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全

区上下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战略决策，坚持实谋至

上、实干至上、实绩至上，深入践行建设全域中央商

务区战略目标，补短板、强优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社会事业积极推进，效益效率稳步提升。

一、综合

经济总量。

2017

年，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60.52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5.4%

。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

2017

年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33.67

亿元，同比下降

8.9%

；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

826.85

亿元，同比增长

6.1%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上年的

0∶4.68∶95.32

调整为

0∶3.91∶96.09

。

财政收支。 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

151.25

亿元，

同比增长

11.33%

， 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04

亿元，同口径增长

9.28%

。 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35.16

亿元，同比增长

8.06%

。 其中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32.07

亿元，同比增长

6.7%

，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中财政民生支出比重达

81.68%

。

五大产业。 商贸、金融、文创、健康、信息五大主

导产业稳步发展。

商贸业。 实现商贸业增加值

180.26

亿元，同比

增长

5.4%

。

2017

年成功创建武林商圈为省级智慧

商圈试点，不断完善智慧商圈建设，智慧商业、智慧

停车、智慧金融等模块功能逐步实现，商圈智慧化跨

上新台阶。

金融产业。 实现金融产业增加值

238.80

亿元，

同比增长

6.9%

。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及

P2P

风险专

项整治，出台企业上市综合性实施意见，全年新增上

市

(

挂牌

)

企业

4

家。

文化创意产业。

2017

年实现文创产业增加值

166.41

亿元，同比增长

10.5%

。目前已建有市级文创

园区

4

个，市级文创楼宇

6

个；区级文创园区

11

个，

区级文创楼宇

14

个。

2017

年成立了总规模

5

亿元

的杭州市首个城区文创基金———“杭州下城文创基

金”；成功举办了“大趋势：城市国际化”高峰论坛；完

成了“

2016

年度下城区文化创意竞争性分配资金扶

持项目”申评工作，共立项

24

个项目，总扶持金额为

320

万元。

健康产业。 实现健康产业增加值

65.77

亿元，同

比增长

13.3%

。 大力推进以龙头骨干企业为牵引的

健康产业园建设， 发挥企业行业引领和资源整合优

势，艾博健康产业园、英特健康产业园、维健医药健

康产业园进一步发展壮大。

信息经济。 实现信息经济增加值

86.27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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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2.6%

。 全省首个互联网影视产业园落户下

城；电竞数娱小镇建设正式启动，新增上云企业超过

2500

家，

17

家企业入选杭州市云服务商名录，

3

家

企业入选首批省级上云标杆企业，

2

个平台入选首

批省级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

二、服务业

2017

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826.85

亿元，同比增

长

6.1%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96.09%

。 现代服

务业比重达到

71.87%

。

三、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商贸销售额

5424.6

亿元，同比增长

15%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11.49

亿元， 占全市零售额的

19.44%

，绝对额和增量全省领先，同比增长

10.1%

。

2017

年末拥有区属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38

个，

其中，农副产品市场

23

个，工业品市场

10

个，生产

资料市场

1

个，生活要素市场

2

个，服务市场

2

个；

全年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

210.27

亿元。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0.95

亿元，其中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

116.14

亿元，同比增长

26.51%

。 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看， 第二产业投资

1.84

亿元；第

三产业投资

149.11

亿元。

五、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

2017

年， 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54.49

亿

元，同比增长

9.07%

；销售产值

54.33

亿元，同比增

长

7.71%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42.16

亿元，同比增长

9.20%

；销售产值

42.00

亿元，同比

增长

7.44%

；新产品产值

15.87

亿元；实现工业增加

值

12.94

亿元，同比增长

5.5%

；规模以上企业万元

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为

5.4%

。

建筑业。

2017

年，全区建筑业总产值达

171.67

亿元，同比增长

20.4%

；竣工产值

48.35

亿元，同比

下降

58.29%

。

六、外贸出口、服务贸易、招商引资

外贸出口。

2017

年， 全区实现自营出口总额

156.38

亿元，同比增长

10.2%

。

服务贸易。

2017

年，全区实现服务贸易出口额

118

亿元，完成率

107.63%

，其中服务外包离岸执行

额

31

亿元。

招商引资。

2017

年，全区共引进内资企业

3408

家，到位资金

245.24

亿元。 其中引进杭外企业

2464

家，到位资金

228.91

亿元，同比增长

22.20%

。 引进

到位外资累计

4.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0.67%

。 引进

浙商企业到位资金

109.81

亿元，同比增长

18.45%

。

引进世界

500

强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杭州分行、 摩根

士丹利募集设立长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华润置地

投资杭州中心项目等

3

个，招引龙盈互联网、怡亚通

深度供应链管理等全国

500

强项目

5

个。 推进仟和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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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云集共享科技等龙头企业增资扩股和产业项

目共建。

七、教育和科技

教育。 全区现有各类教育机构

72

个

(

含民办、部

门办、街道办幼儿园及民办培训机构

)

，其中：中学

14

所，小学

17

所，幼儿园

39

所，特殊教育学校

1

所，教

师教育学院

1

所。在校学生人数

54407

人，其中幼儿

园在校学生

16158

人，小学在校学生

26629

人，普通

中学在校学生

11535

人， 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85

人。

教职工人数

5171

人。 全区等级幼儿园覆盖率保持

100%

。 深入实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落实《教育品牌发展战略行动

2020

》，全面培育教育

品牌。成功举办

2017MMUN

模拟联合国杭州国际青

少年峰会、武林汇教论坛等，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教

育厅等签署合作备忘录。

科技。 全区申请专利达

5077

件， 专利授权量

2753

件，新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6

家、省级科

技型中小企业

86

家；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率

达到

37.64%

。 全区拥有众创空间

13

个，新培育国

家级众创空间

3

个； 拥有市级以上孵化器

5

个，新

培育

2

个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面积达

7

万余

平方米。

八、文体和卫计

文体。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动态评估体系”正式

入围第四批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顺

利通过省第三批公共文化示范项目验收； 发布国内

首个《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白皮书》和《公共

文化服务满意度蓝皮书》。“个性定制”的公共文化服

务先进经验两次被《人民日报》刊登，“

1+N

”标准化

体系建设获文化部高度认可。 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排

名保持全省第四位。 积极打造“武林文化”城市特色

文化品牌，举办“武林文化节”系列品牌活动。建成开

放区级非遗中心，举办非遗展示体验活动。全年开展

文化体育活动

1923

项，到场观众

22

万人次。

卫计。 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256

个， 实有床位

5447

张，卫生技术人员

4879

人。 深化智慧医疗改善

基层就医体验， 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

16.1

万人，

计划生育率

99.25%

；无孕产妇死亡。

九、人口、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

人口。

2017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403170

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

403170

人。

2017

年，全区人口出生率

12.16‰

，死亡率

13.89‰

，自然增长率

-1.74‰

。

人民生活。 据杭州市统计局调查，

2017

年城镇

指 标 年末人口数 同比（

%

）

总人口数

40.32 0.12

其中：男性

20.03 -0.35

女性

总人口中非农人口

20.29

40.32

0.59

0.12

2017

年人口数及构成

单位：万人

表

9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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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杭州市

)

为

56276

元，比上年

增长

7.8%

。

社会保障。全区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

别达

98.63%

和

98.99%

。 完善“春风常驻”帮扶政策，

落实各类帮扶资金

6679.72

万元。 开展养老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 建成

4

个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日间

照料中心。 至

2017

年底， 全区共有社会组织

2432

个， 落实

77.1

万元社会组织扶持资金。 提升改造

4

家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新增

8

个社区老

年食堂

(

助餐点

)

。 全区养老床位数达到

4667

张，每

百位老人拥有床位数达

4.3

张。全区

2.5

万名高龄老

人享受意外伤害保险，

1.3

万户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

享受家电统保服务。

劳动就业。

2017

年， 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20437

人，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

9727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

员安置

3099

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5%

以内。开展

综合性人力资源招聘会

12

场，发布岗位信息

2.6

万

条。 启动新一轮“

513

武林英才”培养计划，继续实施

区“

258

”人才培养工程，首次建立区“

258

”人才培养

人选导师制度。 做好杭州市新引进应届高学历毕业

生生活补贴发放工作，已受理申请

1112

名，落实毕

业生生活补贴

2255

万元。

十、城建城管、平安建设和环境保护

城建城管。 全区总计拆除违法建筑

63.28

万平

方米，完成年度任务

253.12%

。探索推进“四个一批、

分类处置”小餐饮油烟治理模式。圆满完成中央环保

督察迎检工作，在市相关考核中获第一名。开展小区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实行“红黑

榜”激励机制，创新设立垃圾桶“一长五标准”。 完成

7

座公厕、

11

条道路、

60

座垃圾房的提升改造，建立

重点道路

24

小时保洁机制。创新电子围栏等共享单

车管理模式。

平安建设。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

步发挥以“武林大妈”为代表的群防群治作用。 扎实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 探索推进安全生产社

会化服务。 在全市率先实行

858

幢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一楼一档一人”制度。 为

2.6

万户家庭免费更换

瓶装煤气软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区治

安警情同比下降

18.3%

。 推进“四平台”和“全科网

格”建设。深化大调解格局，依法化解信访矛盾。妥善

解决吴宅商户腾退等历史遗留问题。 实现省级平安

区“十二连冠”，夺得“平安金鼎”。

环境保护。完成中河东河雨污分流、东新河整治

等

76

个项目，实现

1

个省控断面和“

22+3

”个劣五

类水体的整体消劣，全区

81%

河道水质在四类及以

上。 在全省首推雨水边窨井“井长制”管理。 强化环

境执法监管，开展“铁拳”专项行动。共计出动监察人

员

1314

人次，检查企业

778

家，立案查处

12

起。 向

公安移交

2

起环保违法案件， 当事人分别被行政拘

留

10

天及

12

天。 完成

172

个单位的排污费核定征

收工作，共征收排污费

200.45

万元。屋顶绿化

0.6

万

平方米， 新增绿化

4.2

万平方米， 共三个季度全市

“双最”公园评比排名第一。

注：

1.

本公报为年报调整后数据；

2.

户籍人口数为公安部门年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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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表

2017

年下城区生产总值及重点产业增加值

项 目 实 绩（亿元） 增 幅（

%

）

一、地区生产总值

860.52 5.4

第二产业增加值

33.67 -8.9

第三产业增加值

826.85 6.1

二、重点产业增加值

商贸业增加值

180.26 5.4

金融产业增加值

238.80 6.9

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166.41 10.5

健康产业增加值

65.77 13.3

信息经济增加值

86.27 12.6

说明：地区生产总值（

GDP

）增幅为可比价增幅

2017

年下城区规模以上工业、建筑业经济指标

项 目 实 绩 增 幅（

%

）

一、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亿元）

8.28 5.5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

5.66 8.80

总产值（亿元）

42.16 9.20

新产品产值（亿元）

15.87 11.37

新产品产值率（

%

）

37.60

—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亿元）

31.94 8.58

销售产值（亿元）

42.00 7.44

出口交货值（亿元）

7.06 25.53

高新技术产业销售产值（亿元）

31.12 5.99

利润总额（亿元）

1.61 17.95

二、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171.67 20.40

表

10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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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年鉴

2017

年下城区国内贸易情况

项 目 实 绩 增 幅（

%

）

商贸销售额（亿元）

5424.60 15.0

批发零售业（亿元）

5347.20 15.1

住宿餐饮业（亿元）

77.40 1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111.49 10.1

批发零售业（亿元）

1037.43 10.5

住宿餐饮业（亿元）

74.06 5.2

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亿元）

120.27 -26.0

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个）

38

—

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亿元）

210.27

—

2017

年下城区对外贸易、招商引资情况

项 目 实 绩 增 幅（

%

）

一、对外贸易

自营进出口总额（海关统计）（亿元）

248.39 21.90

进口总额（亿元）

92.00 48.70

出口总额（亿元）

156.38 10.20

二、招商引资

杭外到位资金（亿元）

183.30 11.00

到位外资（亿美元）

4.12 0.67

浙商到位资金（亿元）

109.81 18.45

2017

年下城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分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行 业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1.72 7.7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4.54 0.62

房地产业（除房地产开发经营）

18.75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73.38 46.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65.14 14.6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9.17 0.7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12 0.14

教育

7.19 0.59

卫生和社会工作

24.88 1.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2.0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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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下城区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情况

项 目 计量单位 实 绩 增 幅（

%

）

一、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50.95 2.0

（与任务比增长

19.8%

）

（一）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投资 亿元

1.84 374.1

第三产业投资 亿元

149.11 1.1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116.14 26.5

（二）按投资主体分

国有投资 亿元

69.99 28.7

非国有投资 亿元

80.96 -13.5

其中民间投资 亿元

77.11 -7.5

二、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情况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264.87 -0.3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63.51

—

商品住宅竣工套数 套

1481

—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30.62 -14.1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3.71 -13.3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101.64 24.1

其中住宅销售额 亿元

62.38 24.0

商品住宅销售套数 套

984 -27.1

2017

年下城区财政收支情况

项 目 实 绩（亿元） 增 幅（

%

）

财政总收入

151.25 11.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04 9.3

增值税

30.34 38.3

营业税

0.02 -99.7

企业所得税

15.02 16.3

个人所得税

10.54 32.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16 6.7

（梁 露 徐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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