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集聚
——2024 年崇明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024 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在区

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贯

彻落实经济运行调度决策部署，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有

序恢复，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集聚，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一、2024 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2024 年，全区加强专班监测，调度经济运行，推动各部门细化落实

稳增长系列政策与重点任务，全力以赴促经济谋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有序，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好转。其中，工业生产在下半年高速发展，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高于年度目标逾 70亿元。同时，受企业经营业

绩下滑、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的影响，全年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未达到全年目标。

表 1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

2024 年

绝对值 同比（%）

增加值 亿元 448.81 4.1

﹟第一产业 亿元 25.64 3.1

第二产业 亿元 137.75 7.0

第三产业 亿元 285.42 2.8

农业总产值 亿元 55.17 2.6

工业总产值 亿元 603.33 10.9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亿元 584.58 11.4

财政总收入 亿元 329.61 -4.6

﹟区级财政收入 亿元 94.5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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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 亿元 275.56 -4.3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56.45 5.6

﹟房地产投资额 亿元 42.56 -35.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40.71 -5.2

限额以上商品销售总额 亿元 153.94 -15.8

建筑业产值 亿元 28.32 -4.3

外贸总额（1-11 月） 亿元 242.2 36.6

﹟出口 亿元 104.1 131.9

进口 亿元 138.1 4.3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1-11 月）
亿元 43.81 4.3

新增就业（目标%） 人次 9855 109.5

注：增加值增速为不变价增速

经统一核算，2024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448.81 亿元，按不变价计

算，同比增长 4.1%，增速位列郊区第四、全市第十一。

从季度看，四季度加快增长。一季度全区经济总量在上年同期高基数

作用下以 1.5%的增速平稳起步；二季度在海装产业的强势带动下，经济

总量实现大幅增长，上半年累计增长 3.2%；三季度行业发展分化加剧，

消费需求依旧疲软，前三季度经济总量增速回落至 3.1%；四季度社会经

济逐步恢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呈现止跌回稳趋势，工业发展持续向好，

全年增速出现反弹，比前三季度提高 1.0 个百分点。

从产业看，第二产业比重提高。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第

一产业增加值 25.64 亿元，增长 3.1%；第二产业增加值 137.75 亿元，增

长 7.0%；第三产业增加值 285.42 亿元，增长 2.8%。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5.7：30.7：63.6。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 7.3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占比下降 7.3 个百分点。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3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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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区生产总值修订为 430.31 亿元。

二、分领域经济运行情况

（一）生产领域：行业整体有序恢复

1.海装产业持续发力带动工业产值两位数增长

2024 年下半年以来，在海洋装备产业的有力带动下，全区工业产能

持续释放，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136.76 亿元，可比增长 7.0%；实现工业

总产值 603.33 亿元，同比增长 10.9%，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84.58

亿元，同比增长 11.4%。海洋装备业是全区的支柱型产业，全年实现产值

470.36 亿元，同比增长 15.8%，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78.0%，近三年比

重逐年提升（2022 年和 2023 年分别为 72.6%和 75.0%）。受年中更换样

本企业影响，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产值 158.05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为 27.0%，较上年下降 11.3 个百分点。

图一 2024 年单月规上工业总产值及累计增速情况

工业企业效益态势良好。全年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604.61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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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1.3%，其中，出口交货值 47.75 亿元（不含保密企业），同比增长 6.0%。

工业行业增长面为46.4%。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8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27.2%。

2.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平稳增长

1-11 月，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3.81 亿元，同比

增长 4.3%。九个细分行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体量最大，拉动作用最

明显，实现营业收入 22.35 亿元，同比增长 10.4%，拉动全区营收总额增

长 5.0 个百分点，业务增长点主要集中在为船舶制造提供用工的人力资源

企业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卫

生和社会工作业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5.20 亿元、4.56 亿元和 1.04 亿元，

虽然营收增速快（分别为 3.3%、12.7%和 20.7%），但是体量小，对全区

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总额增长影响有限。

3.住餐业营业额降幅逐步收窄

2024 年以来全区住宿和餐饮业恢复始终不及预期，一直处于下降通

道，但在稳增长扩内需促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引导下，营业额降幅持续收窄。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可比增长 0.8%，较前三季度实现由负转正。住宿业

和餐饮业持续处于分化态势。住宿业实现限额以上营业额 2.59 亿元，同

比下降 24.2%。全区 27 家重点住宿业企业仅有 5 家实现了营业额正增长，

多数企业面临入住率低、客源不稳定的难题。餐饮业实现限额以上营业额

3.76 亿元，同比增长 7.8%。龙头企业业务稳定攀升，拉动全区餐饮业营

业额增长 12.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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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业产值在四季度止跌回升

2024 年实现农业增加值 26.45 亿元，可比增长 3.0%；实现农业总产

值 55.17 亿元，同比增长 2.6%（前三季度为下降 3.1%）。分行业看，产

值“四增一减”。一是种植业产值 30.5 亿元，同比增长 1.5%。其中，粮

食产值 4.7 亿元，下降 4.9%；蔬菜产值 15.4 亿元，增长 0.5%；水果产值

6.8 亿元，增长 3.6%；花卉及盆景园艺产值 1.6 亿元，增长 51.7%。二是

畜牧业产值 8.4 亿元，同比下降 3.7%。其中，受生猪价格持续波动影响，

生猪出栏 7.3 万头，下降 36.1%，猪肉产值 1.5 亿元，下降 28.1%；受正

大蛋鸡场蛋鸡调换周期结束影响，禽肉产值 0.6 亿元，下降 55.1%；禽蛋

产值 3.4 亿元，同比增长 46.0%。三是渔业产值 12.5 亿元，同比增长 3.1%。

其中，近海捕捞总产值 2.9 亿元，增长 0.8%；随着水产养殖技术的提高，

淡水产品产值 9.6 亿元，增长 3.9%。四是林业产值 1.3 亿元，同比增长

208.2%。五是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2.5 亿元，同比增长 1.2%。

5.建筑业核算指标“一增一减”

全区建筑业增加值可比增长 3.7%。建筑业增加值核算主要采用两项

基础指标，即建筑业产值增速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建筑业产值持续

低位运行。由于在统建筑业企业普遍规模小、资质低（特级资质缺失，仅

有 6 家一级资质企业）、工程承接能力弱，全年企业承接工程项目数量减

少，加上部分工程进度滞后，全区建筑业总产值连续四年出现下降。2024

年完成产值 28.32 亿元（仅为 2021 年的 57.0%），同比下降 4.3%。建筑

安装工程投资高速增长。全区完成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95.77 亿元，同比增

长 42.8%，带动建筑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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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领域：投资和进出口指标增益显著

1.固定资产投资承压跃增

在房地产投资领域持续降温，投资规模不断收缩的压力下，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承压逆势上扬，全年完成 156.45 亿元，同比增长 5.6%。从投资

构成看，建设项目投资 113.88 亿元，同比增长 38.5%；房地产开发投资

42.56 亿元，同比下降 35.4%，降幅比前三季度扩大 4.1 个百分点。从重

点地区看，长兴镇、陈家镇、城桥镇三个重点地区合计完成投资 109.53

亿元，占全区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70.0%，同比下降 6.3%。从主要投资领域

看，工业投资 41.28 亿元，同比增长 19.2%；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33.94 亿

元，同比增长 26.2%；社会事业投资 12.65 亿元，同比增长 4.5%。

图二 2024 年单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累计增速情况

2.消费市场活力有待提升

2024 年全区需求恢复偏弱，市场消费疲软，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40.71 亿元，同比下降 5.2%。其中，实现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8.87 亿元，同比下降 9.0%。全年单月零售额在 12亿元左右，在

春节、五一、中秋等假期的带动下，2 月、5 月、9 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数据呈现出一些积极的信号，然而在上年同期高基数作用下，难以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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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下降态势。从行业分类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二增二降”，批发业、

餐饮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67.5%、1.6%，零售业、住宿

业零售额同比分别下降 8.9%、7.3%。

图三 2024 年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累计增速情况

3.海关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

1-11 月，实现进出口总额 242.2 亿元，同比增长 36.6%，两年平均增

长 31.9%。其中，出口额 104.1 亿元，同比增长 131.9%；进口额 138.1

亿元，同比增长 4.3%。

（三）民生领域：民生保障持续加强

1.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在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和民生保障持续加强的情况下，居民生

活品质稳步提升，人均收入逐年增长。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195 元，比上年增长 4.5%，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612 元，

比上年增长 6.3%。社会保障供给不断优化，调整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至

每人每月 1490 元，养老金平均水平 1736 元/月（含生态养老补贴）。

2.就业增收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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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稳岗扩岗、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稳就

业措施，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全年新增就业 9855 人次，达成年度目

标的 109.5%。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7734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5325

人，515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创业帮扶 311 户，完成补贴性职

业培训 2.2 万人次，新增高级工及以上技能评价证书 929 人次，城乡登记

失业人数控制在市下达的指标以内。

三、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房地产投资销售双下行

2024 年，在各级政府合力打出救市政策组合拳情况下，尽管意图通

过区域规划、降低首付及公积金贷款利率等政策刺激需求，但全区房地产

开发仍处于持续调整期，整体市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全年完成房地产开

发投资 42.56 亿元，同比下降 35.4%，完成投资额为近 10 年以来的最低

值。在失去保障房稳健拉动后，自 6 月开始新房销售出现断崖式下跌，且

降幅逐月扩大。全区新建房屋销售面积 60.8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7.1%。

其中，保障性住宅项目实现销售面积 45.3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1.8%。

房地产业增加值可比下降 2.6%，下拉经济总量 0.2 个百分点。

（二）商贸业持续低迷

全区商贸业整体表现低迷，商品销售总额连续三年负增长。批发和零

售业增加值可比下降 10.2%，下拉经济总量 0.5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商品

销售额 153.94 亿元，同比下降 15.8%。体量占比在四成的龙头企业受订

单减少影响，同比下降 21.8%，下拉全区限额以上商销总额 9.3 个百分点。

从主要商品类别看，金属材料类商品实现销售额 67.40 亿元，同比下降

21.9%；石油及制品类商品实现销售额 36.19 亿元，同比下降 2.1%；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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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类商品实现销售额 16.76 亿元，同比下降 15.9%。

（三）建筑业产值回升乏力

全区建筑业行业恢复缓慢，产值连续四年出现下滑，这主要是受两方

面因素影响。一是企业工程承揽能力弱。全区在统建筑业企业 86家，其

中无特级资质企业，一级资质企业仅 6 家，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二级、三级

资质。整体资质较弱使得企业在大型工程招标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全年

有 12家企业无产值。二是企业后续发展驱动力不足。全区资质内建筑业

企业签订合同额为 32.20 亿元，同比下降 16.6%。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

为 18.46 亿元，同比下降 27.9%。全区有 21 家企业无新签合同额，行业

后续发展动力不足。

四、2025 年全区经济走势预判及相关建议

（一）2025 年经济形势初判

2024 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需求不

足的问题仍然存在。预计 2025 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一定压力，在

壮大海洋经济发展能级背景下，工业产值将稳定增长，但在高基数作用下

增速可能放缓；促消费政策持续赋能，长兴阳光天地购物中心联动发力，

商销、社零、住餐等消费类指标有望恢复；在扩张性政策举措影响下，房

地产行业将处于深度调整期，投资规模与销售量仍将持续下跌，给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实现增长带来压力；部分细分服务业保持高增长但体量小、波

动大。

（二）相关建议

一是做好经济数据监测。围绕区委、区政府有关经济运行调度工作的

决策部署，各部门强化经济分析和数据研判，密切配合、靠前服务，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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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助力全区经济稳增长。

二是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全力服务和支持驻岛央企发展，推进高端装

备研制，积极打造世界级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推动

全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发展能级。

三是多措提振居民消费。深化商农文体旅跨界融合发展，优化全区商

业业态，积极引进优质商业主体，依托大型赛事和系列主题活动，丰富乡

村消费新场景，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四是挖掘经济全新增量。从五经普结果修订 2023 年 GDP 数据看，全

区三产占比下降。要围绕技术创新、人才引入、政策扶持等维度，全方位、

多举措培育高增长、可持续的优质企业，为经济高质量增长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