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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1》共分为：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中
国城市单项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三级指标分值；中国城市成长竞争力三级指标分值；
中国30个最具竞争力城市点评等七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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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8.10、香港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11、广州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12、杭州城市成长竞争力
点评分析8.13、澳门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14、南京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15、沈阳城市成长
竞争力点评分析8.16、宁波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17、济南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18、厦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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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分析8.27、佛山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28、长沙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8.29、东莞城市成长
竞争力点评分析8.30、郑州城市成长竞争力点评分析附录附录一、中国城市（城区）竞争力比较评估
指标体系说明1.1、单项竞争力指标体系说明1.2、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的数据采集及评价赋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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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产业结构也不断趋于合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
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42.02亿元，增长4.1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327.7 6亿元，增
长13.6 ％，其中工业增加值2005.2 6亿元，增长14.5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540.5 7亿元，增长13％。
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9.5 ％和49.6 ％；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8 ：46.5 ：50.7 。
2010年，全市工业企业实现了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8536.8 亿元，增长27.8 ％；实现利税总
额922.9 7亿元，增长30.5 ％，其中利润总额467.9 7亿元，增长43.2 ％，呈现出利润增幅高于利税增幅、
利税增幅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的良好发展态势。
同时，2010年，对外贸易呈现出强劲的恢复性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的规模已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水平并创出历史新高。
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456.01亿美元，其中出口248.8 5亿美元，分别增长35.1 ％和34.8 ％。
出口产品的结构进～步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速较快，分别比上年增长36.6 ％和36.3 ％，
占全部出口规模的81.5 ％。
虽然2010年，南京市财政金融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但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1至11月，南京市人民币、
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同比增幅接近18％，贷款余额同比增幅16％左右。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2010年，全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12元，比上年增加2808元
，增长11％。
其中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分别增长6.8 ％、23.8 ％、1.5 ％和17.3 ％。
南京地理位置优越，环境资源区位竞争力排名保持全国前列。
南京港是全国第一大内河港口、长江沿岸仅次于上海外高桥和苏州港的第三大集装箱港。
2008年货物吞吐量1.1 1亿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9万标箱。
港区全长98公里，有64个泊位，其中16个可停靠万吨级船舶。
南京第一条地铁于2005年9月3日正式运营，目前通车地铁里程为85公里。
到2014年底，南京将拥有240公里的线路，到2030年南京市的轨道交通线网将由17条地铁、轻轨线构成
共计655公里的网络。
南京是中国重要的科研和教育基地。
人力资本教育竞争力继续增强，达到全国第7位。
南京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五大城市之一、华东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
南京拥有的国家重点学科列各城市第三位。
现有中科院、高等院校、部、省、市及企业所属各类自然科学研究和开发机构近600家，研究领域涉及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各大门类，科研设施先进，科研开发实力雄厚。
拥有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代表国家一流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百余个，其中
国家实验室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
拥有体系完善、功能齐全的科技服务网络，其中科技推广、科技信息、科技出版、专利、标准、计量
、检测等专门科技服务机构百余家。
各类科技协会、学会400余个，其中省、市级学会200个。
南京拥有科技人员近40万人，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英才。
南京汇聚了各类人才，科技竞争力也是位居全国前列。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引进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35名，实施“紫金人才”计划和“千企升级”计
划。
组建物联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新材料研究院，成立7家省市级产业联盟。
在宁高校院所就地转化科技成果2060项。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3251亿元，增长22.2 ％。
颁布实施《南京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76.8 9亿元。
2010年，全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科教强市战略，全年专利申请总量达19275件，增长35.5 ％；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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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7461件，占专利申请总量的38.7 ％：授权专利总量达9150件，增长39％；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487
件。
完成高新技术产业投资490.04.亿元，同比增长60.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7.9 个百分点。
全市2010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3250.8 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8.2 ％，比去年增长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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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1》是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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