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年苏州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年，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自觉践

行新发展理念，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发展质效不断提升，新兴动能加

快成长，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共同富裕扎实

推进，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综合经济

经济总量持续攀升。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75.8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1.27亿元，增长 28.6%；第二产业增加值 809.86亿元，增长

10.0%；第三产业增加值 864.67亿元，增长 10.0%。全区人均生产

总值 20.04万元，比上年增长 9.2%。

财税收入较快增长。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2.10亿元，

比上年增长 9.8%。其中税收收入 166.92亿元，增长 8.9%，税比

为 86.9%。三大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完

成税收 103.25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财政支出水平好于上年。

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1.58亿元，比上年增长 4.9%。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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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民生支出的城乡公共服务支出 116.32亿元，增长 11.4%，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 76.7%，比上年提高 4.4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一产、二产、三产增加值占比结构为 0.1：

48.3：51.6。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1.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983.03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57.9%。

图 1 2021年高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建立苏锡常三地高新区政务一体化联盟，

与工业园区、姑苏区达成政务“惠”通协作项目，探索“跨区域

授权通办”。全年新设立各类市场主体 36566户，全区市场主体

总数 12.1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31.4%，其中新引进外资企业 156

户，注册资金 8.41 亿美元；新增内资企业 12424 户，注册资金

1314.91亿元；新增个体工商户 23984户，注册资金 19.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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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效纵深迈进。全年盘活利用存量用地 4165亩，推进工

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工作，开展全区工业宗地核查，进一

步细化 C-和 D类企业的分档。参评企业 4004家，亩均销售 761.38

万元，亩均税收 28.8万元。打好减税降费与缓税缓费“组合拳”，

年内新增减税降费 28.0亿元，助力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741.14亿元，比上

年增长 14.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26.88亿元，比上年增

长 15.4%。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内资工业产值 872.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0%；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产值 2553.96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4%。

主要行业贡献突出。电子、电气、通用设备、汽车、橡塑制

品、化工、专业设备、金属制品八大行业产值均超百亿元，共实

现产值 3017.03亿元，比上年增长 16.0%，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达 88.0%。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产

值 1558.59亿元，比上年增长 13.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实现

产值 464.71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

表 1 2021年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产值情况

行业 产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总计 3426.88 15.4

采矿业 2.07 4.0

非金属矿采选业 2.07 4.0

制造业 3001.6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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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食品加工业 1.03 78.4

食品制造业 11.96 -1.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53 4.9

纺织业 9.91 -7.6

纺织服装、服饰业 14.73 1.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75 17.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44 19.9

造纸和纸制品业 16.15 7.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4.23 10.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8.04 14.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84 42.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6.35 37.1

医药制造业 36.69 6.3

化学纤维制造业 2.67 17.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41.61 16.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2.43 17.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62 5.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7.72 55.4

金属制品业 103.28 26.9

通用设备制造业 344.06 9.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4.35 14.8

汽车制造业 164.08 15.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50.24 -10.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64.71 21.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58.59 13.9

仪器仪表制造业 83.67 2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32 -14.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6.65 -7.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32 4.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01 15.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47 -11.0

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全年实现制造业新兴产业产值 2074.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1%，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60.5%。

其中新型平板显示产值达到 542.24亿元，占制造业新兴产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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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6.1%；新能源、智能电网和物联网、软件和集成电路、新材料

产业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32.5%、22.0%、19.2%和 16.1%，高于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平均增速。

工业效益呈现恢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584.6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9%；实现利税总额 250.50亿元，其

中利润总额 208.6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6.8%和 5.9%。规模以

上工业资产总额 3181.75亿元，劳动生产率达到 36.1万元/人，全

年产销率达 100.5%。

建筑业增量提质。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72.92亿元，比上

年增长 11.3%，其中建筑、安装工程产值 363.64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6%。竣工产值 254.95亿元，比上年增长 19.3%。签订合同

额 1136.74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其中本年新签合同额 481.27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5%。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86.57万平

方米，比上年增长 16.4%，其中新开工面积 87.40万平方米。建筑

业企业在外省完成建筑业产值 206.91亿元，比上年增长 17.5%。

三、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投资需求稳步增长。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51.52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3%。分主体看，国有投资 203.96亿元，比上

年增长 6.3%；民间投资 281.65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民间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 51.1%，比上年提高 1.1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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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65.1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4%。

表 2 2021年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行业情况

行业 投资额（亿元）

总 计 551.52
农、林、牧、渔业 0.04
制造业 86.2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70
批发和零售业 6.39
住宿和餐饮业 1.9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2.19
金融业 0.39
房地产业 358.2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5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4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5.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服务业 0.59
教育 14.45
卫生和社会工作 0.4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2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47

投资结构调整优化。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90.99亿元，

比上年增长 5.7%，全部为工业投资；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460.53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2%，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 83.5%。全年完成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46.90亿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 51.5%；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 51.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0.8%。

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355.50亿

元，比上年增长 1.7%，其中住宅开发投资 317.13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全区房屋新开工面积 253.9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7.8%；

房屋施工面积 1034.12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7.7%；房屋竣工面

积 118.4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5.2%；商品房销售面积 1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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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84.10万平方米，分别比上年增长

8.0%和 5.7%。

四、国内贸易和旅游

市场消费明显回暖。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29.34亿

元，比上年增长 17.0%。按消费行业统计，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561.51亿元，增长 16.9%；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67.83亿元，增长

17.3%。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企业零售额中，综合零售增长 27.3%；

汽车类零售增长 7.3%；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零售增长 43.6%；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增长 70.8%；医药及医疗器材零售增长

14.1%；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零售下降 32.3%。

旅游市场健康发展。以打造优秀全域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构

建“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的旅游发展新模式。截止年

末，全区有白马涧龙池风景区、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中国刺绣艺

术馆景区和大阳山国家森林公园4个国家4A级景区和苏州乐园森

林世界 1个 3A级景区，树山生态村、镇湖生态旅游区 2处全国农

业旅游示范点，大阳山、上方山 2个国家森林公园，太湖湿地 1

个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多个开放式城市公园。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147.6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国内旅游接待游客共计 723.08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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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型经济

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436.48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16.5%。其中出口 278.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5.1%；

进口 157.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9.1%。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

易实现进出口额 680.4亿元（人民币计价），增长 26.4%；加工贸

易实现进出口额 1845亿元（人民币计价），增长 1.3%，占全区外

贸总体的 65.4%。从外贸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 1691.3亿元（人

民币计价），比上年增长 7.4%，占全区出口贸易额的 93.9%；机

电产品进口 868.6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占全区进口贸易额的

85.3%。从贸易市场看，对美实现进出口总额 601.5亿元（人民币

计价），比上年增长 13.3%，占全区外贸总体的 21.3%，比重提升

0.8个百分点。对欧盟（不含英国）、台湾地区分别实现进出口额

465亿元、420.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2%和 17.7%。

利用外资提质增效。全年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新设项目 194

个，新增合同外资 11.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3.8%；实际使用外

资 6.8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4.3%。外资质量进一步改善。中大

型外资项目比重持续提高，合同外资 5000万美元以上项目 11个，

占净增合同外资总额的 68.7%。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功能性机构达

9家。对日招商持续推进，日资企业（含分公司、办事处等分支机

构）总数突破 650家，投资总额超 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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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深入推进。支持区内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开展产能合作，构建全球营销网络。全年新增境外投资项目

25个，完成中方境外协议投资额 4792万美元。支持天准科技、江

苏吉打邦农林生态产业园等“走出去”企业申请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扶持。服务外包平稳发展。全年完成服务外包接包合同额

36.18亿美元，离岸执行额 16.37亿美元。

六、金融

金融业稳健发展。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2479.66

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87.65亿元。全年保费收入 142.53

亿元，保险深度 8.51%，保险密度 16968元/人。截止年末，全区

累计银行机构总数达 30家，其中内资银行 28家，外资银行 2家。

证券公司 8家，保险公司 32家，小额贷款公司 8家，融资担保公

司 1家，融资租赁公司 3家，典当行 2家，保理公司 1家，交易

场所 1家。推动 2家企业上市、4家企业过会，7家企业报证监局

辅导，年末累计上市企业 21家，其中境内上市 20家，海外联交

所主板上市 1家。

七、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

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全年财政科技投入 18.49亿元，比上年增

长 12.3%，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2.2%。年内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329家，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 1301家。备案省民营科技企业

1079家，入选苏南省独角兽潜在企业 14家，认定省瞪羚企业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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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完成产学研合作项目 581项。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4.57%。新增市级以上科技领军人才 75项，其中

省双创计划人才（团队）15项，市姑苏领军人才（团队）57项。

全年专利授权量达 14844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1862件。新增

PCT专利申请 339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19.28件。

教育服务水平不断提升。8所新建、改扩建学校投入使用，

新增学位 8580个，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年末全

区拥有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 44所，在校学生 9.55万人，毕业生

1.83万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准入率 84.51%。在义务教

育集团化办学全覆盖的基础上，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导入上海优质民办教育品牌——上海世外教育，探索“集团+托管”

的办学方式。持续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全区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

达 6807人，新增 6名正高级教师、4名特级教师，建成优秀骨干

教师队伍。

文化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区文化馆获评国家一级文化馆，苏

州市第三工人文化宫全省首创“宫馆共建”模式，苏州博物馆西

馆正式开馆。年内建成真山体育公园和高景山体育公园，三类以

上体育公园达到 5个。白豸山体育公园入选 2021年度全省最美乡

村健身公园榜单。推进山体步道和沿太湖、沿大运河健身步道建

设，累计新增健身步道 30公里。大运河穿越江苏首划（苏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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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艇邀请赛、中日文化体育嘉年华活动、2021年中国男子手球超

级联赛（苏州站）赛事成功举办。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健全。苏大附二院浒关院区二期开工

建设，中日友好门诊开诊，苏州市康养集团落户。年末全区拥有

医疗卫生机构274个，其中医院16个。年末卫生机构拥有床位4447

张，其中医院病床 4305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7760人，其中执

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2157人、注册护士 2616人。全年完成慢

病筛查 84150人次，慢病家医签约健康管理 10172万人次，家庭

病床建床 300张，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90.41%。

八、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规模保持稳定。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84.00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0.7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77.15万人，城镇人口比重 91.85%，

比上年末提高 0.13个百分点。户籍总人口 46.77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17376人，其中女性 23.79万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 3906人，

死亡人口 2268人，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3.57‰。

居民收入稳步提增。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415元，

比上年增长 8.3%。其中，工资性收入 46953元，增长 7.9%；经营

净收入 7190元，增长 9.1%；财产净收入 9476元，增长 9.0%；转

移净收入 9796元，增长 9.2%。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6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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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19.5%。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095元。

图 2 2021年高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

就业创业形势稳定。推出“援企助用工、惠民促就业”十六

条举措，落实稳岗惠企政策。全年完成本地人员就业 1.08万人，

援助困难人员就业 1196人。支持自主创业 2365人，扶持农民创

业 88人，引领大学生创业 121人，创业带动就业 9460人，举办

63场公益性招聘专场、14场就业指导服务活动。举办第二届“高

新匠领”技能大赛，19个竞赛项目吸引 2275名选手参赛。

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9.01万人，比上年增加 0.72万人；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 40.03万人，比上年增加 0.69万人。全区 6.86万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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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职工和 10.54万名老年居民纳入社会化管理服务。稳步推进保

障性安居工程，全年完成安置房新开工 51.13万平方米、3689套，

其中棚改安置房新开工 800套；安置房竣工 4.81万平方米、380

套。

社会福利事业稳步加强。年内动态保障全区困难对象3029人，

建成儿童标准化“关爱之家”6家，实现辖区儿童“关爱之家”全

覆盖。养老服务水平提升，拥有养老机构 12家、其中护理院 8家，

养老床位数 4690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床位数 54.87张，165

户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全年区、镇（街道）两级慈善组

织，募集慈善款物约 3365万元，实现助困、助医、助老、助残、

助学、扶贫等慈善救助支出约 1430万元，受益对象 10万余人。

九、城市建设和公共事业

城市建设亮点频现。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67.27亿元。南京

大学苏州校区东区主体建筑封顶，完成环南大科创圈建设概念设

计。有序推进马环连接线、通浒路东延、泰山桥长江路节点、绕

城高速树山互通等工程建设，轨道交通 9号线、11号线、15号线

列入苏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狮山国际会议中心投入使用，狮

山广场、浒墅关古镇纳入江苏省重点文旅项目，淮海路商业街获

评国家级著名和特色商业街区。积极推进以大运河风光带、何山

路西延、竹园路综合改造提升等为代表的重点绿化工程和以永和

园、淮海街小游园等为代表的口袋公园建设，年内新增、改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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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面积 63.9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 4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6%。

公共事业持续推进。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91.85亿千瓦时，比上

年增长 11.1%。其中，工业用电量 62.4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6.9%；服务业用电量 19.3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25.4%。完成

25个高层二次供水小区建设任务，铺设市政燃气管网约 12公里。

深入推进公交惠民工程。新移交启用树山枢纽首末站，新增公交

站点 43个、公交候车亭 63个。新辟公交线路 13条，优化线路 12

条次，公交出行分担率达 31.1%，建成区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

99%。新增新能源公交车辆 20辆，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辆占

比达到 100%。新建 20处公共自行车站点，追加投放车辆 300辆。

十、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

生态保护得到加强。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十大工程”建设，全

年投入污染防治投资额 4.64亿元，年度任务完成率 112.6%。全年

建成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06天，优良率 83.8%。PM2.5年均

浓度 30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1.5%。完成污水管网新改建 33

公里，城镇污水处理率 99.6%。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

节能减排扎实推进。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149.08万吨标准煤。完成太湖治理重点项目 9个和水污染防治工



15

作计划重点工程项目 3个。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等主要

污染物排放削减率完成市下达任务。全年新增备案分布式光伏项

目 35个，备案容量 2.92万千瓦时，新增节能建筑面积 300.99万

平方米，其中公共建筑 132.34万平方米。

注：1. 本公报数据为年度初步统计数。

2. 地区生产总值及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均按现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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