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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7日)

2021 年，全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013.8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1 亿元，下

降 7.0%；第二产业增加值 77.4 亿元，下降 13.4%；第三产业增加

值 936.3 亿元，增长 7.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比重为

92.4%。三次产业结构为 0.01：7.64：92.35。按常住人口计算，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39264 元，比上年增长 11.0%。

二、工业、工业能源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0.9%。其中，规模以上

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1.1%，规模以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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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其中，

制造业总产值增长16.8%，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总产值增长 3.1%，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82.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7.9 元，比上年下降 7.2 元。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0.7 亿元，增长 79.6%。分门类

看，制造业实现利润 0.2 亿元，增长 110.0%；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0.9 亿元，增长 74.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14.8 万吨标准煤，其中，

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 87.2%，比上年增加 0.2 个百分

点。

全年具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建筑业资质的独立核算建筑业企

业共 317 家。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55.9 亿元，下降 18.3%；建筑业

总产值 216.1 亿元，增长 4.4%；全年资质内建筑业企业共签订工

程合同额 496.1 亿元，下降 13.1%；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72.9 万

平方米，下降 8.0%；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174.6 万平方米，增长

15.5%；利润总额 4.0 亿元，增长 263.6%。

三、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29.2%。其中，建设项目投资下

降 25.9%，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32.3%。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内

资企业投资下降 33.5%，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77.6%；港澳台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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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长 15.8%，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5.4%；外商投资下降 37.3%，

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7.0%。按产业分组，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2.3%，

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9.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38.7%，占全年固

定资产投资 80.7%。全年新增固定资产增长 46.0%。工业投资下降

12.3%。高技术产业投资下降 72.4%。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28.5%。

民间投资下降 28.7%。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9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32.3%。其中，

住宅建设投资 70.9 亿元，下降 30.6%。房屋施工面积 871.8 万平

方米，增长 11.9%；房屋竣工面积 107.0 万平方米，增长 307.1%。

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93.5 万平方米，增长 841.2%。商品房销售面

积 79.4 万平方米，下降 3.2%。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62.5 万平方

米，下降 17.1%；商品房销售额 142.4 亿元，下降 3.6%。其中，

住宅销售额125.1亿元，下降9.0%。全年土地购置费累计上报18.8

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20.6%，占比较上年降低 30.7 个百分点。

四、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7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其中，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529.8 亿元，增长 10.4%；

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145.2 亿元，增长 11.6%。限额以上单位全

年实现零售额 232.9 亿元，增长 13.4%，限额以下单位全年实现零

售额 442.1 亿元，增长 9.1%。全区成交额超亿元的商品交易市场

4 个，全年实现交易额 17.4 亿元，比上年下降 9.3%。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18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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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其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实现零售额 37.7 亿元，

增长 4.6%；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32.8 亿元，增长 17.9%；粮油、食

品类实现零售额17.9亿元，增长22.6%；日用品类实现零售额15.6

亿元，增长 8.6%；文化办公用品类实现零售额 14.1 亿元，增长

10.9%；中西药品类实现零售额 13.6 亿元，增长 16.3%；金银珠宝

类实现零售额 11.9 亿元，增长 45.1%；化妆品类实现零售额 5.7

亿元，下降 8.3%；石油及制品类零售 4.7 亿元，增长 41.4%；烟

酒类实现零售额 4.3 亿元，增长 12.7%。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单位

实现零售额 50.1 元，增长 10.2%。

五、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18.3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出口总

额13.8亿元，进口总额4.5亿元。全区实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共计195家，其中出口企业122家，进口企业73家。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11家，全年累计派出劳务人员251人。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16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6.9%。新批外商投资

企业29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15家，外商独资企业14家。注册

资本总额4190万美元。其中，外资额3852万美元，下降40.0%。

六、旅游业

年末全区共有旅游星级酒店 12 家。其中，五星级酒店 3 家、

四星级酒店 5 家、三星级酒店 4 家。旅行社 104 家。区内有旅游

景区点 28 处。其中，民俗文化旅游景点 4 处、红色景点 4 处、休

闲主题 12 处、文化广场 4 处、动态旅游景点 2 处、博物馆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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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3A 旅游景区 2 处——宋雨桂艺术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

念馆。国家级 4A 旅游景区 1 处——老北市景区。

七、财政与税收

全年区级财政收入 109.1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79.9 亿元，比上年下降 9.9%。税收收入 74.2 亿元，下

降 8.7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92.9%。在各项税收中，

增值税 25.3 亿元，增长 3.0%；企业所得税 16.7 亿元，增长 7.3%；

个人所得税 6.4 亿元，增长 38.6%；房产税 5.9 亿元，增长 14.1%；

城市维护建设税 4.0 亿元，增长 8.3%；契税 6.2 亿元，下降 31.2%；

土地增值税 6.1 亿元，下降 50.0%；城镇土地使用税 1.4 亿元，下

降 71.1%。在区级财政收入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29.2 亿元，增长

28.6%。

全年区级财政支出 69.1 亿元，比上年下降 4.3%。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47.4 亿元，增长 0.3%。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

育支出 8.3 亿元，下降 2.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4.2 亿元，下降

7.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5 亿元，增长 5.4%；卫生健康支出

4.2 亿元，增长 24.0%。在区级财政支出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1.7 亿元，下降 13.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 18.3

亿元，下降 17.0%。

八、城市建设

云龙湖跨浑河桥接线路工程。本年度 2.3 公里主线道路全部

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6080 万元，现已完成工程验收并开放交通。

浑河南岸滨水路西延长线框构桥工程。今年工程 1#-3#三座独体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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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桥主体结构完成建设任务。220kV 沙浑南、北及 66KV 浑德、浑

于高压线入地工程。该工程共涉及 5 条高压线路迁改，其中，2

条 220 千伏（沙浑南线、沙浑北线）、3 条 66 千伏（浑德线、浑

于甲线、浑于乙线）。架空线路入地总长度约 11 公里，配套建设

5.2 公里电缆隧道，敷设 42 公里电缆。沈阳市重点建设项目“两

环十横十纵”街道更新工程（示范段）。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

西起方型广场，东至青年大街，全长 1.55 公里，红线宽度 40-45

米。砂山体育公园综合改造项目。该项目分为三个标段，其中三

标段完成电力增容的全部施工内容，并通过电业局验收。

摆放鲜花 20160 盆，街路摆放花箱 600 余个，街路栽摆鲜花

107.04 万钵，30 余处立体花坛栽摆鲜花 11992.1 平方米；新建 13

处口袋公园共计 15534 平方米；新建 2.5 万平方米社区公园一处，

位置在长白南昌中学南侧。对领事馆绿地及南运河（和平段）北

岸新建栈道。

在满融地区规划路两侧 16 万平方米的规划绿地内，栽植乔木

1 万余株，新建园路一条。共栽植乔木 8112 株（其中果树 1200

株）、灌木 240 株、绿篱 57875 株、草坪 4169 平方米。

九、环境保护

扎实有效组织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推动沈阳祥运热力有

限公司完成 5 台 100 吨燃煤锅炉烟尘超低排放改造；和融热力新

村热源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完成 40 吨以下燃煤锅炉拆

除联网和清洁能源改造。推动 3 家混凝土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提标

改造。对辖区 7 家加油站完成油气回收装置和在线监控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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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全区 PM2.5 平均浓度为 39.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7.0%；

PM10 平均浓度为 65.5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在辽宁省大

气污染重点区域最新排名中，和平区北部位列全省第十，改善率

7.0%。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创近五年来最佳。

扎实组织实施水污染环境整治。全区水环境质量浑河干流砂

山断面（国控断面）各项考核指标均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Ⅳ类标准。白塔堡河曹仲屯断面（省控段面）各项指标均达到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Ⅴ类标准。北沙河浑南总干和平出境断

面（市控）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Ⅴ类标准。

扎实组织开展环境噪声污染整治。我区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

57.8 分贝，夜间等效声级为 48 分贝，符合国家昼夜声环境质量

II 类标准，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扎实组织开展项目审批服务。

注重强化项目审批的服务意识，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共完成 11 个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十、科学技术

年末有驻区高等院校 6 个；2021 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数）

797 家，比上年增长 37.4%；高新技术企业 305 家，增长 25.0%，

营业收入实现 173.9 亿元，增长 64.0%；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74

个、工程与技术中心 26 个，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与工程与技术中

心 104 个；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78 个，其中国家级 2 个；市级以

上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6 个；全区众创空间及创

业孵化基地 20 个，国家级 10 家，省级 3 家，总面积达 18.1 万平

方米；登记技术合同 1321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28.17 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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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31.2%。

十一、教育和卫生

年末共有普通小学23所，初中7所，高中6所，特殊教育学校1

所。在校学生中，小学生46901人，初中生21823人，高中生8544

人。有幼儿园110所。其中，教育部门办园17所，社会力量办园93

所，3-5岁在园儿童17302人。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及毕业

率均为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8.5％。2021年和平区中考平均

分638.5分，连续二十三年居全市第一。

年末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含卫生室、医务室）490个。其

中，医院45个，急救中心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站)2个，妇幼

保健机构2个，卫生监督机构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9所。

各类卫生机构拥有病床18462张。卫生技术人员23333人。其

中，执业医师9010人，执业助理医师143人，注册护士11077人。

十二、文化和体育

高度重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建设 2 个城市书房，10 个街道

各建设 1 个城市书屋。城市书房、书屋建设突出数字图书馆分馆

建设特色。其中，三好街 96 号城市书房和北岸书屋代表沈阳市城

市书房和书屋建设优秀成果，多次接待市级各部门以及兄弟区县

的参观和学习。老北市书房引入汉字文化项目，是国内首个汉字

传播文化主题书房，也是国内首个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与书房融合，

打造公共文化＋文化产业＋研学活动为一体的都市文化地标。举

办第六届沈阳（和平）龙抬头文化节，深度践行以文化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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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文商旅体融合的区域经济发展。通过旅游咨询、产品推介等

形式，在活动现场共发放旅游产品宣传单共计 1 万余份，签订旅

游意向书 300 余份。借助建党 100 周年的契机，积极踊跃开展“品

质社区”文体板块建设活动，累计开展文体活动 155 项，参与人

数 4600 人次。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明确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与区内相关部

门确认收集上报和平区文化产业项目，与市文旅局产业处确认 14

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全面推进和平区文化产业。建设沈阳新经

济数字文创产业园，由君弘兆业引进先进地区的经营理念，在北

约客置地广场 25 层的基础上，增加了 49 层的 3000 平方米，入驻

文化创意企业及工作室共 20 家，主要为在新经济领域中的数字文

化企业，园区整体营业收入达 2844 万元，带动和拉动文化创意产

业人才就业 300 余人，获得了辽宁省首届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称号。扶持 VR 文化产业。由金数集团联合沈阳 VR 产业联盟、

沈阳市智能应用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建立沈阳 VR 文创产业园。挖

掘申报 4 个文化产业园，分别是老北市文化产业园、k11 购物艺术

中心、沈阳 VR 文创产业园、沈阳市新经济文创产业园。

推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发展，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 100 余次。举办第七届沈阳“和平杯”国际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共有来自本市的 80 支球队，分期、分批的参与到 7

个组别的竞赛角逐。完成 1500 余人的国民体质测试任务，进一步

完善了我区国民体质监测系统数据库。对负责的晨晚练活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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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余件现有健身器材安排专人进行巡查，全年累计巡查 120 余

次，发现并维修损坏健身器材 131 件。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636 元，比上年增长 6.6%。

全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615256 人（次），发放失业金 9671

万元。

为全区低保户 3091 户、3824 人，发放低保金 3385 万元，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由平均715元/人/月提高到平均740元/

人/月。全年共为困难群众发放各类救助金 90.6 万元。

全面落实《沈阳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共发放各类补贴类

资金 2789 万元，新建 6 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 3 个社区养

老服务站。全区养老机构 14 个，现有养老床位 2603 张。

全区共有 90 岁以上高龄老人 4906 人。其中，百岁老人 77 人，

全年共发放高龄补贴 1802 万元；全年共为 5494 名残疾人发生活

和护理补贴 679 万元；全年共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 29.9 万

元，建设补贴 53 万元，发放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运营补贴 124.4 万

元。

十四、人口与就业

年末户籍人口 78.2 万人。人口出生率 6.1‰，出生人口性别

比 109；死亡率 7.7‰；自然增长率-1.5‰。

全区“四上”及房地产开发单位期末人数 213152 人，比上年

增长 1.9%。其中，在岗职工 193435 人，增长 1.3%；劳务派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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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13525 人，增长 13.6%；其他人员 6192 人，下降 0.3%。全区“四

上”及房地产开发单位工资总额 214.3 亿元，增长 4.7%。其中，

在岗职工 204.6 亿元，增长 4.3%；劳务派遣人员 7.7 亿元，增长

19.3%；其他人员 2.0 亿元，增长 3.6%。

城镇新增就业 16181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量 11807 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1685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数 1652 人。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 3.9 亿元。

十五、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务环境更加便捷高效。持续推进“一

网一门一次”改革，推广“综合窗口”审批模式，变“一门式服

务”为“一窗式服务”，实现“一窗”办一类事、办所有事。全

区 33 个职能部门 2793 项事项全部纳入管理平台，依申请类和公

共服务类事项 983 项，全部为可网办，并全部可进厅办理，全程

网办事项由年初的 31%提升至 100%。

持续深化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行联合审图、多测合一、告

知承诺等改革措施，变“坐等审批”为立项备案时限“7”变“1”

的“超前审批”模式，实现重点项目“策划即生成”、轻资产项

目“立项即办结”。在全市率先实现 120 个重点项目审批手续 100%

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从立项到竣工验收最长40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等 12 大类、150 余个工程建设项目依托

工程审批系统实现并联审批。

把主动为企群服务作为鲜明工作导向。制作《企业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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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问百答》、《2020 年沈阳市扶持企业发展政策文件汇编》，积

极组织全区 1021 名服务干部进行线上学习 2000 余次。开展“万

人进万企”“一联三帮”送政策进企业专项行动，实地走访送“政

策包”862 家，发送电子版“政策包”644 家，解决企业诉求 53

件。

注：1、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为季报数据，贸易业、房地产业数据为月

报数据，其它专业为年报数据。

2、本公报中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等数据系相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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