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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城市品质提升，助推上虞高质量发展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比拼发展的最大平台，城市建

设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当下活力和未来潜力，提升城市能级已

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使命。今年以来，上虞全区上下

以“三服务”活动为统领，大力实施“一号工程”“三个

年”活动，着力推进“三个一批”重大项目，系统化、全方

位、高质量落实“11336”年度重点任务，各项工作有力有

序推进，实现了“半年红”。

上半年，上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 483.10 亿元、增长

8.0%；实现财政总收入 88.4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18

亿元，分别增长 9.4%和 12.2%；规上工业产值增长 10.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1%；

自营出口增长 6.2%；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8.3%和 9.6%，

均处全市前列。

为更好引领上虞地区发展，总结历年发展成效，特此编

制上虞高质量发展指数，该指数由质量效率、创新动能、结

构优化、绿色发展、开放环境和民生幸福六个模块构成，每

个模块由若干相关指标组成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上虞高质

量发展指数以 2016 年为基期，基期指数为 100 点，每半年

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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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虞高质量指数稳步上涨

从近三期上虞高质量发展指数半年度数据看，2018年起

上虞高质量发展实现“三级跳”，2019 年上半年指数值达

129.46点，相比去年同期上涨 12.08%。

图 2.1 上虞高质量发展指数走势

六大模块指数呈“五升一平”趋势。创新动能指数稳居

首位，2019年上半年指数值达 163.30点，同比上涨 22.29%；

开放环境指数迈过 130点大关、达 132.69点，上涨趋势明显，

同比增长 15.37%；民生幸福指数、质量效率指数、绿色发展

指数均有较大涨幅；结构优化指数平稳运行。

表 2.1 总指数及六大模块指数

指数名称 2018 年上半年 2018 年下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总指数 115.51 122.05 129.46

质量效率 120.15 116.98 124.23

创新动能 133.53 148.03 163.30

结构优化 106.26 108.13 108.26

绿色发展 108.07 112.71 120.65

开放环境 115.01 127.29 132.69

民生幸福 110.73 119.92 1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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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六大模块对总指数上行的贡献率

三、上虞高质量指数发展亮点

（一）质量效率指数重回暖，工业运行“提速换挡”

今年以来，上虞区着重研究、不断克服能耗、土地指标、

环境容量、基础配套等瓶颈短板，聚焦招商、规划、建设等

“头部”职能，加快高端智造集聚区、未来小城、产业拓展

区三大组团高质量发展。

图 3.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率指数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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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效率指数止跌回暖，上半年收报于 124.23点，环比

增长 6.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指数环比增长

41.80%，对拉动模块指数向好发展有较大作用，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幅已连续 6个月居全市首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率指数运行趋势与模块指数相似，在去年下半年小幅下行

后，收报于 115.87点，同比增长 4.38%，规上工业产值增速

居全市第二。

（二）创新动能指数创新高，高新产业继续领跑

按照走在全省前列要求，上虞区召开数字经济“一号工

程”发展大会，启动 5G网络和工业场景应用试点，开展城

市大脑建设研究，打造产教融合示范区；大力培育智能电气、

高端染料日化、现代医药、新材料、数字经济等八大产业集

群，在建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实现产业链精准招商。

为助推高新产业发展，上虞区着力创优环境，加快优质人才

聚集，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政策、产业、资本、空间、市场等

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并以曹娥江“一江两岸”科创大走廊

为引领，全力推进各类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提升科技人才项

目承载力。

表 3.1 创新动能指数部分分项指标情况

项目名称 2018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 18.65% 20.21%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 1.08% 1.23%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总数（人） 68 113

企业人才资源新增量（人） 10961（2018 年全年） 14602

上半年，创新动能指数实现高速增长，指数值达 160.61

点、同比增长 20.28%，对总指数上行的贡献率达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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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 20.21%、

同比增长 8.37%；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 1.23%、同

比增长 13.96%；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大幅增加，一年内增加

45人次，高层次人才带动新兴产业向好向快发展；人才基数

不断做大，1-6月份新增人才 14602人，增加数全市第一。

（三）结构优化指数渐平稳，第三产业产能提升

上虞区以国家级杭州湾开发区和省级经济开发区合并

成立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为契机，不断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

做优做精科创、文创两大走廊，做深做透水上、岸上、晚上

“三上”文章，经济结构得到调整。

图 3.2 结构优化指数部分分项指标情况

结构优化指数稳步上行，新一期指数值为 108.26点，同

比增长 1.88%，上涨趋势相对较缓。今年以来，上虞各项指

标均有所增长，e游小镇通过省级特色小镇命名验收现场考

核，一批总投资超百亿元重大文旅项目签约落户曹娥江旅游



6

度假区， 7个小微企业园列入省第一批小微企业园名单。从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情况看，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收

报于 44.32%、同比增长 4.96%；从投资情况看，民间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上涨至 69.10%，同比增长 5.18%；从居民

消费水平看，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

51.86%、同比增长 0.21%。

（四）绿色发展指数再提速，生态质量跃上新台阶

上虞区咬定“绿色安全、循环高效”目标，出台“1+5”

政策体系，部署推进化工行业改造提升 2.0版，推动化工产

业向数字化改造、智能化监管转型。启动农村综合改革，联

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长效推进全域环境整治，通

过大力控制污染、积极推进绿色发展，上虞在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进步较大。

表 3.2 绿色发展模块部分分项指标情况

项目名称 2018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空气质量优良率 86.19% 90.06%

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率 67.42% 79.50%

绿色发展指数加速上扬，指数值达 120.65点，同比上涨

11.63%。数据显示，空气质量优良率从去年上半年的 86.19%

上涨至 90.06%，增加 3.87 个百分点，保持全市前列；生态

环境质量公众满意率由 67.42%上涨至 79.50%，增加 12.08

个百分点。启动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省全域旅游示

范区、省美丽乡村示范区创建，上虞首夺治水“大禹鼎”，

入选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荣获 2018 年度

美丽浙江建设工作优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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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环境指数强涨势，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上虞区在全市率先制定实施融杭联甬接沪行动计划，加

强全方位合作交流，谋深做实“融杭联甬接沪”各项举措，

构建“融杭联甬接沪”开放发展大格局；以“三服务”推动

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巩固争当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精准落实“10+N”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化行动，

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全省营商环

境最优区。

图 3.3 掌上办事（移动办）占政务服务事项比重

开放环境指数值达 132.69点，其指数值在六大分项指数

中居于第二位，指数同比增长 15.37%，增势喜人。从调查看，

自实行全流程“不见面”招投标以来，平台已累计完成招投

标项目 481个，为企业节约各类投标成本约 1.8亿元，掌上

办事（移动办）占政务服务事项比重大幅增长，上半年掌上

办事比重达 90.58%，同比涨幅超 1000点，逐步实现全面覆

盖，无纸化进程再上一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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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开放环境模块部分分项指标情况

从企业融资贷款情况看，直接融资占全社会融资规模比

重指数收报于 203.20点，对模块指数上行贡献率达 53.67%；

银行不良贷款率（逆）指数逆势回升，指数值达 127.68点，

同比增长 89.29%。

（六）民生幸福指数又提升，增强群众获得感

上虞区部署开展干部作风深化年活动，以“十个一”为

载体分批次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提出“办好有品质的活教

育、打造湾区教育新高地”目标，集团化办学、合作办学全

面推进，深化优质资源“上引下沉”，人民幸福感得到提高。

图 3.5 人均拥有社会保险福利总额、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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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幸福指数收报于 128.08 点，同比增长 15.66%，对

总指数的上行贡献率达 20.31%，仅次于创新动能指数居于第

2位。从居民收入看，人均拥有社会保险福利总额指数收于

131.90点，同比增长 17.1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减小，

城乡居民收入比（逆）下降至 1.82，指数值达 103.01点，同

比增长 1.21%。

图 3.6 民生幸福模块部分分析指标情况

从城市建设看，市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率攀

升至 31.30%，指数值达 210.21点，同比增长 86.53%，对模

块指数上行贡献率达 39.25%；在全省首创发布县域文明指

数，文明城市测评指数收报于 130.82点，同比增长 8.21%；

群众安全感测评指数小幅上浮，指数值达 103.23点，同比增

长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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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焦问题短板，助力上虞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存在的问题

上半年，上虞高质量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从提高创新能

力到扩大开放环境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还

存在部分问题亟需解决。

1.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下滑较多。上虞区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不多，近几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

比不断下降、但逐年趋缓，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主性进

一步增强。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 6.71%，比

去年下半年下降 0.60%。上半年指数值收报于 103.29点、同

比下降 18.41%、环比跌幅达 8.24%。

2. 城镇调查失业率（逆）指数“先升后降”。上半年，

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数略有所回落，指数值收报于 103.51点，

较去年下半年的 107.27点，下降 3.76点，环比下降 3.51%。

（二）下步建议

为有效解决问题，助力上虞突破现有瓶颈加速发展，现

提出以下三项对策建议。

1.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企业发展

鼓励企业上市，对上市后备企业全过程跟踪服务，抓紧

推进，重点培育，分阶段进行奖励。出台奖励政策，对成功

挂牌上市的企业，按政策给予资金或其他奖励，加速内部企

业上市。鼓励银行增加信贷服务，创新金融产品，针对中小

企业规模小、资产少等特点推出新的金融产品，降低融资门

槛，不断探索新的信贷质押办法，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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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打造招商引资门户网站、大力宣传税收

优惠政策、开通落户绿色通道推进“一站式”服务等方式，

吸引具有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入驻，扩大工作岗位，降低失

业率。以“三服务”推动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营商环境

优化、巩固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良好态势。

2.逐渐推进外贸拓展，助力新兴产品“走出去”

以“一带一路”为统领，拓宽企业贸易市场，挖掘企业

发展潜力。着力创新组展招展方式，让外贸型企业能找到更

大的市场。围绕提高境内外展会对开拓国际市场和稳定外贸

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关部门进一步改革选展、组展方式，从

展会筛选、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和提升实效等方面进行工作

创新。创新通关流程，让外贸类企业感受更便利的通关服务，

实现多部门联动，加速贸易便利化改革。

3.重视地区就业问题，提升民众就业质量

针对就业难人群，政府可以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能力；鼓励区域内低技能职工丰富

业余生活，对在岗低技能职工进行在岗培训，政府对顺利掌

握新技能的在职工给予一定的奖励；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和预

测，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更加精准、

高校的服务，解决企业和求职者信息不流通造成的人力资源

浪费；在人才培养上，各高校要敏锐捕捉发展热点，精准调

整专业结构，科学改进专业设置，加开产业转型、技术进步

所需课程与学科，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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