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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连云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19 年，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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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主题主线，紧扣“八

大突破”年度目标，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民生福祉不

断增进，各项事业实现新的进步。 

一、综 合 

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139.29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62.70 亿元，增长 3.6%；第二产业增加值 1363.15 亿元，增

长 8.0%；第三产业增加值 1413.44 亿元，增长 4.7%。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 69523 元，增长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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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一是产业结构优化，三次产业结

构调整为 11.6：43.4：45.0；二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三

驾马车”中的首要因素，消费贡献率为 51.0%；三是创新成

效显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40.5%；

四是绿色发展不断深化，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

1.2%。 

就业创业形势稳定向好。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6.2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全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实名调查登记率 100%。高校毕业生期末就业率稳定在 98%

以上。举办创业咖啡、创业大讲堂、创业沙龙等交流活动 50

余场次，在全社会营造了鼓励创业的良好氛围。全市积极落

实鼓励全民创业新政“28 条”，全年发放各类创业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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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亿元，帮扶自主创业 1.78 万人，带动就业 6.34 万人。全

市新增省市级创业示范基地 13 家。 

市场活力不断释放。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激发营造干事

创业氛围，大众创业成效显著，小微企业增长迅速，经济发

展活力凸显。全市新增规上企业 420 家， 其中工业 144 家、

建筑业 13 家、批零业 131 家、住餐业 13 家、房地产 30 家、

服务业 89 家。小微企业新发展 79517 户，新增资金总额 466.1

亿元，新增从业人员 131209 人。资本在 500 万以下的企业

20084 户，占新发展总数的 25.3%，新增资金 360.0 亿元，占

新增资金总额的 77.2%。个体工商户 59433 户，占新发展总

数的 74.7%，新增从业人员 96163 人，占新增从业人员总数

的 73.3%。 

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全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3.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上涨 9.9%，衣着类上涨 1.3%，

居住类上涨 1.6%，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1.3%，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上涨 2.9%，医疗保健类持平，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

涨 2.7%；交通和通信类下跌 0.2%。食品中，粮食上涨 0.8%，

食用油上涨 3.2%，鲜菜上涨 7.9%，畜肉类上涨 28.4%，水

产品上涨 1.3%，蛋类上涨 6.9%，鲜瓜果上涨 12.0%。全年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3.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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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 CPI 八大类指数情况 

项目名称 2019年同比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3.0 

一、食品烟酒 109.9 

二、衣着 101.3 

三、居住 101.6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01.3 

五、交通和通信 99.8 

六、教育文化和娱乐 102.9 

七、医疗保健 100.0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102.7 

二、农林牧渔业 

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56.90

亿元，可比价计算增长 3.6%。其中，农业产值 291.91 亿元，

增长 1.3%；林业产值 12.09亿元，增长 4.9%；牧业产值 105.90

亿元，增长 8.8%；渔业产值 195.88 亿元，增长 4.3%；农林

牧渔服务业产值 51.07亿元，增长 4.7%。 

粮食生产稳中有增。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758.84

万亩，比上年微增 0.18万亩，增长 0.02%。粮食总产量 366.56

万吨，增长 0.7%。其中，夏粮总产为 143.20 万吨，比上年增

加 2.08万吨，增长 1.5%；秋粮总产为 223.36 万吨，比上年

增加 0.45 万吨，增长 0.2%。粮食作物亩产为 483.06 公斤，

比上年增加 3.22公斤，增长 0.7%。其中，夏粮亩产为 3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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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比上年增加 3.57公斤，增长 0.9%；秋粮亩产为 568.6

公斤，比上年增加 3.76公斤，增长 0.7%。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特色农产

品稳步增长，农业发展保持平稳，棉花、油料产量增幅均在

20%以上。高效设施农业占比提高到 20.9%。新增国家级农

业龙头企业 2 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9 家，创历年新高。省

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实现全覆盖。稻渔综合种养，优质葡萄、

淮山药、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发展向好，种养效益和农产品质

量显著提升。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换挡提速。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755.90 亿元，增长 9.5%，增幅居全省设区市第一位。全市在

统的 33 个行业大类中，20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

为 60.6%。六大主导行业完成产值 2028.31 亿元，增长 9.7%，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迈向中高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9.3%，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产值比重为 37.6%。启动建设 “中华药港”，

一大批医药产业项目加速集聚，成功举办第三届国际医药技

术大会，恒瑞、豪森、天晴、康缘四大药企跻身中国医药创

新力前五强，恒瑞医药成为国内医药第一股，市值接近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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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新材料产业提质上量，太平洋石英高纯石英砂产能进

入全球前 3 强，中复神鹰 T1000 超高强度碳纤维初步具备量

产条件。精品钢基地扎实建设，亚新、镔鑫等冶炼企业规范

运行，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245.31 亿元，增长 18.0%，增速位列全省第二。全市规上

工业利润总额占全省比重达到 3.6%，高于营业收入占全省比

重 1.4 个百分点。资产规模稳步扩大。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产总计达 3499.40 亿元，增长 6.3%，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0.9 个百分点。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国家一系

列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实施，全市工业企业的内部质态进一

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达到 9.2%；规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7.2%，较同期

下降 1.3 个百分点；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74.5 元，较

同期下降 1.9 元。 

建筑业增速回落。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545.56亿元，下降 24.2%；房屋施工面积 4028.68万平方米, 下

降 32.2%；房屋竣工面积 1695.22 万平方米，下降 28.8%。 

四、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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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1986.39 亿

元，增长 6.8%，增幅居全省第四。其中工业投资完成 1216.21

亿元，增长 15.0%，增幅居全省第一位。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市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

资 39.88 亿元、1214.63 亿元、731.88 亿元，三次产业占比结

构为 2.0:61.2:36.8。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 323.02 亿元，增

长 15.3%，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8.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比重 16.3%，较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完成 1240.70 亿元，增长 15.4%；民间投资占全市

投资的比重为 62.5%，较上年提高 4.7 个百分点。 

五、国内贸易 

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79.58 亿元，增长 5.2%。其中，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232.81

亿元，增长 11.1%；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785.96亿元，增长 5.0%；

住宿业实现零售额 26.69 亿元，下降 14.5%；餐饮业实现零

售额 134.11 亿元，增长 1.6%。 

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平稳增长。全市限额以上单位粮油、

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8.2%；饮料类降低 0.5%；烟酒类增

长 1.2%；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0.2%；日用品类增

长 5.9%。这 5 类商品合计占限上批零业零售额的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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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进入过渡期。全市限额以上单位通

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5.2%；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下降

7.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下降 0.5%；体育、娱乐用

品类商品增长 2.7%；化妆品类商品增长 0.8%；金银珠宝类

商品增长 5.0%；中西药品类商品增长 21.6%；书报杂志类商

品增长 15.7%。 

六、开放型经济 

对外贸易趋于稳定。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全市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实际利用外资 6.14亿美元，增长 1.8%。

实现进出口总额 93.2 亿美元，下降 2.4%；其中出口总额 38.9

亿美元，下降 6.5%。 

自由贸易区获批建设。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

云港片区获批建设，连云港迎来了新一轮历史性发展机遇。

自贸试验区建设迅速启动，在京成功举办自贸区央企恳谈会，

中哈陆海联运电子数据交换通道、海关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

等 16 项制度创新成果初步形成。 

连云港上合国际物流园加快发展。经过近六年的建设，

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服务功能日趋完善，已成为

江苏沿海大开发和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全市物流业总收入完成 24788 万元，增长 17.9%；物

流量完成 2283 万吨，增长 55.9%。其中，内河港货物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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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 万吨，增长 9.5%；海河联运量 1153 万吨，增长 36.3%；

内河集装箱量 2.7 万标箱，增长 87.6%。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打造综合交通枢纽。30万吨级港口航道二期工程连云港

区段基本建成；连徐高铁开始铺轨，连淮铁路开通运营，高

铁动车组开行至近百个城市；花果山国际机场全面开工建设；

城市动车正式开行，实现与高铁枢纽无缝对接。 

港口运输稳步增长。伴随着 “一带一路”以及自贸区建设

深入，连云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港口生产稳步增长。

货物吞吐量达到24432万吨，增长3.7%，为近三年最高增长。

完成外贸吞吐量达12923万吨，增长8.7%。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478.1万标箱，增长0.8%。客运总量首次跨上20万台阶达

20.74万人次，增长7.5%。 

铁路迈入“高速时代”。伴随着灌云和灌南铁路开通运

营，全市铁路客运迈入“高速时代”，总体实现爆发性增长。

全市境内铁路客运总量达到654.6万人次，增长61.8%。铁路

货运总量达到5885.8万吨，增长7.5%。铁路货运总量占同期

全省铁路货运总量比重达36.4%，占整个上海路局铁路货运

比重为14.3%。 

民航发展全面向好。连云港民航主要指标全部达到历史

新高，机场航线达到40条，较年初新增8条，成功开通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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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日本国际航线。全年飞机起降18118架次，增长21.0%。全

年旅客吞吐量192.3万人次，增长26.8%。 

邮政通讯呈现积极变化。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进一步加

快，邮政速递及信息通讯业呈现明显积极变化。全市邮政通

讯业务收入达到60.3亿元，增长10.6%；其中邮政业务收入

21.6亿元，增长24.3%；信息通讯业务收入38.7亿元，增长4.2%。

年末全市电话用户达到565.7万户，较年初增长4.6%；其中移

动电话用户512.9万户，增长6.0%。互联网用户达到568.4万

户，增长9.1%；其中移动电话上网用户391.7万户，增长7.2%。 

旅游业较快增长。全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587.93 亿元，

增长 10.6%；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582.05 亿元，增长 10.6%；

旅游外汇收入 3241.94 万美元，增长 9.9%。国内外旅游人数

4202.74 万人次，其中国内旅游人数 4199.36 万人次，增长

10.4%；入境旅游人数 3.38 万人次，增长 16.8%。 

八、财政、金融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42.4

亿元，增长 3.5%，居全省第 5 位。剔除减税降费因素，同口

径增长9.4%。其中：市区收入累计完成172.2亿元，增幅3.5%；

三县收入完成 70.2 亿元，增幅 3.5%。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465.9 亿元，增长 11.1%，增幅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稳中向好。信贷规模继续扩大。2019 年末，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621.56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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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币贷款余额 3460.22 亿元，增长 17.5%。银行住户存款

余额达到 1621.93 亿元，增长 13.0%。 

保险业务收入再创新高。全市保险业务总收入 113.76亿

元，增长 10.0%。其中，全年财产保险业务收入完成 31.25亿

元，增长 12.1%；全市人寿保险业务收入达到 64.73亿元，增

长 5.1%。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创新驱动不断提速。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达到 40.5%。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突破 2%。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基础作用，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新增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61 家。获批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 27 

项，居全国地级市之首。科研载体加快推进，全年获批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5 个、企业技术中心 3 个，院士工作站 1 个。 

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全市有普通高等院校 5 所（含独立

院校 1 所）、成人高校 1 所。2019 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

招生 1.58 万人，在校生 5.19 万人，毕业生 1.16 万人；研究

生教育招生 464 人，在校生 842 人，毕业生 72 人。全市中

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 4.5 万人（不含技校）。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 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100%，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特殊教育招生 138 人，在校生 1261 人。全市共有幼儿



12 
 

园 618 所，比上年增加 22 所；在园幼儿 18.60 万人，比上年

减少 3.5 万人。出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十条意见，大幅提

升教师奖励性补贴，全市新增教师岗位 1800 多个。新海高

中获批建设省高品质示范高中。江苏海洋大学成功创立，职

业技术学院建成医药化工产教融合基地，财会学院通过高职

办学评估。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成 1690 个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按时实现省定城乡全覆盖的目标；推进县

（区）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评比表彰 20 家优秀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命名 4 个特色文化之乡、10 个特色文

化广场，基本实现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创编大型淮海戏《永远记住你》、旅游演艺与民族器

乐剧《梦西游》、吕剧《英雄之铭》、京剧《德耀中华》、

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和舞蹈《崴萨啰》等一批艺术作品，《就

恋这把土》《英雄之铭》《情韵海州》《孤岛夫妻哨》等 4

部作品获第四届省文华奖。新增市级非遗项目 23 个，市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3 名，1 人获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海戏代

表性传承人。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全市拥有卫生计生机

构 2740 个，其中：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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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 个，妇幼卫生机构 9 个。各类卫生机构

拥有床位 2.81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3.11 万人，其中执业（助

理）医师 1.29 万人，注册护士 1.43 万人。全市 112 家预防

接种门诊全部建成标准化门诊，位居全省第一方阵；农村无

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提升至 97.4%，实现进位争先。卫生监

督标准化试点工作高分通过省级验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

法被评为“江苏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十大创新举措”，三个

“千人计划”成为全省卫生人才强基工程典范，电子健康卡

建设获评中国智慧健康医疗优秀成果。 

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完善城市“10 分钟体育健身圈”，

持续推进基层体育设施的换代升级，加强健身设施、器材的

管理和维护，完成 50 个健身点，新增和升级 460 套健身器

材（健身路径）和 20 个运动健身指导场站，进入器材招标

阶段。积极筹办有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和全国赛事，“2019 年

连云港铁人三项亚洲杯赛暨一带一路国际铁人三项赛”在连

岛景区举行。继续推广“全民健身大联动”等全民健身品牌

活动以及广场舞、太极拳、健步走、健身秧歌等群众喜闻乐

见项目，制定印发《2019 年体育赛事活动计划》，举办 2019

年连云港首届户外嘉年华暨第三届连云港长城之巅越野赛、

2019 环湖半程马拉松赛等多项比赛活动。 

十一、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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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品质显著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深入推进、成效

显著，市民文明素养不断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整体提高。连

云港大剧院建成投用。加快推进主城区有机更新，大力开展

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高水平规划建设连云新城。新改建

市区便民道路 60 条，市政管网不断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精

细，垃圾分类全面启动，非标三四轮车整治有效。 

建立健全环保体制机制。严格落实“河长制、湾长制、

断面长制”，创新建立“管长制、点位长制”，全面加强对环

境工作的组织领导。大力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地表水国省

考断面水质全面消除劣Ⅴ类，入海河流水质大幅改善，大浦

河连续 8 个月达到Ⅴ类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100%，

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幅度达 42.7%，全国排名第 7 位。深入

开展蓝天保卫系列行动，克服极端不利气象和外源性污染影

响，空气优良率达到 72.8%，PM2.5 浓度下降 2.3%，全年 5

个月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全面推进化工园区整治。依法关闭化工企业 50 家，完

成 473 家“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清理处置危废 12 万吨，实现危废、废盐“双清

零”。灌云、灌南化工园区纳入石化产业基地统一规划，着

力推进企业转型、园区提升。 

生态建设深入推进。全市划定28个自然保护地，调整优

化生态红线区域62块，全面厘清生态本底、坚决守好绿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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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启动蓝色海湾整治，持续治理废弃矿山，大力开展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新增造林30万亩、市区绿地280公顷，林木

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28.7%、41%，赣榆区创

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十二、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总量保持稳定。年末户籍人口 534.4 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0.07 万人，增长 0.01%。年末常住人口 451.1 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286.8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95万人，

增长 1.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3.6%，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

点。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实事、惠民

生，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94

元，增长8.6%，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061元，增

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390元，增长8.1%，农

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GDP增速。全年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762元，比上年增长6.4%。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357元，增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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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稳步推进。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含退休人数）达到 90.04万人，净增缴费人数 2.37 万人。

全市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 45.32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

数 56.32 万人。年末在领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5520人。企业

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增长 6.7%，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增长

9.6%。 

 

注：1、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值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2、公报中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正式统计数据以《连云港统计年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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