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面对疫情冲击影响和各种超预期困难挑战，无
锡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重大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运行，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强富美高”新无锡现代化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

一、综合

经济总量再创新高，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初步核算，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850.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3.0%。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84万
元。

分产业看，全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33.65亿元，比上年
增长1.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7177.39亿元，比上年增长
3.6%；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539.78亿元，比上年增长2.4%；
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0.9:48.3:50.8。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5.81万人，其中：各类城镇下岗失业
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7.72万人，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3.12万人。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68%。

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9831.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为66.2%，比上年上升 0.2个百分
点。民营规上工业实现产值 14269.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民间投资完成2403.41亿元，比上年下降3.6%。

年末全市各级登记机关登记的各类企业42.33万户，其中
国有及集体控股公司3.60万户，外商投资企业0.70万户，私营
企业38.04万户，当年新登记各类企业5.12万户。年末个体户
66.09万户，当年新登记8.08万户。

全年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1%，比上年提
高0.4个百分点。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
上涨2.9%。工业生产价格涨幅平稳，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上涨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3.9%。

表1 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情况

二、农业

全年粮食总产量55.63万吨，比上年增长1.0%。油料总
产量7643吨，比上年增长0.9%，其中油菜籽6882吨，比上年
增长1.7%。茶叶总产量4117吨，比上年增长0.3%。园林水
果总产量18.20万吨，比上年增长7.8%。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为81.13千公顷，比上年增加1.08千公
顷；油料种植面积为3.08千公顷，比上年减少0.11千公顷；蔬
菜种植面积38.34千公顷，比上年减少1.66千公顷；果园种植
面积10.42千公顷，比上年减少0.03千公顷。

主要畜产品中，肉类总产量8003吨，比上年下降5.4%，其
中猪牛羊肉5294吨，比上年下降2.3%。禽蛋总产量1.05万
吨，比上年下降 21.1%。奶牛存栏 995 头，比上年增长
42.3%。全年水产品产量10.24万吨，比上年增长0.3%。

表2 202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吨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5585.97亿元，比上年
增长5.4%。从经济类型看，内资企业增加值增长7.3%，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2.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2666.56亿元，与上年持平；规模以上工业
产品产销率95.8%，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705.07亿元，比上年增长0.3%；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310.02亿元，比上年增长8.0%。房屋建
筑施工面积4660.60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5%。1个国家优
质工程奖，21个建设工程项目获得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
杯”（房屋建筑工程），2021—2022年度共108个建设工程项

目获无锡市“太湖杯”优质工程奖。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073.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完成 2.32 亿元，比上年下降
36.7%；第二产业投资完成1565.60亿元，比上年增长0.2%；
第三产业投资完成2505.61亿元，比上年增长3.6%。分重
点行业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完成959.63亿元，比上年增长
8.6%；先进制造业投资完成 1308.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完成1853.87亿元，比上年增长
7.6%。

全年房地产业完成增加值 891.06 亿元，比上年下降
8.2%。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386.79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6%。商品房施工面积为5648.8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7.0%；竣工面积965.5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6.9%。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37.60亿元，比上年增
长1.0%。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
零售额210.72亿元，比上年增长24.4%；限额以上住宿和餐
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26.58亿元，比上年增长
29.1%。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中，汽车类增长4.4%，
石油及制品类增长2.3%，粮油、食品类增长6.3%，通讯器材类
增长3.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2.0%，家具类增长
13.7%，中西药品类增长21.8%，化妆品类增长13.8%，金银珠
宝类增长15.3%，日用品类增长29.4%。

六、开放型经济

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突破1100
亿美元大关，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1106.52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4.7%。其中，出口总值727.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4%；
进口总值378.6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1%。一般贸易实现出
口总值440.40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60.5%。按人民币
计，全年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7373.07亿元，比上年增长
8.0%。其中，出口总值4852.64亿元，比上年增长15.0%；进口
总值2520.44亿元，比上年下降3.3%。

表3 2022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口、出口总值及其增
长速度

单位：万美元

利用外资稳步提升，全年批准外资项目447个，新增协
议注册外资87.8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3.1%。实际使用外
资38.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全年完成协议注册外资
超3000万美元的重大外资项目66个。至2022年底全球财
富500强企业中有110家在我市投资兴办了222家外资企
业。

全市服务外包产业接包合同总额185.28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10.0%，执行金额127.8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2%；离岸
合同总额126.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8%，离岸执行金额
82.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

全年备案投资项目157个，中方协议投资额达到40.27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220.5%，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25个。

七、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和旅游业

预计年末公路总里程7605.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25.6
公里。年末全社会拥有机动车辆258.87万辆，比上年增长
5.3%。其中汽车244.38万辆，比上年增长5.6%。私人汽车
拥有量年末达到199.98万辆，比上年增长5.5%。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线路总长110.77公里，全年运营总里程996.76万
列公里，线网客流总量11954.86万人次。市区新辟公交线
路6条，年末营运公交线路315条，线路总长5772公里，全年
公交运客总量1.16亿人次。年末市区营运巡游出租汽车
4040辆。

全年完成客运量6512.76万人，比上年下降25.3%；完成
货物运输量21229.18万吨，比上年下降9.1%。完成港口货物
吞吐量42513.20万吨，比上年增长3.5%；集装箱货物吞吐量
59.50 万标箱，比上年下降 9.4%。完成航空旅客吞吐量
376.92万人，比上年下降47.1%；航空货邮吞吐量9.80万吨，
比上年下降40.0%。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253.63亿元，比上年增长6.5%。发送
函件699.36万件，比上年下降7.9%。全年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量累计完成9.61亿件，比上年下降1.2%，实现快递业务收入
108.13亿元，比上年增长6.3%。年末，光纤宽带覆盖用户超
380 万户，城域网出口带宽超 12T。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
20000个。年末移动电话用户1024.23万户，其中4G手机用

户达到555.43万户，5G手机用户达到365.37万户。固定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 453.84 万户，移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894.38万户。

旅游业稳步恢复，全年共接待国内旅游人数7920.98万人
次，恢复到上年的90%；接待旅游、参观、访问及从事各项活动
的入境过夜旅游者4.95万人次，恢复到上年的73.8%。旅游
总收入1373.39亿元，恢复到上年的83%。全市拥有等级旅
游景区49个，其中国家5A级景区4家，国家4A级景区26家，
3A级景区12家，2A级景区7家。省级及以上乡村旅游重点
村17个。年末全市星级宾馆27家，其中五星级宾馆11家，四
星级宾馆8家。全市拥有旅行社270家，其中出境游组团社
34家。

八、财政和金融业

财政收入平稳，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33.38亿元，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比上年增长1.6%。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全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65.84亿元，比上年增长0.6%。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4438.57亿元，比
上年增长14.5%；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19879.67亿元，比上年
增长13.9%。存款中，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10349.23亿元，比
上年增长15.2%；住户存款余额10023.49亿元，比上年增长
22.0%。贷款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14227.59亿元，
比上年增长 16.6%；住户贷款 5618.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全年现金净投放226.78亿元，比上年增长45.2%。

全年实现保费收入492.75亿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
财产险收入 126.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人寿险收入
366.46亿元，比上年增长6.2%。保险赔款支出80.41亿元，比
上年下降 1.8%。保险给付支出 48.11 亿元，比上年下降
17.9%。

全年证券市场完成交易额90749.11亿元，比上年下降
0.3%。本年新增上市公司12家，A股上市公司累计112家。
全市共有证券公司2家，证券分支机构166家。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市共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省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8家，省级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8家，国家级国际合作
基地6家。

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1977.65亿元，同比增长
10.0%，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0.4%。发明专利授权
量8439件，比上年增长46.4%。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9.81件。全市获国家、省科技计划到位经费11.87亿元，比上
年增长52.2%，其中获国家科技经费0.58亿元。

全市共有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13个（不含在
筹2个），国家级型式评价实验室1个，国家级检测重点实验室
6个，国家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1个。全年省级监督抽查我市
产品1696批次，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864家，法定计量
技术机构3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72.76万台（件）。全年新增
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211项。

全市共有普通高校13所。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
5.16万人，在校生15.41万人，毕业生3.80万人；研究生教育
招生0.42万人，在校生1.22万人，毕业生0.27万人。全市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 5.22 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9.5%，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特殊教育招生366人，在校生1584人。全市共有幼儿
园596所，比上年增加16所，在园幼儿21.72万人，比上年
增加0.34万人。

表4 2022年各类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情况
单位：个、万人

十、文化、卫生、体育和民族宗教

年末共有艺术表演团体68个，文化馆8个，公共图书馆8
个，文化站75个，博物（纪念）馆64个。全市人民广播电台节
目13套，电视台节目24套，无锡有线电视总用户179.15万
户。电视人口总覆盖率和广播人口覆盖率均达100%。全市
档案馆8个，已向社会开放档案410万件。

预计年末全市拥有卫生医疗机构3185个，其中综合医院
6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115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702家，护理院66家，疗养院6家。全市共有卫生
技术人员6.55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2.53万人；拥有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5.17万张，其中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
院）5.00万张。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全年完成诊疗5261.10万人
次，比上年下降5.9%。

利用57块闲置用地建设公共体育设施项目113处，新建
社区百姓健身房7个，各类体育运动场所新增设置直饮水点
21个。年末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预计为3.97平方米，每万
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48人，全市国民体质合格率93.2%。
举办无锡市小学生系列竞赛16个项目、“跃动锡城”青少年阳

光体育联赛10个项目，举办小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全市
9个项目入选省级体育产业基地、体旅融合示范基地、体育服
务综合体和体育场馆示范项目，海澜飞马水城入选中国体育
旅游精品项目（三年十佳）、长三角地区体育旅游精品目的
地。第二十届省运会无锡代表团再创佳绩，共获得158枚金
牌、401枚奖牌，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全市体育彩票销售达到
31.3亿元，增长13.8%。

年末有宗教活动场所279处，教职人员518名（不含散居
道士)。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519.01万人，年人口增长率7.27‰。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86.6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49.08万人，
比上年增长0.15%，其中城镇常住人口622.39万人，比上年增
长0.39%，常住人口城镇化率83.09%，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
分点。

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823元，比上年增长4.5%；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332元，比上年增长4.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934元，比上年增长5.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1.78:1缩小为1.75:1。全体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1381元，比上年增长3.9%；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5298元，比上年增长3.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8920 元，比上年增长
6.6%。

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含退休人员）404.11万
人，净增缴费人数5.1万人。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427.75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268.18万人。参加失业
保险职工人数为262.67万人，扩面3.9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276.30万人。市区月低保标准提高至1075元。年末在
领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69万人。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11370人，全年共发放低保
金1.25亿元。实施城乡医疗救助31.29万人次，支付救助金
7943.31万元；实施临时救助5112人次，发放救助金411.36万
元。年末全市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15863人。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全市新开工保障性住房
26490套（间），基本建成19663套（间）。

全年累计抽检各类食品6.94万批次，每千人抽检率达
9.28批次，食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为99.84%。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3407.12公顷，比上年增
长 28.9%，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833.47 公顷，经营性用地
628.04公顷，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1945.61公顷。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833.30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0.6%。
其中工业用电量600.40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3.2%；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99.4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7.0%。

预计年末全市水资源总量18.30亿立方米。初步统计，全
年总用水量26.69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0.4%。其中生活用
水下降7.7%，工业用水（开式火电用水以耗水计）下降2.4%，
农业用水增长10.7%，生态补水增长12.4%。

全市PM2.5年均浓度28微克/立方米，较上年下降3.4%，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78.9%，比上年下降3.3个百分
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全市功能区昼间和
夜间噪声达标率分别为98.4%和93.8%。

预计年内市区新增绿地面积35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5.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96%。

全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77起，死亡51人，连续三
年保持较高降幅。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0.003人/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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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
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3.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就业、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企业登记、质检、食品安全、专利数据来自
市场监督管理局；茶叶、水果、水产品数据来自农业农村局；
对外贸易数据来自海关；利用外资、外包、外经数据来自商务
局；车辆、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公安局；公路、水路交通运输数
据来自交通运输局；铁路运输数据来自火车站；民航运输数
据来自苏南机场集团；轨道交通数据来自地铁集团；邮政、电
信业务数据来自邮政管理局、通信管理办公室、各通信公司；
城市信息化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局；文化、旅游数据来自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局；金融数据来自人
民银行；保险数据来自保险协会；证券数据来自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科技数据来自科技局；教育数据来自教育局；档案
数据来自档案史志馆；卫生数据来自卫生健康委员会；体育
数据来自体育局；宗教数据来自民宗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
民政局；医疗救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数据来自医疗保障
局；国家优抚补助数据来自退役军人事务局；保障性住房数
据来自住建局；用地数据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资源数
据来自水利局；电力消耗数据来自供电公司；环保数据来自
生态环境局；绿化数据来自市政和园林局；安全生产数据来
自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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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市区

102.1

102.5

100.2

101.0

102.2

105.6

100.9

101.9

101.2

产品名称

粮食

油料
#油菜籽

茶叶

园林水果

水产品

产量

556306

7643

6882

4117

181961

102434

增长（%）

1.0

0.9

1.7

0.3

7.8

0.3

出口国家
和地区

韩国

美国

中国香港

日本

印度

2022年

1073899

721962

559551

415037

252426

增长
（%）

33.5

-2.3

-11.2

5.2

15.0

进口国家
和地区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美国

澳大利亚

2022年

653186

616896

377775

271285

75328

增长
（%）

-12.1

-15.7

-6.7

-5.0

10.1

指标

普通高等学校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学校
个数

13

16

206

235

招生数

5.58

1.83

9.82

7.95

在校生数

16.63

5.22

27.94

47.09

毕业生数

4.07

1.46

8.49

6.69

（上接第1版）无人驾驶巴士缓缓起
步。

记者了解到，车辆为纯电动小
巴，配备激光雷达和多个摄像头，满
座状态为乘客 9人以及 1名安全
员，最高时速可达40公里，记者体
验的线路从永昌路站到智能网联汽
车生态园通勤环线，是即将正式投
运的6条线路之一，线路单程约7
公里，全程耗时约20分钟，主要服
务对象就是在产业园工作的上班
族。

行车期间，由于没有方向盘，记
者也没有看到“安全员随时保持双
手悬空‘守护’方向盘的姿势”。那
会不会方向盘在安全员手中的平板
电脑上呢？记者凑上前一看，发现

“原以为的操作界面”并不存在，只
有一个类似高德地图的线路图，上
面标注了车速等数据信息，并不具
备操控功能。

安全员会时不时将手放在一
个红色按钮上，原来，这是整辆车

权限最高的紧急制动按钮，由于车
辆尚处于测试阶段，为了保障乘客
的安全，当安全员认为有必要时，
根据安全操作流程，就会将手放在
按钮上，以防万一。“在平时，如果
乘客因身体原因想要临时下车，可
以按车门边的‘临时停车’按钮，车
辆就会自动靠边停车。”黄师傅介
绍。

“现在很多车辆都有行人紧急
避让系统，咱们这车有吗？”“不仅
有，还很先进。”据介绍，这款即将大
规模投用的L4级无人驾驶小巴，是
全球首款获得德国红点奖的智能驾
驶汽车。

20分钟的车程很快，启动、转
弯、变道、刹车等都流畅自然，几乎
感受不到顿挫。“如果遇到超车、加
塞，它会怎么样？”“其实，在刚才的
体验过程中，咱们已经遇到了多次

被超车和加塞，只是因为无人驾驶
小巴提前进行了预判处理，我们的
感受并不明显。”车城智联自动驾驶
项目经理邹劲琪告诉记者，在此前
接受多部门评测时，交警部门用“既
守规矩，更懂礼貌”来形容这款L4
级别的无人驾驶小巴。

“比如，在遇到斑马线时，它就
会优先停下，等待行人通过后再启
动，所以会给乘客等待时间偏长的
感觉。”邹劲琪坦言。

无人驾驶真安全吗？无锡市车
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
市信息化协会副理事长华贤平介
绍，由于低速安全、路线相对固定，
无人驾驶公交是公认的目前最适合
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载体之一。从
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公交主要有
三大优势：第一，中低速场景，时速
保持在20公里—50公里之间。第

二，固定路线，车辆在同一线路上反
复磨合，更能确保行驶安全，并可实
现红绿灯优先和预警。第三，满足
多人出行，在公共道路上享受优先
路权。无人驾驶小巴目前在广州、
郑州、南京、上海、深圳等13个城市
开展路测和运营。

据悉，即将投运的新型无人驾
驶小巴已进行了2年超百万公里的
路面测试，并经过公安、工信、交通
等多部门权威评测。“目前整车有三
套传感系统，即使其中1套损坏，剩
余的两套系统也能保障将旅客安全
送到站点。”邹劲琪说。

我们距离真正的无人驾驶公交
还有多远？华贤平介绍，通过2—3
年的建设周期，我市将逐步建立公
共交通自动驾驶车辆服务网络，打
造市级公共交通自动驾驶运营体
系，从而实现无锡市市域面积全覆
盖、自动驾驶全车型、运营服务全链
条的闭环。

（徐兢辉、陈菲 图文报道）

无人驾驶小巴又“上新”

（上接第1版）其中四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是解放动力自主研发4.0的集大成之作，是“民
族品牌、高端动力”。

一汽解放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无锡这片发展
沃土上，集绿色、智能、精益为一体的超级工厂，
将为无锡产业强市和高质量发展打造新的标杆，

“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以
超级工厂为载体，持续深化智能制造技术在研
发、生产、服务等场景的全生命周期研究与应用，
加速向‘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智慧动力领域解
决方案提供者的目标迈进。”

（裘培兴）

首台解放奥威16升发动机下线

（上接第1版）把生产出来的沥青混凝土用到路
面上，原本涉及生产、运输、施工、结算等多个环
节，有了智慧工厂数字化综合管理系统，远在一
线的施工人员打开手机小程序便可随时掌握所
需材料的预计出厂时间和运输进度等，实现信息
化、数字化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积极践行“四敢”精神，
投资配备了污染物实时在线监控系统和厂区内外
环境监测系统，24小时监控每一台环保设备的运
行状态、每一个烟囱排放的污染物指标，并将数据

实时报送至市区两级环境管理部门，自我加压的
同时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精细度。
工厂内的路面冲洗、绿化浇灌、车辆清洗系统都
采用中水回用以节约水资源。项目还建设了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出“南低北高”的折线形
屋顶，增大光伏面板受光照面积，从而提高光伏板
发电效率。预计项目正式投运后，全年1/4的用
电量可由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提供，真正实现环
保、绿色、低碳、节能生产，助力梁溪科技城打造生
态绿色的未来科技城区。 （朱冬娅）

首座沥青智慧工厂上半年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