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2年上海市杨浦区年上海市杨浦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上海市杨浦区统计局海市杨浦区统计局

20232023年年44月月



２０２２ 年上海市杨浦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２２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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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积极践行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不断扮美“生活秀带”、建强“发展绣带”，按照“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加快推进区域经济

恢复和重振。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呈现“六稳”的良好态势：

疫情防控总体平稳、区域经济企稳回暖、创新动能稳中求进、城

区治理平稳有序、公共服务稳中提质、生态环境稳中向好，较好

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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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７６ ９７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２ １％。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７ ２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 ５％；第二产

业增加值完成 ６７２ ８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４ ０％；第三产业增加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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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１３９６ ８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 ２％（见图 １）。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全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６７ ３％（不含烟草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全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８８ ３％，比上年提高 ０ ９ 个百分点）。

图 １　 ２０２２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情况

财税收入。 全年完成税收收入 １２８０ 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 ５％。 完成财政收入 １３４４ １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 ０％。 完成

区级财政收入 １４３ ４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 ３％，分预算科目看：

增值税 ２８ ８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７ ７％；个人所得税 ２２ １２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９ ３％；企业所得税 １６ ３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８ ６％；土地

增值税 ２２ ５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３ ２％；城市维护建设税 ４ ８２ 亿

元，同比下降 ３ ８％；契税 １１ ０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１ ４％；行政性

收费 ０ ６７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５ ５％（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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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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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６ ９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 ８％。 其 中， 一 般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１８ ９９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６４ ３％；公共安全支出 １４ ３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 ８％；教育支出

４０ １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９ ６％；科学技术支出 １７ ３９ 亿元，同比增

长 ２９ ５％；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 ８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４ 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３５ ２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８ ３％；卫生

健康支出 ４７ ０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６ ０％；城乡社区支出 ３７ ５４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４ ８％；住房保障支出 １６ ４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 ７％（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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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２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用途结构

二、 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 ８０６ ２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 ８％。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 ７７７ ８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４ ９％。 全

年销售产值 １３１５ ９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１ ７％。 实现工业增加值

６３８ ３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４ ５％。

建筑业。 资质以上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３２１ ５８ 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２ ３％。 实现增加值 ３５ ５３ 亿元，同比下降 ４ １％，占第二产

业比重为 ５ ３％。

三、 商　 业

商贸流通。 商品销售总额全年完成 ４８８２ ４４ 亿元，同比下

降 １４ 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完成 ５９２ １４ 亿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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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１１ １％。 主要商圈中，五角场商圈实现销售额 １０１ ４３ 亿元，

同比下降 ３０ ２％；控江路商圈实现销售额 ５ ５５ 亿元，同比下降

４２ ９％；滨江商圈实现销售额 １１ ６５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２ ９％；江

湾商圈实现销售额 ９ ８８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１ ０％。

批发和零售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５６ ４２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３ ７％，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１１ ２％。

住宿和餐饮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１ １０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４ １％，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０ ８％。

四、 服务业

信息 传 输、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８０ ０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 ７％；规上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６９４ ２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 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８７ ６９ 亿元，比

上年下降 ５ ６％；规上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３５３ ５５ 亿元，比上年下

降 ２ 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９６ ５９ 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１ ８％；规上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３３６ ７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 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９３ ３９ 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３ ９％；规上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８０１ ７２ 亿元，比上年下

降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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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４６ ４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５％。

金融业。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３７ ４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 ８％。

新增各类资本市场上市挂牌企业 ２ 家，累计达到 １１１ 家。 本区

企业全年获得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额 ２９ ４３ 亿元。

五、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 全区全年新引进企业总数 ４１８２ 户（含分支机

构），其中，新引进注册资金 １ 亿元（含）以上企业 ７７ 户。 全区

全年新引进投资额 １ 亿元（含）以上固投类项目总数 ９ 个，新引

进投资额 １ 亿元（含）以上固投类项目投资总额 １４０ ２１ 亿元。

对外经济。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１０ ９８ 亿美元，同比下降

０ ３％。 外贸进出口总额 ３００ 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 １％；其中，出

口总额 １８９ 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 ４％。

市场主体。 全区期末工商登记市场主体数达 ７７１１１ 户（含

分支机构），比上年略有减少。 其中，私营企业 ５３６１８ 户，同比

减少 １ ６％，私营投资者 １０４９０４ 人；个体工商户 １６８１０ 户，同比

增长 １ ７％，从业人员 ２９１６８ 人，同比增长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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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旅　 游

旅游 业。 全区旅游业营业收入 ４５ ８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６８ ９％，接待游客 ６８５ ２ 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９６ ４％。 旅游饭店

营业收入实现 ６ ６ 亿元，同比下降 ３５ ９％；接待游客 １０５ 万人

次，平均出租率 ５６ ２％，同比下降 ９ ８ 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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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１ ７０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 ０％。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７５ ８５ 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 ２１８ ０９ 亿元，工业投资完成 ７ ７６ 亿元。

重大项目。 全区重大工程安排 １００ 项，其中正式项目 ８１

项，预备项目 １９ 项。 新开工项目 ２９ 项，建成项目 ２６ 项，在建项

目 ３４ 项（当年开工并建成 ８ 项）。 根据项目类别划分，基础设

施项目 ３４ 项，功能性项目 ２１ 项，社会事业项目 ３５ 项，高校项目

１０ 项。

绿化建设。 新建各类绿地面积 ９ ５１ 公顷，其中新建公园绿

地 ８ ０３ 公顷、新建附属绿地 １．４８ 公顷。

市容环境。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１７３５ 个，同比增长 １．１％；

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收集）覆盖率达 １００％；生活垃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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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置量 ６９８ ８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１ ８％。

市政维护。 全年在建的二、三星绿色建筑 ２７ 个项目（建筑

面积 ２６５ 万平方米）， 完成 ２０ ３８ 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应用，

３４ ７９ 万平方米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能源审计 ８ 项、能耗公

示 ４ 项。

交通管理。 ２０２２ 年道路停车泊位数 ２０６９ 个，完成 １６ 件次

建设工程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场（库）的行政审批工作，完成 １０

家新开业公共停车场（库）经营备案审批。

城市建设。 轨道交通线路总长 ３２ ７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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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４ ９ 公里（不含快速路），全区道路面积约 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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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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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８ 家，引进注册资金 ９５

亿元。

科技企业。 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１２２ 家，区科技小巨

人企业 ３４３ 家。 高新技术企业累计 １２２３ 家，其中电子信息类

５４７ 家，高技术服务业 ３８９ 家，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产业 １１３ 家，资

源与环境技术 ６４ 家，新材料技术 ２９ 家，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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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４２ 家，航空航天技术 ６ 家。

知识产权。 全年专利授权数 ９５３４ 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量 ４１５５ 件，比上年增加 ２０ ３％，排名全市第三。 有效专利量

４６５４７ 件。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量 １８２７３，比上年增加 １７ ２％，排

名全市第三。 累计有效商标注册量 ９２３５５ 件，比上年增加

１２ ５％，位居中心城区第一。

科技产业化项目。 全年完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２９

项。 获得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立项 １１９

项。 技术合同认定 １９８４ 项，合同交易金额 ８０ ８５ 亿元，比上年

下降 ０ ７％。

信息化建设。 区内家庭宽带接入户数 ４９ ４８ 万户，光纤入

户家庭宽带数 ４５ 万户。 家庭高清电视用户 ３３ ５０ 万户，开通无

线 ｗｉｆｉ 热点 ８００ 个。

九、 教　 育

教育机构。 全区共有中小学 ９５ 个，其中中学 ５２ 个，小学

４３ 个；特殊教育机构 ２ 所，工读 １ 所，职业学校（含中专） ７ 所。

共有在校学生数 １０８０６２ 人；教职工 １１５６３ 人，其中专任教师

９６０１ 人。 学生人数中，高中阶段学生 １２４７８ 人，比上年增长

９ ４％；初中阶段学生 ２６９６６ 人，比上年增长 ６ １％；小学阶段学

生 ４４３４７ 人，比上年增长 １ ９％。 专任 教 师 中，本 科 学 历 占

９５ ８％，高级职称教师占 １０ １％（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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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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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４４４ ７ １ ８ ９０６ ８ ３

　 高　 中 １２ ４７８ ９ ４ ３ ５６３ ２ ５

　 初　 中 ２６ ９６６ ６ １ ５ ３４３ １２ ４

中等职业 １ ６０３ ２９ ９ ３５０ ８ ７

特殊教育 １７６ －２４ ５ １４ －６８ ９

工读教育 ４ －６３ ６ ９ －５５ ０

普通小学 ４４ ３４７ １ ９ ７ ５３５ ４ ９

幼儿园 ２２ ４２２ －１０ ６ ８ ２７１ －６ ６

托儿所 ６６ －２６ ７ ９０ －３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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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处。 全区共有电影

院 １３ 个，放映厅 １０１ 个，座位数 １３２０８ 个，年内放映场次 ９ ９４ 万

余场次，票房总收入 ４８８４ ６６ 万元。 区级文化馆 １ 个，建筑面积

１２２６５ 平方米；区级公共图书馆 １ 个，建筑面积 ２０２１６ ４８ 平方

米，座位数 １４５６ 个，藏书 １４４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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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５ 所，其中：医院 ３２ 所

（包括部队医院 ２ 所，地方医院 ４ 所），门诊部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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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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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总量 １５５３ ３ 万人次，其中三级医院完成门急诊 ９９０ ０４ 万人

次、住院病人 ３８ ３２ 万人次、手术 ４４ ４３ 万人次。 区属医疗机构

完成门急诊 ５５８ ０９ 万人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８８ ０５ 万人

次），住院病人 ６ ５２ 万人次，手术 ７ ９ 万人次。 全区医疗机构病

床使用率 ７７ ２％。

全区现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８２９３ 人，其中执业 （助理）医师

５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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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 ８７ 岁，婴儿死亡率 ２ ２１‰（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２２ 年卫生机构情况

指　 标 单　 位 数　 量

卫生机构数 所 　 ２７５

　 ＃
　
医　 院 所 ３２

　 　 门诊部 所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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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１８ ２９３

　 ＃
　
执业（助理）医师 人 ５ ９８７

　 　 注册护士 人 ８ ８７４

　 　 全年社区门诊减免居民挂号费 ２９４ ７ 万人次、减免普通门

急诊诊查费 ２９４７ 万元，预防保健综合服务合计 １１５ ７ 万人次，

家庭病床服务 ２ ８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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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事业。 ２０２２ 年，全区现有各类体育场所 ２２８８ 个，体育

场地面积 １５３ ８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１ ２５ 平方米。 全

年新建 ４ 个社区市民益智健身苑点、２ 个市民健身驿站、１ 个市

民健身中心。 目前区域内有 ２ 个体育公园、９ 个百姓健身房、２

个市民健身驿站、４ 个市民健身中心、１９ 片市民多功能运动场、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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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１ 个为社区文体服务俱乐部）、社区体育指导员站和

近千支健身团队。 ２０２２ 年全区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２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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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名教练工

作室，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７１ 人次。 在上海市第十

七届运动会中，杨浦区团体总分第四、奖牌总数第二，并获得体育道

德风尚奖、团体奖牌最快进步奖、团体总分最快进步奖、重点项目团

体奖牌最快进步奖、优秀组队一等奖、２ 个优秀赛区奖，获评“未来

之星”４７ 人、十佳青训教练员 １ 人、优秀青训教练员 ３ 人，获评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年度上海市青少年精英系列赛优胜奖。

全区共有体育企业 １７１０ 家。 全年体育彩票总销售额 １ ７５

亿元。

—２１—



十一、 人　 口

常住人口。 ２０２２ 年末，全区共有常住人口 １１９ ９２ 万人，比

上年减少 ３ １３ 万人。 其中，本市户籍常住人口 ９１ ７１ 万人，比

上年末减少 ０ ７７ 万人；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 ２８ ２１ 万人，比上

年末减少 ２ ３６ 万人。

户籍人口。 全区共有户籍人口 １０４ ０６ 万人，户籍人口总户

数 ３７ ６７ 万户，平均每户 ２ ７６ 人。 其中，男性 ５１ ４１ 万人，女性

５２ ６５ 万人。 年内户籍人口出生 ３９４８ 人，死亡 １２２１３ 人（见图 ４）。

图 ４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２ 年户籍人口情况

十二、 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创业就业。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３７０７５ 人。 帮助 ２０６９ 名失

业人员实现就业。 帮助成功创业 ６９８ 人，其中青年大学生 ６１５

人。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９３８６ 人，控制在市下达指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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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 在杨浦工作生活的两院院士共有 ６７ 名。 全年

办理人才引进落户 ２８７６ 人；办理居住证积分 １１２１８ 人，其中新

办 １２８５ 人；办理居住证转户籍 ２６４２ 人。 全区留学人员落户

２２５３ 人，累计办理海外人才居住证（Ｂ 证）４９ 人。 全年开展专业

技术人才培训 １７３０５ 人次。 完成职业技能补贴培训 ７５６４０ 人

次，达到指标数的 ２４４％；完成新型学徒制培训 ６６５ 名，达到指标

数的 １１０ ８３％；完成高级工以上培训 １３７４ 人次，达到指标数的

１１４ ５％。

劳动关系。 累计完成“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创

建 ７３７ 家。 为 ９４５７ 名劳动者追讨劳动报酬或挽回经济损失

１ ７９ 亿余元。

旧区改造。 全年完成征收 ５８０ 户，拆除旧住房 １ ６ 万平方

米，收尾 ６ 个基地。

房产市场。 核批商品房预售 ２００５ 套、２４ ３７ 万平方米，办

理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 ２１３７ 套、３４ ２７ 万平方米。 推进租赁住

房建设，完成市场化租赁住房人才公寓 １１３０ 套。

城市更新。 着力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全年共实施 ３３ 个小

区、１０１ 万平方米“美丽家园”具体项目，其中竣工 ２１ 个小区、５１

万平方米。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竣工交付 ２０６ 台。

住房保障。 持续推动住房保障覆盖更广泛、供应更精准，

满足各层次居住需求。 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多渠道筹集保障

性租赁住房房源，有序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 共筹措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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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３ 套（间），供应 ３９８５ 套（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继续推进

公共租赁住房的常态化供应分配工作，市筹新江湾尚景园 ２２０１

套房源，已正式入住 １９６９ 户；区筹 ３４６６ 套房源常态化供应，已

签约 ３０４１ 户，正式入住 ２６９３ 户。 廉租住房方面，持续扩大廉租

住房受益面，做到应保尽保。 廉租住房年度受理审核通过 １６５６

户，其中新增租金配租家庭 ６９２ 户，资格复核 ９６４ 户；全区正在

享受廉租的家庭 ３８２１ 户，其中租金配租 ３３８４ 户，实物配租 ４３７

户，年度发放租金补贴 １０８１１ 万元。 共有产权保障房方面，开展

了本市户籍第十批次、非沪籍第四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

受理工作，受理接待本市户籍咨询 ４０３８ 人次，收件 ６８９ 份；接待

非沪籍咨询 ６６ 人次，收件 １６ 份。 全区 ４７３ 户申请家庭完成选

房，其中本市户籍 ４６３ 户，非本市户籍 １０ 户。 征收安置房方面，

继续做好 １０７ 街坊二期地上结构施工和 １１８ 街坊二期地上施工

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１１６ 街坊北块二期、２３２ 街坊二期的竣工

验收工作。

社会救助。 全年共救助各类社会救助对象 ７０ １７ 万人次，

支出救助金 ５ ０７ 亿元。 开展市民综合帮扶 ２０１１ 人次，支出帮

扶金 ３８４ ９７ 万元。 完成 １ ０６ 万户次低保申请家庭、１２４３ 户廉

租房申请家庭、６８０ 户共有产权保障房申请家庭、１０２ 户次支出

贫困申请家庭、４１８ 户次医疗救助申请家庭、９４ 户教育救助申请

家庭、１９７ 户临时救助申请家庭、１２４ 户次残疾人补贴申请家庭、

１ 户次养老补贴家庭、３５４ 户特困供养家庭的经济状况核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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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２２４９ 人次。 销售各类福利彩票 １ ０９ 亿

元，筹集公益金 ６１４ ２３ 万元。

社会工作。 共办理结婚登记 ４５８１ 对，离婚申请 １８６３ 对、离

婚登记 １６３２ 对；补领结婚证 １２６４ 份、离婚证 ３７１ 份，办理无婚

姻登记记录证明 １６ 份；解除收养关系 ２ 例。

社会组织。 全年新成立社会组织 １５ 家，其中新成立社会

团体 １ 家、新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 １４ 家。

养老服务。 新增养老床位 ３５０ 张，完成认知症照护床位改

建 １５３ 张，新建 ３ 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新建 １３ 家社区助

餐服务场所，完成 ３３０ 户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全年发放 ６５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综合津贴 ４ ９６ 亿元，配送 ９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爱心奶 ４４４ ６６ 万瓶，发放老年人助餐及送餐两类补贴 ２４８ ５７

万元，支出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２１５ ５ 万元，为 １ ２ 万

名老年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十三、 节能环保

节能降耗。 ２０２２ 年，完成 １ 项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减少能

耗 ４５ ５ 吨标准煤。 实施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３４ ７９ 万平方

米，其中节能率超过 １５％的既有公共建筑 ４ ６９ 万平方米。 完成

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应用 ２０ ３８ 万平方米。 ２０２２ 年考核周

期，我区新增分布式光伏项目装机规模约 ２００ 千瓦。

污染减排。 ＰＭ２ ５ 年平均值为 ２４μｇ ／ ｍ３ ，同比下降 １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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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３５μｇ ／ ｍ３ ），且为历史最好水平。 落实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和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完成 ２０２２ 年杨

浦区应急减排措施清单编制。 深入推进工业企业 ＶＯＣｓ２ ０ 综

合治理，完成全区 ４ 家企业 ＶＯＣｓ 减排核算核查工作。 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持续推进“大创谷”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及低碳社

区创建。

环境保护。 区域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优良率为 ８４ ９％，同

比下降 １ ９ 个百分点，优良天数 ３１０ 天。 全区 １１ 个市考核断面

水质达标率为 １００％，其中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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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推进移动污染源治

理，累计入户、路检柴油车 １０３１ 辆，监督监测非道移动机械 ６０

台（次），发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号牌 ４７ 张。 强化社会面源

排放管控，完成汽修行业大气污染提标改造抽检、内部加油站

油品质量抽测、及江浦路街道商业综合体餐饮油烟第三方治理

试点工作，建成 １６ 个大气微站。 启动实施入河排污口排查溯

源整治，基本完成全区市、区管河道及小微水体的三级排查溯

源，累计排查河道总长 ７１ ２ ｋｍ，登记排口 ４１４ 个、发现非排口

３６６ 个，发现问题排口 ２０ 处。 严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评审关，累计出具初调、详调、风险评估、修复方案及效果评估

等部门意见 ３３ 份。 实施环保行政处罚 ２５ 起，处罚金额 １０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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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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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２ 分贝和 ４５ ２ 分贝，昼、夜间分别同比下降 １ ３ 分贝、２ 分

贝。 区域环境噪声昼、夜间时段均达到国家 ２ 类区标准要求。

十四、 城区管理

城区综合管理。 ２０２２ 年，全区“ １１０”下发数 １７９２６７ 起，同

比增长 ３ ８％。 共立案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２５１６９２ 件，经督办，结

案 ２４７９１３ 件，累计积案 ３７７９ 件，结案率为 ９８ ５％。 其中，涉及

媒体曝光案件 ２７ 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受理市“１２３１９”热线移送

处置案件 ７８ 件，办结率为 ９２ ３％；区“９６２１５１”热线受理投诉案

件 ２２０８０ 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 “１１０”非警情案件 ４０４２ 件，办结

率为 ９９ ９％。

市民服务热线。 我区共接收市转办工单 １９５２５２ 件，其中回

退 １３７７２ 件（非我区受理范围），受理 １８１４８０ 件（“１２３４５”热线工

单 １３３５２５ 件，“１２３４５”随申拍工单 ４７９５５ 件）。 受理的“１２３４５”

热线工单中，咨询类 １０９３３ 件，占比 ８ １９％；求助类 ７２１２８ 件，占

比 ５４ ０２％；投诉举报类 ４６０７２ 件，占比 ３４ ５０％；意见建议类

３９３２ 件，占比 ２ ９４％；其他类 ４６０ 件，占比 ０ ３４％。

文明创建。 现有全国文明单位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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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５９ 万名，同比增长 １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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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安全。 累计完成食品环节抽检 ６９６１ 件，合格率

９８ ４５％。 进行食品快速检测 ７９３８ 件，合格率 ９９ ８５％。 保健品

抽检 １２ 件，抽检合格率 １００％。 化妆品抽检 １２１ 件，抽检合格率

９８ ３％。 药品抽样数 ２８４ 件，抽样合格率 １００ ０％。 医疗器械抽

样 ２９ 件，抽样合格率 １００％。 食品药品立案处罚数 ７７４ 件，罚没

款共计人民币 ３０５ ７３ 万元。

说明：

１ 本公报中，部分数据为快报数或初步统计数；须以各数据来源部

门的最终正式数据为准。

２ 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数据执行国家统计局制

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绝对数为现价，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３ 本公报中，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主要行业的

产值、营收和增加值数据统计范围为在地口径。

４ 本公报中，体育场地相关数据按照全国体育场地调查的统计标

准和口径填报。

５ 本公报中，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等数据为上海市统计局核定下

发数据；其他指标主要采用杨浦区部门报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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