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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三季度崇明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三季度以来，全区经济延续了上半年的恢复态势，主要经济

指标变动符合预期。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财政收入持续加速，招

商引资税收增势强劲，市场消费需求趋向稳健，就业指标提前完

成，仅有固定资产总投资回落幅度较大。总体上看，大部分经济

指标两年平均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区经济运行平稳。基于去

年四季度基数升高，下阶段，全区稳增长压力不减，还需紧盯目

标全力冲刺，继续稳固消费市场恢复基础，密切关注对全区经济

总量影响最大的工业经济运行，特别关注下滑趋势明显的投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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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确保全年目标顺利完成，实现全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表 1: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 前三季度 前三季度两

年平均增长

（%） 

上半年两年

平均增长（%） 绝对值 同比（%） 

增加值 亿元 290.18 5.9 3.2 3.7 

﹟第一产业 亿元 14.49 -1.9 4.9 -0.1 

    第二产业 亿元 76.81 13.7 5.5 6.3 

  第三产业 亿元 198.88 3.7 2.2 3.0 

工业总产值 亿元 370.7 8.9 10.7 10.9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亿元 353.8 9.3 11.8 12.0 

财政总收入 亿元 390.9 36.8 16.5 13.1 

﹟区级财政收入 亿元 124.7 32.9 13.0 9.7 

财政支出 亿元 225.7 -3.5 0.7 -12.6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55.7 5.6 14.1 47.1 

﹟房地产投资额 亿元 57.0 2.1 -9.8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商品销售总额 

亿元 

亿元 

106.4 

235.7 

16.1 

3.6 

2.7 

— 

1.3 

— 

招商引资企业 户 45013 -13.6 -9.1 -7.0 

招商引资实现税收 亿元 360.5 30.9 14.5 16.8 

旅游接待人数（上月数） 万人次 1268 — — — 

旅游营业收入（上月数） 万元 356145 — — — 

新增就业（完成目标%） 人次 9075 100.8 — — 

前三季度，我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与全市各区横向比较，财

政总收入依然名列前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中，投资和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中等偏后，商品销售总额及增加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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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排名情况 

指标名称 
财政总收

入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

额 

固定资
产投资
总额 

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

值 

商品
销售
总额 

增加
值 

累计同比
（%） 

36.8 16.1 5.6 9.3 3.6 5.9 

全市排名 — 9 10 11 16 16 

郊区排名 1 4 6 7 8 8 

注：财政总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数据来源于郊区交流，其他指标

来源于市返数据。 

二、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一）经济总量增速趋缓，工业拉动作用依然最强 

前三季度，经市统计局初步核算，崇明区实现增加值 290.1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5.9%，两年平均增长 3.2%。 

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4.49亿元，下降 1.9%；

第二产业增加值 76.81亿元，增长 13.7%；第三产业增加值 198.88

亿元，增长 3.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5.0:26.5:68.5，与上半年

相比，第一产业占比上升 0.5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

下降 0.1 个和 0.4 个百分点。 

表 3：前三季度三次产业增加值情况 

 现价（亿元） 可比增长（%） 占比（%） 拉动增长百分点 

GDP总量 290.18 5.9 100.0 — 

＃第一产业 14.49 -1.9 5.0 -0.1 

第二产业 76.81 13.7 26.5 3.4 

第三产业 198.88 3.7 68.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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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增速看，与上半年相比，农业增加值回升 5.9 个百分

点，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保持不变，其余 7个行业增加值增速

有不同程度回落。具体看，住宿餐饮业、工业、交运仓储邮政业

增速位居前三，分别为 12.9%、12.2%和 11.1%；其他服务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保持基本稳定，增速分别为 5.8%、4.9%、3.0%；

建筑业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由上半年的 19.6%回落至 2.1%；批发

零售业增长 0.3%；农业下降 2%。 

图 1：前三季度季度 9个行业大类增加值情况 

 

从绝对量看，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基本稳定在工业、房地

产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具体来看：工业增加值 68.32亿元，

占 23.5%，拉动经济增长 2.7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 28.38

亿元，占 9.8%，拉动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增加

值 27.63 亿元，占 9.5%；金融业增加值 27.24亿元，占 9.4%，

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百分点。 另外，住宿餐饮业增加值 3.91 亿

元，仅占 1.3%，但拉动经济增长 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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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前三季度主要行业增加值情况 

 现价（亿元） 可比增长（%） 占比（%） 拉动增长百分点 

工业 68.32 12.2 23.5 2.7 

房地产业 28.38 3.0 9.8 0.3 

批发零售业 27.63 0.3 9.5 0.0 

金融业 27.24 4.9 9.4 0.5 

住宿餐饮业 3.91 12.9 1.3 0.2 

（二）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海装产业降幅收窄 

总体看，全区工业生产基本稳定，工业产值走势符合“前高

后低”预期，两年平均较上半年略降，但依然呈两位数增长。前

三季度，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370.7 亿元，同比增长 8.9%，两

年平均增长 10.7%，较上半年回落 0.2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 353.8 亿元，同比增长 9.3%，两年平均增长 11.8%，

较上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工业销售产值 371亿元，同比增长

9.8%，产销率 100.1%。 

图 2:前三季度累计工业产值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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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看，前三季度，2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累计产值同比增

长的有 21个，增长面 72.4%（一季度为 79.3%、上半年为 75.9%）。

六大重点行业“四增两降”，累计完成产值 297.3 亿元，同比增

长 8.7%，低于全区水平 0.2 个百分点。其中，绝对额最大的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拉动重点行业产值增

长 9.8个百分点，降幅最大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拉低

重点行业产值 4.4 个百分点。 

表 5:前三季度六大重点行业产值完成情况 

 单位 
1-9月 

拉动重点行业 

产值增长 
产值 同比（%）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亿元 204.2 15.1 9.8个百分点 

通用设备制造业 
亿元 27.9 4.0 0.4个百分点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亿元 23.2 -34.0 下拉 4.4个百分点 

金属制品业 
亿元 20.6 11.0 0.7个百分点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亿元 19.8 43.1 2.2个百分点 

仪器仪表制造业 
亿元 1.5 -2.5 下拉 0.01个百分点 

合计 
亿元 297.3 8.7 — 

三季度以来，船舶修理企业持续萎靡，船舶配套企业受上海

振华重工港机通用装备有限公司停产关闭影响，产值增幅进一步

收窄，全区海洋装备产业累计增幅阶梯式下降，但收缩幅度较上

半年趋缓。作为全区支柱产业，前三季度，海洋装备产业累计完

成工业产值 256 亿元，同比增长 7%，低于全区水平 1.9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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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图 3:前三季度海装产业单月产值及增长情况 

 

（三）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财政支出有序推进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招商引资税收收入继续支撑。前三季度，

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 390.9亿元，同比增长 36.8%，较上半年加

快 1.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6.5%，较上半年加快 3.4 个百

分点。其中，区级财政收入 124.7 亿元，同比增长 32.9%，较上

半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3%，较上半年加快 3.3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区招商引进企业 45013 户，同比下降

13.6%；实现招商税收 360.5 亿元，同比增长 30.9%，占全区税

收总额 391.3亿元的 92.1%，依然是全区财政收入的强有力支撑。 

财政支出有序推进，重点支出优先保障。前三季度，全区财

政总支出 225.7 亿元，同比下降 3.5%，两年平均增长 0.7%。区

级支出中，占比最大的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8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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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8.9%。另外，卫生健康支出 10.4亿元，同比下降 7.2%。 

图 4:前三季度财政收入情况 

 

图 5:前三季度招商引资情况 

 

（四）总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工业投资增长较快 

全区投资总额增速在一季度末达到峰值（同比增长 57.8%）

后开始逐月回落，8 月底回落至个位数，9 月底首次低于全市水

平，全市（浦东新区除外）排名第十，郊区排名第六。 

前三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5.7 亿元，同比增长

5.6%，低于全市 3.8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4.1%，较上半年

回落 33个百分点。从投资构成看，建设项目投资 98.7 亿元，增

长 7.8%；房地产投资 57亿元，增长 2.1%。从资金来源看，社会

性投资活跃，总量和增速均超过财政性投资。具体看，财政性投

资 75 亿元，下降 10.4%；社会性投资 80.7 亿元，增长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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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前三季度投资额增长情况 

 

工业投资额处于历史高位，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工业领域

完成投资 17.6 亿元，增长 57.5%。目前，在统的工业投资项目

（含市返项目）47 个，比去年同期的 31 个多 16 个。其中，计

划总投资超亿元的项目 19 个，本年完成投资超亿元的项目 6 个

分别是：中船长兴造船基地二期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5.5亿元；临

港长兴科技园 D3-02 项目完成投资 2.5亿元；陈家镇裕安养殖场

渔光互补 1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完成投资 1.5亿元；上海华电崇

明绿华 44MW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完成投资 1.8 亿元；长兴岛

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2亿元；LNG船绝缘箱

生产线搬迁建设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 亿元。 

图 7:近三年工业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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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消费需求趋于稳健 

努力克服疫情在居民出行、娱乐消费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全

区消费保持平稳增长，住宿、餐饮业增速继续领跑，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指标两年平均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区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06.4 亿元，同比增长 16.1%，两年平均增长 2.7%，

比上半年（平均增长 1.3%）加快 1.4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排名全市第九、郊区第四。从消费形态看，零售业

89.2亿元，增长 15%；批发业 5.1亿元，增长 8.3%；住宿业 4.8

亿元，增长 36.8%；餐饮业 7.1亿元，增长 25%。从商品类别看，

吃、穿、用、烧类商品分别实现零售额 45.8 亿元、11.4 亿元、

42.2亿元和 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9%、12%、15.2%和 16.9%。 

图 8: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前三季度，全区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235.7 亿元，同比增长

3.6%，较上半年回落 4.5个百分点，增速明显低于其他兄弟郊区。

实现集市贸易成交额 26.5亿元，同比增长 9.4%，较上半年提升

0.1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月商品销售总额增速由负转正（6月

份-3.7%，7月份-11%，8月份-16.7%，9 月份 0.7%），销售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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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主要受以下因素带动：两家主营金属材料批发的企业 9月份订

单量较大，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9 倍和 4.1倍；一家供销公司

开展优惠促销活动，销售额同比增长 1.8 倍；一家燃气公司因销

售价格上涨，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 

（六）旅游恢复势头良好，民宿发展凸显花博溢出效应 

后花博时期，崇明旅游市场迎来新机遇，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是受疫情影响，民众离沪出游减少，本地周边游几率增加；二

是民宿发展亮点频现，对游客吸引力日益剧增。1-8 月，全区共

接待游客 1268.2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356145万元。其中，宾

馆（酒店）、民宿、农家乐共接待游客 500.3 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 238785 万元；旅游景点接待游客 384.8 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 19145万元；万达、一米单车共接待游客 159.6 万人次，实

现营业收入 13047 万元；旅行社共接待游客 11.4 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 22168万元。 

精品民宿、特色民宿成为崇明旅游市场的紧俏商品，也是新

的旅游目的地和乡村旅游的重要设施载体。8月份，民宿、农家

乐共接待游客 27.2 万人次，实现旅游营业收入 8160.4万元，环

比分别增长 137.4%和 112.6%。民宿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带动了乡

村旅游热度。 

（七）就业目标提前完成，外贸外资低位徘徊 

在疫情影响及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全区积极贯彻落实一

系列“援企稳岗”就业政策，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全区就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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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前三季度，全

区完成新增就业 9075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765 人次，完成年

度目标的 100.8%，比去年同期快 8.5 个百分点。其中，乡镇单

位新增就业 5073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109.1%；区属单位新增

就业 4002 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92%。另外，自主创业 251 人

次，完成年度目标的 109.1%。 

外资方面，我区外资长期存在规模小、总量少的特点。今年

以来，新批准三资企业数和投资总额有所增长，但合同外资、实

到外资等均呈现下降趋势。前三季度，全区新批准企业 275个，

同比增长 22.8%；投资额 54743万美元，同比增长 52.7%；合同

外资 39684万美元，同比下降 45.2%；实到外资（上月数）7683

万美元，同比下降 35.6%。 

外贸方面，我区外贸企业数量少、规模小、行业集聚度不高。

今年以来，一直呈外贸出口降、进口增的态势，总体看，进出口

总额处于负增长区间。1-8月，全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72.1亿元，

同比下降 4.5%。其中，出口 34.5亿元，下降 35.6%；进口 37.6

亿元，增长 71.7%。 

三、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密切关注工业经济运行，尤其是海洋装备产业生产趋

势。工业增加值占全区经济总量的约 1/4，其增速与工业产值增

速密切相关，海洋装备产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约七成，左

右全区工业经济运行趋势。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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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船舶修、造企业接单困难的情况仍不见明显改善，船舶配套企

业受上海振华重工港机通用装备有限公司停产关闭影响拉动力

有所减弱，海洋装备产业下行压力较大。因此，还需对重点企业

进行跟踪监测，确保工业生产持续稳定。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后劲增长乏力。去年及今年上半年，在花

博及相关配套项目及重大农业项目的有力带动下，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总量及增速均创历史新高。但随着上述项目陆续完工，叠加

今年新纳统的大项目少，接下来投资总额增幅将继续回落，预计

全年将出现负增长局面。为推动经济稳步增长，还需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建议相关部门形成合

力，建立促投资工作专班，努力做到：开展精准招商，加大项目

储备；对拟准入项目做好对接辅导；对已拿地项目做好协调服务；

对获批项目助推其尽快落地动工；对在建项目做好跟踪服务；对

在建的达标项目尽快入库纳统。全区一盘棋，及时协调处理项目

投资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共同推进重大项目的招商、建设，提高

投资强度和投资密度。 

三是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目前，新兴企业的招商收入是

全区财政收入的有力保障（占比九成左右），但今年以来，单月

招商引进企业数量已连续 7个月出现下降，3-9月，同比分别下

降 5.1%、32.3%、33.5%、14.2%、21.7%、20.4%和 38.3%，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受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核定征收政策规范因素影响，

后续招商任务依然繁重。还需继续优化招商扶持政策，切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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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准服务，利用花博溢出效应持续开展招商推介，努力实现

招商引资稳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