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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一年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和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

下，克难奋进、砥砺前行，全区经济发展稳中加固、稳中提质、

稳中趋优，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

一、综合

生产总值：初步核算，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1728.34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0.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 15.90 亿元，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 1110.63 亿元，增

长 9.8%；第三产业增加值 601.81 亿元,增长 10.4%，三次产业

结构为 0.92:64.26:34.82。

表 1：

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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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61.8 万人，比上年增长 16.1%。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32.82 万人，增长 2.8%，其中，农业人口 5.01

万人，下降 0.7%，非农业人口 27.81 万人，增长 3.5%。迁入人

口 9563 人，迁出人口 1538 人。

就业：全年就业人数 307729 人，比上年增长 5.5%。其中单

位城镇就业人数 204888 人，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18203 人；个体

工商户城镇从业人数 53290 人。

市场主体：上年末实有企业数量 23249 户，本年新注册 5629

户，企业数量增长率 24.21%。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29.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其中，

种植业产值 15.87 亿元，增长 15.0%；林业产值 0.07 亿元，下

降 19.1%；牧业产值 3.63 亿元，下降 17.7%；渔业产值 8.21 亿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绝对额
同比增幅

（%）

生产总值 亿元 1728.34 10.0

第一产业 亿元 15.90 4.9

第二产业 亿元 1110.63 9.8

第三产业 亿元 601.8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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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2.2%；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84 亿元，增长 437.6%。

全年粮食总产量 1.46 万吨，比上年增长 4.2%；油料总产量

0.14 万吨，增长 246.8%；蔬菜总产量 31.13 万吨，增长 4.3%；

牲猪出栏量 5.74 万头，下降 17.7%；家禽出笼量 6.33 万只，下

降 78.8%；禽蛋产量 0.03 万吨，下降 60.0%；水产品产量 2.60

万吨，增长 7.5%。

表 2：

农 业 总 产 值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幅

（%）

农业总产值 亿元 29.61 26.67 11.0

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万吨 1.46 1.40 4.2

油料 万吨 0.14 0.04 246.8

蔬菜 万吨 31.13 29.85 4.3

牲猪出栏 万头 5.74 6.98 -17.7

家禽出笼 万只 6.33 29.89 -78.8

禽蛋 万吨 0.03 0.07 -60.0

水产品 万吨 2.60 2.42 7.5

三、工业和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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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92.89 亿元。大型工业生

产活动主要集中于骨干企业，51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累计

产值过亿元企业 230 户。从经济总量来看，过 10 亿元企业 44

户，过 100 亿元企业 4 户，过 1000 亿元企业 1 户；从行业来

看，100 亿元以上企业中：整车企业 2 家、电子电器企业 2 家。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 1.6%。

表 3：

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情况

行业名称
2021 年增幅

（%）

2020 年增幅

（%）

各行业占比

（%）

一、汽车及汽车零

部件
4.0 0.5 71.3

二、电子、电气 44.5 -16.0 16.2

三、造纸印刷包装 4.4 -17.4 0.9

四、食品饮料 24.8 -11.6 3.0

五、其他行业 40.5 1.4 8.6

建筑业：年末全区纳入统计范围的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238

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255.67 亿元，同比增长 51.8%。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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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3.1%；其中，工业投

资增长 0.1%，房地产投资增长 52.0%。

表 4：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

指标名称
2021 年增幅

（%）

2020 年增幅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13.1 -5.7

#工业投资 0.1 -9.5

基础设施投资 -5.7 -1.3

房地产投资 52.0 17.7

房地产开发：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52.0%。其中，

住宅投资增长 88.2%，办公楼投资下降 59.4%，商业营业用房投

资增长 22.7%。全区房屋施工面积 1312.35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

长 9.4%。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217.38 万平方米，下降 44.7%。

全年房屋竣工面积 83.68 万平方米，增长 21.9%。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市场消费：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2.52 亿元，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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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 26.2%。按经营规模大小划分，限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128.45 亿元，同比增长 52.1%，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实现 117.22

亿元，同比增长 55.5%，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11.23 亿元，同比增

长 24.3%。

表 5：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单位：亿元

2021 年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2.52 26.2

其中： 限额以上社零额 128.45 52.1

限上批发和零售业 117.22 55.5

限上住宿和餐饮业 11.23 24.3

对外经济：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38149.62 万美元，同比增幅

673%。进出口总额 3799542 万元，增长 67.5%。

六、财政、金融和交通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323.3 亿元，增长 24.7%。其中

税收收入311.2亿元，增长27.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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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20.8%。

表 6：

财政收入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同比增幅

（%）

一般公共预算总

收入
亿元 323.2 24.7

税收收入 亿元 311.2 27.7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亿元 134.8 25.1

金融：年末金融机构各类存款余额 2367.37 亿元，比上年

末增长 4.7%；其中，居民储蓄 485.56 亿元，增长 9.5%。金融

机构各类贷款余额 2090.03 亿元，增长 2.3%。

交通运输：全年货运量 897 万吨，比上年增长 21.4%；货物

周转量 38700 万吨公里，增长 37.8%；客运量 4006 万人，增长

132.6%；旅客周转量 110375 万人公里，增长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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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车辆及客货运输情况

指 标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量 万吨 2534 1855 36.6

公路 万吨 897 739 21.4

水运 万吨 1637 1116 46.6

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38700 28072.5 37.9

公路 万吨公里 38700 28072.5 37.9

水运 万吨公里 - - -

旅客运输量 万人 4006 1722 132.6

公路 万人 4006 1722 132.6

水运 万人 - - -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110375 49078 124.9

公路 万人公里 110375 49078 124.9

水运 万人公里 - - -

七、教育和科技

教育：年末全区共有幼儿园 76 所，小学 26 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 5 所，初中 13 所，高中 4 所，完中 1 所。全区幼儿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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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 14785 人，小学在校学生 29122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在

校学生 3282 人，初中在校学生 9509 人，高中在校学生 3942 人，

完中在校学生 68 人。全区幼儿园教师 4134 人，小学教师 5445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 1008 人，初中教师 2934 人，高中教

师 1356 人，完中教师 141 人。

表 8：

学校及在校学生情况

指标 单位 2021 年

学校数 所 125

幼儿园 所 76

小学 所 26

九年一贯制 所 5

初中 所 13

高中 所 4

完中 所 1

在校学生 人 60708

幼儿园 人 14785

小学 人 29122

九年一贯制 人 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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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人 9509

高中 人 3942

完中 人 68

教师数 人 15018

幼儿园 人 4134

小学 人 5445

九年一贯制 人 1008

初中 人 2934

高中 人 1356

完中 人 141

科技：全年共有国家级孵化器、众创空间 2 个。省级及以

上研发机构 72 个，在孵企业数 383 家；共 556 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648816 万元，比上年增长

75.7%。

八、文化、体育和卫生

文化：年末全区共有图书馆 1 个，馆内现有藏书 171200 册，

本年新购图书 51200 册，阅览室座席 800 个。发放借书证 350

个，图书流通人次 10.35 万人次，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27 次。

街道文化站 7 个。组织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50 场，其中组织

大中型文艺活动 11 场，举办培训班及基层辅导 10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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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中心各媒体平台总发稿量达 20014 余条，其中“武

汉经开区”官微发布新闻 2006 篇，政务网站发布新闻 1859 条，

日均发稿 54 篇。“武汉经开区”微信视频号共发布短视频 122

条，原创 104 条。

体育：年末共有体育馆 1 个，灯光篮球场 43 个，游泳池（馆）

23 个。

卫生：年末共有医院 13 个，与上年持平；门诊部 34 个，

比上年增加 9.7%；医院病床 2597 张，下降 6.0%；卫生技术人

员 4158 人，增加 6.4%，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医师）1525 人，

增加 3.9%；注册护士 2121 人，增加 6.6%；药剂人员 152 人，

下降 0.7%；技师 218 人，增加 14.7%；其他技术人员 142 人，

增加 34.0%。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居民生活：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8492 元，比上年增长 10.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6372 元，增长 14.1%。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754 元，比上年增长 18.4%；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612 元，增长 22.6%。

社会保障：全年社会保险参保 75.24 万人次，其中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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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参保 25.44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 20.91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28.89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参保 2.29 万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金收入 33.78 亿元，失业保险金收入 1.43 亿元，工伤保险金收

入 0.79 亿元。

十、城市建设和资源环境

公用事业：全年完成道路照明提升改造 11.5 公里。综合管

廊主体建设 3.1 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养护大修工程 5.9 公里，

县乡道改造项目 1.6 公里。

整改建设公交站棚（亭）55 个、提升改造 169 处；共更新

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63 台，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5 条、增设

站点 7 处、建设杆牌站 12 个。

城市环境：年末公园 95 个，比上年增加 7 个；人工造林面

积 0.09 千公顷，森林覆盖率 10.5%，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全年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7 座。

全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 533271.02 吨二氧化碳，全年环境空

气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值 36 微克/立方米。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311 天。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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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公报中各项数据为统计快报数，最终核实数以当年《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年鉴》为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

因，存在总计与分项不等的情况。

2、公报中人口、就业、市场主体、财政、金融、交通运输、

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城市

环境数据来源于相关部门，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