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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为尽快全面反映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我们第一时间收集、整理、编印了 2020

年《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统计快报》，以服务领导和

各部门对 2020 年度统计数据采用的需要，同时作为年度

《统计年鉴》发布前统计产品补充，供各级领导和相关部

门参考。

二、本快报数据根据我局 2020 年度统计年报资料取

得，同时还整理收集汇总了我区相关部门的部门统计数据

汇编而成，大致包括了各部门常用所需的有关综合指标。

三、鉴于时间和业务局限性，难免差错之处，竭诚批

评指正。在此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协助深表感谢！

——编者按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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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人口概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年末总户数 万户 8.0 104.0
全区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29.2 105.1

其中：男性 万人 14.7 104.7
女性 万人 14.5 105.4

当年出生人口 万人 0.4 84.3
全区人口出生率 ‰ 13.5 *-2.9

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 ‰ 10.6 *-3.4

全区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50.6 104.3
全区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72.2 100.0

注：带*号为增减千分点。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对 2011
年以来全区年末常住人口数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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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
年的（%）

全区生产总值 亿元 1745.7 107.2
其中：第一产业 亿元 0.6 91.3

第二产业 亿元 809.0 109.6
第三产业 亿元 936.1 105.0

其中：工业 亿元 794.2 109.7
建筑业 亿元 14.9 103.5
批发和零售业 亿元 47.6 10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亿元 16.2 97.7
住宿餐饮业 亿元 6.4 85.3
金融业 亿元 80.8 111.3
房地产业 亿元 31.7 103.1
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685.6 105.2
非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67.8 102.9

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 万元 35.2 104.8

注：本资料为初步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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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出报企业数 家 196 111.4

工业增加值 亿元 704.2 110.8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亿元 551.4 111.2

高新技术产业 亿元 690.9 111.1

装备制造业 亿元 652.5 111.7

营业收入 亿元 2547.1 106.2

利润总额 亿元 307.2 107.2

亏损企业数 家 48 141.2

亏损企业亏损额 亿元 10.9 156.1

新产品产值率 % 40.0 *-17.7

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229.7 103.7

平均用工人数 万人 9.7 99.2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179410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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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出报企业数 家 560 102.6

营业收入 亿元 2654.8 111.8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亿元 584.5 113.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亿元 1853.4 11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亿元 77.1 98.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亿元 88.7 98.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亿元 5.3 120.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亿元 6.0 98.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亿元 3.0 107.8

利润总额 亿元 369.1 152.2

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549.0 119.0

期末用工人数 万人 19.7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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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零贸易、住宿餐饮业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出报企业数 家 395 116.5

其中：批零企业 家 354 118.4

住餐企业 家 41 10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417.1 100.6

其中：汽车零售额 亿元 108.6 102.5

汽车零售额占社零比重 % 26 *2.1

商贸销售额（限上企业） 亿元 2645.5 101.6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亿元 2637.7 101.7

住宿和餐饮业 亿元 7.8 81.1

注：指标带*号为增减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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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
年的（%）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 90.4
生态环保、城市更新和水利

设施投资
亿元 - 130.5

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 亿元 - 1009.1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 亿元 - 84.4
市政环卫设施投资 亿元 - 154.3
公园绿化项目投资 亿元 - 29.0

高新产业投资 亿元 - 109.8
其中：高新制造业投资 亿元 - 129.5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亿元 - 97.4

项目民间投资 亿元 - 118.4
交通投资 亿元 - 251.9
工业投资 亿元 -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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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20
年

为 2019
年的（%）

房地产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36.9 100.7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 万平方米 23.5 79.6

商业地产成交面积 万平方米 12.6 185.1
房地产销售额 亿元 152.2 97.3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额 亿元 109.5 83.9
商业地产成交额 亿元 40.2 159.4

房地产库存面积(平方米) 万平方米 54.0 103.8
其中：商品房住宅库存面积 万平方米 16.5 69.6

商业地产库存面积 万平方米 36.1 135.9
房地产库存套数(套) 套 3829 83.0

其中：商品房住宅库存套数 套 1231 79.1
商业地产库存套数 套 2493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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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财政总收入 亿元 358.4 104.8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182.8 104.1

其中：税收收入 亿元 172.6 103.8
其中：增值税（含

营改增）
亿元 64.8 92.8

企业所得税 亿元 42.1 119.3
个人所得税 亿元 31.8 109.5

上划中央六税收入 亿元 175.7 105.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126.3 102.1

其中：产业扶持支出 亿元 53.7 159.7
民生保障支出 亿元 107.4 99.6
教育支出 亿元 25.0 101.0

区本级财政科技拨款 亿元 31.8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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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及招商引资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
年的（%）

自营进出口 亿元 804.4 103.6
其中：出口 亿元 544.2 111.2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 亿元 315.7 108.0
其中：美国 亿元 91.7 110.9

欧盟 亿元 111.7 109.9
进口 亿元 260.2 90.8

服务贸易出口 亿美元 44.4 109.5
新引进外商投资企业数 家 125 94.7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10.31 118.5
对外直接投资备案额 亿美元 8.4 247.2
世界 500强投资企业数（累计数） 家 38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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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累计工商注册单位数 家 55890 118.2
其中：当年新办工商注册数 家 11323 127.3

新增注册资本 亿元 753.6 155.4
江北新注册企业数 家 633 -
浙江省创新企业百强 家 12 100.0
上市公司 家 53 108.2
“新三板”挂牌公司 家 106 100.0
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 1550 123.4

其中：新认定 家 385 71.8
新认定瞪羚企业 家 307 105.1
在孵企业 家 3093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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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
年的（%）

专利申请数 项 24333 132.7

其中：发明专利 项 12883 138.4

获授权专利数 项 13222 127.9

其中：发明专利 项 4034 137.3

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家 60 127.7

其中：国家级 家 10 125.0

市级及以上众创空间 家 44 104.8

其中：国家级 家 17 141.7

市级以上技术中心 个 166 103.8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R&D)与
GDP之比（预计数）

% 10.0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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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引进人才总数 人 33482 106.9
其中：博士 人 278 113.9

人 8473 106.1
人 1108 77.7
家 1615 107.4
家 111 106.7
家 418 88.7

硕士

其中：海外高层次人才数

留学人员创办企业

其中：当年新增

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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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
年的（%）

收入支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70053 103.5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44516 94.9
就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个 22672 120.8
年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484450 111.5
其中：当年新增 人 49598 149.4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99.54 *0.01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 2.4 *0.6
教育

学校数 所 65 104.8
其中：幼儿园 所 36 102.9

小学 所 16 114.3
初中 所 13 100.0

学生数 人 58011 108.7
其中：幼儿园 人 20182 108.5

小学 人 28759 109.0
初中 人 9070 108.5

专职教师数 人 4590 107.6
其中：幼儿园 人 1727 108.3

小学 人 1786 108.4
初中 人 1077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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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卫生

卫生机构数 个 271 114.3

其中：医院数 个 8 100.0

卫生技术人员 人 3200 117.0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人 1055 103.6

注册护士 人 1401 111.7

年末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 582 100.9

其中：医院床位数 张 457 104.6

医院年诊疗人次 万人次 17.2 103.9

城市建设

园林绿地面积(新增) 公顷 32.0 104.4

其中：公园绿地面积（新增） 公顷 17.5 243.7

年末实有道路总长度 公里 297.9 119.9

其中：当年新增 公里 13.0 151.7

用电量

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348752 101.6

其中:居民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70405 98.3

工业用电 万千瓦时 44859 89.8

注：指标带*号为增减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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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产业集群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20年

为 2019
年的（%）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76.9 *1.4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亿元 1343.0 116.6
文化产业增加值 亿元 363.7 115.8
金融产业增加值 亿元 80.8 111.3
旅游休闲产业增加值 亿元 - -
健康产业增加值 亿元 121.6 104.6
时尚产业（制造业）增加值 亿元 33.3 116.4
高端装备产业（制造业）增加值 亿元 75.0 115.1

注：指标带*号为增减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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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地区生产总值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杭州市 亿元 16105.8 103.9

上城区 亿元 1192.1 101.8

下城区 亿元 1134.4 108.0

江干区 亿元 1026.5 105.0

拱墅区 亿元 668.6 100.1

西湖区 亿元 1587.6 107.2

滨江区 亿元 1745.7 107.2

萧山区 亿元 1828.5 101.0

余杭区 亿元 3051.6 105.3

富阳区 亿元 812.1 101.1

临安区 亿元 600.4 103.5

桐庐县 亿元 376.3 102.1

淳安县 亿元 240.6 95.2

建德市 亿元 391.9 105.3

钱塘新区 亿元 1095.7 102.7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元 45.9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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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杭州市 亿元 3633.7 103.8

上城区 亿元 381.9 103.4

下城区 亿元 13.2 112.5

江干区 亿元 47.0 110.8

拱墅区 亿元 86.3 93.0

西湖区 亿元 72.4 100.4

滨江区 亿元 704.2 110.8

萧山区 亿元 499.5 96.5

余杭区 亿元 506.8 108.3

富阳区 亿元 235.8 95.9

临安区 亿元 183.4 109.5

桐庐县 亿元 91.8 103.1

淳安县 亿元 26.6 82.9

建德市 亿元 135.1 108.5

钱塘新区 亿元 656.9 104.2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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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第三产业增加值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杭州市 亿元 10959.1 105.0

上城区 亿元 780.5 100.8

下城区 亿元 1087.5 108.0

江干区 亿元 886.4 105.3

拱墅区 亿元 543.2 101.6

西湖区 亿元 1467.7 107.9

滨江区 亿元 936.1 105.0

萧山区 亿元 1077.2 104.8

余杭区 亿元 2322.1 105.0

富阳区 亿元 417.5 105.3

临安区 亿元 274.4 101.8

桐庐县 亿元 190.1 102.0

淳安县 亿元 139.8 99.3

建德市 亿元 172.8 106.4

钱塘新区 亿元 349.1 100.8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元 44.9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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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
的（%）

杭州市 亿元 5972.8 96.5

上城区 亿元 333.4 100.4

下城区 亿元 538.1 100.6

江干区 亿元 543.5 94.5

拱墅区 亿元 609.2 98.1

西湖区 亿元 689.7 96.9

滨江区 亿元 417.1 100.6

萧山区 亿元 720.0 93.3

余杭区 亿元 822.5 108.5

富阳区 亿元 361.2 98.0

临安区 亿元 190.9 93.0

桐庐县 亿元 137.4 94.3

淳安县 亿元 83.7 99.7

建德市 亿元 114.1 99.3

钱塘新区 亿元 301.7 96.8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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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财政总收入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的
（%）

杭州市 亿元 3854.2 105.6

上城区 亿元 160.6 96.8

下城区 亿元 145.7 83.2

江干区 亿元 196.7 103.0

拱墅区 亿元 154.4 95.3

西湖区 亿元 317.8 107.9

滨江区 亿元 358.4 104.8

萧山区 亿元 461.0 107.1

余杭区 亿元 825.9 113.7

富阳区 亿元 138.7 105.7

临安区 亿元 109.6 107.5

桐庐县 亿元 58.3 100.4

淳安县 亿元 40.1 107.8

建德市 亿元 55.6 102.8

钱塘新区 亿元 190.3 94.6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元 13.7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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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的
（%）

杭州市 亿元 2093.4 106.5

上城区 亿元 79.5 93.3

下城区 亿元 81.2 84.1

江干区 亿元 107.7 103.8

拱墅区 亿元 86.7 95.1

西湖区 亿元 162.0 107.5

滨江区 亿元 182.8 104.1

萧山区 亿元 300.0 112.1

余杭区 亿元 441.1 112.7

富阳区 亿元 90.1 112.7

临安区 亿元 68.6 112.1

桐庐县 亿元 34.2 101.4

淳安县 亿元 22.8 108.0

建德市 亿元 34.2 110.1

钱塘新区 亿元 100.3 94.8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元 7.0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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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区、县（市）资料

实际利用外资 计量单位 2020年 为 2019年的
（%）

杭州市 亿美元 72.0 117.5

上城区 亿美元 5.9 209.8

下城区 亿美元 6.2 120.6

江干区 亿美元 6.0 129.9

拱墅区 亿美元 5.3 178.1

西湖区 亿美元 6.7 143.3

滨江区 亿美元 7.0 123.7

萧山区 亿美元 4.5 108.1

余杭区 亿美元 10.8 144.3

富阳区 亿美元 2.8 98.2

临安区 亿美元 1.6 117.9

桐庐县 亿美元 1.4 104.2

淳安县 亿美元 0.1 50.6

建德市 亿美元 1.1 126.0

钱塘新区 亿美元 8.8 323.2

西湖名胜风景区 亿美元 - -

注：以上数据由市统计局提供；“萧山区”为本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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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新区（滨江）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0年既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杭州高新区成立 30
周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衰退等多重冲击，杭州高新

区（滨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目标，围绕全年“两战赢”目标，各部

门勠力同心，集中精力抓“六稳”、促“六保”、拓“六新”，

经济运行整体呈现“V”型反转与迅速复苏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

迈向新阶段。

一、综合
（一）经济增长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745.7亿元，比上年

增长 7.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809.0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936.1亿元，分别增长-8.7%、9.6%和 5.0%。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0.04：46.34：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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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1343.0亿元，增长 16.6%，高于 GDP
增速 9.4个百分点，占 GDP的 76.9%，列全市第一。

（二）财政收支

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 358.4亿元，增长 4.8%；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82.8亿元，增长 4.1%，其中税收收入 172.6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 94.4%，其中增值税（含营改增）、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分别为 64.8亿元、42.1亿元、31.8亿元，分别占 37.5%、

24.4%、18.4%。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6.3 亿元，增长 2.1%，其中民生保

障支出 107.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0%。用于教育、产

业扶持的支出分别为 25.0亿元、53.7亿元，分别增长 1.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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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就业

年末户籍人口 29.2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14.7万人，女性人口

14.5万人，分别占户籍人口的 50.3%和 49.7%。全年出生人口 3853
人，出生率为 13.5‰；死亡人口 836人，死亡率为 2.9‰，自然增

长率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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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22672个，增长 20.8%，年末城镇登记失业

率 2.4%。

二、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794.2亿元，增长 9.7%，其中规上工业

增加值 704.2亿元，增长 10.8%。新产品产值率 40.0%；规上工业

劳动生产率 72.3万元/人。

规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2547.1 亿元，增长 6.2%；利润总额

307.2亿元，增长 7.2%，营业收入利润率达 12.1%。

规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1%，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的 98.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1.2%，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的 78.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7%，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92.7%。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率为 4.9%，比上年缩小 12.8
个百分点。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14.9亿元，增长 3.5%。

三、规上服务业
全年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2654.8亿元，增长 11.8%，其

中信息软件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853.4亿元，增长 12.7%，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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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服务业的 69.8%。实现利润总额 369.1亿元，增长 52.2%。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一）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9.6%，其中项目民间投资增长 18.4%，

交通投资增长 151.9%，生态环保、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投资增长

30.5%，高新产业投资增长 9.8%，工业投资增长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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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地产开发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1.6%，年末房屋施工面积 431.2
万平方米，增长 4.5%；新开工面积 107.8万平方米，增长 109.3 %；

竣工面积 50.8 万平方米，增长 293.8%。房地产销售面积 36.9万
平方米，增长 0.7%；房地产销售额 152.2亿元，下降 2.7%。房地

产库存套数 3829套，下降 17.0%；库存面积 54.0万平方米，增长

3.8%。

五、国内外贸易、对外经济
（一）国内贸易

2020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17.1亿元，增长 0.6%，

汽车零售额增长 2.5%；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占限额以上

批零单位商品零售总额的 31.1%。

（二）对外贸易

全年自营进出口总额 804.4 亿元，增长 3.7%，其中进口总额

260.2亿元，下降 9.2%，出口总额 544.2亿元，增长 11.2%。出口总

额中，美国和欧盟市场出口分别为 91.7亿元和 111.7亿元；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 315.7亿元，占出口总额的 58.0%；服务贸易出口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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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三）利用外资

全年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25个，增资项目 99个，投资总

额 1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 15个；实际利用外资 10.31亿美元。

六、企业发展
全年新注册企业 11323家，累计拥有注册企业数 55890家，新

增注册资本 753.6亿元。新增上市公司 6家，总计培育 53家，上市

公司总量位列全省第一。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385家，有效数1550
家，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新认定瞪羚企业 307家；国家规划布局内

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40家，占全省 70%。12家企业

入选省创新企业百强；18家企业被认定为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占全省 72%。

全年新增研发中心省级 55个、市级 85个，年末拥有省级研发

中心 300个；新增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17个，其中市级 14个、

省级 3个，年末拥有技术中心 178个；新增省级实验室 2家，年末

拥有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 40个。

七、科技创新
全年专利申请量 24333件，增长 32.8%，专利授权量 13222件，

增长 28.6%，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90件，列全省第一。PCT（国

际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为 625件，占全市 PCT申请总量的 30.8%，

位居全市第一。获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18家，占全省 5.2%，

中国专利奖 6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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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拥有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60个、众创空间 44家，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10个、众创空间 17家，在孵企业 2451家。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R&D）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预计为 10%。

全年各类技术合同登记共 2932项，技术交易总额约 169.71亿元，

同比增长 17.6%，年度技术交易额蝉联全省首位。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中科技支出 29.83亿元，增长 27.9%。截至年末，累计运作

28支创投引导基金，完成投资 256笔，管理资产规模 45.15亿元。

八、人才
全年新引进各类人才总数 33482 人，其中博士 278 人，硕士

8473 人，硕博人才占人才引进总量 26.1%。新增发达国家院士专

家等国际顶尖人才2 人、各级人才计划工程人选41人、海外高层

次人才1108人、“5050计划”人才企业111家。新增市“115”国

（境）外引智计划项目 48 个，列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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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0053元，增长 3.5%，其中工资

性收入占 68.9%；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4516元，下降 5.1%
年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48.4万人，净增 5.0万人；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率 99.5%。

十、教育
年末拥有幼儿园 36所，在园幼儿 20182人，增长 8.5%，专职

教师 1727人，增长 8.3%；小学 16所，在校学生 28759人，增长

9.0%，专职教师 1786人，增长 8.4%；初中 13所，在校学生 9070
人，增长 8.5%，专职教师 1077人，增长 5.4%。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21.8平方米，其中幼儿园 12.9平方米，小

学 19.8平方米，中学 47.9平方米；生均图书 32.5册，其中幼儿园

20.1 册，小学 27 册，中学 77.6 册；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

13.6台，中学 68.3台。学前三年幼儿园入园率 99.91%，初中毕业

生升入各类高中比例 100%。

十一、卫生
年末拥有卫生机构 271个，增长 14.3%，其中医院 8个。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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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医疗机构床位 582张，其中医院床位 457张，分别增长 0.9%
和 4.6%。卫生技术人员 3200人，增长 17.0%；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 1055人，注册护士 1401人，分别增长 3.6%和 11.7%。医院

年诊疗 17.2万人次，增长 3.9%。婴儿死亡率和 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分别为 1.42‰和 2.14‰。社区卫生服务站 35家。

十二、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全年新建道路 13.0公里，实有道路总长度 297.9公里，新增、

优化公交线路 26条，新增公共停车场 3座，新增停车泊位 929个。

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网点 122处，全区所有小区（156个）实行“定

时定点”投放。

新增园林绿地面积 32公顷，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17.5公顷。建

成“口袋公园”10个、城管驿站 9座。完成了 13条（段）河道约

33公里绿道改造、新建。

全社会用电量 34.9亿千瓦时，增长 1.6%，其中工业用电 4.5
亿千瓦时，下降 11.1%，居民生活用电 7.0亿千瓦时，下降 1.7%。

2020年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3起，死亡 2人，受伤

1人，直接经济损失 316万元（含赔偿费），无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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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注释：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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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不变价格计算；三次产业划分执行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三次产业

划分规定（2012）》。

3.2016 年-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含研究与开发支出。

4.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定，部分指标数据基

数进行修订，2018 年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5.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定，2014-2018 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修订。

6.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定，2011-2019 年全区

常住人口数进行修订。

资料来源：

本公报综合部分中户籍人口数据主要来自区公安分局；财政收支数

据来自区财政局；外经及招商引资数据来自区商务局；企业发展、科技

投入产出数据主要来自区市场监管局、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经信局；

人才数据来自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区人社局；教

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局；卫生数据来自区社发局；城市建设、安全生产数

据来自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应急管理局；其它数据

均来自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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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1、地区生产总值（简称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

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体

规模和经济结构。

2、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

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在生产过程

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外购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工业企业生产过

程中新增加的价值。

3、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指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

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

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

4、“1+6”产业集群：根据杭州“十三五”发展规划，将重点打造

1个万亿级信息经济集群和 6个千亿产业集群，包括文化创意产业、金融

服务产业、旅游休闲产业、健康产业、时尚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 6

大主导产业

5、固定资产投资：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是以货币形式

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

的总称。它反映的是运用各种资金完成的用价值体现的实物工作量。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

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

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该指标所涉及的商品包括售给个人用于生活消费

的商品，也包括售给社会集团用于非生产、非经营的商品。但纳入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的商品不包括企业和个人经营户用于生产经营和固

定资产投资所使用的原材料、燃料和其他消耗品的价值量，也不包括居

民用于购买商品房的支出和农民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费用。

7、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

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