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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新 区 统 计 分 析

（第 20 期）

高新区 2024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

今年以来，高新区按照“强工兴产、转型突围”战略部署，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全力以赴抓经济、攻项目、提质

效，全区经济平稳向好，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彰显。

一、基本情况

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6%，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1.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4%；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 9.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0%；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9.62%；

各项存款余额增长 10.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69亿元，

增长 1.1%；实际利用外资 2553万美元，下降 72.93%；进出口

总额 35.5 亿元，下降 49.3%；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26.5%；工业

用电量增长 34.02%。

（一）GDP 平稳增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 51.0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6%，高出全省 0.8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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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1.5%；第二产业增加值 23.84亿元，同比增长

7.6%；第三产业增加值 26.57亿元，同比增长 5.9%。

（二）工业生产稳中向好。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70亿元，增长 12.8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2%，制造业增

加值占 GDP比重 30.4%，提高幅度下降 0.6%。主导行业拉动有

力，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运输

设备制造业正向拉动，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25.5%、58.2%、

52.3%。装备制造业贡献突出，工业增加值增长 31.2%，拉动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提升 1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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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投资承压前行。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6.4%。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24.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4.0%。分结构看，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8.4%；工业投资下降

47.4%；建安投资增长 17.4%；民间投资增长 6.1%，占比 65.8%，

占比提高幅度下降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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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42.69亿元，增长 1.1%；限上零售额 35.83亿元，下降 13.2%。

分行业看，限上批发业销售额 60.7亿元，增长 2.9%，较去年同

期提升 12.3个百分点；限上零售业销售额 35.11亿元，下降 8.8%，

较去年同期下降 24.1个百分点。

（五）规上服务业稳中有升。上半年（错月），全区规模

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9.43%，高于全市平均 16.9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13.49亿元，增长 9.0%。参与 GDP核算的行

业总量前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77.55%、8.56%、21.65%，合计营业收

入占全区比重 83.15%，拉动全区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提升 3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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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资外贸形势依然严峻。上半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

2553万美元，下降 72.93%；进出口总额 35.5亿元，下降 49.3%。

（七）财税增收下行压力较大。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7.94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4.1%，增长 6.0%；税收收

入 5.01 亿元，下降 10.1%，税收比重 63.1%，较去年同期下降

11.3个百分点；主体税种收入 2.0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3.3%；

主体税种占收入比重 25.8%，较去年同期下降 9.9个百分点；主

体税种占税收比重 40.9%，较去年同期下降 7个百分点。

（八）“四上”纳统增势放缓。上半年，完成新增“四上”

企业 38 家，下降 17.4%，其中新增工业 3 家、贸易业 28 家、

服务业 5家、房地产 1 家、建筑业 1家。在库“四上”企业达

439家，增长 18.3%，较去年同期增加 68家。

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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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动能不足。精工电子、精工电源

因市场原因产值同比下降 29.6%，下拉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速 1.9

个百分点，睿诺光电、鹏耀智佳、智佳浩诚、遥米等企业停产，

总产值净减 5.5亿元，下拉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速 8.8个百分点。

限上零售业结构单一，主要以传统燃油汽车销售为主，该行业

零售额占零售业比重达 84%，受燃油汽车市场行情持续走低和

汽车单价下调影响，销售额骤减，下拉全区限上零售额 9.8个百

分点。

二是工业投资下行压力大。当前在库工业项目仅 45个，新

增工业项目 9 个，完成投资 1.6 亿元，贡献率仅 12%。欣旺达

一期、医药产业园北扩等工业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新增项目、

储备项目数量少、有效投资额小，按开发区考核高出全省 10%

的目标值测算，工业投资缺口近 20亿元。

三是外资外贸形势严峻。外资方面，项目储备不足，仅依

靠现有外资企业增资扩股等方式实现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后劲

不足。往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进出口额总量较高，增量压力较

大。外贸方面，结构不理想，部分企业存在数据流失现象，跨

境电商产业园发展滞后。

四是税收收入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增值税减收 6612万元，

同比下降 30.4%；土地市场遇冷，土地交易下滑导致耕契两税

收入出现断崖式下降，上半年耕地占用税、契税累计减收 10584

万元，同比下降 61%，新落地项目税收无法弥补房地产市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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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造成的税收减收。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一是全力以赴抓财税、促增收。对纳税前 50名的重点税源

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落实落细“综治+税治”双网格联动机制，

对规模以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税源企业量身定制“一

户式”税收解决方案，持续强化对八一热电、海王星辰、华润

三九、苏鲁海王等税收支柱型企业的运行监测和重点帮扶，加

大对鸿鑫地产、唯实置业、盛苑地产等房产开发公司税收征缴

力度，加强税收风险评估和欠税清理，最大限度提升收入来源

及质量。

二是全力以赴强主体、提质效。抢抓政策机遇，用活用好

近期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经济稳健向好、进中提质的若干

政策措施》，深入研究指导，精准匹配企业需求，切实把政策

红利转化为企业攀登发展的助力剂。深入落实“8010”行动方

案，对 83家规上工业企业，特别是鲁南装备、亿恩科天润等产

值下降较大的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促，靠上协调解决企

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推动企业产值逐步止跌回稳，

确保全年产值平稳增长。持续完善“小升规”企业培育库，实行

分类培育、动态管理、跟踪监测，重点攻坚极电电动、速博达、

绿创包装、瑞时特电子等企业月度升规，全力推动企业主体提

质。

三是全力以赴抓招商、增后劲。坚持产业招商、平台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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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招商一体推进，存量投资、新增投资、扩规增资同步挖潜，

对 107个在谈项目盯紧靠牢，灵活运用以企招企、以商招商等

模式，切实将项目线索转化为招引成果。对签约项目持续做好

项目落地各环节的服务，加快推动武汉星源绿色能源系统集成、

翼菲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等一批已签约产业链优质项目尽快落

地建设，前瞻性做好项目能评、环评、审批等各项审批程序，

创新思路提供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四是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按照“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年”部署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全流程、全周期跟踪管理，对 92

个三级重点项目，特别是重点工业项目建立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问题清单及项目进度表等“三单一表”工作台账，持续传

导压力、激发动力，全力全速推进科达利二期、小蚁二期、纪

阳生物功能性蛋白等项目建设步伐，紧盯阳光博士热电联供系

统装备、八亿橡胶 100万条全钢轮胎扩建等拟建项目，全力推

动项目加快实施，尽快形成新的投资增长点。加快推动“零碳

智谷”片区建设，加快欣兴路、深圳路、复兴路建设步伐，持

续完善片区基础设施，带动形成投资增量，将片区打造成为拉

动增长的关键一极。

五是全力以赴抓外资、稳外贸。拓宽外资来源渠道，加大

实体制造业外资的招引力度，提高实体制造业外资占比，引导

本地具备外资背景的龙头企业扩大投资，鼓励MUM 牧铭、亿

恩科等现有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企业鼓励增资扩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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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再投资。持续强化外贸进出口，积极探索国有企业与外贸企

业合作新模式，扶持八亿橡胶、小蚁电动等本土外向型企业发

展，鼓励支持企业自建公共海外仓，开展大宗货物进出口合作，

依托我区锂电新能源产业优势，组织精工电子、天瀚新能源等

企业参加境外展会，联系企业对接印尼新能源与交通技术博览

会，培育锂电池等“新三样”增长点，确保外资外贸稳中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