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九个不得” 

 

1、不得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晋升。 

2、不得对外提供、泄露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3、不得将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资料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4、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 

5、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6、不得将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7、不得将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

外的目的。 

8、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9、不得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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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主要指标累计增速分月一览表 
单位：% 

序 

号 
指  标  名  称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地区生产总值（GDP） — 6.6  — — 8.3  — — 7.9  — — 8.0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 3.1  — — 4.1  — — 6.8  — —   

2 财政总收入 -4.3  0.5  18.7  8.9  11.2  13.8  12.4  8.0  8.9  7.0  6.7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9  11.5  29.2  17.3  16.9  20.3  19.2  16.0  16.0  14.0  12.8  

3 固定资产投资额 -4.3  2.0  5.4  8.4  8.7  10.2  8.1  8.2  6.5  5.7  5.0  

4 规上工业增加值 6.7  7.8  9.0  8.1  8.9  8.3  8.0  6.6  6.6  7.0  7.0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8  3.3  6.5  6.4  5.3  4.4  3.5  3.6  3.0  3.1  3.9  

6 自营出口 -22.5  -15.4  -3.5  -4.6  -9.4  -9.5  -5.2  -0.4  0.7  1.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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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区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月 本年累计 
同比增长 
（%） 

全市累计 
全市增长 
（%） 

区年度目标 
完成进度 

(%) 
市年度目标 

完成进度 
(%) 

地区生产总值 — 2467.9  8.0  20059.0  5.6  
增长 5%， 
力争 5.5%   确保增长 5%， 

力争 5.5%   

  其中：工业增加值 — 906.9  6.3  4984.5  2.4          

        第三产业增加值 — 1543.4  9.2  14045.0  7.2      确保增长 5.5%， 
力争 6%以上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            确保增长 9%， 
力争 10.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883.4  7.0  4355.2  2.4  
增长 6%， 
力争 7%以上 

  确保增长 6.5%， 
力争 7%以上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 742.5  -0.8  3049.1  1.3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 829.7  7.3  1984.0  2.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 818.0  7.4  2344.6  7.8          

财政总收入 19.1  462.5  6.7  4916.5  7.1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4  242.1  12.8  2616.8  6.8  增长 6%       

固定资产投资额 — — 5.0  — 2.8     确保增长 6%， 
力争 9%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2  9.3  — 88.3  13.0  8.5 109.1 
确保 8.80， 
力争 9.02 105.4 

自营出口 69.5  764.6  2.4  5338.7  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2  568.2  3.9  7670.6  5.2  
增长 5%， 
力争 6%  确保增长 5%， 

力争 6%以上   

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长为同口径增长。本表“全市累计”及“全市增长”两指标，均以杭州市统计月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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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同口径增长 
（％） 

家数 家 281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883.4  — 7.0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亿元 742.5  — -0.8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亿元 829.7  — 7.3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亿元 818.0  — 7.4  

出口交货值 亿元 445.4  488.1  -8.8 

营业收入 亿元 3804.9 3517.1  8.2 

研发费用 亿元 256.4  240.6  6.6 

利润总额 亿元 370.4  308.3  20.1 

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363.6  333.8  8.9 

平均用工人数 人 121972 122761 -0.6 

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81073 70712 14.7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247723 218434 13.4 

注：“规模以上工业”是指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全市实行“在地原则”统计。 

本表研发费用数据取自规上工业财务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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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以 上 服 务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同口径增长 

（％） 

家数 家 793 — — 

营业收入 亿元 3294.2 3004.5 9.6 

  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亿元 2552.9 2290.9 11.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亿元 95.2 94.3 0.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亿元 328.7 293.2 12.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亿元 5.5 5.4 3.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亿元 8.0 6.5 23.0 

利润总额 亿元 599.9 457.2 31.2 

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756.6 760.7 -0.5 

期末用工人数 人 207960 224116 -7.2 

注：规上服务业企业不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开发业和金融业企业。 

    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包含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本表指标数据为初步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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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收  支  情  况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口径增长 

（％） 
收支调整 
预期 

完成进度 
（％） 

一、财政总收入 19.1  462.5  433.6  6.7 462.8  99.9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4  242.1  214.7  12.8 242.1  100.0 

        其中：税收收入 7.5  229.1  201.6  13.6 229.4  99.8 

           其中：增值税（含营改增） 4.9  85.3  65.1  31.0 86.7  98.3 

                 企业所得税 0.8  46.1  58.6  -21.4 45.6  101.0 

                 个人所得税 3.1  43.7  43.7  0.0 43.4  100.6 

      2、上划中央税收小计 10.7  220.3  219.0  0.6 220.7  99.8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7  181.9  167.8  8.4 181.0  100.5 

      其中：产业扶持支出 19.3  72.7  63.0  15.4 53.0  — 

            民生保障支出 32.3  159.4  144.3  10.5 158.6  100.5 

              其中：教育支出 6.8  33.4  31.0  7.8 33.5  99.7 

注：“产业扶持支出”包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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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本 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房地产销售面积(平方米) 140098  828217  672943  23.1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 136407  570920  497924  14.7 

             商业地产成交面积 4581  159359  173436  -8.1 

  房地产销售套数(套) 1280 5188 4844 7.1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套数 1251 4352 3768 15.5 

             商业地产成交套数 29 830 1065 -22.1 

二、房地产销售额（亿元） 59.4  292.4  285.2  2.5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额 58.0  242.5  234.9  3.2 

             商业地产成交额 1.4  38.0  50.1  -24.1 

三、房地产库存面积(平方米) － 536966  405264  32.5 

       其中：商品房住宅库存面积 － 203246  173468  17.2 

           商业地产库存面积 － 230723  224123  2.9 

  房地产库存套数(套) － 2708 2869 -5.6 

       其中：商品房住宅库存套数 － 1498 1425 5.1 

             商业地产库存套数 － 1142 1377 -17.1 

注：此表的房地产数据由住建局提供，为网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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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贸   易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8.2  547.0  3.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489.4  461.7  4.5  

二、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家数 685  579  18.3  

三、商贸销售额(限额以上企业) 4008.8  4037.9  -0.7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3988.8  4020.5  -0.8  

            住宿和餐饮业 20.0  17.5  14.3  

 

对   外   贸   易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自营进出口额 1082.5  — 7.0  

      其中：自营出口 764.6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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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  引  资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市年度目标 完成进度(％) 历年累计 

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个） 167 — — 1356 

外商投资总额（亿美元） 4.6  — — 527.9  

    其中：增资（含减资） 0.4  — — — 

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个数(个) 24 — — — 

    其中：增资项目个数 14 — — —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9.3  8.8  105.4  129.7  

注：此表数据由区商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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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发  展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年新增 上年同期 历年累计 

一、新上市企业 个 3 6  72 

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个 — — 2257 

三、孵化企业 个 15 16 1232 

      合计注册资本 亿元 0.73  0.79  16.7  

四、新办工商注册单位数 个 20745 17021 95934 

      合计注册资本 
内资 亿元 863.7  747.3  — 

外资 亿美元 48.93  1.30  — 

五、江北招商引资新注册企业数 个 905 683 — 

      合计注册资本 亿元 20.4  37.2  — 

注：工商注册单位数为截止到 12月 31日的数据；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不含已取消资格企业数，为实际拥有数。 

    江北注册企业数为截止到 12月 20日的数据。 



 -10- 

人  才  引  进  情  况 
单位：人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同比增长（%） 2002年以来累计 

一、引进人才总数 41029 38791 5.8  535149 

      其中：博士 340 337 0.9  3095 

            硕士 6959 8939 -22.2  90208 

      其中：海归人才 1258 1201 4.7  10817 

二、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数(个) 468 465 0.6  5848 

注：此表数据由区人社局及人才办提供，“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数”统计是从 2008年 7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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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创 业 平 台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本年新认定 累计数 

一、期末众创空间 个 0  45  

       其中：国家级 个 0  22  

             省级（含国家级） 个 0  38  

二、期末科技企业孵化器 个 0  85  

       其中：国家级 个 0  14  

             省级（含国家级） 个 0  36  

 

 

用  电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434743  421297  3.2  

       其中：居民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87445  91038  -3.9  

工业用电 万千瓦时 38518  43987  -12.4  

注：此表由国网杭州供电公司滨江分公司营商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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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计量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工业总产值 3310623  33498477  32921523  1.8  

工业销售产值 3295121  32224526  31417639  2.6  

出口总额 542975  4443602  4864581  -8.7  

营业收入 9097750  74974477  73569452  1.9  

利润总额 1730321  10109602  7763358  30.2  



 -13- 

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按产业分 
计量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出  口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一、信息技术产业 50282630  6.2  8892557  41.2  3891271 1.1  

      其中:通信设备 21429686  2.7  2652237  29.7  2988434 -9.6  

           信息软件 43026953  7.4  8437680  35.3  2176809 -6.5  

           物联网 20691456  1.1  2661691  18.9  3010268 -5.8  

           安防 17921307  2.9  2591772  21.4  3046391 -2.7  

           电子商务 14621419  14.0  5175989  56.1  — — 

           集成电路 2948240  4.5  223058  -40.3  319761 -19.9  

二、生物医药大健康 3055276  -10.6  72850  -75.9  42175 -79.1  

三、新能源产业 4570866  46.8  212869  -30.3  161675 -43.4  

四、节能环保产业 4605313  41.9  284616  41.7  69609 -52.6  

五、数字传媒 11915514  14.3  2660872  20.2  1018064 -15.3  

注：表中以企业主导产业分类，按企业统计。软件收入是指软件企业的全部收入，而非软件产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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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主要指标年度目标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区年度目标 市 下 达 年 度 目 标 

1 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5%,力争 5.5%以上 确保增长 5%，力争增长 5.5% 

2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确保增长 9%，力争增长 10.5% 

3 第三产业增加值   确保增长 5.5%，力争增长 6%以上 

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6%，力争 7%以上 确保增长 6.5%，力争增长 7% 

5 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增长 10%以上，                            

高新产业投资增长 10%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确保增长 6%，力争增长 9%， 

制造业投资确保增长 15%，力争增长 20%，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确保增长 18%，力争增长 20%， 

民间（项目）投资增长 12%， 

交通投资正增长， 

能源和水利投资快于面上投资增长。 

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5%，力争 6%以上 确保增长 5%，力争增长 6%以上 

7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力争 10% 确保 9.69%，力争 9.79% 

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6%   

9 服务贸易出口额   确保 54.1 亿美元，力争 54.7 亿美元 

10 实际利用外资 8.5 亿美元 确保 8.80 亿美元，力争 9.0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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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

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

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

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

次收入分配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

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

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2016 年开始，R&D 经费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2015 年同期

数同口径调整。 

工业销售产值 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包括已销售

的成品、半成品价值，对外提供的工业性作业和对本单位基本建设部门、生活福利部门等提供的产品和工业

性作业及自制设备的价值。已销售的成品、半成品不论是本期生产的、还是上期生产的，只要是本期销售出

去的均包括在内。对外提供的工业性作业是指企业按合同对外提供的工业性劳务。企业为本单位基本建设部

门、生活福利部门等提供的产品和工业性作业及自制设备也应视同销售，这部分也作为销售统计。工业销售

产值的计算范围、计算价格和计算方法与工业总产值一致，但两者计算的基础不同；工业销售产值计算的基

础是产品销售总量，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生产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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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 是指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

售额总和。这个指标反映通过各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生活需要，

是研究人民生活、社会消费品购买力、货币流通等问题的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包括：（1）售给城乡

居民作为生活用的商品和修建房屋用的建筑材料；（2）售给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职

工食堂各种食品、燃料；（3）售给部队干部、战士生活用的粮食、副食品、衣着品、日用品、燃料；（4）

售给来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消费品；（5）售给社会集团的办公用品、纸张、帐册、文印用品、

计算工具、书刊杂志和奖品；公共用品和纺织品、针织品；学校用的教学用具；文体用品；非专用的劳动保

护用品，如工作服、套袖、围裙、手套、毛巾、肥皂等；日用百货和杂品，包括职工食堂用的餐具、炊具、

设备和清洁卫生工具等；家具、设备、日用电器、电讯设备、电影器材和照相器材等；取暖用的设备和燃料、

防暑、降温的饮料；非生产经营用的交通工具，如小轿车、面包车、工具车、卡车和油料；零星修理的各种

零配件、材料、工具、建筑材料等；举办各种招待会、茶话会、宴会用的烟酒茶和各种食品及馈赠的礼品；

从公费医疗经费中开支的中、西药品、中药材和医疗器材以及其他非生产性设备和用品。 

实际利用外资 境外投资者以外汇、跨境人民币、无形资产、实物资产等各类形式的实际出资及购买中

方股权支付的交易对价，外商投资企业以应付外方股东利润、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已登记外

债（可含利息）转增资本的实际出资。 

财政总收入 包括：（１）各项税收。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城市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２）专项收入包括征收排污费、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