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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莱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莱州市统计局

2022年，莱州市上下以市委“1343”工作体系为引领，锚定“凝

心聚力谋发展、再创莱州新辉煌”奋斗目标，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部署要求，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实现

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70.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5.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3.5亿元，同比增

长 5.2%；第二产业增加值 353.9 亿元，同比增长 7.3%；第三产业

增 加 值 323.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8%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12.13:45.92:41.95。

年末公安部门登记人口 82.02万人，比上年下降 0.8%。人口出

生率为 4.4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36‰。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09 万人，其中，失

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人数 5422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0.83%。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 182.69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农

业产值 63.64 亿元，同比增长 2.5%；林业产值 2.20 亿元，同比增

长 7.0%；牧业产值 36.03亿元，同比增长 16.7%；渔业产值 54.67

亿元，同比增长 3.9%；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26.15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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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8.3万公顷，保持稳定。其中，小麦种植面

积 3.7万公顷，保持稳定；玉米种植面积 4.4万公顷，保持稳定。

油料种植面积 0.94万公顷，减少 0.07公顷。蔬菜种植面积 0.65万

公顷，减少 0.3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 53.42万吨，增产 0.9%。其中，夏粮产量 23.30

万吨，增产 0.4%；秋粮产量 30.13万吨，增产 1.4%。油料产量 4.07

万吨，减产 7.3%。蔬菜产量 40.87万吨，减产 5.6%。水果（含瓜

果类）产量 34.99万吨，增产 1.6%，其中苹果产量 21.87万吨，减

产 1.4%。

全年肉类产量 13.07万吨，比上年增长 8.9%。其中，猪肉产量

7.75万吨，同比减少 1.9%；禽肉产量 3.45万吨，同比增长 0.6%。

全年水产品产量 28.10万吨，比上年增长 3.0 %，全部为海水

产品。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市工业增加值 313.2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其中，采

矿业增加值 72.9亿元，同比增长 38.0%，制造业增加值 210.0亿元，

同比增长 3.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30.3

亿元，同比下降 0.7%。

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 827.8亿元，同比增长 27.5%。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19.0%，分门类看，规上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2%；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规上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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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营业收入 832.2亿元，同比增长 27.0%，利润总额 58.5亿元，同

比增长 12881.1%。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41.0亿元，比上年增长 3.8%。资质内建筑

业实现总产值 66.3亿元，比上年增长 8.4%；竣工产值 27.2亿元，

增长 0.7%；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5.7万平方米；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7.4万平方米。

四、服务业

全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23.3亿元，比上年增长 2.8%。规

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5%，其中，高技术服务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19.6%，现代服务业同比增长 16.5%。分行业看，多

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同比增长 29.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

26.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48.5%。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增加值 42.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1.9%。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 2675.81公里，其中国、省道公路

通车里程 339.71公里，境内铁路通车里程 68公里。潍烟高铁莱州

段建设有序推进，高铁莱州站站房主体工程实现全线首个封顶。实

现大莱龙铁路电气化全线拉通。沿海港口完成吞吐量 3060万吨。

年末城市公交营运车辆 126辆，营运线路 15条，线路总长 218

公里。年末农村客运班车 174辆，农村客运班线 30条，全部实行

了公交化运营。新增 40辆大型新能源公交车并投入城乡公交线路

运营；新开通 25路“莱州—黄山后”城乡公交线路。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12.8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完成邮

政业务总量 1.6亿元，比上年增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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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9.4%。其中，国有集体经济投

资同比下降 14.0%；股份制经济投资同比增长 43.8%；个体私营投

资同比下降 32.1%；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同比下降 53.9%。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47.2%；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12.3%，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2.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3.3%。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比为 2.7：53.3：44.0。民间投资占全市

投资比重 77.2%，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40.8%，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21.3%，高技术投资增长 16.1%，占全市投资的 7.5%。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34.3亿元，比上年增长 53.3%。其中，

住宅投资 28.1 亿元，增长 48.1%。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61.9 万平

方米，比上年增长 13.1%，商品房施工面积 305.9万平方米，下降

17.4%。

六、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4.1亿元，比上年增长 0.6%。

按经营地统计，完成城镇市场消费品零售额 200.1亿元，同比增长

0.5%；完成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14.0亿元，同比增长 0.6%。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16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9.5%。其中，

进口 72.97亿元，同比增长 11.9%；出口 95.7亿元，同比增长 26%。

全年新批利用外资项目 6个。全市合同外资 1.3亿美元，比上

年下降 77.1%。实际使用外资 12186万美元，同比增长 2.7%。

七、财税和金融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2.5亿元，比上年增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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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收入 28.8亿元，同比增长 4.2%。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比重 67.7%。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7.8亿元，比上年

增长 17.8%。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亿元，同比增长 13.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6亿元，同比增长 14.2%；教育支出 10.7亿元，

同比增长 26.8%。

全年税收总收入完成 71.0亿元，比上年下降 8.2%。其中，国

内税收 51.7 亿元，同比增长 13.7%；海关代征 19.3 亿元，同比下

降 39.5%。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088.54亿元，比年

初增加 119.58亿元，同比增长 12.34%。其中，住户人民币存款余

额 916.25亿元，比年初增加 117.60亿元，同比增长 14.73%；非金

融企业人民币存款余额 108.37亿元，比年初增加 10.48亿元，同比

增长 10.70%。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422.87亿元，比

年初增加 48.59亿元，同比增长 12.98%。其中，住户人民币贷款余

额 135.90 亿元，比年初增加 5.33 亿元，同比增长 4.08%；企(事)

单位贷款余额 286.96 亿元，比年初增加 43.25 亿元，同比增长

17.75%。

八、社会事业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67 处，其中小学 30 处，初级中学 18

处，九年一贯制学校 11处，普通高中 4处，特殊教育学校 1处，

中等职业学校 3处。在校学生 69147人，教职工 6846人。各类幼

儿园 112处，在园幼儿 19273人。

新建的实验学校、莱州一中附属学校项目和改扩建的第三实验



6

小学、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项目均完成主体封顶。启动新高中建设，

推进山东体育产业职业学院、新中职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手续办理。

建成投用第二实验幼儿园总园。高考文化课一本上线和本科上线继

续保持高位，“双一流”大学上线 393人，占烟台市上线总人数的

13.1%，1名学生获烟台市第一名。中考成绩在全烟台市保持领先。

职教高考本科上线 147人。我市入选烟台市首批全环境立德树人实

验区，获教育部职成教司社区教育“能者为师”实践创新项目 1个，

山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 4项，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3项，

山东省第二批普通中小学校优秀德育工作实施方案 1个，山东省教

师教育协同创新重点项目 1个。1所学校入选山东省首批全环境育

人示范校。我市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经验做法被教育

部发文推广。

我市顺利通过“全国武术之乡”年度复审，被烟台市委、市政

府通报表彰为“第三十二届奥运会、第十四届全运会有功集体”，

在省级以上比赛中共获 57块金牌、45块银牌、63块铜牌。中华武

校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央视元宵晚会等重大演出活动，进一步

打响了“莱州武术”品牌。教体局被山东省体育局评为“山东省第

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先进单位”。新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 4所。1所学校获山东省体育局第三十二届奥运会和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集体通报表扬，1所学校获“山东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称号。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举办莱州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乡村社区运动会、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动及“全民健身

日”文体展演等线上、线下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60余场。加大体育

惠民力度，新建体育场地设施 10处，改造投用标准塑胶公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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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1处，进一步提升了全民健身服务水平。

我市高企认定数量达到 96家，成功备案国家科技中小企业备

案 174 家。海创汇莱州产业加速平台接洽企业 282 家，服务企业

160家，完成 22家企业入驻，培育 15家科小、4家专精特新企业

及 1家瞪羚企业，举办各类创业活动 46场，为企业提供财税、资

金等资源对接 10次，营造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全市拥有市文化馆 1个，市图书馆 1个，市博物馆 1个；市图

书馆完善高标准城市书房 3处；剧院、电影公司各 1个，京剧团、

吕剧团 2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镇街综合文化站 17处。

实施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六个一”提升工程，推动全市村居文

化中心建设有阵地、有队伍、有器材、有活动；创新实施“网络书

香 全民乐享”免费数字阅读推广工程，推进乡村数字阅读工作。

培育“莱悦读吧”等新型阅读空间 3 处，设置流动图书服务点 27

个，组织流动图书服务车进社区、进村庄、进景区 30次，打造全

民阅读示范基地 8 个，评选最美城市书房 2 个，最美书香家庭 70

个，创建最美阅读品牌 4个。

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工作取得重要成果。《莱州市东海神庙遗址

保护规划（2022-2035）》编制完成，获得烟台市局批复；莱州吕

村遗址入选 2021年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

城港路街道朱旺村入选第二批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培育创建名

单；汇昶商号旧址公布为山东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基山

摩崖石造像、军寨址墓群公布为烟台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虎嘴商会分事物所旧址及莱州市博物馆 68件馆藏革命文物入选

山东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莱州市云峰毛笔博物馆和王贾村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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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入选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首批山东省乡村（社区）博物馆

名单。

不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培育打造了“百姓大舞台”“百名艺

术家优秀作品展”“心连心艺术团志愿者文艺服务队”“百场公益

文化培训”等特色文化服务品牌。围绕疫情防控、网络文明、美德

健康生活等主题，征集创作短视频、书画、曲艺、情景剧等文艺作

品 80余件，抗疫新创作歌曲《爱的守护》等 8件作品获得烟台市

抗疫优秀作品奖。创排完成省非遗保护项目胶东蹦蹦戏《双拜花堂》；

创排红色现代剧《老井》；打磨提升蓝关戏《四知太守》、大型红

色吕剧《玉皇顶起义》、现代京剧《白毛女》等作品，加强廉政文

化建设，与市纪委联合策划拍摄微电影《四知太守，四知却金》，

荣获“清廉烟台”优秀文艺作品一等奖；蓝关戏《四知太守》5次

受邀参加烟台市专题调研和“清廉烟台”展演活动；蓝关戏《小事

也是事》入选山东省群众性小戏小剧评选二等奖。

全市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927所，其中，医院 16个，专业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 4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卫生监督所 1个、

妇幼保健院 1个、专科疾病防治院 1个），镇街卫生院 11处，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 23 处，门诊部 7 处，诊所、医务室、护理站 265

个，村卫生室 600处，其他卫生机构 1处。实际开放床位 4830张。

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5669人，其中执业医师 2359人，执业助理医师

301人，注册护士 2222 人。紧紧围绕上级部署要求，从维护群众

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莱州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维护全国

全省疫情防控一盘棋的高度出发，把新冠疫情防控作为突出政治任

务来抓，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阶段后，主动应对，全员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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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动员，不断延伸防控触角、持续密织防控网络，巩固提升了疫

情防控成果，确保了未发生本土规模性疫情，顺利完成由“乙类甲

管”向“乙类乙管”转型。启动实施了人民医院三期工程以及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院新建搬迁项目。顺利完成镇街卫生院

布局优化调整等重点改革任务，圆满承担“国家级中医适宜技术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试点县”“省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单位”“第

二批肿瘤规范化诊疗与医保费用合理化管理综合评价项目试点医

院”“口腔医疗机构卫生监督量化分级试点”等示范项目。

落实惠民政策，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为 24656名特殊群体

统一办理了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实施职工普通门诊报销制

度，全年为 12万人次报销职工普通门诊医疗费用 505万元。职工

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由原来的 1.6万元降低至 1.2万元，报销比例统

一提高至 80%；普通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由 1.6 万元降低至 1.4

万元；3 类困难群众的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降低到 7000 元。职

工、居民门诊慢特病病种数量达到 78、68种。全年认定居民慢特

病 1164人次、职工慢特病 1076人次。取消职工、居民外出就医转

院手续，省内外出就医无需办理转院手续，省外就医只需网上备案。

临时异地就医首先自付比例由 40%降低到 10%。受理通过 166个新

增医疗项目申请，审核通过 47家医药机构纳入定点管理。国家第

六批药品胰岛素专项集中带量采购落地执行，涉及六大品类 42个

产品，涵盖临床常用的二代和三代胰岛素，平均降幅 48%，全市

41家定点医疗机构参与采购。国家第七批集中带量采购共 31个治

疗类别 60种药品，平均降价 48%，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

用药以及肺癌、肝癌等重大疾病用药。莱州市 26家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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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采购。

2022年举办“中国旅游日宣传推介”“月季花节文旅嘉年华”

主题活动。月季花节文旅嘉年华期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开展赏花游园、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等文旅活动，全方位宣传展示

莱州月季花节文化品牌，提升莱州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九、民生保障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044 元，比上年增长 5.6%。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25277元，比上年增长 0.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466 元，增长 4.4%。人均消费性

支出 32202 元，下降 2.4%。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即居民食品消

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33.2%（变大 2.6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75 元，增长 6.6%。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 18688元，增长 3.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9%（变大

2.2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总建筑面积 38.3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 47.6平方米。

年末，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 48.7辆、摩托车 44.7辆、

助力车 106.7辆、彩色电视机 104台、空调器 133.3台、电冰箱（柜）

114.7台、微波炉 28.7台、计算机 46台、移动电话 218.7部、健身

器材 3.3套、乐器 2台、照相机 2台。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离退休）人数 249209

人，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含离退休）人数 28476人，

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61339人。2022年末参加基本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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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数 721296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离退休）人数

245610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475686人。参加生育保险

人数 103965人。

全市累计为 13.14 万人次城乡在保对象发放城乡低保金

7794.88万元，电费补贴 76.98万元，年内新审批 612人，1043人

动态退出在保行列。城市低保标准为 953元/人/月，农村低保标准

为 745元/人/月。

十、城乡建设、环境和安全生产

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54 平方公里，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

2088.15公顷。完成农村改厕 14.63万户，普及率达到 93.52%，17

个镇街管护服务站全部成立并正常运转。农村清洁取暖 31599户，

建制镇污水整治项目已新建 10个建制镇污水处理站，新增 10台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完成铺设污水主管网 34公里。完成全市 12371

户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的住房安全排查，完成 14户农村危

房改造。燃气工程建设运行有序，铺设中压燃气管线 29.1 公里。

冬季集中供暖新增入网面积 62.59 万平方米；管道燃气用户新增

7779户，总数达到 11.7万户，城市燃气普及率提高到 99.78%。

全年全社会电力消费量 64.2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7.65%。

第一产业用电 4.24亿千瓦时，增长 6.33%；第二产业用电 47.75亿

千瓦时，增长 7.39%，其中工业用电 47.44亿千瓦时，增长 7.46%；

第三产业用电 4.68亿千瓦时，增长 3.4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7.56

亿千瓦时，增长 13.01%。截至 2022年末，莱州市拥有发电企业 23

家，总装机容量 584.715万千瓦，年发电量 205.74亿千瓦时。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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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5家，装机容量 424.5万千瓦，年发电量 184.29亿千瓦时，其

中：华电国际莱州火电超临界机组装机容量 410万千瓦，年发电量

178.96亿千瓦时；风电企业 11家，装机容量 112.265万千瓦，年发

电量 16.82亿千瓦时；太阳能企业 6家装机容量 47.65万千瓦，年

发电量 4.56亿千瓦时；纳统孤网企业 1家装机容量 0.3万千瓦，年

发电量 0.07亿千瓦时。

全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97天，优良率为 81.4%，未

出现严重污染天气。市区二氧化硫年均值 9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

氮年均值为 22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值 58微克/

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均值 32微克/立方米。

市区降水年均 PH值 6.93，未出现酸雨(PH＜5.6的雨水为酸雨)

污染。地表饮用水水源地除总氮外，其余均达到地表水饮用水源水

质Ⅲ类标准。

水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施王河综合治理工程、小沽河综合

治理工程、留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大武官水库除险加固等 4项重

点水利工程，年度总投资 5.03 亿元。全市 977 个行政村的饮用水

水质均检测合格。已解决 105个村庄 5.5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规

模化供水覆盖率达 88.7%。

市区 8条主要交通干线 35个监测点位，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均

值为 66.4 分贝。市区区域环境噪声 222 个点位等效声级昼间均值

为 61.8分贝。

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5起，受伤 3人，全年亿元生产

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0.003人。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tzDscSDwLxxuUrqYlNesm7sscIPZ_XidA8iBTsBUMkZIjS1Rp7YQN0H-Y6PQXGPau0AJXP9RUREhxaP1GlQSq&wd=&eqid=dcb8ed6c000253760000000264925b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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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报所列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全市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

业。

4．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是年营业收入达到 2000万元及以上的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的法人企业；二是年营业收入达到 1000万元及以上的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的法人企业；

三是年营业收入达到 500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的法人企业。

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

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

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

6．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

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

业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