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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新 区 统 计 分 析

（第 18 期）

高新区 2023 年经济运行分析

今年以来，高新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强工兴产、转型突围”

战略部署，聚焦聚力“全市工业倍增主阵地、集聚发展锂电产业

核心区”定位，加压奋进、砥砺前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

中趋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一、基本情况

2023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4%，高出全省 0.4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1%；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23.8%；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79.21亿元，增长 8.7%；实际利用外资 1.75亿

美元，下降 15%；货物进出口 156亿元，增长 2%；全社会用电

量增长 24.02%，工业用电量增长 39.37%。

（一）工业生产稳中向好。2023年，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123.1亿元，增长 7.69%，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6%，位居全

市第三。主导行业拉动有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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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正向

拉动，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0.9%、76%、85.8%。装备制造业

贡献突出，工业增加值增长 53.5%，拉动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提升 18.9个百分点。

（二）固定资产投资承压前行。2023年，全区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6.5%。其中项目投资下降 6.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51.1%。分结构看，工业投资下降 27.9%，占投资比重 44.1%；

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81.4%；民间投资下降 10.5%，占投资比重

67.3%，较去年同期减少 13.8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下降

8.5%，占投资比重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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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市场持续低迷。2023年，全区限上零售额 71.2

亿元，增长 3.7%。分行业看，限上批发业销售额 115.43亿元，

下降 21.2%，较去年同期下降 43.3个百分点；限上零售业销售

额 67.68亿元，增长 5.8%，较去年同期下降 15.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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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上服务业稳中有升。2023年，全区规模以上服务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99%，位居全市第三。从行业看，九个

行业“6升 3降”。其中，营业收入总量前三的行业门类分别是

信息传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业与商务服务业，分

别增长 9.19%、48.28%、-2.32%，合计营业收入占全区规上服

务业营业收入的 81%，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收入增长 19.7个百

分点。

（五）外资外贸形势依然严峻。2023年，全区实际利用外

资 1.75亿美元，同比下降 15%。其中制造业外资 1.34亿美元，

下降 11.8%；进出口总额 156亿元，增长 2%。

（六）财税金融保障稳健提升。2023年，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3.85亿元，增长 11%；税收收入完成 8.66亿元，下降

10.4%，税收比重 62.5%。各项贷款余额 92.56亿元，增长 17.8

亿元，较年初增长 23.81%，增长 23.81%。各项存款余额 94.53

亿元，增长 9.49 亿元，较年初增长 11.16%，增长 11.16%；存

贷比 97.92%。

（七）市场活力持续提升。2023年，新增市场主体 2774户，

增长 27.48%。其中新增各类企业 1417家，增长 14.09%；新增

个体工商户 1357 户，增长 45.29%。完成新增“四上”企业 115

家，增长 40.2%，其中新增工业 18 家、贸易业 77 家、服务业

11家、房地产 3家、建筑业 6家。在库“四上”企业达 422家，

增长 24.5%，较去年同期增加 83家。



5

二、存在问题

（一）工业企业亏损面较大。2023年，全区规上工业实现

营业收入 131.45亿元，增长 21.5%；营业利润亏损 2.78亿元，

全区 83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 36 家出现亏损，亏损面达 43.4%。

一是八一热电亏损 3.32亿元（同期亏损 4.1 亿元）。二是吉利

欣旺达、欣旺达等新建企业陆续投产，因前期建设成本、固定

资产投资、研发成本等投入过大，导致目前企业普遍处于亏损

状态。吉利欣旺达、欣旺达营业利润分别亏损 0.86亿元、0.76

亿元。

（二）在库大项目少，投资结构有待优化。目前全区在库

项目共 90个，较去年同期减少 10个，本年新增项目 31个，较

去年同期减少 11个，新纳统项目支撑作用不明显。工业投资方

面：工业投资项目 60个，占比 66.7%，下降 2.3 个百分点；工

业投资下降 27.9%，下降 56.1个百分点。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

新增项目、储备项目贡献不足，工业投资“蓄水池”不深。民

间投资方面：新入库的民间投资项目数量少、体量小，全年新

增入库 23 个民间投资项目，投资贡献率为 5.1%，加之去年同

期基数膨胀过快，结转项目陆续投产，民间投资占比下降明显。

（三）贸易业重点行业乏力。批发业停业企业多。由于煤

炭、石油、建材批发企业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企业订单存在

不确定性，1-12月，在库批发业企业当月无销售额企业达 47家，

批发业销售额下降 21.2%，较同期减少 43.3个百分点。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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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看，批发业企业销售额下降的企业占 73.9%。零售业增长不

足。截至目前，我区共有 49家汽车销售企业，占零售业比重达

65.3%，今年以来，汽车行业出现降价潮，消费者持观望心态，

在同等销量的情况下，销售额骤减，在增量方面难有大的突破。

（四）外资、外贸发展空间小，基数大。一是外资企业数

量少，规模小，缺少新的外资项目，主要依靠现有外资企业增

资扩股等方式实现利用外资，外资项目储备不足，存量外资有

限，利用外资后劲不足；二是目前我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进出

口额总量为全市最高，往年和同期基数较大，在增幅上不占优

势。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一是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加强经济预警监测。主动提

高“周监测、月研判、季分析”工作效能，做好 GDP、规模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点指标的

分析预判，做实数据凭证资料收集和完善工作，提高统计数据

质量、增强上报数据支撑，加强对工业增加值、用电量、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等先行指标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断深化企业梯次培育。紧盯升规入统

企业进度，加强入规培育服务，指导企业规范申报资料。加强

部门统计工作，强化业务培训和指导，严格把握入库标准和工

作流程，有效提高入规申报精准性和通过率，更好统筹年度入

规和月度入规，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力争海王优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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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瑞等企业及时升规入库，力争一季度全区新增“四上”企业 30

家以上，在库企业突破 430家。

二是持续优化外资结构。加大实体制造业外资企业招引力

度，加强与在高新区的央企、国企等合作，增加利润再投资，

鼓励外资企业建设企业投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加快运营

锂创港跨境电商产业园、云谷跨境电商产业园，积极扶持培育

精工电子、八亿橡胶、MUM、阳光博士、小蚁电动等本土外向

型企业发展，助推企业出海，推动我区外贸额稳定增长。

三是坚持“项目为王”增动力。2024年为“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年”，紧盯重点项目建设、管理、纳统、投产全生命周期，严格

落实“一项目一台账”，逐个项目聚焦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

点，优化施工方案，科学调配力量，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持续加快海王众立生新材料、华光科技光纤棒等重点项目建设

进程；扎实推进企业智能化改造，加快实施欣旺达 BEV方形铝

壳电池产线扩建、华润三九三期扩能和智能制造等“智改数转”

项目；推动欣旺达、吉利欣旺达尽快完成产线扩张，按照市场

订单尽早满产；极电电动总成项目确保上半年投产运营，加快

实现海王优品生产基地达产满产，持续激活经济发展的强劲动

能。

四是加强企业帮扶指导力度。锚定工业倍增任务目标，深

入推进企业扩规提质，对税收过千万元重点企业盯紧靠上、帮

扶落实，在减税降费、企业融资、市场开拓等方面“精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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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政银企对接会、惠企政策宣讲会，建立外资企业服务

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利化服务。进一步加强对重点企业

的动态跟踪监测，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深入企业了解

停减产原因，帮助稳定生产。推动全区工业稳定增长，既要稳

大、又要扩小，做到大企业稳健、小企业充满活力，一手稳住

龙头企业，一手打造一批“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密切关注

停产半停产及产值下降较大的重点企业，聚焦企业经营中的难

点、痛点问题，最大程度纾解企业生产经营难题。奋力夺取一

季度“开门稳”“开门红”，推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开好局、

起好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