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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和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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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区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各项社会事业不断

进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一、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525342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08604万元，增长 2.2%；

第二产业增加值 267668万元，增长 9.7%；第三产业增加值 749070
万元，增长 10.1%。三次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8、1.9和 4.3个百

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3.3:17.6:49.1。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3912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0.9%。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523280万元，比上年增长 2.2%。其中，

农业增加值 180507 万元，下降 0.1%；林业增加值 351万元，下降

50.4%；牧业增加值 137118 万元，增长 7.5%；渔业增加值 190628
万元，增长 1.3%；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4676万元，增长 2.6%。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58083.38 公顷，粮食总产量 576231.47
吨，比上年增加 32290.72吨，增长 5.9%。其中，水稻播种面积 57368.8
公顷，产量 571587.85 吨，增加 37771.6吨，增长 7.1%；玉米播种

面积 605.7公顷，产量 4409.59吨，增加 31.09吨，增长 0.7%；大豆

播种面积 108.88公顷，产量 234.03吨，减少 3011.97吨，下降 92.8%。

全年经济作物播种 5455.64公顷，比上年下降 9.22%；经济作物

总产量 204627.21吨，增长 0.23%。园林水果面积 431.42 公顷，水

果产量 10768.98吨，增长 0.01%；芦苇产量 86000吨，下降 0.86%。

全年肉类总产量 36969 吨。其中，猪肉产量 6766.63 吨，牛肉

产量 133.42 吨，羊肉产量 134.62 吨，禽肉产量 29934.34 吨。全年

生猪出栏 76147头，牛出栏 831头，羊出栏 5669只，家禽出栏 1440.8
万只。牛奶产量 6118.38吨，禽蛋产量 8864.53吨。

全年海、淡水养殖面积 91.32万亩，增长 4.21%。其中，海水养

殖面积 16.6 万亩，持平；淡水养殖面积 74.72万亩，增长 5.20%。

全年水产品产量 159002吨，减少 128吨，下降 0.08%。其中，海水

产品产量 50000吨，增加 20吨，增长 0.04%；淡水产品产量 109002
吨，减少 148吨，下降 0.14%。

全年植树 142379株。

全年机耕面积 58000 公顷。全年化肥施用量（折纯）17336.84
吨。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236009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1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3.4%。

分门类看，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3.5%，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0.5%。

分行业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1.0%，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52.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增加值增长 5.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1.2%；农副食

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1.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8.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7.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为 5.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23.1%，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5.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中，非织造布（无纺布）

2.7万吨，比上年增长 105.4%；精制食用植物油 5.7万吨，增长 15.7%；

商品混凝土 81万立方米，增长 25.4%；饲料 11.1万吨，增长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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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 3.8万平方米，增长 35.8%；鲜、冷藏肉 4.2万吨，增长 28.2%；

钢结构 1.8万吨，增长 11.0%；水泥 120.4万吨，增长 18.4%；石墨

及碳素制品 7.8万吨，增长 1.5%；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1035.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7.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476366万元；产品销售

率 98.6%。

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33850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增长 0.7%。全年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

业共签订工程合同额 157108.2万元，比上年下降 2.4%；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 107376.1万元，增长 3.0%。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1.3 万

平方米，下降 46.7%。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21.6%。其中，建

设项目投资 218641 万元，增长 49.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48.5%。

全年第一产业投资 11661 万元，下降 14.8%；第二产业投资

157594万元，增长 87.3%；第三产业投资 281358万元，增长 3.2%。

房地产开发投资 231972 万元，比上年增长 3.7%，其中住宅投

资 188468 万元，增长 0.9%；办公楼投资 1456 万元，增长 7.9%；

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22477万元，下降 10.7%。全年房屋施工面积 146.9
万平方米，增长 4.2%；待售面积 31.7万平方米，增长 8.1%。商品

房销售面积 26.3万平方米，增长 16.5%；商品房销售额 110386万元，

增长 17.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26.5万平方米，增长 17.0%。

五、国内贸易

全年商品销售额 1318625.9万元，比上年增长 36.4%。其中，批

发业销售额 1087253.4万元，增长 48.0%，完成增加值 35260万元，

增长 47.0%。零售业销售额 231372.5万元，下降 0.3%，完成增加值

42537万元，下降 0.6%。住宿业完成增加值 677万元，下降 31.8%。

餐饮业完成增加值 20715万元，下降 37.0%。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7196.3万元，比上年下降 9.3%。按

经营地统计，城镇零售额 79444.7 万元，下降 19.6%；乡村零售额

407751.6 万元，下降 7.0%。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 460322
万元，下降 7.2%；餐饮收入额 26874.3万元，下降 35.4%。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全年粮油、食品、饮料、烟酒

类零售额 1453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2.4%；金银珠宝类零售额

2076.5万元，增长 85.8%；日用品类零售额 771.8万元，下降 6.6%；

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9208.8万元，下降20.2%；汽车类零售额49726.9
万元，增长 2.3%。

六、对外经济贸易

全年进出口总额 4.05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88.2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20.6%。

全年实际到位内资 20.65亿元，比上年增长 1.5%。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完成增加值 35153万元，比上年增长

4.6%。

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运量 570.8万吨；货物周转量 12874.7
万吨公里。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 381.8万人次；旅客周转

量 6289.2万人公里。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9260.6万元，比上年增长 11.2%。在邮政业

务总量中，全年函件 29311件，包裹业务 1180877件，快递业务量

1162928件，快递业务收入 633.77万元。全年电信业务总量 2469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5.2%。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5.4万户，下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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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用户 36.8万户，下降 17.8%；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3.2万
户，增长 38.5%。

年末旅行社 11家，全年接待游客 384.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8.3
亿元，民宿接待床位 4600余位。

国家 A级旅游景区 9家，其中 5A级景区 1家；4A级景区 2家；

3A级景区 6家。

八、金融、保险

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523558万元，比年初

增加 224936万元，增长 9.8%。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523264
万元，比年初增加 228141 万元，增长 9.9%。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 1927533万元，比年初增加 319765万元，增长 19.9%。

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346055万元，比年初增加 6492万元，增长 1.9%。

全年保险保费收入 19510.5万元，比上年增长 20.0%。其中，人

寿险保险保费收入 10300 万元，增长 28.8%；财产险保险保费收入

9210.5万元，增长 11.5%。支付各类赔款和给付总额 5833.9 万元，

增长 18.1%。其中，寿险业务赔付 847.8万元，增长 182.6%；财产

险赔付支出 4986.1万元，增长 7.5%。

九、财政和税收

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32662万元，比上年增长 2.0%。其中，

税收收入 110532万元，比上年增长 2.1%。在税收收入中，增值税

52516万元，增长 14.9%；企业所得税 9268万元，增长 2.3%；个人

所得税 2107万元，增长 44.6%。

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82862万元，比上年增长 0.6%。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2631 万元，增长 10.7%；教育支出 41947 万

元，下降 20.0%；农林水支出 71242万元，下降 4.9%；卫生健康支

出 21329万元，增长 20.9%；住房保障支出 8678万元，下降 3.2%；

科学技术支出 74万元，增长 19.4%；节能环保支出 6948万元，下

降 21.8%。

全年各项税收 179616万元，比上年增长 2.8%。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 1923人，在校生 3068人，毕业生

1793人。普通高中招生 998人，在校生 3589人，毕业生 1864人。

初中招生 2409人，在校生 8424人，毕业生 2917人。普通小学招生

2947人，在校生 17084人，毕业生 2666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8595
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8.5%，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95.2%。

全年有效发明专利 375件。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有文化馆（站）17个，公共图书馆（室）29个，图书馆藏

书 25.1万册。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

率 100%。

年末有各类卫生机构 329个，其中，医院 8个，卫生院 18个，

妇幼保健站（所）1 个，卫生防疫和防治机构 2 个，卫生监督所 1
个，村（社区）卫生所 191个，个体诊所 108个。年末各类卫生机

构拥有病床 2252张，卫生技术人员 1279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

助理医师 652人。

全年在省内外各项比赛中，大洼籍运动员获得金牌 5枚、银牌

1枚，铜牌 1枚。

十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总户数 130788户，户籍总人口 355625人，其中，城

镇人口 152577 人，占全区人口比重 42.9%；乡村人口 2030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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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区人口比重 57.1%。男性人口 176354 人，占全区人口比重

49.6%；女性人口 179271 人，占全区人口比重 50.4%；0—17 岁人

口 48170人，占全区人口比重 13.5%；18—34岁人口 75094人，占

全区人口比重 21.1%；35—59 岁人口 146141 人，占全区人口比重

41.2%；60 岁及以上人口 86220 人，占全区人口比重 24.2%。全年

出生人口 1743人，其中一孩 1089人，二孩 604人。

全社会全年用电量 218314万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2.5%。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105元，比上年增长 3.4%。

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39737人，农村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 75518人。城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78824人；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63625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40336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4282人。

年末全区公办养老机构 9 个，拥有床位 456张，收养 238人；

民办养老机构 14 个，拥有床位 800 张，收养 211人。年末有 2623
人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十三、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城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供水普及率和

燃气普及率均达到 100%。全区森林覆盖率 1.54%。

全年城镇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为 308天，优良天数比例

为 84.2%。其中，环境空气优级天数为 108天。

全年未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道路交通事故 536起，死亡 35
人，伤 204人；火灾事故 453起，无人员伤亡。

注释：

1.本公报中 2020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指标数据在年报

时可能还有调整。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按

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企业法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为 500万元及以上项

目；限额以上批发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

批发业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零售业统

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企业、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

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

4.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

进行了修订，2020年数据以修订后数据为计算依据。

5.可比口径指成立 1 年以上，且同期数据不为零，正常营业的

企业。

6.部分数据包括辽东湾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