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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沈阳市和平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和平区统计局

(2023 年 5 月 31 日)

2022 年，全区上下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区经济顶住

下行压力，实现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民生福祉有力保障，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和平振兴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032.8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0.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1 亿元，

下降 20.8%；第二产业增加值 79.8 亿元，下降 9.1%；第三产业

增加值 952.9 亿元，增长 1.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比

重为 92.3%。三次产业结构为 0.01：7.73：92.26。按常住人口

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41097 元，比上年增长 1.3%。

年末户籍人口 78.8 万人。人口出生率 5.1‰，出生人口性

别比 108.56；死亡率 8.7‰；自然增长率-3.6‰。

城镇新增就业 16801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量 11081 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0590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数 180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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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1.9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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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其中，规模以

上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11.2%，规模以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4.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其

中，制造业总产值下降 12.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总产值增长 9.4%，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87.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73.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8.8%；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7.4 元，比上年下降 0.5

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1 亿元，下降 13.3%。分

门类看，制造业实现利润 0.2 亿元，下降 23.6%；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3.3 亿元，下降 10.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10.1 万吨标准煤，其中，

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 83.7%，比上年下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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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家。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51.8 亿元，下降 14.9%；建

筑业总产值 186.7 亿元，下降 13.6%；全年资质内建筑业企业共

签订工程合同额 333.3 亿元，下降 32.8%；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871.8 万平方米，下降 18.7%；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156.6 万平方

米，下降 10.3%；利润总额 3.1 亿元，下降 22.5%。

三、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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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0.2%。其中，建设项目投资

增长 48.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9.2%。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

内资企业投资增长 23.0%，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86.7%；港澳台

商投资下降 27.7%，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0.1%；外商投资下降

49.1%，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3.2%。按产业分组，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 33.6%，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23.4%；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6%，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76.6%。全年新增固定资产下降

18.4%。工业投资增长 33.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8.2%。基础

设施投资增长 37.3%。民间投资下降 29.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6.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9.2%。其中，

住宅建设投资 47.3 亿元，下降 33.3 %。房屋施工面积 665.5 万

平方米，下降 23.7%；房屋竣工面积 37.9 万平方米，下降 64.6%。

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23.6 万平方米，下降 64.6%。商品房销售

面积 26.7 万平方米，下降 66.4%。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6.6 万

平方米，下降 73.5%；商品房销售额 45.5 亿元，下降 68%。其中，

住宅销售额 35.4 亿元，下降 71.7%。全年土地购置费累计上报

15.4 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23.9%，占比较上年降低 17.9 个百分

点。

四、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43.7 亿元，比上年下降

4.6%。其中，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517.3 亿元，下降 2.4%；

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126.4 亿元，下降 13.0%。限额以上单位

全年实现零售额 228.0 亿元，下降 6.0%，限额以下单位全年实

现零售额 415.6 亿元，下降 4.0%。全区成交额超亿元的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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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市场 4 个，全年实现交易额 16.7 亿元，比上年下降 4.0%。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184.7 亿元，比上年下降

4.0%。其中，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31.2 亿元，下降 5.3%；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实现零售额 30.1 亿元，下降 20.1%；粮油、

食品类实现零售额 30.0 亿元，增长 20.5%；日用品类实现零售

额 14.1 亿元，下降 12.9%；文化办公用品类实现零售额 13.6 亿

元，下降 6.2%；中西药品类实现零售额 13.0 亿元，下降 3.6%；

金银珠宝类实现零售额 11.9 亿元，下降 0.5%；烟酒类实现零售

额5.5亿元，增长12.4%；石油及制品类零售4.9亿元，增长4.9%；

化妆品类实现零售额 4.3 亿元，下降 24.6%。限额以上住宿餐饮

业单位实现零售额 43.4 元，下降 13.6%。

五、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 21.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其中，出

口总额 17.4 亿元，进口总额 3.65 亿元。全区实际开展进出口业

务的企业共计 238 家，其中出口企业 158 家，进口企业 80 家。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 12 家，全年累计派出劳务人员 595 人。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9514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128.5%。新批

外商投资企业 18 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 6 家，外商独资企业

11 家,合伙企业 1 家。注册资本总额 886 万美元。其中，外资额

303 万美元，下降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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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家。区内有旅游

景区点 36 处。其中，民俗文化旅游景点 5 处、红色景点 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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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主题 13 处、文化广场 4 处、动态旅游景点 3 处、博物馆 4

处。国家级 3A 旅游景区 2 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宋雨桂艺

术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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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 亿元，比上年下降 14.1%。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8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税收收入 76.1 亿元，

增长 2.5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90.5%。在各项税收

中，增值税 21.5 亿元，下降 15.2%；企业所得税 16.4 亿元，下

降 1.8%；个人所得税 6.0 亿元，下降 6.6%；房产税 5.4 亿元，

下降 9.6%；城市维护建设税 3.3 亿元，下降 17.6%；契税 5.2 亿

元，下降 15.9%；土地增值税 14.4 亿元，增长 137.1%；城镇土

地使用税 1.3 亿元，下降 11.8%。在区级财政收入中，政府性基

金收入 9.6 亿元，下降 67.1%。

全年区级财政支出 59.7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7%。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7.1 亿元，下降 0.6%。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中，教育支出 9.6 亿元，增长 18.2%；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4.8 亿

元，增长 1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2 亿元，下降 1.9%；

卫生健康支出 6.5 亿元，增长 56.5%。在区级财政支出中，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2.5 亿元，下降 42.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支出 9.4 亿元，下降 48.2%。

八、城市建设

中华路街路更新工程。完成市政排水管线 80m、雨水 D300

管线 95m，及市政电排管线、人行道铺装、回填种植土、主路翻

建工程，完成投资约 1550 万元；中山路街路更新工程。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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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燃气管线 100m、市政热力管线 60m、人行道铺装基础层 10000

平方米、电力管线 1900m、边石 3000m、天桥拆除工作，完成投

资约 950 万元；太原南街街路更新工程。完成市政电力管线敷设、

非机动车道路床、级配、水稳、机动车道翻建、机动车道铣刨盖

被、非机动车道边石砌筑，及浇筑混凝土 849m、铺设火烧板 5000

平方米，完成投资约 805 万元；完成奉天市委旧址、中山路 6、

7#、12-1 号地块协议搬迁前期摸排、资金测算工作及 6#地块民

族北街 61 号地块、中共市委旧址地块、柳州街 19 巷 4 号地块

140 户的装户图、预估测算表，掌握相关房产诉求；完成 6、7#

地块中山路沿街商户搬离工作；中山路 38 号（景德镇瓷艺）、

中山路 40 号（天士力大药房）施工围挡封闭，进行历史建筑外

立面牌匾、违建建筑等拆除工作；浑河南岸滨水路西延长线—框

构桥工程（和融桥）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建成通车，该项目总投

资 7200 万。好项目打通了区域“断头路”，实现了和平湾与长

白岛交通的 2 分钟无缝对接；聚焦群众期盼，长白南路给水改造

工程于 6 月中旬开工，总投资 1143 万元。于 9 月初实现按期通

水使用，该项目投入运行后极大改善长白岛东南部区域供水能

力；满新线道路工程一标段跨区施工，历史积压问题得以解决；

该工程于 2022 年 9 月上旬进场施工，一标总投资 1910 万元；长

白二街、三街等给水工程接续实施，着力改善区域供水条件，项

目总投资 1260 万元。

九、环境保护

污染防治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向

好。推进沈阳祥运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完成 4 台 100 吨燃煤锅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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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排放改造，推进德力供暖音乐学院锅炉房拆除工作，完成环保

炉具替换 286 户，实施搬迁 168 户。对辖区 4 家包装印刷企业实

施“一厂一策”管理并推进完成污染治理设施升级改造；7 家加

油站已全部完成在线监控系统安装。稳步打好净土保卫战。

切实维护环境安全。检查医疗单位 72 家次、隔离酒店 29

家次，确保医疗废物安全处置。开展空气质量保障等帮扶执法及

日常执法检查共 1468 家次，下达责令整改 31 件，立案 19 件，

收缴罚款7.577万元。开展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检查229家次，

监督企业落实环境保护要求。组织处理 12369、12345 等平台环

境信访案件 3573 件次。1 件信访案件办理获 12345 平台评定为

10 星级案件荣誉称号。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了和平湾区域评估，并投入应用。

完成了 8 个项目的“一本制”准入。完成建设项目登记表备案

323 个。完成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 10 个。完成各部门联合

审批项目 99 个。

十、科学技术

年末有驻区高等院校 6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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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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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个；全区众创空间及创业孵化基地 20 个，国

家级 10 家，省级 4 家，总面积达 18.1 万平方米；登记技术合同

1272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50.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6%。

十一、教育和卫生

年末共有普通小学 23 所，初中 8 所，高中 6 所，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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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1 所。在校学生中，小学生 51120 人，初中生 22607 人，高

中生 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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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2 人。小学、初中适龄

儿童入学率及毕业率均为 100％。

年末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含卫生室、医务室）354 个。

其中，医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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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7

所。

各类卫生机构拥有病床 18871 张。卫生技术人员 23523 人。

其中，执业医师 9078 人，执业助理医师 142 人，注册护士 11213

人。

十二、文化和体育

成功举办沈阳（和平）第七届龙抬头文化节、2022 年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等大型活动。举办“和平湾·观世界”2022

年辽宁省第九届风筝锦标赛沈阳赛区、沈阳市第二届武术文化节

暨沈阳现代化都市圈首届武术交流大会、辽宁省第一届青少年冬

季运动会开幕式及相关赛事、辽宁省冰球校季联赛、和平区首届

社区（村屯）运动会等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36 场。成功申请取得

省体育局智慧体育设施落户和平区沈水湾公园。推出沈阳广电传

媒文化博物馆、沈阳棋文化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 21 处，其中 7

处已列入第一批沈阳市博物馆“百馆工程”开放文博场馆。老北

市汉字主题书房正式开放，打造国内首家汉字文化传播主题书

房、国内唯一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与书房融合的都市文化地标，该

书房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称号。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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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96 号书房被沈阳市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评为沈阳市“最美阅

读空间”。大力推广全民阅读事业，构建 2 个城市书房、10 个

街道城市书屋的整体文化形象和景观。与辽宁出版集团合作区域

内建立 100 个“漂流书屋”。全区现已建成并运营文化产业园区

（基地）18 家，其中国家级文化产业园 1 个（国家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省级产业园 2 个，市级产业园 15 个。

推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40 余次。举办第八届沈阳“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共计 256 支球队，4300 余人参赛，进行 912 场比赛。完成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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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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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损坏健身器材及时维

修。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8846 元，比上年增长 2.1％。

全年发放失业金 1.15 亿余元。

和平区共有低保户 2938 户，3597 人；低保边缘家庭 28 户、

44 人；特困人员 134 人（含集中供养 1 人、农村特困 1 人），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 740 元提高到每人

每月 766 元。下乡知青返城未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人员 27 人；全

年累计发放低保金 3354.56 万元；特困供养金 15.62 万；“两节”

救助金 184.75 万元；发放知青生活费 24.39 万元；平房补贴（非

集中供暖补贴）3.5 万元；临时救助金（636 人次）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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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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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972.59 万元，新建 5 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区养

老机构 13 个，现有养老床位 2148 张。

全区共有 90 岁以上高龄老人 5121 人。其中，百岁老人 72

人，全年共发放高龄补贴 1903.34 万元；全年共为 6259 名残疾

人发生活和护理补贴 99.3948 万元；全年共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

营补贴 5.5986 万元，建设补贴 53.04 万元，发放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运营补贴 157 万元。

十四、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全生命周期服务，全面打造优质政务

环境。在全市率先完成“只提交一次材料”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一网通办”数字政务应用搭建，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15%，在省、

市率先推出“免申即享”“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审核合一”

“水电气”驻厅等 7 项改革创新举措。创新推出“免申即享”政

策清单。在全省率先推出涉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社局、税

务局等 7 个部门的 20 项“免申即享”政策清单。截至目前，已

持续推出并对外公示两批全省数量“领跑”的 493 项“免申即享”

政策清单，为企业群众实际补助近 5000 万元。创新设置“无差

别综合一窗受理窗口”。在全省率先打破部门和专业限制，将审

批局 265 个政务服务事项进行整合，设置完成具有和平特色的

10 个“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整合后的窗口工作环节由年初

的 2.56 个减少至 2.20 个,平均跑动次数由 0.24 次压缩至 0.02

次,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15.05%。创新打造“水电气驻厅一站式全

链条办理”模式。全省率先采用“一揽子”勘验模式，将 9 个部

门负责的 36 项勘验事项进行并联，通过创新实施“提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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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勘验”“远程勘验”“多勘合一”“即时勘验”“告知承

诺勘验”等工作法,使勘验工作更加高效、便利、准确。截至目

前勘验 694 户次、合格 533 户，一次合格 380 户，一次合格率达

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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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个重点项目审批手续办结率达 97.9%，

全市领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压缩至 35

个工作日，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等 12 大类、140 余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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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组织录制《营商

大讲堂》3 期，积极组织全区 1051 名帮扶干部向企业推送惠企

政策 11310 份。二是设立复工复产热线。严格落实 24 小时接听

制度，实现企业诉求“有呼必应”“直通快办”，累计接听企业、

群众咨询电话 458 个，答复率 100%。三是解决“惠帮企@链上沈

阳”企业诉求。累计接到企业诉求及咨询 540 个，办结率 100%。

注：1、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为季报数据，各专业为月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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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