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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青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青州市统计局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省

和潍坊市工作安排，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定信心、昂扬斗

志，全力以赴稳增长、提质效、惠民生、守底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实现稳中攀升、向好奋进。

一、综合

根据初步核算结果，202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01.45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5.94亿元，增长 4.5%；第二产业增加值 341.53亿元，增长 7.1%；

第三产业增加值 373.97 亿元，增长 5.3%。三次产业结构为 10.72

︰42.61︰46.66。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95.47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5484人，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 108.8。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0778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3777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下降 0.1%。其中，食品烟酒价格基

本持平，衣着价格上涨 1.5%，居住价格下降 1.2%，生活用品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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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价格上涨 0.6%，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2.5%，教育文化和娱乐价

格上涨 2.8%，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0.1%，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5.1%。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5家，年末总

量达到 248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79.7%。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提高 10.4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 62家、省“瞪羚”企业 14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 4家、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项目 10个。

乡村振兴实现新突破。全年各级投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 2597万元，新实施的产业发展和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18个；新发放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贷款 8.2亿元。入选省现代

农业强县。绿色农业加快推进，获评 2024年农产品质量工作先进

市，新认证绿色有机农产品 4个、3个产品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4个产品入选全国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2家企业获评省级

生态农场，蔚然农业获评 2024年中国优质草莓种苗生产基地。

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新登记市场主体 1.4万户，年末实有市场

主体 15.1万户，同比增长 1.7%。在实有市场主体中，私营企业 3.4

万户，增长 0.6%；个体工商户 11.2万户，增长 2.4%。

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5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5.0%。其中，农业（种植业）产值 117.1亿元，增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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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产值 0.3亿元，增长 7.2%；畜牧业产值 25.6亿元，增长 7.1%；

渔业产值 0.04亿元，增长 5.3%；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8.8亿元，增长 13.5%。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4.3万亩，比上年增加 1415亩，同比增长

0.32%；粮食总产量 18.6万吨，比上年增加 2118吨，增长 1.15%；

粮食单产 418.9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3.45公斤/亩，增长 0.83%。

粮食生产实现播种面积、总产、单产“三增长”。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17.7 万吨，比上年增长 22.4%；禽蛋产

量（不含小品种）4.2万吨，下降 22.3%；牛奶产量 0.3 万吨，下

降 0.2%。淡水产品产量 104吨，增长 3.0%。

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59.42万亩。全年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8%以上，主要粮食作物良种推广基本

实现全覆盖。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6.2%，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稳定在 90%以上。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分别达 11家、49家。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2%。其中，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增长 11.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5.0%，通用设备制造

业增长 5.6%，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12.6%。

年末建筑业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有工作量企业 61家，

完成总产值 205.7亿元，比上年增长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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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业

全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7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6.7%。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长 11.8%，八成行业保持正增长。

年末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39.3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7%。年末

全市拥有线路客车（含旅游）98辆；公共汽车运营车辆 368辆，

其中，新能源公交车 256辆；巡游出租车 495辆。

全年电信业务总量 6.5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年末拥有 5G

基站 1896座，比上年末增长 11.8%。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42.1

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99.6万户。

五、消费市场

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4.24亿元，比上年增长 6.8%，

其中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单位零售额增长 10.3%。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

年增长 19.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7.4%；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增长 10.5%；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16.8%。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4.5%。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3.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6.8%；第三产业投

资下降 14.1%。重点投资领域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6.6%，工业技

改投资增长 28.8%，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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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17.7 亿元，比上年下降 56.2%。商品房

销售面积 133.3万平方米，下降 14.6%。

年末城市建成区面积 56.45平方公里。年末城市道路长度达到

624.9公里。新增海绵城市面积 2.0平方公里，建成区海绵城市汇

水面积达 27.9 平方公里；新增城市排水管道 4.4公里，总长度达

到 910公里。当年新增口袋公园 4处，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2404.2 公顷，绿化覆盖率 42.6%。建成区绿地面积 2261.5公顷，

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625.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6.05平方米。

加快镇村工程建设，新增排水管道 5公里，新增绿地 1.45公

顷，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17户。

七、对外经济

全年完成货物进出口总额 181.9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其

中，出口 128.5亿元，增长 6.8%；进口 53.4亿元，增长 47.2%。

全年新设立外资企业 5家，实际使用外资 8546万美元。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 6494 万美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为

76.0%；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6531万美元，占全市实际使用

外资的比重为 76.4%。全年实际对外投资 536.5万美元。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0亿元，比上年增长 2.5%；其

中税收收入 33.7亿元，下降 6.7%，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2.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2.9亿元，下降 2.0%。其中民生支出

52.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83.5%，比上年提高 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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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468.9亿元，比年初

增加 157.4亿元，增长 12.0%；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929.4

亿元，比年初增加 85.0亿元，增长 10.1%。

全年保险业保费收入 22.8亿元，比上年增长 1.8%。其中，财

产险保费收入 6.7亿元，增长 6.8%；人身险保费收入 16.1亿元，

下降 0.2%。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7.1亿元，增长 2.7%。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555元，比上

年增长 5.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410元，增长 4.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586元，增长 6.4%。全体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25040元，比上年增长 5.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9951元，增长 4.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624元，增长

7.4%。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3.3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0.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8.8 万人，减

少 2.4 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1.6万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70.0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10.6万人，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4.3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14.4万人。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90元，居民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最低标准分别提高到 670元、

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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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共有养老机构 19家，比上年增加 1家；养老机构床

位 5485张，比上年增加 25张。新增助老食堂（老年助餐服务点）

5处，年末助老食堂（老年助餐服务点）达到 52处。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发明专利授权 424 件，比上年增长 50.9%；PCT 国际专

利申请量 7件，比上年增长 40.0%。年末有效发明专利 1266件，

比上年末增长 37.2%。年末有效注册商标总量 22417件，比上年末

增长 10.9%。

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全年立项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5项，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9项。新增省级技术

创新中心 2处，总数达到 4处；新增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1家，总

数达到 3家。

科技企业队伍培强壮大，年末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入库企

业达到 412家，较去年末增加 43家。成果转化体系更加完善，完

成科技成果登记 34项。25项优秀科技成果入选潍坊市科技进步奖。

全市共有普通高中 8 所（含 1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在校

生 1.4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3所，在校生 0.8万人（含附设中

职班在校生）；初中 37所（含 2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校生

2.7万人；小学 64所，在校生 7.2万人；幼儿园 244所，在园幼儿

2.3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1所，在校生 127人。

十一、文化旅游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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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建设 13处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新建 4家城乡书房。

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14个，文化馆 1个，美术馆 1个。全年放映

农村公益电影 7360场次，组织“一村一年一场戏”1090场次。年末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7项，潍坊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7项。省级非遗代表传承人 10 人，潍坊市级

非遗代表传承人 44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40处。

A 级旅游景区提档升级，仰天山景区升级为 4A 级景区，范

公亭公园、一甲文化园 2 家景区创建为 3A 级景区，年末全市共

有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19 处。累计创建国家等级民宿 3 家，星

级旅游饭店 8 家。

全年全市累计完成新建（更新）各级各类全民健身设施 34处，

城乡“15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承办省级比赛 3项，举办青州市

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展日常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60余场

次。参加全国比赛获得 4金 7银 6铜成绩，全省比赛获得 24金 4

银 10铜成绩。

十二、环境和应急管理

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面完成 PM2.5浓度、优良天数比例和重

污染天数 3项约束性指标任务，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PM2.5浓

度、CO、NO2四项主要指标均居潍坊首位；市控河流断面全部达

到控制标准；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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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25次，检查企业 1.3万家（次），

整改事故隐患 6.5万条。亿元 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0.005。

注：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最终数据以统计年鉴为准，部

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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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结果，2023年青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修订为 741.66亿元。

3.规模以上工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为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

服务的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元及

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

位）。

5.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建设项目

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不包括农户投

资。

6.粮食相关数据为县级粮食抽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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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相关数据为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统计时点为 2024年 9月 1

日。

8.由于部分指标数据年度间存在调整因素，造成公布增幅与实际

计算存有差异。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