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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上海市杨浦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２０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区上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３０ 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着力提升城区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区域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态势，社会民生在补短

板中持续改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完成了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十三五”发展圆满收官。

一、 综　 合

地区生产总值。 根据全市统一核算，杨浦区全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２１０６ ６３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 ２％。 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７ ９１ 亿元，同比下降 ７ ９％；第二产业增

加值完成 ９０１ ５１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３％；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１１９７ ２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４ ２％（见图 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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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比重为 ５６ ８％（不含烟草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生

产总值比重为 ８６ ３％，比上年提高 １ １ 个百分点）。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情况

财税 收 入。 全 年 完 成 税 收 收 入 ９８９ ２４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５ ８％。 完成财政收入 １０４３ ５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４ ３％。 完成区级

财政收入 １２８ 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分预算科目看：增值税

３０ ９６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２ ２％；个人所得税 １１ ９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 ０％；企业所得税 １３ ５７ 亿元，同比下降 ０ ２％；土地增值税

１４ ７０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５ １％；城市维护建设税 ４ ２１ 亿元，同比下

降 １４ ７％；契税 ２３ ６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１ ４％；行政性收费 ０ ６６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３ ３％（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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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０ 年区级财政收入分预算科目结构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全年支出 ２０１ ７０ 亿元，同比下降

７ ０％。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９ ７１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９％；公

共安全支出 １２ １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 １％；教育支出 ３４ ９１ 亿元，

同比下降 ０ ７％；科学技术支出 ２０ ７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 ８％；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 ５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１ ９％；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３０ ９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３ ０％；卫生健康支出 １１ ３８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１８ ４％；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４８ ０６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２５ １％；住房保障支出 ８ ９６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６ ２％（见图 ３）。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用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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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２５８ １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 ６％。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 １２３１ ８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０ ７％。 全

年销售产值 １２３９ ９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 ６％。 完成工业增加值

８６３ ７８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３％。

建筑业。 资质以上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２７８ １６ 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０ ４％。 实现增加值 ３８ ８８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４％，占第二产

业比重为 ４ ３％。

三、 商　 业

商贸流通。 商品销售总额全年完成 ４７３７ ４０ 亿元，同比下降

３ 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完成 ６４９ ５４ 亿元，同比下降

１ ４％。 主要商圈中，五角场商圈实现销售额 １３３ ６５ 亿元，同比

下降 １２ ７％； 控 江 路 商 圈 实 现 销 售 额 ７ １５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２７ ５％。

批发和零售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５７ ３５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６％，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１３ １％。

住宿 和 餐 饮 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１ ６０ 亿元，同比下降

２１ ７％，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１ ０％。

四、 重点产业

智力密集型现代服务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５２５ ５８ 亿元，比

—４—



上年增长 ５ ５％（见表 １）；完成区级地方税收 ２８ ００ 亿元，比上年

下降 ９ ４％。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智力密集型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表

产　 业 合　 计 其中：现代设计 科技金融 教育服务 专业服务

增加值（亿元） ５２５ ５８ １７５ ０２ １１２ ７４ ２４ ２９ １５０ １８

比上年增长（％） ５ ５ ７ ８ ６ ５ －２ ３ ３ ３

　 　 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４７ ５１ 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１５ ３％ （见表 ２）；完成区级地方税收 ６ ６０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４ ０％。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表

产　 业 合　 计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 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

增加值（亿元） １４７ ５１ １１２ ８７ １８ ５０ １２ ７６

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３ １９ ８ ５ １ －０ ７

　 　 都市型工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７７３ ９６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 ６％（见表 ３）；完成区级地方税收 ２ １８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０ ７％。

表 ３　 ２０２０ 年都市型工业发展情况表

产　 业 合　 计 其中：烟草 纺　 织 设　 备 印　 刷 仪器仪表

增加值（亿元） ７７３ ９６ ７１９ ３６ ２ ５８ ５０ ３２ １ ２８ ０ ４１

比上年增长（％） －２ ６ －２ ８ －４ １ ０ ５ －３ ６ －４ ３

　 　 生活性服务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７３ ６５ 亿元，同比下降

４ ２％ （见表 ４）；完成区级地方税收 １５ ６８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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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２０ 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情况表

产　 业 合　 计 其中：商贸服务业 旅游业 其他服务业

增加值（亿元） １７３ ６５ １６８ ９５ ０ ５０ ４ ２０

比上年增长（％） －４ ２ －４ ２ －７ ８ －２ ２

　 　 房 地 产 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３２ ３９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 ０％；完成区级地方税收 ４６ ２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 ３％。

科技金融。 新增各类资本市场上市挂牌企业 ５ 家，累计达

到 １０４ 家。 本区企业全年获得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额 ２６ ２３ 亿

元。

五、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 全区新引进各类企业 ４４１３ 户，吸引注册资金

４９８ ８１ 亿元。 其中，新引进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企业 ２７６ 户，

占引进企业总数的 ６ ３％；注册资金 １ 亿元以上的企业 ７３ 户，新

引进注册资本 １ 亿元以上企业注册资金 ２９５ ９９ 亿元，占总吸引

注册资金的 ５９ ３％。

对外经济。 合同引进外资项目 １５０ 项，同比下降 ５ ７％；合同

吸引外资 ２１ ３１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 ０％。 外贸进出口总额 １８４ 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２ ４％。 其中，出口总额 １０４ 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 ４％。

市场主体。 全区期末工商登记市场主体数达 ７７６２０ 户（含分

支机构），比上年末增长 １ １％。 其中，私营企业 ５４７８１ 户，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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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１ ６％，私营投资者 １０６９４６ 人；个体工商户 １６４３４ 户，同比增长

１ ３％，从业人员 ２８０４１ 人，同比增长 ２ ３％。

六、 旅　 游

旅游 业。 全区旅游业营业收入 ４１４ ４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５１ ６％，接待游客 ６６ ２ 万人次，同比下降 ７３ ８％。 旅游饭店营业

收入实现 ４ ７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９ ０％；接待游客 ４０ ８ 万人次，平

均出租率 ３５ ５％，同比下降 ５１ ０ 个百分点。

旅行社。 全区共有 Ａ 级旅行社 ２１ 家，其中 ５Ａ 级 １ 家、４Ａ 级

８ 家、３Ａ 级 １２ 家。

七、 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 ２４８ ７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８ ８％。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４１ ６８ 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２０１ ５０ 亿元，工业投资完成 ５ ４８ 亿元。

重大项目。 全年全区重大工程项目共 ７８ 项，其中正式项目

６４ 项（新开工 ２６ 项、建成 １９ 项、在建 ２２ 项；当年开、竣工 ３ 项），

预备项目 １４ 项。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２２ 项，社会事业项目 ２１ 项，

功能性项目共 ２６ 项，高校项目 ９ 项。

绿化建设。 新建各类绿地面积 ８ ０１ 公顷，其中新建公园绿

地 ４ ０５ 公顷、新建附属绿地 ３ ９６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３ ７９

平方米。 全区公园数 ２１ 个，公园总面积 ２４７ １４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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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环境。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１７７９ 个，同比增长 ７ ９％；

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收集）覆盖率达 １００％；生活垃圾日均

处置量 ６３４ ９６ 万吨，同比下降 ２０ ７％。

市政维护。 新建 ４ 个项目绿色建筑（４５ ５０ 万平方米）， 在

建的绿色建筑 ２０ 个项目（１８２ 万平方米），完成 １７ ３６ 万平方米

可再生能源应用，２６ ７５ 万平方米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交通管理。 新增 ２６ 个道路停车泊位，完成 １３ 件次建设工程

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的行政审批工作。

城市建设。 轨道交通线路总长 ３２ ７ 公里 （ １８ 号线结构贯

通），轨道交通密度为 ０ ６１ 公里 ／ 平方公里（扣除黄浦江面积），

全区市政道路长度 ３２２ ７ 公里（不含快速路），全区道路面积约

５８６ 万平方米，道路平均宽度 １８ １６ 米，人均道路面积（常住人口

计算）为 ４ ４９ 平方米 ／ 人。

八、 科　 技

科技园区。 共有科技园区 ２０ 个，其中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７

个。 全年科技园区共引进落户企业 ２６３９ 家，比上年增长 ３ １％，

引进注册资金 １１９ 亿元，同比下降 ４１ ８％。

科技企业。 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累计 １０６ 家。 区科技

小巨人企业累计 ２２４ 家。 高新技术企业累计 ９７３ 家，其中电子信

息类 ４４５ 家，高技术服务业 ２８３ 家，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产业 ９４

家，资源与环境技术 ５９ 家，新材料技术 ２３ 家，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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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家，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３８ 家，航空航天技术 ６ 家。

知 识 产 权。 全 年 专 利 申 请 数 为 １２７０３ 件， 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７ ０％，申请量列全市第 ６ 位，其中发明专利数 ７１８６ 件，占总申

请数的 ５６ ６％；专利授权数 ７６２２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 ２６０１

件。 ２０２０ 年末，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９９ ０４ 件，居全市第 ２

位。 有效专利量达到 ３０８２４ 件，比上年末增加 １８ ９％。 （见图

４）。

图 ４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 年专利申请数及发明专利数所占比重

科技产业化项目。 全年完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３１ 项。

获得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立项 １６１ 项。 技

术合同认定 ９３６ 项，合同交易金额 ３４ ５５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８ １％。

信息化建设。 区内家庭宽带接入户数 ４２ ９７ 万户，光纤入户

家庭宽带数 ３０ ５０ 万户。 家庭高清电视用户 ２９ ２７ 万户，开通无

线 ｗｉｆｉ 热点 ２１４１ 个。

—９—



九、 教　 育

教育机构。 全区共有中小学 ９３ 个，其中中学 ５１ 个，小学 ４２

个；特殊教育机构 ２ 所，工读 １ 所，职业学校（含中专）８ 所。 共有

在校学生数 １０４５２０ 人；教职工 １１５８７ 人，其中专任教师 ９５１６ 人。

学生人数中，高中阶段学生 １１０１９ 人，比上年增长 ３ ２％；初中阶

段学生 ２３５２９ 人，比上年增长 ６ ２％；小学阶段学生 ４１９６８ 人，比

上年增长 ５ ２％。 专任教师中，本科学历占 ９１ ４％，高级职称教

师占 ９ ７％（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２０ 年各级各类学校情况

类　 别
在校学生数

（人）
比上年增长

（％）
毕业学生数

（人）
比上年增长

（％）

普通中学 ３４ ５４８ ５ ２ ８ ３３６ ８ ８

　 高　 中 １１ ０１９ ３ ２ ３ ４９４ －３ ６

　 初　 中 ２３ ５２９ ６ ２ ４ ８４２ １９ ９

中等职业 １ ０７２ －３ ８ ３７１ ２４ ９

特殊教育 ２２４ －１３ ２ ７６ ４９ ０

工读教育 ３１ －３２ ６ ２１ －１６ ０

普通小学 ４１ ９６８ ５ ２ ６ ８８１ ６ ０

幼儿园 ２６ ５６５ ０ ７ ８ ９２５ ２ ０

托儿所 １１２ －３２ １ １６５ ５ ８

十、 文化、 卫生及体育

文化事业。 全区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 处，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 ８ 处，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 ７ 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 ４１ 个，其中国家级 ２ 个、市级 ９ 个、区级 ３０ 个。 全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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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影院 １８ 个，放映厅 １２９ 个，座位数 １６９１０ 个，年内放映场次

１６ ０２ 万余场次，票房总收入 ６６７５ 万元；区级文化馆 １ 个，建筑面

积 １１６１６ ０６ 平方米；区级公共图书馆 １ 个，建筑面积 １９８３０ １１ 平

方米，座位数 １４５６ 个，藏书 １４５ ４３ 万册；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１２ 个，总建筑面积达 ５３８３８ 平方米。

卫生事业。 全区现有卫生机构数 ２４２ 所，其中：医院 ３１ 所

（包括部队医院 ２ 所，市属医院 ３ 所），门诊部 ６０ 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 ７６ 所，妇幼保健所（院） １ 所，专科疾病预防治院 １

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 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中心 １ 所。

全年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门急诊总量 １６２８ ８ 万人次，其中三级

医院完成门急诊 ８８７ ３ 万人次、住院病人 ３８ 万人次、手术 ３８ ６

万人次。 区属医疗机构完成门急诊 ７２１ ８ 万人次（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４１９ １ 万人次），出院病人 ８ ７ 万人次，手术 ８ ２ 万人次。 全

区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 ８３ ７４％。

全区现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８３３６ 人，其中执业 （助理） 医师

５６７８ 人。 区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１６ 人。 市民平均期望

寿命达到 ８４ ５８ 岁，婴儿死亡率 ２ ０９‰。

全年社区门诊减免居民挂号费 ３５０ ７ 万人次、减免普通门急

诊诊查费 ３５０７ 万元，预防保健综合服务合计 ９０ ９９ 万人次，家庭

病床服务 ５ ２４ 万人次（见表 ６）。

新冠疫情防控。 全区医疗系统 １２６ 名医护人员支援海关采

样和检验工作，７６ 名医护人员分三批次驰援武汉。 区内先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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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８ 个集中隔离点，累计收住 ２２８９１ 名对象，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１０３６９４ 人次，居家隔离 ７７８４ 人。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卫生机构情况

指　 标 单　 位 数　 量

卫生机构数 所 ２４２

　 ＃
　
医　 院 所 ３１

　 　 门诊部 所 ６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所 ７６

　 　 妇幼保健院 所 １

　 　 专科疾病预防治院 所 １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所 １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中心 所 １

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１８ ３３６

　 ＃
　
执业（助理）医师 人 ５ ６７８

　 　 注册护士 人 ９ ０２５

　 　 体育事业。 ２０２０ 年全区现有各类体育场所 ２０７０ 个，体育场

地面积 １４２ ３６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１ ０９ 平方米。 全年

新建 １０ 个社区市民益智健身苑点、１ 条市民健身步道。 目前区

域内有 ２ 个体育公园、１１ 个社区百姓健身房、４ 个市民健身中心、

１９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６３７ 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健身设施器材

完好率达到 ９８％以上。 拥有覆盖 １２ 个街道的社区市民体质监测

站、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社区体育指导员站和近千支健身团

队。 ２０２０ 年全区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３８６２ 名。

区域内现有 １ 所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１８ 所市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４２ 所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有 １ 所国家重点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 １ 所国家奥运后备人才训练基地、４ 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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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练员工作室，５ 人获评市“明翔计划”青年骨干教练员，向上

级训练单位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７５ 人次。 在上海市 ２０２０ 年精英

系列赛中，杨浦区团体总分第五、奖牌总数第五，并获得优秀组

队奖，游泳项目获得单项最快进步奖，３３ 名运动员获评最佳运动

员、１０ 人获评最佳教练。

全区共有体育企业 １３０９ 家。 全年体育彩票总销售额 １ ５０

亿元。

十一、 人　 口

户籍人口。 全区共有户籍人口 １０５ ６４ 万人，户籍人口总户

数 ３７ ８２ 万户，平均每户 ２ ７９ 人。 年内户籍人口出生 ４７８８ 人，出

生率为 ４ ５３‰；死亡 ９９９６ 人，死亡率 ９ ４６‰，户籍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４ ９３‰（见图 ５）。

图 ５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 年区户籍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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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就业、 住房和社会保障

创业就业。 帮助成功创业 ６８１ 人，带动就业 １９１３ 人。 新增

大学生创业企业 ５６４ 家。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９７７２ 人，控制在市

下达指标内。 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３３１０ 人次，安置率 １００％。

人才工作。 在杨浦工作生活的两院院士共有 ６６ 名。 全年引

进人才 ２０３ 人。 办理居住证积分 １３９４６ 人，其中新办 ２５９２ 人；办

理居住证转户籍 １０２７ 人。 外国人工作许可累计审批发证 １６１３

张。

劳动关系。 全区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数达 ７３４７ 户；为劳

动者追回劳动报酬和经济损失 １９６６ ８１ 万元。

旧区改造。 全年完成征收 １２９３６ 户，拆除旧住房 ３０ ６３ 万平

方米，收尾 ８ 个基地。

住房保障。 “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扎实推进。 征收安置

房全年新开工 １１８ 街坊二期，建筑面积约 １ ６３ 万平方米，提供房

源 ２２８ 套。 市筹公租房新江湾尚景园项目提供 ２２０１ 套房源，已

分配 ２０７３ 套，分配率达 ９４ ２％。 区筹公租房新增房源 １２１４ 套，

累计提供 ３５９５ 套，已分配 ２８２９ 套，分配率达 ７８ ７％。 按照“应保

尽保”原则，廉租住房全年新增租金配租 ６５２ 户，发放租金 １．０６

亿元。 第八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共 ７０８ 户家庭参加了现场选

房，选房率达到 ７０ ３％。 首批非沪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共 １５ 户

家庭参加了现场选房，选房率达到 ９３ ８％。 第二批非沪籍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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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障住房共受理了 １２ 份申请。

房产市场。 核批商品房预售 １２７８ 套 １６ ８６ 万平方米，办理

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 ４３８３ 套 ３３ ３ 万平方米。 商品房预售 ２１１

套 ２ ５５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２３ １１ 亿元。 商品房现售 １０２８ 套

１０ ５２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６６ ８１ 亿元。 存量住房交易 １５１７４ 套

９６ ２１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４７６ ６４ 亿元。 推进租赁住房建设，完

成代理经租房源 ７２６５ 套，新增租赁住房 １４１８ 套。

“美丽家园”建设。 着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全年共实施 ８

个小区、３３ 万平方米的“美丽家园”具体项目。

社会救助。 全年共救助各类社会救助对象 ６４ ７４ 万人次，支

出救助金 ４ ０９ 亿元。 开展市民综合帮扶 ３６７８ 人次，支出帮扶金

４８４ ４７ 万元。 完成 １ １１ 万户次低保申请家庭、１２８１ 户廉租房申

请家庭、８０５ 户共有产权保障房申请家庭、２３２ 户次支出贫困申请

家庭、３２６ 户次医疗救助申请家庭、１２０ 户教育救助申请家庭、４３９

户临时救助申请家庭、１４１ 户次残疾人补贴申请家庭、１ 户就业援

助家庭，３７５ 户特困供养家庭、１ 户资助参保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

核对工作。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７００ 人次。 销售各类福利彩票

１ ４５ 亿元，筹集公益金 ７８２ ５９ 万元。

社会工作。 共办理结婚登记 ６７８４ 对、离婚登记 ４９０５ 对；补

领结婚证 ２０１２ 份、离婚证 ５４８ 份，办理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２８

份；解除收养关系 ５ 例。

社会组织。 全年新成立社会组织 ３４ 家，其中新成立社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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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２ 家、新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２ 家。 新增持有社工资质人数

１２５ 人。

养老服务。 新增养老床位 ６０３ 张，完成认知症照护床位改建

５０ 张，新建 ７ 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新建 ５ 家睦邻小厨（社

区长者食堂）及 ２５ 个老年助餐点，完成 ２４ 户居家环境适老化改

造。 全年发放 ６５ 周岁及老年人综合津贴 ４ ４９ 亿元。 发放老年

人助餐及送餐两类补贴 １８０ ８３ 万元。 为 ２ ０８ 万名老年人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支出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４７０ ６１ 万元。

为 １ ２ 万名老年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社区“养老顾问”实现居

委会全覆盖。

十三、 节能减排

节能降耗。 ２０２０ 年区域能源消费总量 ６４ ９２ 万吨标准煤，同

比下降 ６ １６％，完成能耗总量增幅不超过 ４％的年度目标；“十三

五”能耗总量累计下降 ３ ６３％，完成“十三五”累计增幅不超过

１０ ４１％的目标。 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率为 ８ ４５％，完成

下降 １％的年度目标。 “十三五”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累计下

降 ２６ ５７％，累计完成进度达 １９０ ０６％，超额完成“十三五”能耗

强度下降 １５％的目标。 全年完成 ２ 项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形成

节能能力 ４６５ ０７ 吨标准煤。 组织实施 ８ 项企业节能技改项目，

其中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２ 项。 新建分布式光伏装机 ２３１ ４ 千瓦。

累计 １０２ 幢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接入区级建筑能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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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统。

污染减排。 全面完成“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和杨浦区

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既定目标任务。 区域降尘量平均值

为 ４ ４ 吨 ／ 平方公里·月，同比下降 ８ ３％。 ＰＭ２ ５ 年平均值为

３１μｇ ／ ｍ３ ，同比下降 ８．８％。 全面完成中小燃油燃气锅炉低氮改

造任务，累计改造锅炉 ２５５ 台。 对区内 ５ 家工业企业开展新一轮

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治理，１ 家企业已完成治理任务。 截污纳

管率实现 １００％。

环境保护。 区域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优良率为 ８９．６％，同比

上升 ３ ８ 个百分点；空气优良天数达 ３２８ 天。 全区 １１ 个市考核

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１００％，其中 ８ 条河道断面水质达到Ⅲ类水标

准。 全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１００％。 加强流动污染源治理，

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１１７６ 台（次），检测柴油车 ９５１ 辆，查处违法

行为 ２５ 起。 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区内 ２２ 家工业企业和 ５５ 家

扬尘源单位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 做好地下水污染防

治，完成 ６ 家内部加油站双层罐改造任务。 实施环保行政处罚

４９ 起，处罚金额 ３０９ ３ 万元。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昼间时段和夜间时段分别为

５２ ８ 分贝和 ４６ ９ 分贝，昼间同比下降 ０ ５ 分贝、夜间同比下降

０ ２ 分贝。 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和夜间时段达到相应功能区的标

准要求（国家 ２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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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城区管理

城区综 合 管 理。 全区 “ １１０” 下发数 １７３８７３ 起，同比下降

３ ７％；全区受理“１２３４５”、市“１２３１９”和区“９６２１５１” （城市管理服

务热线）诉求 ６８９７１ 起，同比增长 ２３ ８％。

市民服务热线。 我区共接受市转办工单 ６７８５７ 件，其中回退

２２１４ 件（非我区受理范围），受理 ６５６４３ 件。 受理的工单中，咨询

类 ５８９６ 件，占比 ８ ９８％；求助类 ２６５３２ 件，占比 ４０ ４２％；投诉举报

类 ２９３９０ 件，占比 ４４ ７７％；意见建议类 ３５６４ 件，占比 ５ ４３％；其他

类 ２６１ 件，占比 ０ ４％。

网格化平台。 共立案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４７０７３９ 件，经督办，

结案 ４６２３８５ 件，累计积案 ８３５４ 件，结案率为 ９８ ２％。 其中，涉及

媒体曝光案件 ７０ 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受理市“１２３１９”热线移送处

置案件 １７０ 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区“９６２１５１”热线受理投诉案件

９４４ 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

文明创建。 现有全国文明单位 ９ 个，全国文明校园 ２ 个，全

国文明家庭 ２ 个；上海市文明单位 １２６ 个，上海市文明小区 １６５

个，上海市文明社区 １１ 个，上海市文明校园 ３１ 个；杨浦区文明单

位 ３３０ 个，杨浦区文明小区 ５３３ 个，杨浦区文明校园 ８２ 个。 共有

注册志愿者 ３２ ５９ 万名，同比增长 ７ ５％。

食药 品 安 全。 累计完成食品环节抽检 ５１７８ 件，合 格 率

９９ １５％。 进行食品快速检测 １０３８６ 件，合格率 ９８ ８４％。 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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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 ８４ 件，抽检合格率 １００％；化妆品抽检 １２９ 件，抽检合格率

９５ ３％；药品抽样数 ３８０ 件，抽样合格率 ９８ ６％；医疗器械抽样 ５３

件，抽样合格率 ９５ ９％。 食品药品立案处罚数 ５８４ 件，罚没款共

计人民币 ３６９ ７８ 万元。

说明：

１ 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２ 本公报中杨浦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为现价，增长速度按

可比价计算。 ２０２０ 年生产总值数据执行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２ 年制定的《三次产

业划分规定》。

３ 公报中的智力密集型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建筑业、商

业、房地产业等主要行业的产值和增加值数据统计范围为在地口径。

４ 体育场地相关数据按照第七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标准和口径填报。

５ ２０２０ 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待国家统计局核准后，预

计将于 ２０２１ 年二季度统一发布，本公报中不再单独发布常住人口数据。

６ 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为上海市统计局核定数据；其他指标主要

采用杨浦区部门报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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