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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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
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保持
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共
同富裕幸福美好城市上取得新成效，在打造践行新发展理
念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强富美高”
新无锡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一、综合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初步核算，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003.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8.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18.74万元。

分产业看，全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30.33亿元，比
上年增长1.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6710.50亿元，比上年
增长9.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162.41亿元，比上年增长
7.9%；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0.9：47.9：51.2。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6.51万人，其中：各类城镇下岗失
业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9.38万人，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2.40万人。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5%。

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9242.15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为66.0%，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
点。民营规上工业实现产值12520.67亿元，比上年增长
25.4%。民间投资完成2493.40亿元，比上年增长4.6%。

年末全市各级登记机关登记的各类企业39.83万户，
其中国有及集体控股公司3.29万户，外商投资企业0.71万
户，私营企业35.83万户，当年新登记各类企业5.90万户。
年末个体户62.99万户，当年新登记12.3万户。

全年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7%，比上年
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5%，消费品
价格上涨1.8%。工业生产者价格持续走高，全年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9.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
14.7%。

表1 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情况

二、农业

全年粮食总产量55.06万吨，比上年增长8.3%。预计，
油料总产量7576吨，比上年增长8.4%，其中油菜籽6768
吨，比上年增长10.1%；茶叶总产量4104吨，比上年增长
1.9%；水果总产量16.88万吨，比上年下降7.8%。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为80.05千公顷，比上年增加9.68
千公顷；油料种植面积为3.19千公顷，比上年增加0.32千
公顷；蔬菜种植面积40.01千公顷，比上年减少2.94千公
顷；水果种植面积预计10.40千公顷，比上年减少0.50千公
顷。

主要畜产品中，肉类总产量0.85万吨，比上年下降
33.5%，其中猪牛羊肉5420吨，比上年下降42.5%；禽蛋总
产量1.33万吨，比上年下降9.7%。奶牛存栏699头，比上
年下降24.8%。预计全年水产品产量10.21万吨，比上年下
降14.0%。

表2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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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6.42亿元，比
上年增长12.9%。分经济类型看，内资企业增加值增长
14.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11.5%。全
市统计的32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的
有216种，占全市统计产品数的66.9%。在全市跟踪统计
的30种重点产品中，有20种产品的产量实现增长。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2141.39亿元，比上年增
长18.1%；工业产销率98.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

全年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672.70 亿元，比上年下降
0.1%；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1213.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房屋建筑施工面积4590.10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13.6%。10个建设工程项目获得鲁班奖，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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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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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5.20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完成3.67亿元，比上年下降
51.7%；第二产业投资完成 1563.03 亿元，比上年下降
9.9%；第三产业投资完成 2418.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7%。

全年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968.64亿元，比上年增长
2.9%。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568.06亿元，比上年增长
16.2%。商品房施工面积为6076.26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4.5%；竣工面积1037.3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31.6%。全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550.8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0.02%；
商品房销售额2658.96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06.09亿元，比上年
增长10.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163.74亿元，比上年增长25.9%；限额以上住宿
和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20.26亿元，比上
年增长30.7%。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中，汽车类增长
9.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25.1%，粮油、食品类增长26.9%，
通讯器材类增长15.2%，五金、电料类增长17.9%，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增长30.2%，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6%，建
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15.7%，化妆品类增长37.7%，金银珠
宝类增长60.3%，日用品类增长22.4%。

六、开放型经济

对外贸易实现跨越，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千
亿美元大关，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1057.01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20.4%。其中，进口总值403.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4%；出口总值653.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6%。一般
贸易实现出口总值390.4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59.7%。按人民币计，全年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
6829.37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其中，进口总值2607.61
亿元，比上年增长3.1%；出口总值4221.75亿元，比上年增
长19.0%。

表3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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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个，新增协
议注册外资114.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8.2%。实际使用
外资38.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1%。全年完成协议注册
外资超3000万美元的重大外资项目90个。至2021年底
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有108家在我市投资兴办了218家
外资企业。

全年备案投资项目97个，中方协议投资额达到12.6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21
个。

七、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和旅游业

年末公路总里程7805.95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25.70
公里。年末全社会拥有车辆 245.81 万辆，比上年增长
4.5%。其中汽车231.37万辆，比上年增长5.2%。私人汽
车拥有量年末达到189.62万辆，比上年增长4.8%。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110.77公里，全年运营总里程847.37
万列公里，线网客流总量14614.45万人次。市区新辟公交
线路14条，年末营运公交线路306条，线路总长5770.90公
里，全年公交运客总量1.70亿人次。年末市区营运巡游出
租汽车4040辆。

全年完成客运量8717.40万人，比上年下降25.6%；完
成货物运输量23347.10万吨，比上年增长5.6%。完成港
口吞吐量41065.67万吨，比上年增长30.0%；集装箱吞吐
量65.67万标箱，比上年增长17.9%。完成航空旅客吞吐量
712.70万人，比上年增长18.9%；航空货邮吞吐量16.30万
吨，比上年增长3.9%。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238.09亿元，发送函件759.02万
件。全年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9.73亿件，比上年
增长28.4%，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01.70亿元，比上年增长
22.2%。2021年获评全国首批“千兆城市”，光纤宽带覆盖
用户345万户，城域网出口带宽10T。累计建成5G基站超
14500个。年末移动电话用户978.48万户，其中4G手机
用户达到620.87万户，5G手机用户达到244.32万户。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450.10万户，移动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854.78万户。

全年共接待国内旅游人数8800.09万人次，比上年增
长46.4%；接待旅游、参观、访问及从事各项活动的入境过
夜旅游者6.70万人次，比上年下降26.4%。旅游总收入
1654.85亿元，比上年增长56.4%。全市拥有等级旅游景区

50个，其中国家5A级景区4家，国家4A级景区26家，3A
级景区13家，2A级景区7家。省级及以上乡村旅游重点
村14个。年末全市星级宾馆29家，其中五星级宾馆11
家，四星级宾馆8家。全市拥有旅行社268家，其中出境游
组团社34家。

八、财政和金融业

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200.50亿元，比上年增长11.6%。财政支出力度进一步加
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57.91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表4 2021年全市财政分项情况
单位：亿元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达21345.48亿元，
比上年增长10.0%；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17459.50亿元，
比上年增长14.1%。存款中，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984.61
亿元，比上年增长9.3%；住户存款余额8218.36亿元，比上
年增长 12.8%。贷款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2203.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0%；住户贷款5229.72亿
元，比上年增长24.5%。全年现金净投放156.19亿元，比上
年下降20.8%。

全年实现保费收入458.12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其
中财产险收入113.01亿元，比上年增长3.2%；人寿险收入
345.10亿元，比上年增长7.1%。保险赔款支出81.91亿元，
比上年增长5.5%。保险给付支出58.60亿元，比上年增长
71.1%。

全年证券市场完成交易额9.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7.0%。本年新增上市公司14家，累计176家。全市共有
证券公司2家，证券分支机构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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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国家级国际
合作基地6家。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到49.19%，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0.97%。发明专
利授权量5764件，比上年增长32.1%。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49件。全市获国家、省科技计划到位经费7.30亿
元，比上年增长97.8%，其中获国家科技经费2.83亿元。

全市共有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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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批次，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834家，法定计量技
术机构3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64.93万台（件）。全年新增
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124项。

全市共有普通高校13所。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
4.63万人，在校生14.23万人，毕业生3.32万人；研究生教
育招生0.38万人，在校生1.09万人，毕业生0.23万人。全
市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7.47万人（含技校）。九年义务
教育巩固率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100%，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特殊教育招生296人，在校生1453人。全市
共有幼儿园580所，比上年增加44所；在园幼儿21.37万
人，比上年增加0.55万人。

表5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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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个，文化馆8个，公共图书馆
8个，文化站75个，博物（纪念）馆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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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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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万卷（件、册）。

年末全市预计拥有卫生医疗机构3107个，其中综合医
院6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118家，社区卫生服
务站（村卫生室）702家，护理院64家，疗养院6家。预计，
全市共有卫生技术人员6.47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53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5.16万张，其中医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4.96万张。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全

年完成诊疗5455.1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7%。
推动“10分钟体育健身圈”提档升级，新增公共体育场

地面积10.8万平方米，年末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预计为
3.32平方米，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42人，全市国民
体质合格率达96.7%。成功举办无锡马拉松、“跃动锡城·
阳光体育十大联赛”和第十三届市运会等赛事。新创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家，中国体育旅游十佳项目1个、精品
项目3个，省级体育服务综合体1家。全年无锡籍运动员
参加东京奥运会获1银1铜，参加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获11
金7银11铜。全市体育彩票销售额27.49亿元，比上年增
长2.9%，总量排名全省第二。

年末有宗教活动场所278处，教职人员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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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5万人，比上年增长1.23%。
全年出生人口30253人，出生率5.84‰；死亡人口37470
人，死亡率7.32‰，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85.9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747.95万人，
比上年增长0.21%，其中城镇常住人口619.98万人，比上年
增长0.3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82.89%。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014 元，比上年增长
9.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483元，比上年增
长8.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623元，比上年
增长10.8%。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9820元，比上
年增长19.1%；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3873元，
比上年增长 18.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7127元，比上年增长23.6%。

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含离退休人员）
394.54万人，净增缴费人数12.29万人。全市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408.81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262.84万人。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258.71万人，扩面
12.7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76.63万人，扩面28.05万
人。市区月低保标准提高至1060元。年末在领失业保险
金人数为2.26万人。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12749人，全年共发放低
保金1.35亿元。实施城乡医疗救助32.28万人次，支付救
助金5479.56万元；实施临时救助5428人次，发放救助金
774.48万元。全市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
16056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全市新开工保
障性住房30529套（间），基本建成11329套（间）。

全年累计抽检监测各类食品6.72万批次，每千人抽检
率达9.00批次，食品监测合格率为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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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1.11公顷，比上
年增长1.1%，其中，工矿仓储用地694.17公顷，经营性用地
756.87公顷，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1180.07公顷。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838.64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0.4%。其中工业用电量620.25亿千瓦时，增长8.9%；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84.97亿千瓦时，增长10.6%。

预计，年末全市水资源总量31.50亿立方米，比上年下
降23.5%。全年初步统计总用水量26.19亿立方米，比上年
增长0.4%。其中生活用水下降1.8%，工业用水（开式火电
用水以耗水计）增长4.0%，农业用水下降4.4%，生态补水
增长18.4%。

预计，全市PM2.5年均浓度29微克/立方米，较上年下
降12.1%，首次降到30微克/立方米以下。全年空气优良
天数首破 300 天大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2%，比上年提高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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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和72.7%。

预计，年内市区新增绿地面积35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15.0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5%。

全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106起、死亡67人，分别较上
年下降30.3%、22.1%。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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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无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无锡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无锡调查队

2022年2月18日

看无锡

发布厅 编辑 周茗芳
组版 徐静

2022年2月18日 星期五

04

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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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101.1

100.7

101.4

100.9

104.4

102.3

101.9

99.4

产品名称

粮食

油料

#油菜籽

茶叶

水果

水产品

产量

550650

7576

6768

4104

168848

102136

增长（%）

8.3

8.4

10.1

1.9

-7.8

-14.0

出口国家
和地区

韩国

美国

中国香港

日本

中国台湾

2021年

804077

738736

630424

394793

241486

增长（%）

18.3

31.2

12.4

9.3

37.9

进口国家
和地区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美国

澳大利亚

2021年

742942

731947

405111

285300

69518

增长（%）

10.0

-2.1

32.9

-10.5

6.8

指标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40%)

个人所得税(40%)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印花税

契税

上划中央四税收入

2021年

1200.50

983.87

416.71

186.40

62.73

62.13

48.70

16.78

100.29

809.79

增长（%）

11.6

10.7

7.2

13.1

21.4

7.3

13.9

23.7

18.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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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228

招生数

5.01

1.74

9.25

8.06

在校
生数

15.32

4.96

26.94

45.76

毕业
生数

3.55

1.37

7.66

6.30

（上接第1版）共同筑起抵御疫情的铜
墙铁壁，成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
要力量。

冲在前！筑起防疫一线
“红色堡垒”

“我是党员，我先上！”倡议书一发
出，广大党员纷纷主动请战，冲锋在
前，在防疫一线筑起了“红色堡垒”。
下午4点多，在社区现场见到党员志
愿者周婷，她的声音已有些沙哑，脸颊
也微微泛红，但还是话不停口，“请出
示您的苏康码和行程卡！”“请戴好口
罩，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忙碌之
中，她愣是抽不出空来接受采访。被

百姓亲切称为山联村“菊花哥”的村党
总支副书记虞嘉晔主动加入志愿者保
障队伍，专门为东亭街道全员核酸检
测的16个点位运送物资，彻夜不息，
风雨无阻。

寒风凛冽，刺骨穿背，天空飘起雪
花，志愿者们依旧忙碌不停，筑牢“防
疫墙”的同时，各种精细化、人性化服
务尽显人情味儿，让防疫变得更有温
度。扬名街道中北社区、阳光社区，清
名桥街道的五星二社区，记者看到，核
酸检测现场准备了姜汤、暖宝宝和电
子取暖设备。谈渡桥社区核酸检测点
上，来自社区党建联盟单位联通公司
的志愿者为老人撑起雨伞遮风挡雨。
太湖街道尊鹏云著B区广场出口处，

社区志愿者为完成核酸采样的小朋友
送上热茶，一杯姜枣茶，一片暖宝宝，
让户外核酸检测点上等候排队的广大
居民倍感贴心。

晚上6点多，滨湖区蠡湖街道震
泽社区居委会内，66岁的居民志愿者
罗丽梅正在留观室内给刚刚接种疫苗
的居民倒着热水。“我很高兴，在我的
影响下，已经有将近50位老人来打疫
苗了。”罗阿姨16日来到社区当志愿
者，一天服务6-8个小时。“她是社区
志愿服务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很让人
感动。”社区书记许强说。疫情发生
后，一天之内滨湖区报名的党员、机关
干部、青年人才等人数超过千人，17
日下午，首批近百位抗疫志愿者进行

了岗前培训，并根据统一安排划分了
服务区域，部分志愿者已于当天晚间
奔赴社区、学校等防疫一线。

显担当！战疫中奉献青
春力量

一大早，梁溪区疫情防控应急储
备青年志愿者顾庭语穿上防护服，跟
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起，
投入到崇安寺街道汤巷社区居家隔离
人员的核酸采样工作中。“00后”的她
是第一次参加志愿工作，虽然一开始
还略显生疏，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咱们先去6号门10楼，然后往下走，
6楼有一户……”她很快就帮采样工

作人员计算出了最佳的行进路线。
不负青春，力抗疫情！“‘青春新

吴’志愿者们迅速集结！”共青团新吴
区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已有406
人加入了全区青年志愿者队伍，他们
组成了青年突击队，用实际行动展现
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前天我们在公
号上发出征集令，现在已经有500多
人报名，‘90后’‘00后’居多。”共青团
梁溪区委员会工作人员费予迪告诉记
者，梁溪的青年志愿者队伍还在继续
扩大，年轻人服务热情都很高，更多的
青年志愿者将下沉到基层。

雪花飞舞中，经开区华庄街道尚锦
城C区，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正在紧张进
行，参与信息采集的青年志愿者夏荣根

是华庄街道城管科工作人员，只戴一层
薄手套的手渐渐冻麻木了，他为了缓解
手部僵硬，只能趁换人时赶紧搓搓手、
缓一缓，在短短的1个多小时里，经他
采集完成核酸检测的已过百人。另一
处核酸检测点位上，华庄街道民政科科
员陆颖也正忙碌着，“第一次穿上防护
服才知道这么闷。”她表示体会到了医
护人员的艰辛和付出。

“作为青年志愿者要在战疫中奉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太湖花园第二社
区的大学生志愿者薛宇枫说，“虽然我
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在一线奋斗，但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以我自
己的星星之火，去照亮方寸之地。”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