增量

记者：去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2%，形
势总体较好，请您分析一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运
行过程中有哪些亮点？主要有哪些有效举措？

孙建辉：去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较
快增长态势，为全市经济增长、城市功能提升、汇
聚资源要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我市经济社
会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一是增速快。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2%，增幅比全国、全省分别高5.1个百分点和
2.7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省第二，充分发挥了固
定资产投资作为稳经济稳增长“压舱石”的作用。

二是质量升。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
同时，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工业、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两端发力，增势良好，增
速分别为28.0%和19.9%，占比提升，较前年分别
提高3.2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特别是引领产
业转型的技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大项目集中
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强劲，增速分别达
38.5%、35.7%和41.6%，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三是短板补。坚持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着力补短板惠民生。民生补短板项目
加快均衡布局，大力推动名校跨岛和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落地，去年全年教育、卫生领域投资快速
增长，增速分别为12.3%和13.8%，为跨岛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

四是项目优。大项目提质增量，建设全面加
速，天马8.6代、机场主体工程、轨道交通6号线
同集段等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达325个，
去年全年这些大项目共完成投资2250.3亿元，占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75.7%，其中，58个年
度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拉动作用尤为突
出，完成投资额占比达44.9%，投资带动引领作
用显著增强。

关键词：实
民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记者：民生方面备受社会大众关注。请问我
市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民生堵点、难点方面有
哪些亮点？

郭华生：我市民生保障水平一直都在不断提
高，具体可以用“三个持续”来体现。

一是民生投入持续增加。全年民生支出
780.72亿元，增长3.3%，占财政支出的71.7%。
重点投向教育、城乡社区事务、医疗卫生、社保和
就业等领域，特别是教育方面，为满足新增学位
需求，学校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建成76个中
小学幼儿园项目，新增学位8万个，新增32家普
惠性托育园。

二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全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7.05万元，增长4.9%；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23万元，增长8.1%，全体居民收
入保持全省首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保持同步。

三是社会保障持续增强。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全年我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7.69万人，其
中失业再就业人数4.29万人。在厦高校应届毕
业生就业落实率达95.7%。

七个特点展现经济活力与韧性

四个关键词看经济运行“厦门答卷”
市发改委、市统计局就热点进行解读

解读

制图/张平原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完成2450.8亿元，增长4.3%

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2971.1亿元，增长10.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2665.4亿元，增长3.1%

外贸进出口
完成9225.6亿元，增长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93.8亿元，同口径增长4.9%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3.8亿元，同口径增长6.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467元，增长4.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323元，增长8.1%

相关
本报记者 程午鹏 谢嘉迪 林钦圣
春节假期结束，人们纷纷踏上了返程旅途。

1月28日（正月初七）以来，我市迎来节后返程高
峰，交通枢纽出现大客流。昨日，记者走访铁路
厦门北站、厦门站了解到，市交通运输部门已增
派人手、增加信息化手段，引导旅客接驳城市公
共交通，保障抵厦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厦门北站：
简化安检流程 方便旅客出站

昨日下午 5 时许，载有六百余位旅客的
D3205次列车抵达终点厦门北站，外来务工人员
陈科是这批返厦大军中的一员。

“今年春节带两个小朋友一块回了南平老
家。假期结束，眼看临近开学，我就先把孩子们
一起带来了。”陈科父子三人，行李也真不少——
两个孩子的书包再加上行李箱、背包、行李袋
……大小包袱在过安检扫描仪后，陈科还要像

“对账”一般逐一检查行李是否遗漏。陈科坦言：
“一人带两娃，过安检可不太轻松。”

好在今年春运期间，厦门北站开通便捷换乘
通道，旅客简化安检流程——从厦门北站出站层
可直接进入地铁1号线，无须再次进行安检，从
列车站台到地铁站台全程步行只需4分钟，方便
了携带大件行李或多件行李的旅客通行。

“晚上10点左右，还有一批人流高峰，我们
已提前和交通部门进行联动，动态调整公交、出
租等公共交通运力，满足抵站旅客接驳换乘需

求。”厦门北站值班站长吴振斌表示，除了搭乘网
约车、巡游出租车离站外，推荐市民选择公交、
BRT、地铁出行。

数据统计，昨日厦门北站共发送旅客39450
人次，到达旅客64817人次，随着春运逐渐步入
尾声，车站到发客流量预计将逐步减少至日常工
作日水平。

厦门站：
动态显示换乘信息 满足旅客实时选择

昨日下午5时20分许，众多拖着行李的旅
客走出闸机，进入车站南、北广场。

在南广场巡游出租车等候区，已有10多辆
打着“空车”灯的车辆在此等候，旅客在安保人员
引导下乘车离开。等候区有多个屏幕显示“厦门
站——出租车乘客引导”信息，上面实时显示了
候车区的空车数量、旅客数量，以及预估等待时
间，方便旅客判断是否选择乘坐出租车，或者换
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离站。

记者留意到，该显示屏大多数预估等待时间
为1分钟，到傍晚6时30分，随着旅客增多、出租
车减少，预估的等待时间逐渐拉长到7分钟，部
分旅客选择到一楼乘坐网约车离站。

车站北广场外的BRT、地铁入口处，也有一

块大屏幕显示“BRT换乘地铁实时信息”，上面
显示了途经火车站的BRT、地铁车辆到站的实
时信息，大部分等待时间在9分钟以内。在自助
购票机前买票的游客张女士说，他们从江西来厦
门旅游，看了换乘信息后，还是选择在交通高峰
期乘坐地铁去酒店。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通过信息化手段引导
旅客接驳城市公共交通出行，交通运输部门还
在公交、地铁以及网约车接驳处增加安保和巡
查人员，实时掌握客流状况，调派巡游出租车、
网约车等公共交通运力赶赴现场，保障返程旅
客出行。

本报讯（记者 罗子泓 通
讯员 林坤山）昨日，正逢农历
正月初九，厦门朝宗宫与金门
料罗顺济宫共同举办“厦金同
祭天，福泽荫两门”祈福活动。

“金门的兄弟姐妹们，新年
好！我们在传统节日共同举行

‘拜天公’祈福活动，祝愿大家
平平安安、幸福多多。”活动现
场，朝宗宫管委会主任林招治
与料罗顺济宫主委谢荣芳进行
了视频连线。谢荣芳与当地乡
亲等在金门向大陆同胞拜年，

“祝大家万事如意！我们将争
取机会，到厦门和大家开展交
流。”

除两岸同胞外，来自俄罗
斯、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等地
的国际友人也参与了活动。“这
是我第一次参与闽南‘拜天公’
祈福活动，感受到了红红火火
的地道中国味儿，很难忘！”来
自俄罗斯的卡米拉说。

据悉，每年的农历正月初
九是“天公生”，在闽南，其热闹
程度不亚于除夕。民间俗谚

“天上天公，地下母舅公”就道
出了天公神格的高贵。朝宗宫
工作人员说，厦门金门“门对
门”，此次祈福活动不仅传递了
两岸人民在新春佳节对彼此的
美好祝福，也将两岸的血脉亲
情连接起来。

新春走基层

动态调整运力 保障返程客流离站
记者走访现场发现，旅客有序接驳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基本顺畅

面对节后返程大客流，市交通运输
部门表示，将充分发挥公交兜底保障、地
铁大运量运输、出租车机动灵活、客运应
急响应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特点，优化城
市公共交通与火车、飞机等对外交通的
衔接配合，全力保障广大市民乘客出行
平安、返程顺畅。

公共交通衔接配合
助力市民畅达出行

厦金视频连线
举办“拜天公”活动

厦门北站的旅客伴着夕阳余晖踏上站台厦门北站的旅客伴着夕阳余晖踏上站台。（。（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