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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荣成市各级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八个质量

更高”的目标定位，为建设“深蓝、零碳、精致、幸福”现

代化新荣成砥砺前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突破。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69.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2.4 亿元，增长 3.8%；

第二产业增加值 351.3 亿元，增长 5.3%；第三产业增加值

565.9 亿元，增长 6.0%。三次产业结构为 14.3:32.8:52.9。 

年末常住人口 71.11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39%，

比上年末提高 1.31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2349 人，出生

率 3.73‰；死亡人口 7896 人，死亡率 12.52‰；人口自然增

长率-8.75‰。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7355 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4051

人。 

年末全市实有市场主体9.6万户，新登记市场主体1.1万

户。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

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4.1 亿元，增长 5.7%。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273.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0%。 

全年粮食总产量 22.6 万吨，比上年增长 1.0%。花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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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4.9 万吨，增长 4.3%。园林水果总产量 27.2 万吨，增长

2.0%。全年共完成造林面积 1471.2 亩。全市生猪存栏 7.1 万

头，牛存栏 0.7 万头，羊存栏 0.5 万头。肉类总产量 2.3 万吨,

禽蛋产量 3.8 万吨。全市水产品产量 185.5 万吨，增长 4.0%。

实现渔业总收入 1160.2 亿元，增长 1.7%。 

全市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9 家，省级 31

家，威海市级 31 家；有效期内“三品”认证产品数量 78 个。

省级清洁村庄 390 个，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 209 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3 个，省级精品文旅名镇 3 个，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 11 个，省级景区化村庄 28 个，省级旅游民宿集

聚区 2 个。拥有国家级海洋牧场 12 个，省级海洋牧场 16 个，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4 个，国家及省级原良种场 11 个。 

年末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217.6 万千瓦，拥有农用

拖拉机 84655 台。其中，大中型 6540 台，联合收割机 2320

台，小麦联合收割机 1475 台，玉米联合收割机 845 台。机

耕面积 2.7 万公顷，机播面积 5.4 万公顷，机收面积 5.3 万公

顷，保护性耕作面积 1.2 万公顷，免耕播种面积 2.9 万公顷。 

全年水利投入 2.2 亿元，实施了 2 项河道治理工程；完

成 137 座小型水库加固维修及养护任务；实施城乡供水一体

工程，完成铺设供水主管网 360 公里。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30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1%，分门类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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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增长 10.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加值增长 4.8%。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五大产业链产值占比

分别为，电子信息产业占比 38.0%，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业

产业占比 30.8%，海洋生物食品及医药产业占比 23.2%，高

新材料产业占比 3.0%，核电装备与新能源产业 3.3%。全市

26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 15 个行业产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

为 57.7%。全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8.1%，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74.4%，占比较去年提升 2.0 个百

分点。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48.1 亿千瓦时，增长 13.5%；其中，

工业用电量 25.9 亿千瓦时，增长 21.5%。 

全市具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 129 家，

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6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0.6%。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0%，第一产业投资占比

0.8%；第二产业投资占比 58.2%，其中制造业占第二产业投

资比重为 64.1%；第三产业投资占比 41.0%。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4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其

中，住宅投资 36.3 亿元，增长 15.5%。 

五、国内外贸易 

全年全市外资到账 7559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10.0%；新

设立外资项目 28 个。全市进出口总额 552.7 亿元，增长 6.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六、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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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6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

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244.1 亿元，增长 4.2%。规模以上

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8.6%。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增长 26.6%；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增长 22.6%；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增长 20.8%。 

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980.5 万吨，比上年增长

12.1%，集装箱吞吐量 24.7 万标箱，增长 3.5%。海运共完成

客运量 178.3 万人次，下降 4.6%；旅客周转量 8450.3 万人公

里，增长 190.0%；完成货运量 466.4 万吨，下降 3.0%；货物

周转量 492745.4 万吨公里，下降 1.6%。  

年末公共汽车运营线路 106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 2754.8

公里。公共汽车 495 辆，全年公共汽车客运总量 2748.9 万人

次。全市出租汽车 1528 辆，客运量 2288.7 万人次，运营里

程 10951 万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 1263.0 公里。农村客运

车辆行政村通达率 100%。 

全市新增机动车 2.0 万辆，其中新增小型汽车 1.7 万辆。

机动车保有量 28.1 万辆，其中汽车保有量 25.2 万辆。全市

机动车驾驶人保有量 29.7 万人。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电

信业务主营业务收入 5.6 亿元，增长 1.5%。年末固定电话户

数 8.0 万户，下降 3.1%；移动电话用户 95.2 万户，增长 0.3%。

其中，3G 及 4G 用户 43.6 万户，下降 18.5%；5G 用户 43.7

万户，增长 5.6%。全年互联网户数 36.1 万户，增长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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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用户数 25.9 万户，增长 4.5%。 

全市拥有国家 A 级景区 12 处，五星级旅游饭店 1 家，

四星级 5 家，三星级 2 家。 

七、财政、金融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26.8亿元，比年初

增加153.8亿元。其中，住户存款余额1083.4亿元，比年初增

加104.1亿元。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261.1亿元，比

年初增加182.5亿元。有效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处置金

融机构不良贷款8.7亿元。落实各级惠企政策资金2.4亿元，

实体经济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36.9亿元，发放政策性贷款

17.3亿元，发放纾困贴息贷款4.2亿元。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28 家，证券营业机构 4 家，小额

贷款公司 5 家，典当行 3 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1 家。上市公

司 4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5 家，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

71 家。 

全市保险分支机构 32 家，实现保费收入 21.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5.0%。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6.7 亿元，增长 5.6%；

人身险保费收入 15.1 亿元，增长 4.8%。全年共支付各项赔

款和给付 7.8 亿元，增长 8.2%。其中，财产险支付赔款和给

付 4.3 亿元，增长 2.9%；人身险支付赔款和给付 3.5 亿元，

增长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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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教事业 

全市获省科学技术奖4项。全市拥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9个，其中国家级1个；企业技术中心46个，其中国家级3个；

工程研究中心26个，其中省级12个；企业重点实验室17个，

其中省级1个；院士工作站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6

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9个；工业设计中心27个，其中省

级6个；技术创新中心9个，其中省级4个；“一企一技术”研

发中心76个，其中省级18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个；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5个。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166家，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64

家，省级瞪羚企业20家，“专精特新”企业90家，创建省级

以上研发平台99家，“揭榜挂帅”攻克关键技术难题11项。

全年专利授权1562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87件。全市新增

注册商标833件，有效注册商标达9693件。地理标志商标总

量达14件。 

全市共有23个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名单，威海市级重点

项目21个。全市共有泰山产业技能领军人才3人，齐鲁首席

技师11人，威海首席技师39人，荣成首席技师103人。全市

共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9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3人，威海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6人，

荣成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7人。全市共有博士后科研

平台15家，其中博士后科研工作站6家，省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9家，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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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拥有高校1所，招生1630人，毕业生1805人，在

校生7175人；高职院校1所，招生4727人，毕业生4396人，

在校生13480人；普通高中3所，招生2825人，毕业生2642人，

在校生8428人；初中25所，招生5274人，毕业生4957人，在

校生20605人；小学21所，招生4941人，毕业生5186人，在

校生28431人；中等职业学校2所，招生975人，毕业生763人，

在校学生2625人；特殊教育学校1所，招生24人，毕业生14

人，在校生123人；荣成市综合实践活动实验学校1处，年培

训量1.1万人次；幼儿园共有59所，招生2421人，毕业生4899

人，在园幼儿10383人。 

九、文化、体育和卫生事业 

全市拥有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公共图书馆藏

书总 78.9 万册。博物馆 1 个，电影公司 1 个，电影院 9 座，

广播电台 1 座，电视台 1 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省

级 16 处，威海市级 6 处，荣成市级 43 处。全市共有国家级

非遗项目 1 个，省级非遗项目 18 个，威海地级非遗项目 48

个，荣成级非遗项目 176 个。 

成功举办 2024 荣成马拉松、山东省古典式摔跤（男子

甲组）锦标赛、中国击剑协会 C 级认证赛事—2024 威海击剑

公开、山东省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山东省老年人飞镖比赛、

全省门球争霸赛暨第八届女子门球比赛、山东省现代五项锦

标赛等精品体育赛事，组织举办荣成市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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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增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678 名。全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人数达到 6274 人，其中国家级 18 人，一级 221 人，平

均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9 名。全年累计举办线上线下

大中型赛事活动 21 场，直接参加人数超过 2 万人次。举办

镇村级体育活动达 4050 场次，直接带动参与人次 15 万。农

村发放公共体育健身器材 200 件、篮球架 42 支。 

全市年末在册医疗机构 786 处。其中，三级甲等中医院

1 处，三级妇幼保健院 1 处，二级综合医院 2 处，二级专科

医院 2 处，一级医院 14 处，乡镇卫生院 22 处，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 18 处。全市拥有床位 4008 张，卫生技术人员 5780

人，其中医生 2553 人。开展关爱老年人健康活动，免费为

老年人查体 15 万人次。 

十、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应急管理 

年末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6.3%，建成区绿地面积

2551.4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6.1 平方米，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100%。完成对 9 个区域排水能力改造，完成 20 公

里市政雨水管线铺设工作，砌筑 966 座检查井。改造供热管

网 50 公里、燃气管网 19 公里，新增改建绿化面积 16 万平

方米，改造老旧小区 20 个。 

全市全年空气质量优良以上的天数达到 352 天，优良率

达到 97.5%；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为 6ug/m3，二氧化氮浓度

年均值为 12ug/m3，PM10 浓度年均为 33ug/m3，达到国家一

级标准；PM2.5 浓度为 18ug/m3，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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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连续九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河流水质全部达

到相应功能区划要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保持 100%。城市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4 个，农村

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8 个。 

全年消防大队共接警 1654 起，出动车辆 3816 辆，出动

警力 20841 人，抢救被困人员 159 人，其中火灾 717 起，抢

救财产价值 905.3 万元。全年发生一起 M4.4 级海上地震，震

源深度 30 公里，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十一、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695 元，比上年增长

5.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9713 元，增长 4.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610 元，增长 6.2%。全体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28530 元，增长 5.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35166 元，增长 4.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444 元，

增长 6.3%。 

年末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职工基本医疗、生育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8.5 万人、11.7 万人、11.1 万人、22.2

万人和 14.9 万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

别为 27.5 万人、38.8 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

2339 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

每月 200 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670 元。 

全市共投入资金 2404.8 万元，将 2948 名城乡低保对象

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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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062 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由每人每月 80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865 元。临时救助 150

人次，发放救助款 58.6 万元。其中，教育类城乡困难家庭学

生 39 人次，发放救助金 22.7 万元；其他类 111 人次，发放

救助款 35.9 万元。全市共有城乡特困人员 3654 人，敬老院

8 所，共发放供养资金 5782.2 万元；全市共有困境儿童 124

名，共计发放补助 300.0 万元；全市 9209 名残疾人发放两项

补贴 1968.5 万元。慈善教育领域拨付救助款 13.8 万元，慈

善大病拨付 581.1 万元，暖心食堂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 508

处。 

全年市级信用管理系统共征集信用信息 63.4 万条，其中

守信信息 62.4 万条，占 98.5%；失信信息 1.0 万条，占 1.5%。

共出具信用报告 2.2 万份，提供公务查询 7.6 万余起次。 

1.本公报所列数字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今后出版

的《荣成统计年鉴》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按现价计

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23 年荣成市地区生产总值修

订为 1030.1 亿元。 

3.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

等的情况。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市场主体数据来自行政审批服务局；户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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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机动车数据来自公安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据来自

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数据来自农机发展中心；水利工程数

据来自水利局；城镇新增就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人才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环境监测数据

来自生态环境局；水产品产量、海洋牧场数据来自海洋渔业

局；港口数据、道路运输数据来自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务数

据来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荣成市分公司；固定电

话、移动网络数据来自联通、移动、电信公司；进出口、实

际使用外资数据来自商务局；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局；货币金

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荣成支行；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数

据来自地方金融服务中心；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数据来自医

疗保障局；社会福利事业、社会救助事业数据来自民政局；

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企业等数据来自科

学技术局；教育、体育数据来自教育和体育局；文化、旅游

事业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康数据来自卫生健康

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力数

据来自供电公司；地震次数、生产安全事故数据来自应急管

理局；信用数据来自社会信用中心；其他数据均来自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