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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三季度崇明区 
经济运行情况和四季度形势分析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区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统筹防疫和

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由负转正，工业总产值增

速加快；财政收入趋势持续向好，增速即将转正；投资总额增速

较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商品消费市场及旅

游业复苏步伐加快，降幅继续收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前三季

度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接下来依然不能放松，经济回升基础

还需继续巩固。 

 
上海市崇明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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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表 1：今年 1-9月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 
1-9月 1-6月 

增速变化 
绝对值 同比（%） 同比（%） 

增加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工业总产值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268.8 

14.7 

67.1 

187.0 

324.2 

0.6 

12.2 

-2.1 

0.7 

7.3 

-0.5 

8.3 

-6.5 

1.2 

1.2 

回升 1.1个百分点 

加快 3.9个百分点 

收窄 4.4个百分点 

回落 0.5个百分点 

加快 6.1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亿元 308.3 6.0 0.0 加快 6个百分点 

财政总收入 亿元 285.8 -0.7 -5.3 收窄 4.6个百分点 

 ﹟区级财政收入 亿元 93.8 -4.0 -8.3 收窄 4.3个百分点 

财政支出 亿元 233.9 5.2 -6.5 回升 11.7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37.1 14.6 48.1 回落 33.5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额 亿元 55.8 -20.4 -10.0 扩大 10.4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91.6 -10.6 -16.9 收窄 6.3个百分点 

旅游接待人数（1-8月） 万人次 258.9 -35.1 -46.9 收窄 11.8个百分点 

旅游营业收入（1-8月） 万元 56151 -33.4 -46.8 收窄 13.4个百分点 

新增就业（完成目标%） 人次 8310 92.3 58.1 完成 34.2个百分点 

注：全区增加值绝对值为现价增加值，增幅为可比增幅。 

二、经济运行基本特点 

（一）经济恢复性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由负转正  

前三季度，全区实现增加值 268.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去年同期增长 0.6%，增速较上半年回升 1.1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4.7 亿元，增长 12.2%，

增幅较上半年加快 3.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67.1 亿元，

下降 2.1%，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4.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87 亿元，增长 0.7%，增幅较上半年回落 0.5个百分点。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 5.5:2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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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行业看，工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增加值与上半

年相比，降幅收窄明显。其中，工业增加值 61 亿元，下降 1.8%，

收窄 4.8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27.1亿元，下降 2.5%，

收窄 1.2 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 10 亿元，下降 3.8%，收窄 2.5

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降幅较上半

年有所扩大。其中，房地产业增加值 26.2亿元，下降 4.8%，降

幅扩大2个百分点；租赁商务服务业增加值18.2亿元，下降9.1%，

降幅扩大9.7个百分点。另有金融业增加值25.2亿元，增长6.5%，

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0.7个百分点。 

表 2：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速变化情况 

 1-9月 1-6月 

增速变化  增加值 

（亿元） 

增速   

（%） 

增速      

（%） 

工业 61.0 -1.8 -6.6 收窄 4.8个百分点 

批发和零售业 27.1 -2.5 -3.7 收窄 1.2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 26.2 -4.8 -2.8 扩大 2个百分点 

金融业 25.2 6.5 7.2 回落 0.7个百分点 

租赁商务服务业 18.2 -9.1 0.6 扩大 9.7个百分点 

建筑业 10.0 -3.8 -6.3 收窄 2.5个百分点 

（二）工业生产持续稳增长，海装产业拉高全区水平 

自今年 5 月以来，全区工业总产值实现了五连增，增速保持

稳步提升趋势。前三季度，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324.2亿元，同

比增长 7.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308.3亿元，同比增长

6%。从单月情况看，7、8、9三个月无论是总产值还是规上工业

产值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总产值增速分别为 14.7%、23.6%

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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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重点行业“四增两降”，产值绝对额大的前四个行业均

实现正增长。前三季度，六大重点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69.9亿

元，同比增长 6.4%，占全区总数的 83.3%。  

表 3:六大重点行业产值完成情况 

 单位 
1-9月 1-6月 

增速变化 
产值 同比（%） 同比（%） 

总计 亿元 269.9 6.4 0.2 加快 6.2 个百分点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亿元 35.2 25.1 49.2 回落 24.1个百分点 

通用设备制造业 亿元 22.3 4.4 -2.3 回升 6.7 个百分点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亿元 177.5 5.1 

-4.1 回升 9.2 个百分点 

金属制品业 亿元 19.6 6.0 -6.6 回升 12.6个百分点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亿元 13.7 -3.2 -9.6 收窄 6.4 个百分点 

仪器仪表制造业 亿元 1.6 -39.6 -40.8 收窄 1.2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区海洋装备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34.6 亿元，

同比增长 9.3%，增速高于全区水平 2 个百分点，占全区总数的

72.4%，拉动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长 6.6 个百分点。海洋装备产业

作为全区的支柱产业，在二季度初开始稳步复苏，于 4月底实现

累计产值正增长，且增速一直高于全区水平，有力拉升了全区工

业产值增速。 

图 1：全区工业总产值及海装产业产值增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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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降幅大幅收窄，税收增速首次转正 

前三季度，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 285.8亿元，同比下降 0.7%，

其中，区级财政收入 93.8亿元，同比下降 4%，降幅较上半年分

别收窄 4.6和 4.3 个百分点。全区财政支出 233.9亿元，同比增

长 5.2%，其中，区级支出 167.7亿元，同比下降 2%。区级财政

支出前五项分别是交通运输支出、农林水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教育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和卫生健康支出，其中，卫生健

康支出为 11.2亿元，同比增长 10.2%。 

前三季度，全区实现税收 290.8亿元，同比增长 1.6%，较

上半年回升 3.6个百分点，实现今年以来首次转正。从三次产业

看，第一、二产业税收增势稳定，第三产业税收降幅明显收窄，

从上半年的下降 6.2%收窄为三季度末的下降 1.3%。其中，金融

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在三季度末率先转正；商品消费市场的加快

复苏，使税收绝对量第二大的批发和零售业降幅快速收窄，从上

半年的下降 10.8%收窄为三季度末的下降 0.9%。 

表 4：第三产业主要行业税收情况 

 
税收额 

（万元） 

1-9月增速

（%） 

1-6月增速

（%） 
增速比较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894642 0.0 -5.9 回升 5.9 个百分点 

批发和零售业 314724 -0.9 -10.8 收窄 9.9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 133598 -41.4 -50.5 收窄 9.1 个百分点 

金融业 33556 11.3 -22.5 回升 33.8 个百分点 

住宿和餐饮业 1328 -46.4 -47.9 收窄 1.5 个百分点 

（四）投资增速有所回落，重大投资项目稳步推进 

前三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7.1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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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33.5个百分点。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四

条主要道路（崇明大道、环岛景观道、北沿公路、建设公路）工

程项目于去年 8月份集中入库纳入统计，抬高了同期比较基数，

导致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明显回落，但总体增幅依然在

合理范围区间。 

从投资构成看：建设项目投资 81.3 亿元，增长 64%；房地

产开发投资 55.8亿元，下降 20.4%。从资金来源看：财政性投

资 74.1亿元，增长 8.6%；社会性投资 63亿元，增长 22.4%。从

产业层次看：第一产业投资 9.6亿元，增长 1056.3%；第二产业

投资 9.8 亿元，增长 590.2%；第三产业投资 117.7 亿元，增长

0.2%。前三季度，全区完成房地产投资 55.8亿元，同比下降 20.4%，

降幅较上半年扩大了 10.4个百分点。受疫情及去年同期房地产

投资额基数较大等因素影响，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已连续 4个月处

于负增长区间。 

前三季度，花博会主要场馆项目完成投资 6.3亿元（其中场

馆项目 1.2亿元，智能温室项目 1.3 亿元，绿化及场馆配套等项

目 3.8亿元）；临港长兴科技园项目完成投资 5亿元；由由集团

中荷农业创新园项目完成投资 3.2 亿元；正大崇明 300 万羽蛋鸡

场项目投资 1.5亿元。重大项目的稳步推进是全区投资总额指标

平稳增长的重要保障。 

（五）商品消费市场复苏步伐加快，社零总额降幅继续收窄 

前三季度，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1.6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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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0.6%，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6.3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

单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去年同期水平。 

从消费形态看，零售业 77.6 亿元，下降 12.7%;批发业 4.7

亿元，增长 5.8%；住宿业 3.5 亿元，增长 3.8%；餐饮业 5.7 亿

元，下降 0.4%。从商品类别看，吃、穿、用、烧类商品分别实

现零售额 38.8亿元、10.2亿元、36.6 亿元和 6亿元，分别下降

7.2%、12.5%、13.9%和 7.9%。 

表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变化情况 

 
1-9月增速 

（%） 

1-6月增速 

（%） 增速变化 

零售业 -12.7 -18.3 收窄 5.6个百分点 

批发业 5.8 1.0 加快 4.8个百分点 

住宿业 3.8 -25.1 回升 28.9个百分点 

餐饮业 -0.4 -6.4 收窄 6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商品消费市场复苏步伐加快，住宿业表现尤为明

显，主要原因有：一是时值暑假的 7、8 两个月份，来崇旅游人

数增加，住宿企业客房收入增长较快；二是疫情因素使几家住宿

企业被作为疫情隔离点，其营业额保持稳定增长。从行业来看，

零售业是绝对量最大的一个行业，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在 85%左右，但该行业暂未化解疫情冲击，下降幅度依然较大，

极大的下拉了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增速，至三季度末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依然呈两位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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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区实现集市贸易成交额 24.2亿元，同比下降

4.2%，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0.6个百分点。 

（六）旅游消费需求释放，旅游业复苏提速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旺盛的旅游消费需求逐步释放，

旅游及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相关行业加速复苏。1-8 月，

全区旅游企业共接待游客 258.9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56151万

元，同比分别下降 35.1 %和 33.4%，降幅较上半年分别收窄 11.8

和 13.4个百分点。 

1-8 月，宾馆（酒店）接待人数为 123.8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 35941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38.3%和 31.1%；旅行社共接待

游客 0.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3979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90.7%

和 42%；各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134.5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6230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29.9%和 22.9%。主要旅游景点里，仅瀛东

村和东滩湿地公园接待游客和营收保持同比正增长，游客增幅分

别为 85.5%和 2.4%，营收增幅分别为 58.7%和 5.8%。 

（七）出口增速保持较高水平，三资企业发展平稳 

今年以来，全区出口增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创历史新高。

1-8 月，全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75.5亿元，同比增长 53.5%。其中，

出口 53.5亿元，同比增长 121.6%；进口 21.9 亿元，同比下降

12.3%。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8月，上海中远海运重

工有限公司出口 18 亿元，同比增长 738.9%；上海华润大东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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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出口 14.7亿元，同比增长 121.1%。两家企业合计

出口 32.7亿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 61%。由于崇明区外贸出口

基数较小，两家企业增幅较大带动全区出口大幅上涨。 

前三季度，全区新批准三资企业 224 个，同比增长 7.2%；

三资企业合同外资 72368 万美元，同比下降 2.3%。实到外资（1-8

月）11922 万美元，同比下降 48%。 

（八）就业举措强劲有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通过垂直补贴、政策延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一系列措施

帮助企业和劳动者纾困，全区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前三季度，全区完成新增就业岗位 8310人次，完成年度目

标 9000人次的 92.3%。其中，乡镇单位新增就业 4499人次，完

成年度目标的 95.9%；区属单位新增就业 3811 个，完成年度目

标的 88.4%。另外，自主创业 219 人次，完成年度目标 230人次

的 95.2%。 

三、第四季度形势分析 

总体来看，前三季度全区主要经济指标中，正增长指标增速

加快，下降指标降幅稳步收窄，部分下降指标即将转正，但是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持续关注。 

一是工业生产方面，产值增速逐步加快，增长态势得到进一

步巩固，总体形势好于预期，从目前走势看，第四季度工业生产

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是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疫情引发的风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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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不确定性，对全区海洋装备产业的影响还需要密切关注。 

二是房地产投资方面，从今年 6月起，已连续 4个月处于下

行通道。我局近期正在开展房地产项目排查工作，确保房地产投

资项目应统尽统。9 月份，新增了 8 个房地产项目入库申报，其

中 2 个项目预计本年完成投资额较高（如海和苑商品房项目 10

月份预计完成 3亿元）；另有右岸雅苑商品房项目 10 月份预计完

成 1.5亿元，因此，预计 10 月份开始全区房地产投资情况会有

所好转。总体来看，前三季度，完成了全年计划总投资的 60%，

预计今年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5 亿，要完成 230亿元年度目标

计划还有一定压力。 

三是消费市场方面，占比较大的零售业依然两位数下降，形

势不容乐观，还需花大力气激发市场活力，最终促进消费经济有

效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