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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每天能创造多少财富？每天
多少婴儿出生？每个江苏人一天花多
少钱？江苏人每天吃多少肉、蛋、菜、
奶？……11月9日，扬子晚报记者从
江苏省统计局获悉，《江苏统计年鉴
2021》正式发布，你关心的江苏数据
都在这里了。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赟

【经济】去年江苏人均GDP高
出全国平均数49231元

年鉴“从数字看2020年的江苏”
以及“江苏国民经济占全国的比重”等
数据显示，2020 年，江苏以占全国
1.1%的土地、6.0%的人口，创造了在
全国占比10.1%的GDP，为全国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江苏人均生产总值
达到 121231 元，高出全国平均数
49231元。

从“江苏的一天”的数据统计可以
发现，去年，江苏每天创造的财富——
每天地区生产总值为 280.65 亿元。
江苏城镇居民人均每天生活消费支出
84.38 元，其中食品烟酒花了 22.66
元。每天出生人数为1542人，每天死
亡1502人，平均每天有1345对新人
走进婚姻殿堂，平均每天644对夫妻
分道扬镳。

【人口】 苏州是全省唯一千万
级人口城市

近年来，江苏总人口呈低速增长

趋势。江苏去年年末常住人口数达到
8477.26 万 人 ，仅 比 2019 年 的
8469.09万人增加了8.17万人。

江苏哪些城市人口最多？从数据
来看，苏州依然是全省唯一一个超过
千万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数1274.96
万人；南京以总人口数931.97万人，
徐州以总人口数908.39万人分别位
居第二和第三名，江苏人口最少的城
市为镇江市，总人口为321.10万人。

从城镇人口比重来看，省会南京
以86.8%的比重位居榜首，是江苏城
镇化最高的城市。其次是无锡、苏州、
常州。

【工资】 四市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超11万

2020年，江苏全省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3621元，
比2019年增加了7094元。

数据显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是南京130155
元 ，其 次 是 苏 州 112926 元 ，无 锡
112490元、常州110783元，以上这些
城市也都是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
的城市。

【吃喝】 江苏人去年蔬菜消费
多了6.2斤，少吃了0.6斤肉

2020年，江苏人每天吃多少肉、
蛋、菜、奶呢？从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
要消费品消费量的统计来看，全体居

民平均每人吃的蔬菜及菜制品为209
斤，比2019年多吃了6.2斤；但吃的肉
类少了点，平均每人吃掉 50 斤，比
2019 年少吃 0.6 斤。奶和奶制品比
2019年多消费掉1.4斤，干鲜瓜果类
比2019年少吃了3斤。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江苏人
均住房面积达到53.1平方米，比2017
年多出 3.7 平方米。从不同地区来
看，住得最宽敞的仍是泰州人，城镇居
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59.3 平方米。
其次是南通和徐州，分别是52.2平方
米和51.7平方米。最小的是南京，城
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40.5平方米。

【花费】 苏州人生活消费支出
排第一，无锡人穿着支出大

江苏人的钱都花到哪里了？年鉴
数据显示，2020年江苏全体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26225元。在这其中，
江苏人在住、吃、行等方面的支出占前
三位，居住支出7506元，食品烟酒支
出7258元，交通通信支出3589元。

当然，上学、看病等支出也占不
少，2020年江苏全体居民教育文化娱
乐支出2298元，医疗保健支出2019
元。此外，江苏人在穿上的支出是
1450元，比2019年少花了123元。

从各地花钱情况来看，数据显示，
苏州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9005元，全
省排第一，可谓最能花钱的城市。其
次是无锡、南京。在穿着上，无锡人花
钱最多，人均一年花2678元买衣服。

南京将完成我省首个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11月9
日上午，记者从南京市“十四五”重点
专项规划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南京市“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已于近期正式印发。“十四五”期间，南
京将完成江苏省第一个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该项目是我国通信与信息
领域唯一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到2025年，科技创新成为南京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驱动力，科技创新整体
实力明显提升，产出一批原创性重大科
研成果，部分主要创新指标和整体创新
能力进入全球创新型城市行列。

《规划》对南京科技创新的空间形
态作出系统设计，既强化全域推进，又
强化重点突破，具体形态为“两区一廊
多组团”的全域创新格局。“两区”即重
点打造江北新区“自主创新先导区”和
南部片区“产业创新引领区”。“一廊”
即做大前沿引领、协同发展的紫东科
创大走廊，做强紫金山科技城、麒麟科
技城。“多组团”即以南京高新区15个
分园为主阵地，聚焦发展高科技、培育
新产业，培育若干特色优势明显、产业
耦合联动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何军透露，“十四五”期间，南京将重点
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项目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加快建
设、完成验收，并同时推动设施开放、
共享，产生更多前沿科技成果。“该项
目是我国通信与信息领域唯一的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江苏省第一个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我市加快引
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
力量。”截至目前建设进度、完成目标
任务均已过半。

“十四五”文旅发展首次提出“水+文化”特色文旅空间体系规划

6个“世界级”，成就江苏“诗与远方”

江苏人每天吃多少肉、蛋、菜、奶？
最新出炉的江苏统计年鉴告诉你答案

扬子晚报讯（记者 姥海峰 孔小
芳）11月9日下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举行《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提出到
2025年，江苏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有影响力的文旅精品
不断涌现，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优质便捷高效，文旅产业支柱性产业地
位进一步巩固，大众旅游、智慧旅游蓬
勃发展，推动江苏成为水韵人文魅力充
分彰显的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设置年
人均接受公共文化场馆服务6次左右、
居民人均外出旅游4.5次左右、旅游业
总收入1.7万亿元左右等18个指标和
规划目标。

发布会上，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拾峰对
《规划》进行发布并解读。“《规划》提出
10项重点任务，包括优化文化和旅游
发展布局、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助
力构筑艺术精品创作高地、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高质高效、加强文化遗产研究保
护传承利用、深化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打造国际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
持续提升‘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影响力、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推动文
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拾峰介绍，为
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落地，《规划》设置
19个专栏，提出一系列工程项目、载体
平台和行动计划作为抓手，特别是对筹
建江苏戏剧学院、推动南京博物院故宫
馆建设和故宫南迁文物库房改造、高水
平建设运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专

门设置了专栏，并遴选90个重大项目，
形成《“十四五”时期江苏文化和旅游重
点项目表》。

规划将优化文旅空间布局摆在显
著位置，规划突出江苏“水+文化”鲜明
融合特质，首次提出以江海河湖为脉
络，以省域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谋划
建设“两廊两带两区”特色文旅空间体
系，即6个“世界级”——培育打造世界

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世界级滨海
生态旅游廊道、扬子江世界级城市休闲
旅游带、陆桥东部世界级丝路旅游带、
沿太湖世界级生态文化旅游区、沿洪泽
湖世界级生态文化旅游区，让旅游胜地

“明珠颗颗镶嵌”，形成“棋盘落子式”全
域诗画美境。

规划提出了要打造文物保护利用
的江苏模式，走出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

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径。“十四五”期间
将推进《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的修订
工作。并持续推进文物活化利用，推出
一批大运河、长江等专题文化遗产旅游
和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同时将创建一
批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推出一批红
色旅游线路和研学产品，通过革命文物
展示和红色基因传承主题活动，用好红
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规划提出举办戏曲百戏（昆山）盛
典，实施新金陵画派青年人才培养计
划；启动实施公共文化“双千计划”，即

“十四五”期间培育1000支优秀群众文
化团队、打造1000个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和智慧旅游也
是规划的十项重点任务之一，规划中提
出创造云旅游、云演艺、云娱乐、云展览
等“网络体验＋消费”新场景，打造一批
省级及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江苏旅游的耀
眼底色。《规划》提出实施文化和旅游融
合品牌培育计划，推动艺术作品在各类
文旅空间展示展演，鼓励省级非遗创意
基地、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开发旅游体验
产品、文创旅游商品。迭代升级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旅游民宿、文化遗产旅游
等已有融合业态，打好“城市+乡村+景
区”组合牌，将培育以运河风情、滨海湿
地、江畔休闲、江南水乡、竹海茶田等为
主题的乡村旅游集聚区，建设“水韵江
苏·美好乡村”品牌集群，提出深入推进

“文旅+科技”，加快发展数字艺术、虚
拟展厅、高清直播、沉浸式体验等新型
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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