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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沈阳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沈阳调查队

（2020 年 3 月 31 日）

根据年快报统计，现将 2019 年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公报如下：

2019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沈

阳市委、市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运

行平稳健康，社会事业持续进步，民生保障加快改善，全面振兴

迈出新步伐。

一、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6470.3 亿元，按可比

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4.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84 亿元，增

长 3.8%；第二产业增加值 2178.6 亿元，增长 2.4%；第三产业增

加值 4007.6 亿元，增长 5.2%。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

4.4%，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3.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61.9%。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为 77777 元，增长 4.0%。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7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其中，

种植业产值 266.4 亿元，林业产值 9.4亿元，畜牧业产值 247.4

亿元，渔业产值 26.1 亿元，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2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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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68万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4.6

万公顷。粮食总产量 418.3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3%，其中水稻

产量 92.7 万吨，玉米产量 312.7 万吨。园林水果产量 28.7 万吨，

比上年增长 1.5%；蔬菜产量 373.5 万吨，增长 3.2%。

全市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33 个，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41

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9 个。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7755 个。

“两品一标”认证面积 73 万亩。高效特色农业面积 201 万亩。

全年农业机械总动力 391.4 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0.03%，农业机

械化综合水平提高到 87.1%。

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增长（%）

粮食总产量 万吨 418.3 13.3

#水稻 万吨 92.7 -5.1

玉米 万吨 312.7 21.3

油料 万吨 11.0 19.4

蔬菜 万吨 373.5 3.2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9.8%。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4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实现利润总额 310.4 亿元，增

长 2.5%。

从规模看，全年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增加值增长 3.2%；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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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增加值增长 1.3%。从行业门类看，规模以上采矿业增加值

下降 6.5%，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9%。在制造业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66.4%。其中，汽车制

造业增长 1.9%，金属制造业增长 11.8%，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7.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8.2%，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5%。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增长（%）

汽车 辆 770251 -16.1

#新能源汽车 辆 33155 53.2

变压器 万千伏安 11902.8 9.0

风机 台 6823 1.9

铅酸蓄电池 万千伏安时 257.1 21.7

塑料制品 吨 444845 27.8

水泥 吨 2695448 42.0

啤酒 千升 930910 3.2

饮料 吨 2128499 3.9

乳制品 吨 504209 3.1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61292 35.6

卷烟 万支 1250000 4.6

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445.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1%。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3.2%。从投资主体看，国有

经济投资增长 18.9%；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下降 10.2%；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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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增长 15.8%。从产业分布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43.5%；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16.1%，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6.6%；第三产业投

资增长 12.1%。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17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9%，其中

住宅投资 956.2 亿元，增长 23.4%。房屋施工面积 6626.6 万平方

米，增长 1.5%，其中住宅 4761.8 万平方米，增长 1.7%；房屋竣

工面积 666.4 万平方米，增长 0.9%，其中住宅 533.5 万平方米，

增长 7.6%。商品房销售面积 1453.5 万平方米，增长 7.3%，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 1361.1 万平方米，增长 13.2%；商品房销售额

1481.5 亿元，增长 23.0%，其中住宅销售额 1395.3 亿元，增长

33.7%。

五、交通运输、邮政和信息传输业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19387.7 万吨，比上年下降 0.8%。其中，

铁路 422.3 万吨，下降 6.4%；公路 18958 万吨，下降 0.6%；民

用航空 7.4万吨，增长 2.7%。全年旅客发送量 19848.2 万人，下

降 1.9%。其中，铁路 5308.4 万人，增长 6.7%；公路 13760 万人，

下降 4.8%；民用航空 779.8 万人，下降 3.9%。

年末，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 245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6.0%。

其中，载客汽车 226.2 万辆，载货汽车 18.6 万辆。私人汽车保

有量 214.8 万辆，增长 7.5%。

沈阳与国际 25 个城市、国内 96 个城市（地区）通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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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航线达到 242 条，其中国际航线 24 条，国内航线 218 条；

民航运输飞机起降 14.4 万架次，比上年增长 5.5%；机场旅客吞

吐量 2054.4 万人次，增长 8.0%。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76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5%。其

中，邮政业务总量 72 亿元，增长 23.5%；电信业务总量 694.1 亿

元，增长 48.2%。年末城乡固定电话用户 114.6 万户，下降 22.9%。

移动电话用户 1273.2 万户，下降 0.2%。互联网络宽带接入用户

250.4 万户，增长 12.6%。固定电话普及率 13.8 部/百人，移动

电话普及率 153 部/百人。

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7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网上商品零售额 375.4 亿元，增长 36.6%。

按地区分，城镇零售额 3760.2 亿元，增长 10.5%；乡村零售额

719.4 亿元，增长 11.0%。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实现零售额 1664.3 亿元，比上

年增长 0.7%。其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 128.3 亿元，增长 13.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161.8 亿元，下降 2.1%；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 173.4 亿元，增长 9.4%；中西药品类零售

额 77.6 亿元，增长 15.7%；日用品类零售额 48.5 亿元，增长 2.9%；

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97.1 亿元，增长 3.4%；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

额 76.6 亿元，增长 27.9%；汽车类零售额 421.4 亿元，下降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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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 107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进

口总额 756.9 亿元，增长 17.9%；出口总额 315.9 亿元，下降 7.7%。

全年新签外商投资合同项目 218 个，合同外资额 16.6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16.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5.3%。全年对外承包工

程与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24.2 亿美元，增长 88.1%；实现营业额

10.7 亿美元，增长 9.3%；外派人员 0.4 万人次。

八、旅游

全市国家 A级旅游景区 121家，旅行社 368家，星级饭店 81

家。2019 年，全年旅游总收入 8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3%。其

中，国内旅游收入 849.1 亿元，增长 15.6%，入境旅游收入 3.9

亿美元，增长 4.9%；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9510 万人次，增长 15.2%，

其中，国内旅游者 9424.4 万人次，增长 15.3%，入境旅游者 85.6

万人次，增长 4.5%。全市在建旅游项目 82 个，当年投资 108.8

亿元。

九、金融

2019 年末，全市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54 家。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 18869.5 亿元，比年初增长 6.3%；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16811.9 亿元，比年初增长 12.5%。

年末全市有证券公司 2 家，证券分公司 32 家，证券营业部

103 家，全年证券交易额 28875 亿元；期货经纪公司 1家，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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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7家，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 20 家。

全市保险机构及网点 437 家。全年保费收入 378.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2.2%。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110.5 亿元，增长 11.9%；

人身险保费收入 267.8 亿元，增长 12.3%。全年赔付及给付支出

124.7 亿元，增长 6.0%。其中财产险赔款支出 60.7 亿元，增长

13.2%；人身险赔付金额 64 亿元，下降 0.1%。

十、物价

全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4%。其中，服务价格上

涨 1.7%，消费品价格上涨 2.7%；食品价格上涨 7.0%。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上涨 2.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0.4%，全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 10.9%。

2019 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 标 比上年上涨(%)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 2.4

#食品烟酒 5.5

衣 着 2.4

居 住 1.2

生活用品及服务 0.8

交通和通信 -2.0

教育文化和娱乐 2.8

医疗保健 0.9

其他用品和服务 2.6

十一、财政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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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3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其中

税收收入 586.5 亿元，增长 1.5%。在各项税收中，增值税 223.3

亿元，下降 3.9%；企业所得税 107.3 亿元，增长 10.4%;个人所

得税 20.7 亿元，下降 34.7%；土地增值税 47.9 亿元，增长 33.1%；

耕地占用税 3.1 亿元，增长 90.1%；契税 57.7 亿元，增长 14.6%。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其

中，教育支出 118.3 亿元，增长 2.7%；科学技术支出 19.9 亿元，

增长 9.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9.8 亿元，增长 12.7%；卫生

健康支出 65.6 亿元，增长 5.6%；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21.4 亿元，

增长 25.9%；农林水事务支出 64.2 亿元，增长 8.9%。

十二、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全年淘汰燃煤锅炉 190 台，完成 2.2万蒸吨燃煤锅炉脱硝改

造，机动车尾气检测 107.46 万辆，强化秸秆焚烧管控，加强扬

尘污染治理，PM2.5、PM10浓度分别为 43 微克/立方米和 77 微克/

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4 天，占比 77.8%。6 座污水

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并稳定达标运行，17 个省考以上断面 15 个

达标，断面平均水质改善 18.76%，辽河、浑河干流沈阳段水质分

别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Ⅳ类和Ⅴ类标准。辽中、经开两个危废焚

烧项目完成建设，全市危险废物处置有序，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

率 100%。沈阳市辖区内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99.9%。2019 年新建改造 12.55 万人农村饮水安全设施，投资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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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城市污水处理

能力达到 257.5 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6%。

2019 年，全市城建投资 290.7 亿元。新建改造城市慢行系统

63万平方米。新增各类公共停车场 100处（不含居住小区及街巷

道路），共新增停车泊位 9.3万个、盘活泊位 7万个。完成美丽

示范村村内道路硬化 190 公里和村庄亮化 4530 盏，天然气供气

管道总长度 10451 公里。

2019 年末,城市公交运营线路 320 条，其中新开、调整公交

线路 27 条，增加运营里程 108.7 公里，公交运营线路长度达到

5162.7 公里；公交运营车辆 5967 台；试点推广公交电子站牌 33

处。全年公共交通客运总量 11 亿人次。地铁实现常态化延时运

营，地铁 1、2 和 9 号线运营里程达到 950.9 万列公里，客运量

36765.3 万乘次。浑南有轨电车共完成运营里程 296.1 万列公里，

客运量 1077.7 万人次。年末全市出租汽车 21839 辆。

十三、科学技术与教育

2019 年，争取国家、省科技创新项目 1574 项，资金 11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14 个项目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主持项目

数、获奖项目数、获奖层次均取得历史性突破。2019 年末，全市

拥有市级以上民口独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54个;市级以上

重点实验室 331 个，其中国家级 9个；市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263 个，其中国家级 7个。拥有两院院士 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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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5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9 名。各类技贸机

构成交额280.6亿元。专利申请25754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9752

件；专利授权 14587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3351 件。

2019 年末，全市普惠性幼儿园 1130 所，占比达到 74.0%，

普惠幼儿园学位占比达到 80.0%，全市学前教育幼儿入园率

96.8%。小学 279 所，在校生 40.4 万人，小学适龄人口毛入学率

119.9%。普通中学 303 所，在校生 29.1 万人；普通中专 30所，

在校生 4.7 万人；职业高中 48 所，在校生 2.6 万人。技工学校

14所，在校生 1.7 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比例 67.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126.3%。全市普通高等院校 47 所（含独立学

院 4所），招收本、专科学生 14 万人，在校生 42.4 万人，本、

专科毕业生 10.4 万人。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 2.1

万人，在校研究生 6.1 万人，毕业研究生 1.5万人。

十四、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年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26 万场，参与群众 1070 万人

次，开展公益性艺术培训 7200 场次，组织公益性文艺演出 640

场。

2019 年末，全市卫生机构 2828 个。其中，医院 276 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144 个，卫生院 116 个，门诊部 351 个，诊

所、卫生所、医务室 1893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 个，专科疾

病防治院（所、站）18个，妇幼保健院（所、站）9个，急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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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站）1 个，采供血机构 1个。年末实有床位 71929 张，卫生

技术人员 81731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31749 人,注册护士

38191 人。

全年举办了沈阳国际马拉松、第二届沈阳市民运动会、沈阳

市全民健身国际徒步节、沈阳全国大众滑雪系列赛等 20 余项有

影响力的大型品牌赛事。全年开展群众性健身活动达 1100 场次

以上，参与人群 435 万人次以上。器材设施提档升级，配备安装

60 组太阳能健身驿站和 30 个乡村多功能健身室。举办“快乐冰

雪季”“冰雪嘉年华”“滑冰嘉年华”“盛京那达慕”等 100余

场群众性冰雪活动。举办“盛京杯”沈阳市首届国际青少年滑雪

邀请赛等 20 余场冰雪赛事活动。参加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 34 人，受辽宁省体育局委托代培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95

人，国家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000 人，各区、县（市）培训三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145 人。全市体彩销量达 16.3 亿元。

十五、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786 元，比上年增长

6.2%；人均消费支出 34137 元，增长 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8124 元，增长 9.6%；人均消费支出 12101 元，增长 6.2%。

到 2019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434.7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9.4 万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119.1 万人，增加

3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345.9 万人，增加 8.8 万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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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医疗保险 224.5 万人，增加 24.2 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合人数（含辽中区）145.7 万人，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 750

元，其中政府人均补助标准为 520 元。参加失业保险 146 万人，

增加 2.8 万人；工伤保险 180.9 万人，增加 0.7 万人；生育保险

320.8 万人，增加 9万人。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参保人数 31.9

万人，增加 1.7 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每月 2760 元，比上年提高 141

元。失业保险金人均支出标准为每月 1469 元，提高 239 元。职

工最低工资标准：市区和开发区 1810 元，一区（辽中区）三县

（市）1540 元。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 685 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 480元。

全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3.94 亿元。其中，城市发放最低

生活保障金 2.98 亿元，2.87 万户、3.75 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农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0.96 亿元，1.57 万户、2.71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76 户、576 人享受城市低保

边缘户救助；655 户、1267 人享受农村低保边缘户救助。

新建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00个，改造社区养老服务站

300 个，新增养老床位 2900 张。到 2019 年末，全市养老机构 241

个，床位 4.76 万张，入住养员 1.59 万人。

全年福利彩票销售总量 20.5 亿元，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 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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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人口与就业

2019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832.2 万人，户籍人口 756.4 万人。

户籍人口中，市区人口 612.6 万人，县（市）人口 143.8 万人；

男性人口 372 万人，女性人口 384.4 万人。人口出生率 8.35‰，

比上年提高 0.35 个千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 106.9；人口死亡率

8.31‰，降低 0.30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 0.04‰，提高 0.65

个千分点。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9 万人，援助就业困难群体就业 3.29

万人。2019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9.61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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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指标数据在年报时可能还有调整。部分数

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

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及各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有关数据，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及有关规定进行了修订，2019 年上述数据同比增速以修

订后数据为计算依据。

[4]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5]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为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项目。

[6]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7] 限额以上网上商品零售额是指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

（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取得订单，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

实物商品金额（含增值税），付款可以在网上进行，也可以在网下进行。公共网络包

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8]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xDSL、

FTTx+LAN、FTTH/0 以及其他宽带接入方式和普通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9]县（市）统计口径为康平县、法库县、新民市。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量来自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物价、城
乡居民收入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沈阳调查队；水产品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数据
来自市农业农村局；进出口数据来自沈阳海关；实际利用外资、对外经济合作等数据
来自市商务局；铁路运输数据来自沈阳铁路局；公路运输、城市公共交通数据来自市
交通运输局；地铁数据来自沈阳地铁集团；轨道交通数据来自浑南现代有轨电车运营
公司；民航数据来自南航、深航、沈阳桃仙机场；汽车拥有量、户籍人口等数据来自
市公安局；邮政业务数据来自市邮政管理局；电信业务数据来自沈阳移动、联通、铁
通、电信公司；旅游、文化数据来自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金
融数据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
管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科技成果、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市
科技局；专利数据来自市市场监管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卫生、新农合等数据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体育数据来自市体育局；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标准、
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等数据来自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市
医保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标准、社会福利等数据来自市民政局；城市污
水处理等数据来自市水务局；环境空气质量等环境监测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城建
投资、人居环境整治等城市建设数据来自市城乡建设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