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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在 2019 年
突破 3000 亿元后，于 2022 年突破
4000 亿元。2023 年，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4398.07 亿元，是 1949
年的 4398 倍；全国城市排名跃升
至 第 68 位 ，比 建 市 初 提 升 了 78

位 。 其 中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389.50 亿元，是 1949 年的 541 倍 ；
第二产业增加值 1941.95 亿元，是
1949 年 的 27737 倍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2066.62 亿 元 ，是 1949 年 的
9394 倍。

75年来，宿迁全市上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
合实力显著增强。特别是1996年建市之后，宿迁发展的层次更高、平台
更大、空间更为广阔，多项经济指标增幅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一、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结构明显改善

1949年以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情况图
（单位：亿元）

建国初期，全市三次产业构成
为 71.9：6.5：21.6。经过 75 年的发
展，2023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调
整为 8.9:44.1:47.0。2023 年与 1949
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63 个
百 分 点 ，第 二 、三 产 业 分 别 上 升

37.6 和 25.4 个百分点。其间，2002
年二产增加值首超一产；2004 年
工业增加值首超一产，三产增加
值首超一产；2009 年一产增加值
占比首次低于 20%；2018 年三产增
加值首次超过工业。

1949与2023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情况图
（单位：%）

建国初期，解决群众“温饱”
成为工作重点。1958 年起全市推
广“旱改水”，奠定了宿迁粮食生
产的良好基础，群众生活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75 年来，依托科技
进步和工业发展，千百年“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被科学种
田、机收机种取代。2023 年全市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673.89 亿 元 ，
是 1949 年 的 275.1 倍 。 其 中 粮 食
总 产 量 412.97 万 吨 ，是 1949 年 的
10.7 倍；水产品总产量 31.68 万吨，

是 1949 年 的 102.2 倍 。 农 产 品 产
量显著提高，极大地丰富了市场
供应。同时，农业产业化加速推
进，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施农
业、家庭农场等农业新特色快速
发展。全市明确以“三群四链”为
主攻方向，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上
规 模 、提 能 级 、增 效 益 。“ 宿 有 千
香”赋能农业发展，打造了“霸王
蟹”“蟹园米”等具有代表性的品
牌“拳头产品”，不断激发现代农
业发展新动能。

二、农业生产趋于稳定，产品产量显著提高

建国初期，“江苏玻璃厂”“宿
迁化肥厂”“宿迁磷肥厂”等规模较
大的国有企业奠定了全市工业经
济的基础。80 年代后，乡镇工业异
军突起，“耿车模式”就是这一时期
闻名全国的首创。建市后，市委、
市政府提出“全面深化各项改革，
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接轨”，拉开了企业改革大幕。进
入新世纪，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
招商引资，集中主要精力实现工业
突破，极大地激发了发展工业经济

的积极性。宿迁以建成长三角先
进制造业基地为城市定位，积极构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逐步将产业体系优化调
整为“615”产业体系，由新能源、高
端纺织、绿色食品、机电装备、绿色
家居、新材料六大产业集群，引领
膜材料、晶硅光伏、激光光电、化学
纤维等15条产业链，促进新兴产业
集群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市实
现全部工业增加值1614.18亿元，是
1949年的32284倍。

1949年以来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情况图
（单位：亿元）

三、工业生产迅猛发展，产业层次不断提升

四、各项投资显著增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解放初期，宿迁人民按照“一
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投身
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农村纵横交错的干支渠等农田水
利网络初步建成，一批规模大、带
动力强、贡献突出的工业企业迅
速崛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
工业、商品流通及教育医卫领域成
为投资重点，一批国民经济的领军
企业及重点单位如雨后春笋般在
宿迁大地涌现。“百货大楼”“人民
商场”“工农兵商场”“轻工市场”等
老商业网点迅速建成；“城北小学”

“工农兵小学”“矿山中学”“宿迁师
范”“宿迁技校”等各类学校相继建
立；“中医院”“军人疗养院”和各乡
镇卫生院等陆续建成。

建市以后，在国家“扩大投资、
启动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

下，城市交通、工业园区建设投入
迅速增长，城市功能逐渐完善。徐
宿淮盐高铁 2019 年建成通车，宿
迁进入“高铁时代”，拓宽了对外交
流渠道。潍宿高铁如期开工，连宿
高速一期建成通车，迎宾大道、北
京路快速化改造竣工投用，酒都
路提升顺利推进，宿连航道加快
建设，内外交 通 加 速 成 环 成 网 。
不断增强园区引领力，全市现有
3 个国家级开发区，持续深化南
北合作共建，苏宿工业园区实现
省考“十三连冠”。学校医院投
入不断加大，居民小区、大型购物
场所、商业街林林总总，城市功能
显著提升，先后创成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城市等。

五、商贸领域不断改革，新兴主体活力显现

建国初期，国家对个体私营商
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有制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供销、物资、粮食
等部门成为流通领域主角。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多种经济成分、
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流通以及少
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的改革模
式，为城乡市场注入了无穷活力。
建市后流通领域发展最为迅速，先
期有幸福路、中山路、宿迁义乌国
际商贸城、金鹰、宝龙等商业集中
区，近年来在东、西部分别形成了
万达、吾悦等城市商圈，促进消费
提质扩容。聚力打造“电商名城”，

成功举办六届运河电商大会，推动
网络零售额快速增长。2023 年，全
市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587.39 亿 元 ，是 1949 年 的 5291.3
倍。全市完成快递业务量 7.29 亿
件，实现快递业务收入38.11亿元。

宿迁骆马湖旅游度假区创成
淮 海 经 济 区 首 家 国 家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牛 角 村 欢 乐 田 园 度 假 区 、
朱海康养旅游度假区、龙运城等
项目的建成使用，打造了一批亲
子 、休 闲 的 旅 游 基 地 ，为 本 地 居
民和各地游客准备了丰盛的“宿
迁文旅大餐”。

1949年以来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图
（单位：亿元）

六、对外交流日趋增多，国际贸易快速增长

建国初期，宿迁主要出口商品
山羊板皮、蜂蜜、薄荷油、白厂丝、手
绣真丝被面等，均交由省进出口公
司代为出口。80年代各地陆续建立
外贸公司，茧丝绸、食用菌、蔬菜、罐
头、地毯、服装、机械等不但由本市
外贸公司出口，还确定了定点出口
基地和企业。建市以后，宿迁实现
了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的历史性
转变，自营出口企业从无到有，对外
交流途径逐步拓宽，外向型经济发

展取得较好成效。推进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建设，全市获批省级跨境
电商产业园 3 个，海外仓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2023 年跨境电商交易额
达20亿元。

2023 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88.12 亿美元，是 1988 年的 1468.67
倍。其中，出口总额 79.31 亿美元，
是 1988 年的 1321.83 倍。实际利用
外 资 4.73 亿 美 元 ，是 1992 年 的
3941.67倍。

七、金融供给保障有力，财政收支结构优化

建国之初，宿迁金融业基础十
分薄弱，直至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各
领域发展迅猛，资金需求量与日俱
增，金融体系日益完善。1978 年以
来，我市金融机构调度资金规模逐步
扩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显著增
强。2023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款余额达5932.03亿元，是1978年
的5815.72倍；各项贷款余额6014.01
亿元，是1978年的2132.63倍。

建国初期，宿迁市工商业极不
发达，全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
农业。随着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财政收入状况逐年好转。尤其
是建市以后，全市财政收入步入快
速增长时期，收入结构不断改善，增
幅持续位居全省前列，民生保障支
出明显增多。

2023年，全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302.0 亿元，突破 300 亿元，是
1997年的70.89倍。实现一般预算支
出 641.84 亿元，教育支出 105.84 亿
元，占一般预算支出16.5%；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86.34亿元，占一般预算
支出 13.5%；卫生健康支出 64.50 亿
元，占一般预算支出10.0%。

建市以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图
（单位：亿元）

数说75年——你好，宿迁

1949年 2023年

1949年以来全市农业总产值情况图
（单位：亿元）

1949年以来全市粮食产量情况图
（单位：万吨）

新征程上，宿迁将锚定既定目标，凝聚磅礴力量，坚持实干笃行，致力共
同富裕，矢志多作贡献！

八、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75 年来，宿迁用了前 30 年的
时间基本解决了全市人口的温饱
问题，又用了后 45 年的时间增强
实力、改善民生。2023 年，全市实
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756
元，是 1949 年的 431.6 倍；实现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679 元，
是 1949 年的 822.6 倍。2023 年，全

市恩格尔系数 29.6%，比 1996 年下
降 27.5 个百分点。城市居民人均
住宅面积 46.9 平方米，是建国初期
的 7.8 倍；农村人均住宅面积 53.4
平方米，是建国初期的 4.6 倍。居
民物质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实现
了由解决温饱奔向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1949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图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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