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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乳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 年 3 月 25 日）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

市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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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抓实“六稳”“六保”，全市经

济持续恢复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 合

根据市（县）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GDP)328.7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0%。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62.45亿元，同比增长 7.7%；第二产业增加值 107.01

亿元，同比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 159.33 亿元，同比增长 4.9%，

三次产业结构为 19.0:32.5:48.5。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5674 人，其中，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709

人；回生源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率为 99.88%；城镇登

记失业率为 2.74%。

年末实有各类市场主体（不含外资企业，下同）60329 户，增长

6.63%，其中，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8298 户，下降 11.85%；新登记

注册资本 100.42亿元，下降 10.61%。

二、重点战略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大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18 个重点工业

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13.78 亿元，投资完成率 137.8%，6 家威海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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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新目标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53.5 亿元，同比增长 2%。年内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21 家，规上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建成 5G 基站 242

座，城市主城区已基本实现 5G网络全覆盖。

乡村振兴有序推进。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新识别认定监

测帮扶对象 29 人，累计纳入 29 人，全部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产

业集聚发展加快，累计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绿色发展先

行区 1 个，农业产业强镇 3 个。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壮大，累计培育

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14 家、威海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26 家，

威海市级以上家庭农场 1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36 个，成立村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 599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当年排查农房 17.662

万户，动态开展危房改造 32户，新增清洁取暖 15123 户，累计完成

改厕 120941 户，新改建农村道路 4.94 公里，当年对 60 个村生活污

水进行治理，新增“精致农家•美丽庭院”示范户 9930 户、精品户

4965 户、示范村 55个。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累计创建威海

市级示范标准卫生室 30 处、6 处中心村卫生室，179 处一般村卫生

室达到省定提升标准，累计建成农村暖心食堂 87 个。

海洋强市建设稳步推进。加快威海市浪暖口至和尚洞海岸带保

护修复工程建设，拆除围堰养殖池 263亩，修复砂质岸线 2795米，

礁石岸线 1300 米，完成生态化海堤基础建设 865 米。实施水产种业

提升工程，新获批 2 处水产联合育种基地，完成建设 3 处水产种业，

4 处陆基标准化建设项目，新建高标准种业繁育车间 5 座，改造育苗

育种车间 1.4 万平方米。加快推进华信、青辰 2 处省级海洋牧场建

设，新增 1 处龙汇省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成功举办第六届威海•乳山

牡蛎文化节开幕式，据统计，国庆期间累计吸引接待游客超过 40万



— 3 —

人次，同比增长 23.5%。

污染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全年空气质量优良以上的天数达到 336

天，优良率达到 92.3%，PM2.5 浓度为 25μg/m3，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PM10 浓度为 40μg/m3，二氧化硫浓度为 6μg/m3，二氧化氮浓度为

22μg/m3，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连续多年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主要河流水质全部达到相应功能区划要求，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三、农林牧渔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64.12 亿元，增长

7.8%。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1.67 亿元，增长

12.6%。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55.1 万亩，增长 5.8%，粮食总产量 22.3 万

吨，增产 7.9%，粮食单产 404.1 公斤/亩，增长 2%。其中，夏粮种

植面积 20万亩，增长 8.2%，夏粮产量 7.6 万吨，增产 20.3%，夏粮

单产 379.6 公斤/亩，增长 11.2%；秋粮种植面积 35.1 万亩，增长

4.5%，秋粮产量 14.7 万吨，增产 2.5%，秋粮单产 418 公斤/亩，下

降 1.9%。

蔬菜种植面积 11.4 万亩，增长 3.2%，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41.3

万吨，增长 4.9%。瓜果类种植面积 1.8万亩，增长 1.6%，总产量 7

万吨，增长 2.4%。园林水果面积 19.5 万亩，减少 0.5%，总产量 47.2

万吨，增长 0.2%。

年末生猪存栏 27 万头，比上年末增长 51.3%；牛存栏 0.54 万头，

增长 35%；羊存栏 1.57 万只，增长 10.6%；家禽存栏 797.6 万只，

减少 19.5%。全年生猪出栏 29.4 万头，比上年增长 20.3%；牛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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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万头，增长 57.3%；羊出栏 3.24 万只，增长 44.3%；家禽出栏

2758.6万只，下降 28.6%。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6.7万吨，下降 22.4%。

其中，猪肉产量 2.2 万吨，增长 11.6%；牛肉产量 0.2 万吨，增长

49.4%；羊肉产量 0.06 万吨，增长 31.7%；禽肉产量 4.2万吨，下降

34.8%。禽蛋产量（不含小品种）3.7 万吨，下降 25.9%；牛奶产量

0.37 万吨，增长 0.3%。

全年实现水产品总产量 51.8 万吨，同比增长 5.64%。其中，海

洋捕捞 3.43 万吨，同比增长 2.85%；海水养殖 47.64 万吨，同比增

长 5.91%；淡水养殖 0.73 万吨，同比增长 2.05%。全年投产专业远

洋渔船 9 艘，远洋渔业产量 3000 吨，同比增长 3.4%。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106.0162 万千瓦，增长 1.85%。农用水泵

3.7562 万台，增长 8.71%，节水灌溉机械 0.2883万套，增长 6.9%；

农用拖拉机 6.5833 万台，增长 0.19%；全年小麦机耕面积 0.992 万

公顷，机播面积 1.334 万公顷，机收面积 1.334 万公顷；全年玉米

机耕面积 0.4055万公顷，机播面积 1.7555 万公顷，机收面积 1.601

万公顷。

年末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40 家，其中，省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4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6 家。

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388 家，总数达到 1657 家，入社成员 3.02

万户，辐射带动农户 5.5万户。

四、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8%，其中，股份制企业增加值

增长 17.6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下降 4.62%；轻工业

增加值增长 2.16%，重工业增加值增长 16.29%；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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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在 23个行业大类中，有 14 个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增长 64.4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增长 5.13%。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9.6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分行业看，在统的 21 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

有 16 个，占比 76.2%。其中，金属制品业增长 241.3%，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增长 4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40.2%，

纺织业增长 25.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9.3%。全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0亿元，比上年下降 47.0%；年末资

产负债率为 64.0%，比上年提高 3.8个百分点。

全年全市 61家资质以上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

值 20.87 亿元，比上年下降 19.8%。其中，建筑工程产值 17.92 亿元，

下降 25.42%；安装工程产值 2.08 亿元，增长 35.06%。签订合同额

32.55 亿元，下降 17.11%。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 17.58 亿元，下

降 29.11%。

五、服务业

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4.9%。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68.63亿元，比上年增长 5.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6.29 亿元，增长 6.5%；住宿和餐饮

业增加值 3.88 亿元，增长 11.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 1.68 亿元，增长 2.1%；金融业增加值 16.21 亿元，增长

6.7%；房地产业增加值 17.32 亿元，增长 2.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增加值 2.51 亿元，增长 5.7%。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长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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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拥有公交车营运线路 79 条，总长 2800 公里，公共汽

车 276 辆，额定载客量 17180 人，年客运量 780 万人次，运营里程

达 1200 万公里。年末拥有客运班线 53 条，客运车辆 126 辆，客位

数 4763 人。出租车经营企业 1 家，出租车 270 辆，年载客量 378.3

万人次，运营里程 2714 万公里。拥有陆岛交通航线 2 条，客渡轮 3

条，108客位，客运量 1.77 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9.76 万人公里。乳

山港拥有 1 个一千吨级、2 个两万吨级散杂货泊位，全年完成货物吞

吐量 437.94 万吨，同比增长 10.58%。

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665.44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9.63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37.64%和 40.37%。

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 19.49 万户，固定电话用户数达

到 8.319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 50.19 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

11.37 万户。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21.8%，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40.9%，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0.2%，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41.7%。一、二、三产

业投资结构为 8.1:34.9:57。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41.62 亿元，下降 31.4%。从房屋建设用途

看，住宅投资 38.47 亿元，下降 32.7%，占全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

92.4%；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2 亿元，增长 61.9%，占全部房地产开

发投资的 2.9%。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47.4 万平方米，增长 9.3%。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46.5 万平方米，占全部销售面积的 98.1%。

七、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8%。从行业分类看，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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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实现消费总额同比增长 11.0%；零售业实现消费总额同比增长

2.7%；住宿业实现消费总额同比增长 24.9%；餐饮业实现消费总额同

比增长 35.1%。

八、对外经济贸易

全年完成进出口 91.9 亿元，同比增长 44.78％。分行业看，农

副产品完成进出口 22.04 亿元，增长 2.32％；纺织服装产品完成进

出口 15.39 亿元，增长 124.53％；高新机电产品完成进出口 18.61

亿元，增长 6.27％；化工产品完成进出口 14.56 亿元，增长 36.75

％。

全年新设外资项目 12 个；实际到账外资 5074 万美元，同比增

长 75.4%。

九、财政、金融、证券、保险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76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5.91亿元，

非税收入 9.85 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达到 61.8%，

剔除减税降费因素影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8%，另

外，第二产业税收占比增长保持领先，实现全口径税收收入 108893

万元，同比增长 7.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28亿元，基层“三

保”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 4.3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30.3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0.35%，教育

支出增长 0.01%。

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5120918 万元，较年初增加 404169

万元，增长 8.6%。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5070257 万元，较年

初增加 402612 万元，增长 8.63%。至年末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981408 万元，较年初增加 497485 万元，增长 20.0%。其中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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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贷款余额为 2980382 万元，较年初增加 496475 万元，增长

19.99%。

全年中泰证券乳山营业部共开户 2575 户，同比增加 1995 户。

存量客户累计实现交易量 413.18 亿元，同比减少 38.26%。佣金收入

1316.62 万元，同比减少 28.27%。截止 2021 年 12 月底保证金余额

1.22亿元，与上年持平。股票托管市值 12.72 亿元，同比减少 2.90%。

全年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76459.07 万元，同比增长 1.68%。

其中，寿险收入 48987.89 万元，同比下降 5.60%；财险收入 27471.18

万元，同比增长 17.89%。赔付支出 25213.75 万元，同比下降 4.61%，

赔付率 32.98%，同比下降 2.17 个百分点。其中，寿险赔付 9692.57

万元，同比下降 32.98%，赔付率 19.79%，同比下降 8.08 个百分点；

财险赔付 15521.18 万元，同比增长 29.65%，赔付率 56.50%，提高

5.12 个百分点。

十、科学技术

全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47 家，

入选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库的企业总数达到 87 家。争取上级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 2400 余万元，灯塔水母获批威海市级技术创新中心，

年末威海市级技术创新中心达到 2 家。艾文生物获批威海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年末威海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 12 家，全年共

获批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项目 1 个，实施威海市级重点

创新项目 8 个，达成产学研合作项目 20 项。

十一、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74所，其中，城区小学4所，城区初

中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5所，高级中学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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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高等院校1所，幼儿园45所（其中民办22

所）；共有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9529人，其中小学生11464人，初中

生10452人，高中生4139人，特教生116人，中等职业学生1815人，

高校学生14069人，在园幼儿数7474人。

年末全市拥有艺术表演团体 19 个，拥有文化馆、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 3 个，艺术表演场馆 3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15 处，农村文化

大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628 家；城市书房 4 处；文物保护中心（博

物馆、文学馆）1 个，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项目共 37 个，不可移动文物遗存 303 处，其中省、市、县级文

保单位共 53 处。拥有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1 家，省级重点文化产

业园区 1 家。全年农村放映公益电影 7226 场，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10.30 万户。

年末全市有各类卫生计生机构 534 个。其中：医院 5 个（综合

医院 1 个，中医医院 1 个，专科医院 3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06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6 个，镇卫生院 14 个，门诊部 9 个，

诊所 135 个，医务室 5 个，村卫生室 337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9 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 个，卫生监督机构 1 个，专科疾病防治

机构 1 个，妇幼保健机构 1 个，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15 个），其他卫

生机构 4 个；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2272 张，其中：医院床位

1571张，基层医疗机构 682 张，妇幼保健机构 19 张；卫生技术人员

共计 2997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447 人，注册护士 1392 人。

全年体育健儿取得威海市第六届运动会比赛 143 枚金牌，山东

省比赛 14 枚金牌、11 银牌、13 枚铜牌，全国比赛 1 枚金牌、4 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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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1 枚铜牌。向威海市体校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63 人，向省体校输

送 1 人。

十二、城市建设和安全生产

年末建成区面积 36.63平方公里。道路面积 705.49 万平方米，

比去年增加 5.19 万平方米；排水管道总长度 828.38 公里，比去年

增加 3.64 公里，其中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22.37 公里/平方公里；

供水管道长度 608.10公里，比去年增加 5 公里，其中建成区供水管

道密度 16.60公里/平方公里;公共供水总量 1780万立方米，比去年

增加 139 万立方米；集中供热面积 802 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 22万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675.64 公顷，比去年增加 7.44 公顷，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75%；用水普及率 100%，燃气普及率 100%，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污水处理率 98.14%。

全年发电量 38735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9%。全年全社会用

电量 162210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7.18%。其中：工业电量 80112 万

千瓦时，同比增长 2.4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9541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 12.49%。

全市累计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9 起，死亡 6 人，直接经济损

失 120.5 万元。

十三、人口和人民生活

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 531804 人，其中城镇人口 229020 人，乡

村人口 302784 人，分别占总人口的 43.1%、56.9%。全年出生人口

1907 人，出生率为 3.57‰，死亡人口 3719 人，死亡率 6.97‰，人

口自然增长率-3.39‰。

年末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33566元，同比增长8.2%，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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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523元，同比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1818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10497

元，增长7.3%；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净收入7413元，增长15.6%。全体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017元，同比增长9.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24108元，同比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032元，同

比增长12.3%。

全年投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656.688万元，保持

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全市享受低保、五保待遇的脱贫人口和动

态监测人口达到4165人。为所有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动态监测人口

落实医保补贴资金，参保率保持100%。落实资金310.09万元购买特

惠保险6779份，落实资金78.925万元购买“威你保”6300份。继续

安排资金31万元实施“靓居工程”，帮助改善提升居住条件。在控

辍保学、学生资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保证了贫困家庭学生义务教育

阶段无人辍学，入学率为100%。投入雨露计划补贴资金10.35万元，

支持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

十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

全市有37.19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连续第17次调增企业退休

人员养老金，惠及全市8.12万名退休人员，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

高至每人每月162元。有33.8万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保

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580元；有1965人领取失业保险金。有919

名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730名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年末全市有养老机构24处，床位5056张，在院人数1519人。其

中，特困人员供养机构12处，床位2509张，在院人数912人；养老公

寓等其他养老机构12处，床位2547张，在院人数607人。有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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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保护中心1处。孤困儿童102人，其中，散居孤儿14人，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63人，重点困境儿童25人，全年发放资金182.18万元。

全市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3592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0625人，全年发放资金2238.63万元。

全市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667元，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866元，全市保障农村低保7283人，城市低保188人，年累计发放保

障金4783.5万元；落实特困供养制度，基本生活标准确定为每人每

月900元，供养特困人员2724人，年累计发放供养资金3625.1万元；

落实社会救助“放管服”改革，建立了临时救助储备金制度，年内

共实施临时救助108人次，发放临时救助款54.5万元。全年开展慈善

各类救助活动2095.02万元。

注释：

1.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有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

2.本公报所列数字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乳山统计年鉴—2021》为准。

3.未经特殊说明，本文“增长”、“下降”均为同比口径。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新旧动能转换情况来自市发展和改革局；乡村振兴情况来自市委农办；海洋

强市、水产品数据来自市海洋发展局；生态环保情况来自威海市生态环境局乳山分局；农

业机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据来自市农业农村局；公路运输、海运、港口货物吞吐量、

公交数据来自市交通运输局；市场主体数据来自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进出口、利用外资数

据来自市商务局；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市人民银行；保险业数据来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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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办公室；证券数据来自中泰证券公司；科技数据来自市科学技术局；教育、体育

数据来自市教育和体育局;文化、旅游事业数据来自市文化旅游局；卫生健康数据来自市卫

生健康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来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力数据来自市供电公司；

人口数据来自市公安局；社会福利事业、社会救助事业数据来自市民政局，城镇新增就业、

城镇登记失业率、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数据来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

疗保险、生育津贴数据来自市医疗保障局；固定电话、移动网络数据来自联通、移动、电

信公司；其他数据均来自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