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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十二五”期间区 GDP及增幅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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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统计局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静安、闸北行政区划调整，

“撤二建一”工作有序推进的一年。全区人民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区人民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尧 综合

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于811.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9.7%。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13.36亿元，比上年增长 2.9%，第三
产业增加值 797.83亿元，比上年增长 9.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811.197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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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的比重达 98.35%，比上年提升了 0.45个百分点。服务经济为
主体的产业体系基本成熟。

图二 2015年各主要行业增加值占区 GDP比重图
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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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总量 渊亿元冤 可比增长 渊%冤

总 计 811.19 9.7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13.36 2.9
工业 5.15 -0.3
建筑业 8.21 5.5

第三产业 797.83 9.8
交通运输仓储业邮政业 21.27 3.2
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4.38 4.2
批发和零售业 160.45 3.4
住宿和餐饮业 29.68 0.3
金融业 213.26 26.0
房地产业 69.44 10.9
其他行业 269.35 4.8

表一 静安区 2015年 GDP分行业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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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区万元增加值能耗 0.118吨标煤，同比下降 2.57%，单位
增加值能耗继续保持全市最低。“十二五”期间，单位增加值能耗累

计降幅为 22.95%，比目标值高出 7.95个百分点。
表二 静安区“十二五”期间能耗情况

2015 年末，工商企业注册数为 14194 户，比上年末增加了 743
户。其中：第一产业 1 户；第二产业 478 户，占 3.4%；第三产业
13715户，占 96.6%。按注册类型分，内资企业 11121户，占 78.4%，
其中，私营企业 8761户。外资企业 3073户，占 21.6%。年末个体经
营户 3139户，比上年末净增 57户。

2015 年，工商登记注册新成立的企业 1606 户，比上年增长
13.8%。其中：第二产业 11 户，占 0.7%；第三产业 1595 户，占
99.3%。按注册类型分，内资企业 1355户，占 84.4%，其中，私营企
业 1295户。外资企业 251户，占 15.6%。

年份
能耗总量与上年同比增幅

渊%冤
单位增加值能耗与上年同比增幅

渊%冤

2011年 1.74 -3.40
2012年 2.14 -6.03
2013年 3.23 -4.82
2014年 -1.91 -8.46
2015年 1.68 -2.57

当年工商登记注
册新成立企业数

同比
渊%冤

1606 13.8
1355 21.3
1295 22.2
251 -14.6

注册类型
年末工商注册
登记企业总数

同比
渊%冤

合 计 14194 5.5
内资企业 11121 6.4
其中院 私营企业 8761 8.8

外资企业 3073 2.5

表三 静安区 2015年工商注册登记企业分注册类型情况
计量单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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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静安区 2015年工商注册企业分行业情况
计量单位：户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6.74亿元，比上年增长 32.5%。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8.79亿元，比上年增长 41.1%；商品房投资 67.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4%。商品房中，住宅用房投资 6.37亿元，下降
30.0%，商业办公用房投资 61.58亿元，增长 44.6%。按投资主体分，
国有经济投资 9.29亿元，同比增长 0.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的比重为 12.1%；私营经济投资 1.69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当年工商登记注
册新成立企业数

同比
渊%冤

1606 13.8
0 -100.0
11 -26.7
2 -

59 28.3
2 -50.0
16 45.5
95 18.8
2 -

9 -40.0
1595 14.3

54 42.1
0 -100.0

12 33.3
119 26.6
361 -11.5
221 39.9
21 133.3
36 5.9
597 18.5

行 业
年末工商注册
登记企业总数

同比
渊%冤

合 计 14194 5.5
第一产业 1 100.0
第二产业 478 -1.0
工业 255 -3.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615 4.4
教育 13 18.2
卫生尧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78 23.8
文化尧 体育和娱乐业 441 23.2
其他行业 2 -71.4

建筑业 223 1.4
第三产业 13715 5.8

科学研究尧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640 3.4
水利尧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 -13.3

交通运输尧 仓储和邮政业 197 1.0
信息传输尧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708 11.5
批发和零售业 5012 0.2
住宿和餐饮业 1212 11.0
金融业 181 11.1
房地产业 591 3.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01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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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比重为 2.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65.7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85.7%。

图三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比重图

2015年末，静安区户籍总户数 9.88万户。其中：家庭户 9.85万
户。户籍总人口 28.81万人，同比下降 1.7%。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
9.75万人，同比增长 2.8%，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 33.8%。80岁及以
上高龄人口 2.03万人，同比增长 0.5%，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7.05%。
百岁以上 189人，同比增长 12.5%。户籍人口出生率 7.522译，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1.968译。年末常住人口盂23.69万人，同比下降 4.7%。其
中：外来常住人口 5.22万人。

表五 2015年静安区户籍人口按行政区划分布状况
计量单位：户、人

户籍总人口 其中院 女性

288073 149244
82370 42474
43160 22343
52285 27221
39081 20454
71177 36752

街道 户籍总户数 其中院 家庭户

全区总计 98772 98545
江宁路街道 27241 27189
石门二路街道 14819 14782
南京西路街道 18124 18075
静安寺街道 13414 13359
曹家渡街道 25174 25140

基本建设
11.5%

商品住宅
8.3%

商业办公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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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 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

2015年，全区共实现税收总收入 314.32亿元，同比增长 20.6%。
其中：第二产业税收 3.93亿元，同比增长 2.0%；第三产业税收 310.40
亿元，同比增长 20.9%。

图四 2015年各主要行业税收收入比重图

2015年，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6.24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其中：增值税 21.46亿元，下降 3.8%；营业税 24.49亿元，增长
30.3%；个人所得税 14.50亿元，增长 10.5%；企业所得税 20.97亿元，
增长 34.5%。“十二五”期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幅为 9.9%。

图五 “十二五”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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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4.4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61亿元，增长 14.6%；公共安全
支出 7.07亿元，增长 14.9%；教育支出 17.39亿元，增长 2.6%；科学
技术支出 3.23亿元，下降 17.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02亿元，下
降 3.9%；医疗卫生支出 4.08亿元，增长 33.7%；节能环保支出 0.28
亿元，下降 4.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6.65亿元，下降 35.7%；住房
保障支出 3.15亿元，增长 12.2%。

图六 2015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图

三尧 工业尧 建筑业和城市建设

工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5.15亿元，同比下降 0.3%。工业企业全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 19.63亿元，同比下降 14.2%。全年上缴税收 2.52亿
元，同比增长 15.0%，占全区税收总收入不足 1%。

建筑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8.21亿元，同比增长 5.5%。建筑业企业全年
上缴税收 1.40亿元，同比下降 15.3%，占全区税收总收入比重为 0.45%。

全年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0.34亿元，市政工程维护投资 0.13亿
元，道路建设投资 0.41亿元。

其他
46.6%

住房保障
2.5%

城乡社区
13.4%

节能环保
0.2%

一般公共服务
5.3%

公共安全
5.7%

教育
14.0%

科学技术
3.65%

社会保障和就业
6.4%

医疗卫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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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区域内新建成绿化总量 2.42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 0.99
万平方米，专用绿地 0.22万平方米，屋顶绿化 0.70万平方米。2015
年末，城区公共绿地面积为 50.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城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 21.7%，同比增长 0.4个百分点。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
2.12平方米。
四尧 商贸流通业榆

商贸流通业全年商品销售总额 1910.50亿元，同比增长 9.0%。其
中：批发额 1638.89亿元，同比增长 9.2%。“十二五”期间，商品销
售总额年均增幅为 8.9%。商贸流通业全年上缴税收 104.66亿元，同
比增长 7.5%，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33.3%。

图七 “十二五”商贸流通业销售收入走势图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9.60亿元，同比增长 8.1%。按商品
种类分，吃的商品零售额 96.85亿元，同比增长 4.6%；用的商品零售
额 121.97亿元，同比增长 10.5%；穿的商品零售额 100.78亿元，同比
增长 8.7%。“十二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幅为 7.8%。
五尧 专业服务业虞

专业服务业全年营业收入 379.60亿元，同比下降 3.1%，其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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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收入（亿元）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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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营业收入 278.90亿元，同比下降 1.3%，占比 73.5%。全年上缴
税收 57.45亿元，同比增长 7.2%，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8.3%。

专业服务业中的主要行业：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业营业收入

271.80亿元，同比下降 5.0%；法律服务业营业收入 28.64亿元，同比
增长 11.3%；会计、审计服务业营业收入 12.53 亿元，同比增长
17.6%；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 47.38亿元，同比增长 0.7%。

图八 2015年专业服务业分行业营业收入比重图

六尧 金融业

金融业全年营业收入 416.32亿元，同比增长 1.63倍。其中：证券
市场服务业营业收入 266.47亿元，同比增长 2.26倍。全年上缴税收

会计尧 审计
服务业
3.3%

投资管理尧 咨
询服务业

71.6%

运输代理业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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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其他行业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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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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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营业收入（亿元） 证券业营业收入（亿元）

图九 “十二五”金融业营业收入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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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4亿元，同比增长 1倍，占全区税收比重 21.1%。其中：证券市场
服务业税收 45.42亿元，同比增长 1.6倍。
七尧 文化创意产业愚

文化创意服务业全年营业收入 546.67亿元，同比下降 6.5%，其中，
外资企业营业收入 323.88亿元，同比下降 13.1%，占比 59.2%。全年上
缴税收 24.42亿元，同比下降 6.0%，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7.8%。

文化创意服务业中的主要行业：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35.07
亿元，同比下降 6.2%；广告业营业收入 331.94亿元，同比下降 2.4%；
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 51.01亿元，同比增长 21.7%；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营业收入 27.12亿元，同比增长 43.8%。

八尧 房地产业

2015年，全区房地产业营销额 104.61亿元，同比下降 0.5%。全年
上缴税收 44.48亿元，同比增长 32.8%，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 14.2%。

2015年，住宅新开工项目为 0。全年累计预售商品房 45套，预售
面积 1.00万平方米，全部为住宅项目，预售总额 9.60亿元。累计销售
商品房 329套，销售面积 11.94万平方米，其中商业办公面积 8.54万

其他行业
19%

信息服务业
6%

广告业
61%

设计服务业
9%

文化尧 体育和娱乐业
5%

图十 2015年文化创意服务业分行业营业收入比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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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销售总额 32.88亿元。
九尧 对外经济

2015年，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27.80亿美元，同比增长 5.8%。其
中：海关进口 14.97亿美元，同比增长 7.2%；海关出口 12.83亿美元，
同比增长 4.3%。

表六 2015年静安区进出口额情况
计量单位：亿美元

2015 年，全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129 个，同比下降
12.2%。协议引进外资金额 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14.4%，其中：合
同外资金额 10.77亿美元，同比增长 34.6%。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到位
额 4.25亿美元，同比下降 75.5%。

2015年末，入驻静安区的跨国公司舆地区总部达到 26家。
十尧 旅游

2015年，全年旅游业余营业收入 29.57亿元，同比增长 15.0%。上
缴税收 3.47元，同比增长 21.0%。

2015年末，全区共有星级以上宾馆 17家，客房 5130间，客房床

总额 总额

海关进口额 14.97 海关出口额 12.83
按企业类型分 1尧 按企业类型分

野三资冶 企业 3.45 野三资冶 企业 2.25
非 野三资冶 企业 11.52 非 野三资冶 企业 10.58

2尧 按出口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10.88
加工贸易 1.95

11- -



位数 7173张。全年宾馆接待人数达 103.90万人次，其中：接待境外
人数为 35.31万人次。全年宾馆客房出租率为 72.0%，其中：五星级宾
馆客房出租率 69.8%，四星级宾馆客房出租率 73.1% ，三星级宾馆客
房出租率 72.0%，二星级及以下宾馆客房出租率 81.6%。

2015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旅行社 126家，其中：出境旅行社 26
家，一般旅行社 100家。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45.69万人次，其中：
接待境外游客 16.36万人次。全年组织出境和出市旅游者 90.41万人
次，其中：组织出境旅游者 41.48万人次。

十一尧 教育和科技

2015年，全年投入教育经费 17.99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17.62亿元。

2015年末，全区共有大专院校 1所；中等学校 17所，其中普通
中学 15所，职业中学 1所，工读学校 1所；小学 12 所；幼儿园 20
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

2015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在校学生 2.93万人，其中：大专院校在
校学生 509人；中学在校学生 11645人；职业学校在校学生 933人；
小学在校学生 10163人；幼儿园在校学生 5947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
学生 33人。

表七 2015年静安区星级宾馆情况
户数 渊户冤 客房数 渊间冤

合计 17 5130
其中院 五星级 4 2213

二星级 3 224

四星级 7 2365
三星级 3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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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区学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 100%；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100%；义务教育普及率 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 97.3%；高中阶段录取
率达 97.3%，其中：本区应届毕业生为 97.2%；普通高校录取率达 91.7%。

2015年，各类技术合同项目数共 116个，同比下降 15.3%。各类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4.98亿元，同比增长 10.1%。

表八 2015年各类技术合同项目和成交金额情况

十二尧 文化尧 体育和卫生

2015年，全年区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为 1.16亿元，同比下降
21.1%。年末全区拥有各类文化场馆 122个，其中：公益性文化场馆
19个。人均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 0.536平方米。全年组织各类文
化活动 24906次，同比增长 15.5%。

2015年末，全区拥有公共图书馆 7个，其中：街道级 5个。公共
图书馆藏书总量 100.35万册（件）。拥有电影院 5个，全年放映场次
29218场，观众达 95.86万人次。拥有剧场 10个，全年演出场次 5102
场，观众达 133.1万人。

2015年末，全区各类体育场馆建筑面积为 4.05万平方米。人均拥
有体育场馆面积达 0.85平方米。全区体育人口比率达 49.0%。

2015年，全年区财政对体育事业的业务经费投入 6088.38万元，

技术合同项目数 渊项冤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渊万元冤

2015年 同比 渊%冤 2015年 同比 渊%冤

合计 116 -15.3 49786.57 10.1
其中院 技术开发 113 -14.4 49783.57 10.3

技术转让 0 -- 0 --
技术咨询 0 -- 0 --
技术服务 3 -40.0 3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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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53.9%。全年组织各类国际体育交流活动 5 场，参加人数
0.60万人。全年举行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300场。

2015年，全年区财政对卫生计生事业的投入为 3.42亿元。全区人
均期望寿命达 84.47岁。

2015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医院 47所，其中：三级医院 5所，二
级医院 6 所；其中：区属医院 39 所。全区医疗机构共有医护人员
8305人，其中：医生 3521人，护师、护士 4784人。

2015年末，全区每千人医生数达 12.22人，每万人全科医生数达
4.72人，每千人医院床位数达 23.49张。全区病床使用率达 97.0%。

2015年，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1371.15万人次，其
中：门、急诊 1364.00万人次，门、急诊总收入 37.04亿元，门、急诊
均次费用为 271.53元。
十三尧 就业与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2.26万个，同比下降 5.9%。年末登记失业人
数为 5594人，比上年下降 13.0%。帮扶引领创业人数 330人。

2015年当年，公共租赁住房受理申请 216户，审核通过 214户。
2015年底，累计实际租赁达 338户，租赁面积 15475.51平方米。

2015年，全年有 2.38万人，累计 10.49万人次享受政府的社会救
助，政府社会救助投入 7426.21万元。

2015年末，全区 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为 9.75万人，其中：享
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为 1.36万人。政府对居家养老的补贴资金为
1188.54万元。全区拥有养老机构 12个，养老机构拥有床位数 1967张。

2015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员 8931人，其中：重度残疾人员
3517人。残疾人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653人，占 7.3%；大专
学历的 1153人，占 12.9%；高中学历的 2265人，占 25.4%；初中及以

14- -



下的 2775人，占 31.1%。全年残疾人新就业人数 47人，残疾人就业安
置率达 96%。有 5316人领取社会救助金。

十四尧 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

2015 年，全区环保总投入 2.24 亿元，同比下降 26.2%；占全区
GDP的 0.4%。其中环境整治投入 408.33万元。

全年区域环境空气污染指数（API）优良率达 69.6%，同比下降了
7.1 个百分点。全年单位增加值能耗 0.118 吨标煤 /万元，同比下降
2.57%。全区锅炉清洁能源使用率达 100%。

2015年末，全区共创建绿色环保小区 2个；创建绿色家庭 100户；
创建绿色园区 2个。

2015年援全年刑事案件立案 3245起，同比增长 37.1%；刑事案件破
案 966起，同比下降 3.6%；破案率 29.8%，同比下滑 12.5个百分点。
全年发生治安案件 8247起，同比增长 4.2%。

2015年，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起，伤亡人数 4人，其中死亡
人数 3人。

救助人次
渊人次冤

救助金额
渊万元冤

28628 1814.11
8265 921.67
44558 2699.11
1068 587.76
800 71.9
19 5.48

4708 738.52
16555 564.74

救助人数
渊人冤

最低生活保障 2686
特殊救济对象 716
支内回沪人员 11358
下方安徽闲散居民 1068
农婚知青 112
助学帮困 17
重点优抚对象 428
低收入人员 10016

表九 2015年全区各类社会救助项目情况

15- -



十五尧 社区建设

2015年末，全区拥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个，总建筑面积 1.59万
平方米。全年组织社区公益性文化活动 15208场次。

2015年末，全区拥有各类社区健身设施 1266个，全民体育健身
服务网络覆盖率达 100%。体育健身团队数 404个。

2015年末，全区拥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个，总建筑面积 1.73万
平方米；社区卫生站 28个，总建筑面积 2808.01平方米。社区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覆盖率达 100%。全区共有社区医生 255人，其中：全科
医生 136人，全科医生占社区医生比重为 53.3%。

淤 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据。
于 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

算。

盂 常住人口是指本区户籍并居住在本区域内的人口、本区户籍并离开本区域
不足半年的人口、上海市非本区户口并在本区域内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和外来

常住人口之和。外来常住人口是指非上海市户籍、并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

人口。

榆 商贸流通业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
虞 专业服务业包括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知识产权服务，

职业中介服务，研究与试验发展，测绘服务，技术检测，工程管理服务，科技交

流和推广服务，办公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服务，运输代理服务，其他寄递服务，

教育和社会团体等。

愚 文化创意服务业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软件服务，广告业，会
议及展览服务，其他未列明的商务服务，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其他专业技术

服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和娱乐业等。

舆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由上海市外经委认定的。
余 旅游业包括住宿业、旅行社及相关服务、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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