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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又极不平凡的一年。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

蓝图。宝山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

重要指示要求，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要求，持续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聚焦“主阵地、

主城区、样板区”1发展定位，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奋进“北转型”中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综合

经初步核算，2022年宝山区生产总值（GDP）完成 1771.2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0.5%。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1.20亿元，下降 0.1%；第二产业增加值 613.12亿元，下降

0.2%；第三产业增加值 1156.88亿元，下降 0.6%。三次产业增加

值结构为 0.1:34.6:65.3。
表 1 2022 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情况表

单位：亿元

2022 年全年

现价 ±%

GDP 1771.20 -0.5

农业 1.41 1.8

工业 560.82 0.6

建筑业 65.94 -4.6

批发和零售业 175.35 -4.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5.44 -9.4

1 即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国际大都市主城区、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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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餐饮业 11.52 -25.1

金融业 119.80 8.7

房地产业 271.21 3.2

其他服务业 499.71 -1.6

第一产业 1.20 -0.1

第二产业 613.12 -0.2

第三产业 1156.88 -0.6

全年工商注册新设企业 16585户，下降 33.0%，注册资本

1072.61亿元，下降 8.9%。其中，内资企业（含私营）16451户，

下降 32.9%，注册资本 1054.39亿元，下降 8.3%；外资企业 134

户，下降 45.8%，注册资本 2.97亿美元，下降 28.0%。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3.77亿元，同比增长 0.5%。

其中税收收入 139.87亿元，下降 4.4%，非税收入 33.90亿元，

增长 27.3%。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0.17亿元，增长 11.4%。其中

区本级支出 231.17亿元，增长 21.7%，镇级支出 78.99亿元，下

降 10.7%。
表 2 2022 年宝山区财政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2022 年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87.92 -11.3

中央级收入 137.86 -18.8

市级收入 76.29 -19.3

区级地方收入 173.77 0.5

#非税收入 33.90 27.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0.17 11.4

区本级支出 231.17 21.7

#一般公共服务 11.30 23.2

公共安全 16.82 17.4

教育 53.12 43.8

科学技术 6.9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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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3.11 13.5

社会保障和就业 35.15 42.8

卫生健康 24.07 51.9

节能环保 6.94 252.2

城乡社区 17.76 -18.6

镇级支出 78.99 -10.7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563.49亿元，下降 14.2%。其

中第二产业投资总额 143.16亿元，增长 11.9%，第三产业投资总

额 420.33亿元，下降 20.6%。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工业投资比

重为 25.4%，社会事业投资比重为 2.6%，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

为 52.7%。全年在建项目数 768个，下降 6.7%，其中新开工项

目数 211个，下降 29.7%。投资类型看，民间投资额 252.59亿元，

下降 27.3%。
表 3 2022 年宝山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2022 年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563.49 -14.2

#工业 143.16 11.9

房地产开发投资 296.80 -25.0

社会事业 14.79 -14.2

城市基础设施 94.64 2.8

二、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33亿元，增长 7.9%。其中，

农业（种植业）2.43亿元，增长 8.6%；林业 0.42亿元，增长 2.5%；

渔业 0.13亿元，增长 4.9%；农林牧渔服务业 0.36亿元，增长

11.0%。

全年粮食总产量 6023 吨,增长 4.7%；蔬菜上市量 31837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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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3.6%；园林水果产量 2997 吨，下降 4.8%；肉禽产量 9.74

吨，增长 31.0%；水产品产量 166 吨，增长 0.6%。

表 4 2022 年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单位：吨

产品名称 2022 年 ±%

粮食 6023 4.7

蔬菜 31837 23.6

园林水果 2997 -4.8

肉禽（净重） 9.74 31.0

水产品 166 0.6

注：谷物、肉禽产量数据由国家统计局下返，园林水果数据由上海市统计局认定。

至年末，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场 2 家，面积 57.34 公顷；建

成设施粮田面积 672.8 公顷，设施菜田面积 486.9 公顷；市级蔬

菜机器换人基地 4 家，面积 800.32 亩；市级农业生态循环示范

基地 4 个；2022 年再建绿色生产基地面积 3869.35 亩，目前全

区绿色生产基地覆盖率 32.0%。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7 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 57 家。30 家企业 55 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 560.82亿元，增长 0.6%；实现工业总产值

2839.99亿元，下降 0.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633.99亿

元，下降 0.8%；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2829.46亿元，下降 1.0%，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2623.46亿元，下降 0.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28.92亿元，增长

1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7.2%，比上年同期

提高 1.7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为 133户，增长 35.7%，亏损面为

23.9%，比上年同期扩大 5.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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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总产值 723.84亿元，

增长 7.9%，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为 27.5％，与上年同期相比，比重提升 1.2个百分点。

表 5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单位：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 ±%

合计 723.84 7.9
#新能源 30.64 -1.6
高端装备 138.21 11.0
生物 34.23 22.9
新一代信息技术 19.18 12.7
新材料 450.75 6.6
新能源汽车 21.84 47.4
节能环保 62.37 -6.7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65.94亿元，下降 4.6%。区域内三级资质

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251.95亿元，增长 6.4%，

其中在外省市完成产值 948.95亿元，增长 5.2%；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 8430万平方米，增长 22.6%；竣工面积 1231万平方米，下

降 4.3%。

四、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75.35亿元，下降 4.7%。实现商

品销售总额 9961.25亿元，下降 6.1%。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23.52亿元，下降 3.2%。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756.98亿

元，下降 2.2%；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66.53亿元，下降 13.1%。

限额以上互联网零售实现零售额 235.74亿元，增长 23.7%；限额

以上汽车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111.60亿元，下降 21.0%。

全年电子商务企业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8629.3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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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其中 B2B交易额 8390.6亿元，增长 8.0%；B2C交易额

238.7亿元，增长 73.6%。

全年纳入统计监测范围的 92个商务载体总税收收入实现

67.61亿元，总税收单位面积产出为 1798.49元/平方米，下降

24.9%；总体入驻率 77.2%，落地型企业注册率为 70.6%，税收

收入 1亿元以上的载体 17个。

全年游客接待人次合计 387.81万人次，营业总收入 11.99亿

元。其中 108家旅行社接待游客 6.26万人次，营业收入 3.35亿

元；53家主要旅游饭店接待游客 92.92万人次，营业收入 5.57

亿元；21家旅游景区（点）接待游客 288.63万人次，营业收入

3.07亿元。区内全年共举办旅游活动 101场次，游客线上点击超

188万人次，线下参与近 83万人次。

表 6 2022 年旅游设施情况

单位：家、个

指 标 单位 2022 年

星级宾馆 家 6

#四星级 家 3

三星级 家 3

旅行社 家 108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13

A 级旅游景区（点） 个 8

#4A 级景区（点） 个 5

3A 级景区（点） 个 3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个 2

旅游集散中心站点 个 0

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65.44亿元，下降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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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营业收入 235.09亿元，下

降 15.4%，其中交通运输业实现营业收入 201.75亿元，下降

15.6%。全年共调整优化 10条公交线路，区域线网密度达到 1.73

公里/平方公里，建成 100个公交候车亭。开工建设公共停车泊

位 530个；完成停车资源共享利用项目 8个，提供 550个共享泊

位；完成 16个公共停车场的经营备案，共增加 2552个公共停车

泊位。至年末，宝山区域内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有 5条，分别为

轨道交通 1、3、7、15、18号线，运营长度 52.832公里。共有

地面公交线路 147条，其中跨区域线路 82条，区域内线路 65条。

区域出租企业 2家，运营车辆 620辆。宝山区公共自行车共有

612个租赁点，设置 18966个锁柱，投放 15000辆自行车。

至年末，全区有邮政局 13个，邮政所 27个。全年邮政业务

总量 1.49亿元，发送函件 143.33万件，发送国内特快专递 3.28

万件，发送国际特快专递 745件，报刊累计订销 1743.56万份。

六、金融业

全年金融业增加值 119.80亿元，增长 8.7%。至年末，全区

有银行 26家，本外币存款余额 5841.24亿元，比年初新增 677.18

亿元，增长 13.1%；贷款余额 3006.26亿元，比年初新增 251.99

亿元，增长 9.1%；公积金贷款余额 327.04亿元，比年初下降 8.01

亿元，下降 2.4%。

2022年，宝山区全力推进“展翅计划”，支持上海（宝山）科

创金融服务中心功能建设，打造宝山金融服务品牌。针对“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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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新”等企业召开线上线下 32场投融资对接会、沟通培训会议

等，共实现 8家企业上市挂牌，国缆检测创业板上市，阿为特新

三板挂牌。全区上市挂牌企业达到 175家，其中上市企业 15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 56家，股交中心科创板挂牌企业 62家，E板挂

牌企业 42家。

表 7 2022 年年末银行存贷款余额

单位：亿元

12 月末余额 比年初±%

银行存款余额 5841.24 13.1
#单位存款 2366.47 8.8

居民储蓄存款 3254.96 18.1

银行贷款余额 3006.26 9.1
#短期贷款 587.27 20.4

中长期贷款 2240.92 4.6

#单位贷款 1715.22 15.4

个人贷款 1105.73 -2.1

#住房按揭贷款 843.57 0.0

公积金贷款余额 327.04 -2.4

七、对外经济

全年合同外资项目 327个，其中新批项目 244个，增资项目

83个。合同外资总额 15.07亿美元，增长 2.6%。其中，1000万

以上项目 19个，实现合同外资 13.10亿美元。第二产业合同外

资 9505万美元，增长 1.1倍，其中工业实现合同外资 9477万美

元；第三产业合同外资 14.12亿美元，下降 0.7%，其中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实现合同外资 4.49亿美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

现合同外资 5.65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合同外资 4829万美

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合同外资 3.18亿美

元。全年实际到位外资 6.01亿美元，增长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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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1097.04亿元，下降 20.7%。其中出口

总额 398.13亿元，增长 1.5%，进口总额 698.91亿元，下降 29.4%。

八、城市基础设施

全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94.64亿元，增长 2.8%。其中，

电力建设投资 21.78亿元，增长 25.4%；公用设施投资 54.23亿

元，增长 26.9%。至年末，全区道路共计 737条，长度 940.38

公里；全年完成 41个大中修、排堵保畅、抢修及路灯安装等工

程，区管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为 92.37%，普通公路（县、乡、

村道）技术状况指数 93.55分，创建 6条精品示范路，完成 3.4

公里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工程。完成以“三纵一横+重点区域”

2为骨架的道路高架、跨线桥、轨道交通高架区间段及车站涂装，

共计 97.92万平米。梳理各类堆场 258个，占地面积约 495万平

方米，至本年末，累计关停货运堆场 214个，面积约 319万平方

米，其中 2022年全年关停货运堆场 71个，占地面积约 112.5万

平方米。全年共开展货运堆场各类整治工作 706次，出动执法人

员 2563人次，开具法律文书 214份，询问约谈 120次，行政处

罚 56次，处罚金额 82.18万元。

至年末，全区完成排查老旧隐患燃气管道 86.47公里，更换

老旧隐患管道 10.46公里，清理友谊路街道、大场镇、罗店镇等

管道占压点位 9处。完成 1万户老旧小区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器的

实事民心工程，完成 7289户餐饮等生产经营单位燃气泄漏报警

2 三纵为同济路-逸仙路、蕰川路-共和新路、沪太路（石太路—区界段），一横为外环（同济路—沪太路），重点

区域包含环上大片区、一号科创湾以及其他重点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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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安装率 100%的市级任务，尤其是 28个集贸市场 288家管道天

然气餐饮用户 100%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强化用户端隐患预警

管控。加强“黑瓶、黑气、燃气器具”执法检查，排查城郊结合

部、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地等 68次，清查违规用气场所 43处、收

缴气瓶 208只、公安行政拘留 26人。初步建成燃气报警器综合

管理平台，建成建设罗店和顾村燃气应急救援点，对顾村、罗店、

罗泾等地的救援，从原先 90分钟的路程缩短至 45分钟。

九、房地产业和重点板块建设

全年房地产业增加值 271.21亿元，增长 3.2%。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 296.80亿元，下降 25.0%，其中住宅投资 190.37亿元，

下降 22.5%；办公楼投资 11.67亿元，下降 18.7%；商业营业用

房投资 11.72亿元，下降 61.1%。完成商品房施工面积 1314.98

万平方米，下降 9.8%；竣工面积 162.17万平方米，下降 40.7%。

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175.08万平方米，增长 3.9%；实现商品房

销售额 597.06亿元，下降 8.6%。全年完成存量房交易面积 154.30

万平方米，下降 45.0%；存量房交易金额 425.84亿元，下降 49.3%。

吴淞创新城加快先行启动区开发建设，首发项目总建筑面积

1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4亿元，项目分两期建设；至年末，

一期南楼总建筑面积 1.92 万平米已完成竣工，已签约宝武钢铁

中央研究院、人社局人才港、福君生物等项目；一期北楼和二期

1+3项目正加紧施工。紧盯规划与土地收储，10项专业规划获批，

先行启动区市区联合收储模式已确定，收储协议已签订，完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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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480 亩。加速国企地块转型，联合宝武集团等央、市企成立吴

淞创新城协同发展政企联盟，推动完成东方国际半岛 1919转型

项目、申能集团主厂区转型实施方案和控规编审工作。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签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主校区项目建设框架协

议》；轨交 18 号线二期已开工建设，海江路（时光大道-同济路）、

双城路（滨河一路-同济路）建设稳步推进。

南大智慧城全面推进城市高品质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加

快西南片区形象功能打造，至年末累计完成商办、研发产业、保

障性租赁住房等地块出让 13幅，推进在建地块 9幅。加快区域

交通改善，上年结转市政配套道路 6条，启动新建道路 14条，

至年末区域内累计实现通车道路 14条。加快公共服务完善，全

年竣工 3所幼儿园、1所九年制学校等公建配套设施项目 7个，

新开工环卫停车场、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建配套项目。加快环境品

质提升，完成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4项、地块土壤修复 11幅，新

开工绿地项目 3项，新开工陈家江水系河道整治项目，获得三星

级上海市绿色生态城区(试点)认证。加快科创产业生态打造，确

立以科创企业总部经济为发展方向，以数字经济、合成生物、科

技金融为主导的“1+3”产业发展定位，全年新增注册企业 300家，

新增注册资本金 58.77亿元，“数智南大”数字经济产业园成功认

定为上海市第三批特色产业园，南大合成生物产业园加快推进，

一批“硬科技”引领性项目率先导入，初步形成科创产业集聚。

十、城市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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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79.32亿元，

下降 4.9%。进一步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年新建通

信管线 206.3沟公里、752.4管公里，新建和共建共享 5G移动通

信基站 774个，4G移动通信基站 276个。至年末，可用通信管

线共 3830.6沟公里、共 18463.7管公里；公用移动通信基站 7166

个，其中 5G基站 4322个（其中：电信基站 1198个、移动基站

1320个、联通基站 1198个、广电基站 572个、综合杆基站 34

个），4G基站 2844个；接入宽带用户约 88万户，平均接入带

宽达到 337.9M；无线覆盖热点 525个，无线 AP数 3945个。移

动电话用户约 306.8万户；固定电话用户约 34.8万户。IPTV用

户数达到 46.3万户，增加 3.5万户；数字电视线路覆盖全区 84.4

万户，增加 2万户。

全年行政服务中心共接待 108549人次，受理申请总数

112558件，已办结 108750件。开展网上预约服务 40234次。为

企业提供申请材料上门揽收服务 3854次，证照寄送服务 29249

次。为企业提供帮办服务 4462次，答复各渠道咨询 48736次。

收到“好差评”评价 322683条，好评率 99.99%。

至年末，已办理对拟上市企业合规证明、道路开设出入口等

46项“宝你会”一件事在线服务 24万余件。搭建区块链电子材

料库，归集 24624张电子证照。升级“快递办税”服务，共办理

3406户，占到新办企业总数（4713户）的 72.27%；“随申办”

宝山旗舰店关注人数达 44.6万人，累计访问量达 112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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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线调用高频长三角跨省电子证照 7034次。至 12月，3000

余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通过“一网通办”宝山频道进行了“国

有集体房租减免”“行政事业单位房租减免”网上申请，共减免

金额 2.01亿元，其中线上审核量占一期总减租户数的 68%。“宝

你惠”政策直通车共拨付 5.72亿资金，惠及 3104家企业及个人。

在“企业专属网页”推出亮数社会化场景 2个、授权代办 13个、

政策体检 7个，精准推送 100条、主动提醒 13条，归集企业档

案 15个、助企纾困政策 71条、政策知识库 5000条、园区街道

产业信息 53条，打造个性标签 44个。

十一、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2学年初，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 330家，在校学

生近 18.5万人，教职工近 1.9万人。全年新开办学校（幼儿园）

5所（其中公办高中 1所、民办高中 1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公办小学 1所、民办幼儿园 1所）；撤销学校 14所（其

中民办小学 9所、公办小学 1所、成职教学校 4所）。有更名学

校 8所（其中公办成人教育学校 1所、民办初中 1所、民办九年

一贯制学校 3所、民办幼儿园 3所）；另有 3所学校调整学段并

更名（其中 2所公办初中转为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民办九年一

贯制学校转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与 2021学年相比，我区中

小学在校学生数持续高位增长，其中高中增长 1539人，初中增

长 2517人，小学增长 1787人；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量持续下降，

较上年减少 3434人。
表 8 2022 学年初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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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所、人

类别

全部学校 其中：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

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 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 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

合计 330 184668 243 158327 87 26341

中学 80 54194 69 47395 11 6799

其中：高中 11 7104 8 6779 3 325

初中 26 18825 24 16641 2 2184

完全中学 5 7069 5 7069 0 0

九年制学校 36 19169 32 16906 4 2263

十二年制学校 2 2027 0 0 2 2027

小学 60 77707 60 74221 0
3486（九年制、

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

幼儿园 174 50074 100 34947 74 15127

专门学校 1 48 1 48 0 0

特教 1 334 1 334 0 0

中等职业学校 3 2311 1 1382 2 929

其他教育 11 —— 11 —— —— ——

注：上表数据未包括市教委要求宝山区在地统计的非本区教育部门管理的 4 所中职校数据，

该 4 所中职校有学生数 7018 人。上表学生数按学段分类统计。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环上大科技园九大核心基地实现品

牌化运行,完成成果转化 58项，转化金额超 2亿元，培育企业 325

家；上海北大科技园入选上海市 2022年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

体系，挂牌“上海北大科技园科学技术协会”，转化科技成果 8

项，落地企业 33家；宝山复旦科创中心正式启用，3个项目、3

家企业落地宝山。张江宝山园 311个项目获得 2022年张江专项

资金 1.57亿元，立项数增长 66%，扶持资金增长 93%，在 2022

年度张江高新区园区综合评价中，宝山园全市排名第 8。2022年，

备案科技技型中小企业达 1074 家，增长 39%，全市排名第 8；

高新技术企业达 1475家，增长 34.58%，全市排名第 6；新增市

级小巨人工程企业 6家，新增区级小巨人工程企业 9家。完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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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同成交额 105.8亿元，增长 1.34倍，全市排名第 8。新增市

级双创载体 8 家，总数达 32 家，全市排名第 3，“双创载体建

设发展情况”在 2022年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活跃度评价考核全

市排名第 1。推动环上大地区成为全市首家“科创街区”试点地

区，宝山区成为“科创中国”试点培育区，区科委（协）荣获“2022

年度宝山区十佳改革创新案例”“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

先进集体”“国防动员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全年区专利授权

量 10852件，其中发明专利 2076件，实用新型专利 7949件，外

观设计专利 827件。

十二、文化、卫生和体育

至年末，全区文化馆（站）19家，其中区属文化馆 1家，

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18家；图书馆（站）25家，其中区级图

书馆 1家，街镇图书馆 24家，共有纸质书及电子书 308.39万册；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 240家，其中娱乐场所 135家，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网吧）81家；影剧院 24家，演（映）出场 14.3万

次（场），观众 131.6万人次。区内有市文物保护单位 9处、区

文物保护单位 8处，区文物保护点 73处，市优秀历史建筑 2处。

全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7843场，参与人数达 2109.1万人次。

完成公共文化服务配送 2577场；区图书馆流通人次 37.77万，

举办讲座、读者培训、展览和各类读书活动共计 280场；区各级

文化馆开展文艺活动、赛事、展览、培训 8297场（次）。

全年广播电视台总共制作各类新闻宣传报道 2800余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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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海电视台播出 355条。全年广播电台总共制作各类新闻宣传

报道 2150余条。

全年共开展文化执法检查 1655次，检查场所 54239家次，

出动人员 6267人次文化市场所共受理行政审批项目共 146个；

巡查文化经营场所 34427家次；出动巡查员、志愿者 5682人次。

至年末，全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所有社区卫生服务站）

158家，卫生技术人员 8962人，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数 6365

张，比上年下降 0.06%；开设家庭总病床数 5014张，下降 0.38%；

家庭卫生服务人次数为 27105人次，下降 8.48%。全年门急诊

1259.75万人次，下降 11.29%；入院 17.44万人次，下降 14.80%；

住院手术 12.21万人次，下降 13.77%；健康检查 113.93万人次，

增长 1.3倍。

坚持以快制快，全力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组织医务人员 10.8

万人次，完成核酸采样 6081万人次；定点医院收治患者 2600人，

治疗血透、放化疗患者 3.6万人次，发放中药饮片、中成药 1290

万余份。组建 6批医疗队 127人支援海南、西藏、新疆、重庆等

地疫情防控。完成 34.6万 65岁以上老人健康监测全覆盖排摸，

社区累计承接补液服务 4.7万人次、氧疗雾化吸入服务 8442人

次。持续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全区 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 94.19

万剂次；第一剂次接种 35.81万人，覆盖率 70.08%；全程接种

35.18万人，覆盖率 68.84%；加强第一针接种 23.42万人，覆盖

率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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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制度，全区常住居民家庭医生“1+1+1”

签约 90.74万人，签约率 40.60%；重点人群签约 31.97万人，签

约率 92.95%。落实国家和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完成大

肠癌筛查 25897人，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 2739剂次。深化妇幼

健康管理，成功抢救危重孕产妇 8例，转会诊危重新生儿 250例。

至年末，全区业余训练体校 3个，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其中体

育场 1个、体育馆 3个、游泳池 60个、运动场 640个、训练房

4个。

青少年体育稳步提升。在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上，宝山代

表团派出 1346名运动员参加 29个大项 39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

70.25金、43.75银、38.75铜，全面超载上一届。宝山代表团荣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2019-2021年度“奥全运突出贡献奖”

第五名，重点项目团体奖牌第五名，重点项目团体总分奖第八名，

重点项目团体奖牌最快进步奖，团体奖牌榜第八名，青少年组优

秀组队奖三等奖。

全民健身工作成效显著。按时保质推动体育设施建设与管

理，新建改建 3条健身步道、5片市民球场，3个市民健身驿站，

40年健身苑点，全力推进杨行体育中心建设，已完成总工程量

91%。赛事活动有序开展，共承办市级赛事在活动 18项，参与

群众超 25万人，积极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基层治理试点。

加强体彩销售与管理，全年体彩销售额 3.47亿元，募集区

级体彩公益金 190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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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人口和就业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227.19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 89.41

万人。全区户籍人口 1072201人，比上年增加 16564人。户籍人

口按性别分，男性占 50.2%，女性占 49.8%；按年龄段分，0-17

岁占 13.2%，提高 0.5个百分点；18-34岁占 12.9%，下降 0.9个

百分点；35-59岁占 33.9%，下降 2个百分点；60岁以上占 40%，

提高 2.4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4532个，出生率 4.23‰；死

亡人口 11314人，死亡率 10.5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33‰。

2022年宝山区人口期望寿命 82.72岁，男性 80.51岁，女性 85.19

岁。

至年末，全区城乡登记失业人数 12116人，控制在 13400人

以内，其中男性失业人数为 7444人,占比为 61.4%。16-25岁失

业人数为 329人, 26-35岁失业人数为 2430人, 36-45岁失业人数

为 5386人, 46岁及以上失业人数为 3971人。

实现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39012个；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2316人；帮扶引领成功创业 805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5861

人；帮助 913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 83716人次；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005人，高级工

以上培训 1388人次。主动为企业搭建多种招聘渠道，开展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 300场，发布岗位 8.2万余个。

十四、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9344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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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2.3%；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5264元，比上年下降 8.4%。

全年住房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旧房

修缮改造已竣工历年结转项目 6 个约 25.5 万平方米。区属征收

安置住房新开工 40.5 万平方米，建成 100万平方米。至年末，

廉租住房在保家庭 2286户，其中年内新增租金配租家庭 350户。

年底顾村大居拓展基地已累计开工建设 68.3 万平方米市属保障

房,已累计交付 49.3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其中 2022年交付 3.8

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

全年投入社会救助资金 4.41 亿元。至年末，有 10998 人享

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4.19万人享受支内回沪帮困补助；500人

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机构 48家，床位 12531张，其中

社会投资开办的 25家，床位 4211张。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61家，助餐服务场所 119个，为老服务中心 12家，为 12.46万

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突出精准帮扶和精准服务，促进残疾

人事业全面发展。疫情期间组织街镇残联对全区 4.2万名残疾人

进行排摸，特别关注 7800余名孤残、重残、一户多残等特困残

疾人群体，纳入街镇保供体系；走访慰问 4379名残疾人，发放

节日帮困资金 214万元。落实好残疾人实物帮困卡、交通补贴、

聋信卡、盲人乘车证等社会保障服务，共计发放 3153.68万元；

发放护理补贴、医疗救助、护理用品、专项康复医疗补贴、机构

养护、床位补贴等共计 4244万元；推进残疾人证业务流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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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残疾人证核发、换证、补证、信息变更、迁移和注销业务共

计 5830人次；推进炮台湾湿地公园等无障碍环境建设，分别为

80户和 671户残疾人家庭完成提高型和普通型家庭无障碍改造；

为 6431名残疾人发放全额类辅具 9863件，完成 289名困难视力

残疾人智能助盲帽适配发放；为 5000名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引导残疾人参加罗泾镇十字挑花、“宝山鮰鱼”非遗项目，提高

残疾人就业质量。新增就业 281人，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推荐不少

于 3次就业机会。

十五、环境保护

全年环保投入资金 33.73亿元，实施环保行动计划市级项目

74项。对各类污染源出具各类检测报告 308份，共出动 4494人

次，执法检查 2060户次企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实施行政

处罚 30 件，处罚金额总计 2268.78 万元。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AQI）优良率为 87.4%，其中主要污染物 PM2.5年均浓度为

25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0.7%。

全年新建各类绿地 100.2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40.16公顷，

居住区及单位附属绿地 60.04公顷），立体绿化完成 3.3万平方

米，绿道完成 7.34公里。至年末，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1.68平

方米(按照七普人口 223万人计)，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9%。全年

清运生活垃圾 93.59万吨。

加快推进河湖综合治理，稳步提升区域水生态质量，完成杨

盛河、练祁河等约 5.48 千米骨干河道综合整治以及荻泾、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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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约 10.42千米骨干河道疏浚，完成了南潮塘、罗南长浜等约 4.1

千米中小河道整治；列入市水利重大工程的湄浦贯通整治项目实

现通水目标，东茭泾河道整治工程做好施工准备。推进宝钢支线

扩容改造工程、南大北排水系统初雨调蓄池建设、真南-大场排

水系统初雨调蓄池建设等重大工程，完成 15.3 公里排水管网隐

患排查及修复工作，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7%。

十六、城市安全和食品安全

全年刑事案件立案数 7277起，下降 13.9%；破案数 4484起，

下降 19.4%；治安案件受理数 11074起，下降 4.7%；治安案件查

处数 11074起，下降 1.4%；发生交通事故 45起，增长 4.7%；处

理交通违法 76.2万人次，下降 50.4%。

全年火灾事故发生 1271起。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全年累计检查单位 3319家，督促整改火患 3043处，下发行

政处罚决定书 66份，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 8份，责令“三停”4

家，罚款 100.21万元。

全年在监工地 939个，建筑面积 1356.1572万平方米，工程

造价 804.9179亿元。在建项目 352个，建筑面积 1031.5152万平

方米，造价 605.957亿元；共检查工地 1138个次，监管 3309人

次，累计开具行政措施单共 480份，其中整改单累计 385份，暂

缓单累计 61份，停工单累计 34份。项目经理动态考核记分 39

人次，监理动态考核记分 3人次。累计信访投诉方面共受理信访

件 1380件（质量信访 1138件，安全信访 60件，其他 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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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立案 60件，结案 40件，完成罚款 122.2万元。

不断强化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及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共

开展药化监管各类专项检查 9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21项。共

出动执法人员 13万余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6万户次，

立案查处 1054件，消除食品无证照经营户 30家。共监督抽检食

品 3710件，合格率为 98.5%；抽检药品 300件，合格率 100%。

全年检查特种设备企业 2872家次，检查设备 3449台（套），查

处特种设备违法案件 44起，罚没款 104.02万元。

说明：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本公报地区生产总值中各项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

算。其余增长速度均按同比计算。

3、本公报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指规模以上工业部分，是本市根据国家制定的战略

性新兴产品目录进行的行业划分，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4、本公报的部门数据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宝山

区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市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上海市宝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上海市宝山区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上海市宝

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体育局、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上海市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联合

会、宝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上海市宝山区融媒体中心、上海

市宝山区吴淞创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等部门，其他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宝山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宝山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