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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1 年，海口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奋力抢抓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历史性机遇，全力推进海口高质量

发展，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各项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经济运行整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良好态势。

一、综合

（一）地区生产总值

初步核算，2021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57.06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1.3%。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增加值 85.43 亿元，增长 4.7%；第二产业增

加值 346.75 亿元，增长 8.0%；第三产业增加值 1624.88

亿元，增长 12.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

构比为 4.1：16.9：79.0；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 1.8%、11.9%和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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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收支

全市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66.5 亿元，同比

增长 23.1%。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8.3 亿元，

增长 12%。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实现税收收

入 179.4 亿元，增长 29.9%，其中国内增值税 66.3 亿

元，增长 20.4%；企业所得税 37.4 亿元，增长 25.6%；

个人所得税 16.1 亿元，增长 122.3%；土地增值税 18.8

亿元，增长 36.7%。

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4.8 亿元，下降

10.5%。全年财政民生支出 190.4 亿元，占地方一般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69.3%。其中教育支出 45.8 亿元，

增长 6.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6亿元，下降 15.6%；

卫生健康支出 20.6亿元，下降 43%；城乡社区支出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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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下降 14.9%；农林水支出 18.9 亿元，下降 18.4%；

交通运输支出 8.1 亿元，增长 70%；住房保障支出 9.4

亿元，增长 29.1%。

（三）固定资产投资

2021 年，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保障我市

投资持续稳定发展。在做好市政基础设施、老旧小区

改造、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补短板领域项

目谋划的同时，结合实际探索推进新基建领域项目建

设，加大 5G、工业互联网、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力度，

带动全市各类产业投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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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8.4%，其中：

房地产投资增长 2.0%，非房投资增长 12.0%。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42.3%，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7.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4.6%，三次产业投资比例

为 0.4：9.5：90.1。房地产与非房项目结构比由 36.3：

63.7 调整为 34.2：65.8，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四）居民消费价格

2021 年,海口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分

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0.3%,衣着价格上涨 1.5%,

居住价格上涨 1.4%,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2%,

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3.4%,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下降

1.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 1.2%,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

下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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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指标名称 2021 年涨跌幅（%）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5

一、食品烟酒 -0.3

粮食 0.6

食用油 5.8

鲜菜 2.0

畜肉类 -10.1

禽肉类 -5.9

水产品 -4.6

蛋类 1.3

奶类 3.2

鲜瓜果 -0.2

烟草 1.1

酒类 -1.3

二、衣着 1.5

三、居住 1.4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1.2

五、交通和通信 3.4

六、教育文化和娱乐 -1.2

七、医疗保健 -1.2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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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东新区建设

2021 年江东新区建设项目共 157 个（续建 88 个，计划

新开工 69 个），总投资 1059.71 亿元;实现新开工项目 69

个（政府投资 47 个、社会投资 22 个）、完工 42 个（政府

投资 38 个、社会投资 4 个）。实现固定投资 313.4 亿元，

年度计划完成率 114.38%，同比增长 27.09%。其中社会投资

155.87 亿元、政府投资 157.53 亿元，社会投资项目固投全

区占比从 2020 年 30.28%提升至 49.74%，固投贡献率不断提

高。江东新区坚持党建引领，做实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

紧跟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新趋势，蹄疾步稳加快江东新

区开发建设。

二、人民生活和民生事业

（一）居民收入

2021 年,海口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129 元,比

上年增长 8.9%。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24895 元,增长

7.4%;人均经营净收入 4857 元,增长 17.4%;人均财产

净收入 3316 元,增长 11.1%;人均转移净收入 5061 元,

增长 6.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605 元,比上年增长

8.9%。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29085 元,增长 7.3%;人均

经营净收入 4579元,增长 21.9%;人均财产净收入 4055

元,增长 11.0%;人均转移净收入 5887 元,增长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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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67 元,比上年增长

10.7%。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 10462 元,增长 12.0%;人

均经营净收入 5818元,增长 6.4%;人均财产净收入 771

元,增长 19.5%;人均转移净收入 2216 元,增长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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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障和就业

2021 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5.95 万人、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 77.55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67.01

万人,各险种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2.06%、-0.8%、

11.67%。全市两项社会保险基金(含养老、工伤)总收

入为 131.68 亿元(含企业养老上级补助 39.97 亿元),

总支出 128.60 亿元(含企业养老上解上级 74.02 亿元),

当期结余 3.08 亿元,累计结余 6.78 亿元,全市各项社

会保险基金总体运行平稳。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30

亿元,各项待遇支出 0.68 亿元,工伤保险基金历年累

计结余 5.03 亿元。工伤定期待遇人员 267 人,需认证

245 人,已认证 241 人,完成认证率 98%。

海口市新增制发社保卡 14.19 万张,累计制发社

保卡 181.76 万张,海口地区已累计制发卡 232.5万张;

激活社保卡 152.61 万张,整体激活率 86.8%;累计签发

电子社保卡 134.15 万张,电子社保卡签发率为 46.69%。

推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2021 年,全市新增就业

人员 51561 人,完成年任务 38600 人的 133.58%;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 13438人,完成年任务 13000人的

103.37%;就业困难对象实现就业 3054 人,完成年任务

2600 人的 117.46%;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 7134,

完成年任务 7000 人的 101.91%。失业率为 2.67%,控制

在 3%的年度目标之内,全市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全年全市共审批创业担保贷款 10078 万元,扶持 300 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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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业,带动就业 1329 人(其中扶持个人创业者 276

人,贷款金额 5381万元;扶持小微企业 24个,贷款金额

4697 万元)。

（三）教育

2021 年，海口地区共有普通高等教育学校 12 所，

成人高校 1 所，在办中等职业学校 25 所，普通中学

103 所，普通小学 143 所，在办幼儿园 546 所，特殊

教育学校 5 所。研究生招生 4609 人，在校生 1.25 万

人，毕业生 2329 人；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 4.83 万人，

在校生 16.72 万人，毕业生 3.56 万人；成人本专科招

生 1.25 万人，在校生 2.59 万人，毕业生 6324 人；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 2.92 万人，在校生 7.47 万人，毕业

生 2.16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 2.05 万人，在校生 5.70

万人，毕业生 1.48 万人；普通初中招生 3.57 万人，

在校生 10.03 万人，毕业生 2.95 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4.13 万人，在校生 23.48 万人，毕业生 3.40 万人；

学前教育招生 3.56 万人，在校生 11.14 万人，毕业生

3.51 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138 人，在校生 667 人，毕

业生 160 人。初中毛入学率为 104.51%，小学毛入学

率为 102.34%。

（四）医疗卫生

根据 2021 年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数

据分析，全市（省、市、区属各单位）共有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 1437 个。其中，医院 79 个，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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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站）121 个，卫生院 26 个，村卫生室 264

个，门诊部 178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730 个，

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6 个（专科精神病医院 4 家），专

科疾病防治院（所、站）2 个，妇幼保健院（所、站）

7 个，急救中心（站）3 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5

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31954 人。其中，执业医师和

执业助理医师 11332 人，注册护士 16159 人。共有医

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0710 张。其中，医院床位 17700

张，妇幼保健院（所、站）1123 张，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809 张，乡镇卫生院床位 328 张。

截止 12 月 31 日，全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645.64

万剂，其中第一剂累计接种 271.28 万剂，占 3 岁以上

人群 97.78%，占全人群 94.41%；第二剂累计接种

261.47 万剂，占 3 岁以上人群 94.83%，占全人群

91.56%；加强免疫剂累计接种 112.90 万剂。

（五）乡村振兴

2021 年，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取得新进展，打造出

海口东山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一批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基

地；推动海口美兰区入选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共建名单。品牌兴农战略大力推进，我市涉农知名商

标 4297 个，知名农业品牌持有量约占全省 40%。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琼山区获批全国第六批率

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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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市已成立海口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市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面积

1453.14 亩；今年完成农村户厕化粪池防渗漏改造

7000 户工作任务。开展消费扶贫促进扶贫农产品销售，

全市共举办线下消费扶贫集市 107 场，销售总金额

307.93 万元，贫困户受益 16584 户次；三专”消费扶

贫情况，其中：省级扶贫专馆 2 个,市县扶贫专馆 3

个,市县扶贫专区 6 个,消费扶贫专柜 78 个,共计销售

专三 613.10 万元。通过开展消费扶贫，拓宽了贫困户

农产品销路，极大促进了扶贫农产品产销。

（六）安全生产

2021 年度,全市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以录入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为准)51 起,死亡 47

人,与 2020 年同比减少 2 起、1 人,分别下降 3.8%、2.1%;

与 2019 年同比减少 20 起、4 人,分别下降 28.2%、7.8%。

三、国民经济各行业

（一）农林牧渔业

2021 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产值 135.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0%。其中，种植业 74.84 亿元，增长 1.3%；

畜牧业 31.33 亿元，增长 17.3%；林业 7.2 亿元，增

长 2.8%；渔业 12.19 亿元，增长 1.1%；农林牧渔服务

业 9.74 亿元，增长 6.9%。

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48.75 万亩，比上年下降

1.9%。粮食播种面积 29.9 万亩，比上年下降 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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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播种面积 4.27万亩，增长 2.8%。蔬菜播种面积 37.77

万亩，下降 6%。水果种植面积 26.75 万亩，增长 1.2%。

橡胶种植面积 17.53 万亩，增长 24.3%。胡椒种植面

积 5.29 万亩，与上年持平。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 10.23 万吨，比上年下降 2.9%；

油料作物产量 0.59 万吨，下降 11.9%；水果产量 24.3

万吨，增长 0.2%；蔬菜产量 50.26 万吨，下降 6.9%；

水产品产量 5.1 万吨，增长 3.9%。畜牧业生产止降为

升。生猪出栏量 39.42 万头，同比增长 116.3%；猪肉

产量 3.4 万吨，同比增长 130.01%。牛出栏 1.52 万头、

羊出栏 6.87 万只，分别下降 5.7%和增长 1.6%。

表 2:2021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早稻 万吨 4.32 -3.7

晚稻 万吨 4.20 -0.7

油料 万吨 0.59 -11.9

花生 万吨 0.53 -13.0

水果 万吨 24.3 0.2

蔬菜 万吨 50.26 -6.9

橡胶 万吨 0.37 -3.7

胡椒 万吨 0.5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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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和建筑业

1.工业

2021 年，我市工业经济整体稳步增长，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有 175 家，比上年增加 24 家；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640 亿元，同比增长 10.7%。其中产

值超十亿元的企业有 17 家，超亿元的企业有 100 家。

产值超亿元企业共完成工业产值 607.2 亿元，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94.9%。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完成产值 395.4

亿元，增长 1.5%；重工业完成产值 244.6 亿元，增长

4.5%，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 62:38。分行业看，医药

制造业完成 234.4 亿元，下降 2.9%；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完成 54亿元，增长 12.6%；汽车制造业完成 18.5

亿元，增长 111.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完成 71.4 亿元，增长 18.1%；食品制造业完成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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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9.4%；烟草制造业完成 36.1 亿元，增长

8.3%；农副食品加工业完成 41.6 亿元，下降 9.8%。

2021年，全市工业增加值 201.7 亿元，增长 14.8%；

其中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86.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5.9%；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623.5

亿元，增长 12.8%；全年规上工业产销率为 97.4%，比

上年增加 1.9 个百分点。

2.建筑业

2021 年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149.89 亿元，比

上年增长 0.4%。全市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单位

177 个，增长 6.0%。从业人员 3.9 万人，下降 14.7%。

本市资质内建筑企业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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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下降 13.8%；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249 万平

方米，增长 65.3%。

（三）房地产业

2021 年，全市房地产业完成增加值 162.7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1%。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 3369.06 万平

方米，与上年持平；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310.65 万平方

米，下降 4.6%。商品房销售面积 484.60 万平方米，

增长 4.5%；商品房销售额 766.87 亿元，增长 4.4%；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349.09 万平方米，下降 6.0%；

住宅销售额 572.50 亿元，下降 6.6%。

（四）旅游业

海口市多措并举鼓励和支持涉旅企业加快打造高

品质旅游品牌,着力增强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成功推

动海口市秀英炮台、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获评国

家 3A级旅游景区,海口丘浚文化公园获评国家 2A级旅

游景区。酒店品牌化管理持续强化,目前全市共有 42

家星级酒店,星级酒店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品牌初现,石山镇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永兴镇冯塘村等 5 个村庄入选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18 家乡村旅游点获评海南省椰级乡村旅

游点;16 家民宿获评海南省“金银铜”等级乡村民宿。

强化实施“文化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万春会、冼夫人

文化节、仲夏文艺季、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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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文化魅力进一步凸显。特色夜市激发夜游产品,寻尝

里夜市、金盘夜市打造成为集娱乐、餐饮、休闲等项

目为一体的“海口夜市”,形成品牌特色街区,塑造新

的旅游消费热点。海荟堂·全家福大礼包、椰香木鸡、

盐焗鸡、椰格格·JingleBell 铃铛包等一批海口特色

旅游商品荣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金奖。

2021 年底,全市旅行社达 443 家,住宿业 1348 家,

总客房 83221 间,A 级旅游景区 15 家。2021 年,海口市

接待游客 231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9.8%,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82%;旅游总收入 344.6 亿元,同比增长

56.1%,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97%。

（五）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

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056.98 亿元，

占全省比重为 42.3%，同比增长 26.5%。持续扩大离岛

免税政策效应，推动海口国际免税城建成开业，聚力

打造标志性城市名片及商业新标杆，助力海南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其中，免税销售额实现稳步增长，

今年我市免税销售额实现 139 亿元。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399.2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7.9%，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19.4%；住宿和

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55.04 亿元，增长 12.4%，占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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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

类增长 2.4%，饮料类增长 11.9%，烟酒类增长 27.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6.7%，化妆品类增长

33.6%，金银珠宝类增长 29.4%，日用品类增长 28.5%，

体育、娱乐用品类下降 17.0%，书报杂志类下降 11.2%，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35.9%，中西药品类下降

11.9%，文化办公用品类下降 6.7%，家具类下降 62.9%，

通讯器材类增长 143.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0.2%，

汽车类增长 14.9%，其他下降 10.0%。

（六）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

2021 年我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159.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4%。旅客运输量 6561

万人次，增长 10.2%；旅客周转量 386.76 亿人公里，

增长 7.2%；货物运输量 12434 万吨，下降 1.0%；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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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量 1552.91 亿吨公里，增长 3.7%；港口货物吞吐

量 10900 万吨，增长 4.1%；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201.09

万标箱，增长 2.0%。

2021 年我市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598.89 亿元，增

长 33.6%。其中，电信业务总量 584.99亿元，增长 34.2%；

邮政业务总量 13.90 亿元，增长 13.9%。至年末，全

市电话用户 455 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58 万户；移

动电话用户 397 万户，增加 4 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 147 万户。

（七）金融、保险和证券

2021 年 12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为 5839.73 亿元，比年初增加 675.62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2242.18 亿元，同比增长

9.1%；非金融企业存款 2261.06 亿元，同比增长 21.84%。

2021 年 12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 6839.17 亿元，比年初增加 348.14 亿元，同比增

长 5.4%。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5152.80 亿元，比年

初增加 368.02 亿元，同比增长 7.7%；短期贷款余额

1042.72亿元，比年初增加 13.33亿元，同比增长 1.3%。

2021 年，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11.6%,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日益成为第三

产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 年，原保险保费收入 134.06 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6.04%。其中财产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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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04%；人寿保险原保险保费

收入 55.42 亿元，同比增长 7.82%，健康险原保险保

费收入 29.55 亿元，同比增长 17.10%，意外险原保险

保费收入 3.77 亿元，同比下降 16.09%。

全 年 原 保 险 赔 付 支 出 52.3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88%。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 29.59 亿元，同比增长

8.46%，人寿保险赔付支出 8.24 亿元，同比下降 15.11%，

健康险赔付支出 13.81 亿元，同比增长 55.97%，意外

险赔付支出 0.69 亿元，同比增长 33.99%。

2021 年，海口证券经营机构总交易金额 38853.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其中股票交易额 24158.79

亿元，增长 9%。年末海口市证券账户开户 331.48 万

户，增长 12.7%。全年海口期货经营机构期货交易额

26772.35 亿元，增长 16.3%。

（八）会展业

2021 年，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这一国家级

展会在我市成功举办，带动了我市展览的发展，我市

全年共举办 30 场展览活动，同比 2020 年（24 场）增

长 25%，其中 1 万平方米（含）以上 3 万平方米（不

含）以下展览 24 场，3 万平方米（含）以上展览 8 场，

展览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同比 2020 年（60 万平方米）

增长 45%。我市成功举办首届消博会，带动会展业强

势复苏，2021 年，我市举办规模以上会议 512 场，同

比增长 61.01%，其中千人会议 51 场，同比增长 54.5%，



- 20 -

积极引进 2021UFI 中国会员年会、2021 酒业创新与投

资大会、世界华人保险大会暨国际龙奖 IDA 年会等具

有创新性、专业性会议活动落地海口。同时，消博会

期间我市签约项目共 38 个，涵盖塑料降解项目、数字

经济独角兽产业园、数字文化基地、旅游度假区项目、

珠宝钻石生产加工、消费品类跨境电商等，成功举办

了配套游艇展活动，游艇交易及意向投资金额超 5 亿

人民币，实现展会期间海口市企业利用自贸港游艇“零

关税”政策签约首单。

四、对外贸易和总部经济

（一）对外贸易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1 年我市进出口总额 47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9%。其中，出口 110.5 亿元，

增长 0.2%；进口 365.9 亿元，增长 41.1%。贸易逆差

255.4 亿元，上升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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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3+1+1”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产业链招商，

聚焦产业细分领域，结合自贸港政策，加强产业链精

准招商顶层设计，并按照传统产业“强链”、新兴产

业“补链”、未来产业“建链”的思路，统筹谋划产

业链招商，推动自贸港内外产业链对接融合。坚持龙

头企业招商和配套产业招商，大力引进和培育一批符

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集成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

产业链拉动作用大的领军企业，力争引来一个项目、

带来一串企业、形成一片产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集群发展。构建书记招商引资专题会例会机制，推

动市领导以及各区、各园区、市直各部门“一把手”

外出开展“点对点”招商和出面接待重要客商，基本

形成了招商的浓厚氛围。2021 年，全市签意向金额

1139.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54%；签实质合同金额

531.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06%；实际投资额 487.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43%；纳税额 101.39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1.44%；实际利用外资为 25.66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49%；我市签约实质合同数量 163 个，投资

额 531.02 亿元，主要涉及高新技术、现代物流、医药

健康、金融、数字经济等产业。

（二）总部经济

2021 年，新增总部企业 12 家，目前共有总部企

业 43 家,占海南省认定企业数量的 71.7%（海南省认

定总部企业共计 60 家）。2021 年累计实现税收约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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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总部企业类型包括综合型（区域型）总部企业

31 家，高成长型总部企业 11 家，预认定总部企业 1

家。

2021 年海口市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288878 万户，

比上年增长 134.97%，占全省的 58.04%。截止 2021

年 12 月底，全海口市市场主体 731615 万户，占全省

的 45.61%。

五、科技、文化和体育

（一）科技

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围绕医药、新材料、装备

制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

和战略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支持企业、高校院所围绕

产业链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展专利布局，培育高价值专

利组合 33 个，加快产业发展和提质增效。2021 年，

全市专利授权同比增长 55.5％，占全省 65.5％；截至

2021 年底，全市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1.96 件。

2021 年，全市强化政策引导，精准招引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力争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771 家，其中：

上市高企 18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

家、国家重点支持“小巨人”企业 2 家。预计 2021

年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 1000

亿元，同比增长超 202%。

目前，我市累计拥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101

家（省级实验室占全省比重 82%），市级及以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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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中心 111 家（省级中占全省比重 71%），

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超过 6 家，省级科研平台已超过

100家；获批省级院士创新平台 97家（占全省比重 71%）。

我市着力打造海口国际人才之家，设立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服务站点增至 3 个（江东新区、龙华区、复兴

城），设立海外引智站点 2 个，全面提升涉外公共服

务水平。2021 年成功引进设立外籍院士工作站 2 家，

2021 年签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共 822 件，同比

增长 34.2%。

2021 年，我市新增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 2 个，新增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2

个；预计全市 13 家融资担保机构新增担保业务 36.43

亿元，其中为我市 443 家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20.26 亿

元。

（二）文化

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海口市演有限公司全新打造的原创

舞蹈诗《锦绣家园》唯一代表海南参加第六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艺会演并摘得最高奖圆梦奖“最佳剧目奖”,

原创舞蹈诗《黎族家园》入选国家文旅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

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并通过专家验收。成

功入选由中宣部、国家文旅部、中国文联主办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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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创排了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现代琼

剧《石斛花开》。大型古装剧《花好月圆》,在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海口演艺事业的繁荣和

发展。海口市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王丽莹文学作品

《夏至之夜》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获得海南省旅游和文化体育厅举办

的“党旗永远飘扬”第 18 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舞

文 艺 会 演 暨 广 场 舞 展 演 活 动 ,选 送 舞 蹈 节 目 必 选

《HAPPY 自贸港》、自选《节日欢歌》荣获一等奖(省

级获奖);选送音乐节目《海南情怀》荣获三等奖。创

作《达达瑟》《鹿回头》《天堂鸟》《玉春堂》等精

品剧目,首推琼剧 4K 电影《喜团圆》,这是继 1962 年

首部琼剧电影《红叶题诗》之后海南戏曲百花园中涌

现的又一精品力作。电影故事影片《旋风女队》荣获

由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组委会颁发的“最佳中国儿童

片特别奖”;《房东》荣获中央宣传部教育局、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 30 分钟类二等优秀作

品。油画作品《祖屋的门廊》,获得“第五届海南省优

秀美术作品展”金奖;雕塑作品《家—守望》获得“今

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特别荣誉奖等;《村口》

(水彩画)获得第六届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金奖。“蒙

麓光艺术团队”被省委人才发展局认定为“海南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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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首批 100 个人才团队”,是全省文艺团体中唯一入选

的团队。

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36个,艺术表演场馆 9个,

博物馆 6 个,群众艺术馆 1 个、文化馆 4 个,文化站 43

个,公共图书馆 5 个。全年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 99.17%,

电视覆盖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 99.12%。公共图书馆藏

书量 96.22 万册。

（三）体育

2021 年,体育事业发展步伐加快。海口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体育系统先

进集体。我市培养的运动员参加国家级、省级比赛共

获得金牌 165 枚、银牌 106 枚、铜牌 95 枚。群众体育

活动覆盖面不断扩大、竞技体育影响力持续增强。亲

水运动季、沙滩运动嘉年华、足球、篮球联赛、广场

舞、健身太极等群众体育运动广泛开展。

六、环境保护

2021 年，我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总体良好，

一级优为 281 天，二级良为 78 天，三级轻度污染为 6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8.4%；PM2.5、PM10 浓度分别为

14 微克/立方米、28 微克/立方米，PM2.5 保持最低水平，

PM10、NO2、CO 浓度再创新低。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2 个，水质达标率为 100%。地表水国控考核断

面 4 个，水质优良率为 75%。地表水省控考核断面 9

个，水质优良率为 88.9%。城镇内河（湖）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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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个，水质达标率为 93.8%（其中：29 个省级考核断

面水质达标率为 93.1%。4 个市级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

为 100%）。国家认定的我市 19 个（21 处）黑臭水体，

2021 年 12 月份黑臭消除率为 100%。

注释：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为预计数，最终核实

数以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海口统计年鉴－2022》公布的数据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速

度按可比价格计算。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对三次产业进行划分；

3.本公报中部分指标合计数与分项数有出入主要是由于四舍五

入的原因，均未作机械调整。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江东新区规划建设数据来自市

江东新区管理局，价格和居民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

招商引资、总部经济、对外经济和会展数据来自市商务局，进出口数

据来自海口海关，货物、旅客运输及周转量、港口吞吐量数据来自市

交通港航局、粤海铁公司、南航海南公司、海航公司，邮电通信数据

来自市邮政管理局、移动海南公司、电信海南公司、联通海南公司，

旅游、文化和体育数据来自市旅文局，社会保险和就业数据来自市人

社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市医疗保障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医

疗卫生数据来自市卫健委，乡村振兴数据来自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

社，科技数据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科工信局，环境保护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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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和市园林环卫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市应

急管理局，金融机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保险保费

收入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证券交易金

额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市

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