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沈阳市沈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沈阳市沈河区统计局



沈河 2019 年 |统计公报

2

沈阳市沈河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沈阳市沈河区统计局）

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是沈河区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高品质城区的攻坚

之年。一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

署，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四篇文章”，实施“五

大工程”，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提升重点领域发展成效，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社会事业全面提升，民生福祉日益提高。

一、经济总量

经沈阳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19 年沈河区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965.5 亿元，同比增长 2.5%（可比价）。其中，第二产业完

成 104.4 亿元，同比下降 18.8%；第三产业（服务业）完成 861.1

亿元，增长 5.9%。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实现生产总值

的比重分别为 10.8%和 89.2%。全年新增“四上”企业 154 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 3 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

饮业新增 74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新增 7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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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和建筑业

2019 年，工业增加值完成 19.0 亿元，同比下降 3.2%。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36.3 亿元，同比下降 6.6%。分行业看，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完成产值 25.1 亿元，同比

下降 3.9%；制造业完成产值 11.2 亿元，下降 12.1%。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实现 51.2 亿元，增长 20.1%。

建筑业方面: 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85.6 亿元，同比下降

21.8%，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72.7 亿元，下降 17.3%。分行业看，

房屋建筑业完成产值 155.4 亿元，同比下降 32.7%；土木工程建

筑业完成 149.5 亿元，增长 0.7%；建筑安装业完成 37.1 亿元，

下降 17.2%；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完成 30.7 亿元，增

长 15.4%。

三、国内经济贸易

2019 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65.5 亿元，同比

增长 9.2%。传统商贸业转型升级加速推进，引导潮牌、品牌在

中街集聚，乔丹等 82 家品牌首发店、旗舰店落户中街。商业城

等 4 家综合商厦实施升级改造。建立五爱集团、五联商业广场、

南塔国际鞋城三大网络直播销售基地，成立五爱南塔商圈转型升

级合作联盟，快手官方运营基地、辽宁直播创业联盟基地入驻。

推进与敦煌网、速卖通共建的五爱跨境电商综合产业园区发展。

五爱阿里国际商贸城上线运行，成为辽宁首个线上市场。

四、对外经济贸易

2019 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 18377.4 万美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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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全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21.6 亿元，同比增长 4.0%；其中

出口总额实现 18.0 亿元，增长 11.8%；进口总额实现 3.6 亿元，

下降 22.8%。

五、金融产业

2019年，全区金融业完成增加值222.2亿元，同比增长7.3%。

沈阳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和企业征信平台落户，东北首家消费金融

公司盛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入驻，填补了消费金融领域法人机构

空白。新增市级以上金融机构 10 家、金融类机构 23 家、辽股交

挂牌企业 16 家、上市后备企业库企业 42 家。金融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3.0%，税收贡献率达 34.3%，金融机构聚集

度和贡献率处于东北地区首位。

六、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沈河区重点投资项目平稳推进，固定资产投资额

有所提升。全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225.4 亿元，同比增长 12.5%。

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91.6 亿元，同比下降 32.3%,

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40.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额 133.8 亿

元，增长 105.6%,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59.4%，其中住宅投资

101 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 68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104

亿元。

七、财政

2019 年，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9.3 亿元，同比增长

0.3%。2019 年，沈河区大力实施惠民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4 亿元、增长 9.1%，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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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河区全面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20.7%。全年用于社会事业、环境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不断增长，使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各项社会事业，

均得到明显改善和提升。

八、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2019 年，沈河区投入 2.87 亿元，持续推进城区品质提升，

城区生态环境明显提高。完成长安桥北侧接线路主体结构施工、

其仕和悦西规划路主体工程施工、一经街等 3 条街路整修和 14

条街路慢行系统改造。养护街路 728 条，道路完好率达 98%。完

成 10 处重点项目夜景提升、15 处大型绿地精细景观提升工程。

新建改造 26 座水洗公厕和 3 座垃圾转运站。改造 26 个共计 90

万平老旧小区，惠及居民 1.2 万户。

强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对 5 大公园、6 大广场和 272 条

街路实施绿化养护，栽摆各类绿植 119 万棵。规范占道经营 3.5

万处，拆除街路及小区内各类违建 1868 处 20 余万平。完成“大

棚房”整治，清理 100 个点位 1.96 万平。开展违建别墅整治，

拆除 7 栋总计 5282 平违建。在全市率先完成第一批高铁沿线隐

患整改任务。强化水污染防治，开展“四方巡河”专项行动，建

立断面达标和水质变化台账。完成满堂河沈河段生态环境整治、

51 眼水井一级保护区风险排查和 5 处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风险整

治。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全面完成“散乱污”整治、散煤销售取

缔和燃煤锅炉脱硝改造，累计完成二氧化硫减排量 1980 吨、氮

氧化物减排量 720 吨。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完成东北制药六厂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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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地块风险管控和凌云加油站防渗罐改造。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依托区内科研院所，打造创新创业平台，推动科技创新服务

业发展。落实《科技创新服务业发展规划》，组织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 46 家，完成科技小巨人入库申报 25 家。60 家企业参加市

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5 个科创项目落地，为企业争取发展资金

600 余万元。以“双创”工作助推服务业转型升级，众创空间增

加至 18 家，办公面积 12.53 万平，入驻创业实体 370 余家，从

业人员 2500 余人。

完成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沈阳市优质特色普通高中评

估验收。筹措 8744 万元社会资金助推教育事业发展。完成朝阳

一校图书馆和一经二校操场建设，实验学校东部校区中学部教学

楼封顶，南部中小学配套建设地块完成征收，推进方凌小学建设

前期工作。打造 2 家品牌幼儿园，51 所幼儿园被确定为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发放学前教育奖补资金 2579 万元。多渠道招聘教

师 208 人，缓解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全区中小学生近视率下降

2.7%。

2019年末，全区共有54所中小学校（不包括特殊教育学校），

在校学生 61091 人，其中；23 所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在校学

生 23644 人，31 所小学，在校学生 37447 人。全区共有幼儿园

113 所，在园幼儿 15295 人。

十、文化、体育和卫生

2019年，沈河区持续巩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沈河 2019 年 |统计公报

7

成果。举办“辉煌七十年·扬帆中国梦”等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

400余场次。盛京皇城代表辽宁省入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名

单。《盛京皇城城市设计方案》通过市规委会审议。召开盛京皇

城保护利用说明会，开展首届盛京皇城文化旅游博览会等系列活

动，打造盛京皇城不夜城。推进中街首批国家步行街改造提升试

点，完成吉顺丝坊等8家历史风貌建筑立面修缮。对原肇新窑业

公司办公楼旧址等8处重点文物和西北角楼等22处历史文化资源

实施综合开发利用。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展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新增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3.98 万人。泉园、大西、山东

庙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得省国医堂称号。全区 13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与 18 家养老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各类卫生

机构 421 个，其中医院 46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69 个，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 5 个，其他 1 个。各类卫生人员 11246 人，其中卫

生技术人员 9614 人。医疗床位 6844 张，其中医院 6484 张，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163 张，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97 张。

十一、人口、就业及社会保障

2019 年末，沈河区户籍人口 71.9 万，同比增长 0.8%，其

中：男 34.9 万人，女 37.0 万人。全区出生人口 4663 人，家庭

人口户数为 27.8 万户。全区持证残疾人 15679 人。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2510 元，同比增长 6.0%。

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投入 10.55 亿元，发展民生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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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完成 10 项为民办实事工程。新增就业 1.68 万人，零就业家

庭动态为零。扶持创业带头人 292 人，带动就业 1690 人，帮助

2150 名困难人员实现就业。落实人才新政，吸引储备大学毕业

生就业创业 1.8 万人，为大学生发放购房补贴和租房补贴 2062

万元。发放失业保险 6339 万元、稳岗补贴 6314 万元。向 3.17

万户低保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2712 万元，养老金及时足额

发放。

新建 15 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造 39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为 1194 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解决农民

工“治欠保支”决策部署，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1928 万元。启

动“先予处置”资金 650 万元，解决 1700 余件民生疑难问题，

受益居民达 4.97 万户。

注：1.公报中人口有关数据来源于沈河区公安分局及沈河区

卫健局。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市统计局对 2019 年全

市生产总值进行了修订，修订后沈河区2019年生产总值为96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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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1.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

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

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四上”企业

“四上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资

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四上”企业的标准：规模以上工

业，标准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房地产企业是指在辖区内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法人单位，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是指具有资质（拥有城

乡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所有建筑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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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标准为批发

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等于 2000 万元，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大

于 500 万元，住宿、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等于 200 万元；

规模以上服务业，标准为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卫生行业；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

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物业

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

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