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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 

——“十三五”时期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五年来，天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笃定高质

量发展不动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不

断巩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

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一、经济运行保持平稳，综合实力稳步

提升 

五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重冲击，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落

实国家和天津市各项稳增长政策措施，经济总量和质

量效益稳步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韧性不断增强。 
经济总量稳中有增。全市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10879.51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4083.73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 3.8%，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特别是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前所未有冲击和挑战，全市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经济运行呈逐季加快恢复态势，2020 年全

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5%，增速好于预期。 
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税收比重显著提升。2020 年，

全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达到

78.0%，比 2015 年提高 18.8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稳步

增加，财政收入质量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

实财力保障。能源利用更加高效、清洁。以能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6-2019
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累计下降 0.9%，年均下降 0.2%，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16.6%，“十三五”时

期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16.0%；大

力推动传统能源清洁低碳利用，2019 年全市煤炭消费

总量 3766.11 万吨，比 2015 年减少 17.0%，煤炭占一

次能源比重为 38.7%，累计下降 11.3 个百分点。 

二、产业体系优化提升，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 

五年来，天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加快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着力构建与

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服务经济体系，基本形成

了农业基础稳固、工业提质增效、服务业发展蹄疾步

稳的格局，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5年的 1.5∶41.3∶
57.2 调整为 2020 年的 1.5∶34.1∶64.4。 

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势头良好。建成高标准农田

336 万亩，建设提升一批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机械

化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到 90%以上。大力实施小站稻振兴计划，小站稻种

植面积由 2016 年的 30 万亩增加到 2020 年的 80 万亩，

2018 年以来小站稻产量年均增长 16%。农业亩均效益

明显提升，2020 年粮食平均亩产 434 公斤，比 2015
年增加 85 公斤，年均增长 4.5%，粮食平均亩产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52 公斤，粮食总产量自 2016 年起连续

五年稳定在 200 万吨以上，粮食安全基础夯实。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通过规划建设休闲农业精品线路，推

动农家乐、民俗村、休闲农庄等业态蓬勃发展。突出

“一村一品”特色，打造市级农业创业创新园区和基

地 88 个，培育创业创新新型经营主体 2417 个，初步

形成“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一园一景”的集群效应。 
工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十三五”时期，天津瞄

准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目标，不断提升高端装备、

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高端装备形

成了以海工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等为代表的

产业集群，汽车产能和配套能力大幅提高，航空航天

产业形成了“三机一箭一星一站”产业格局，2020 年

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1.8%。先

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成功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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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动力电池两个集群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集

群。“十三五”时期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9%，

快于规上工业 3.3 个百分点；2020 年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上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50%，达到 52.5%，比 2015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势最强，增

加值年均增长 7.1%，占规上制造业的比重由 10.4%提

升到 17.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分别为 12.0%、9.3%、5.0%和 2.5%，占比均

有不同程度提升。冶金行业比重下降明显，2020 年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加值占规上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 6.4%和 1.1%，

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5.1 个和 2.4 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加快提质。“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 5.1%，快于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1.3
个百分点，2020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

重比 2015 年提升 7.2 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由 49.4%提高到 59.4%，服务业成为全市经济发

展的主动力。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

领域的应用，以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现代信

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服

务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4.6%，2020 年末中外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

款余额双双超过 3 万亿元，分别为 34145.00 亿元和

38859.42 亿元，分别年均增长 3.9%和 8.4%。租赁商

务、科技服务、软件信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聚集发展，

飞机、国际航运船舶、海工平台租赁业务领跑全国，

租赁跨境资产占全国 80%以上，“十三五”时期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 24.8%、

14.7%和 6.8%，均快于服务业年均增速。现代物流加

快发展，2020 年全市快递业务量达 9.28 亿件，是 2015
年的 3.6 倍，年均增长 29.3%。成功举办世界智能大

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国际矿业大会、亚布力论坛夏

季峰会、全国糖酒会、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津洽会等大型展会，会展经济

规模品质双提升。 

三、内需引擎作用稳定，内部结构优化

升级 

五年来，天津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积极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

力，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增强内需动力，夯实经

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有效投资支撑有力。“十三五”时期，天津贯彻落

实一系列“稳投资”政策，强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规模，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持续发

挥投资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强弱项作用，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年均增长 4.8%。基础设施

投资力度加大，年均增长 6.5%，快于全市投资 1.7 个

百分点，其中以轨道交通建设为主的道路运输业投资

年均增长 13.8%。教育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教育投资

年均增长 24.6%。投资向高端领域延伸拓展，高技术

产业投资年均增长 2.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

增长 2.6%，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 1.6%。 
消费市场扩容升级。“十三五”时期，天津着力改

善消费服务环境，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

展服务消费，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2016-2019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6%。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5.1%。

升级类商品消费增加，智能低碳商品消费增势强劲，

2020 年汽车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单

位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分别比 2015 年提高 5.9 个和 0.3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零售额分别同

比增长 47.9%和 33.1%。金街纳入全国首批步行街改

造试点，大悦城、天河城、爱琴海、鲁能城、陆家嘴

等商业综合体加速发展，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品质持续

提升，711、便利蜂、罗森等 24 小时便利店遍地开花，

蓟州区、和平区、中新天津生态城被评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十三五”时期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 17.4%，占限额以

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 2015 年的 8.9%提高到

2020 年的 15.2%。 

四、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发展活力加速

释放 

五年来，天津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简政

放权步伐，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市场动能，

实施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培育

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十三五”时期，出台实施“津

八条”“民营经济 19 条”及 32 项配套措施、“海河英

才”行动计划、《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制定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深

入推进“一制三化”改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 个

工作日以内，实现“32 证合一”，除特殊事项外政务



 

 15

服务事项全部实现“一网通办”，网上实办率达到 98%，

财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大幅减税降费累计超过 2800
亿元，自贸试验区向全国复制推广 37 项试点经验和实

践案例，占全国 19.9%。营商环境改善促进市场主体

较快增长，市场主体由 2015 年末的 70.58 万户增加到

2020 年末的 139.68 万户，年均增长 14.6%；2020 年

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25.62 万户，是 2015 年新登记市

场主体的 1.8 倍，年均增长 12.3%；2020 年日均新登

记市场主体 700 户，比 2015 年增加 308 户。 
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国企混改成效显著，17 家市

管企业实现集团层面混改，带动 792 户二级及以下企

业引入市场化机制，具备混改条件的竞争类市管企业

混改基本完成，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迈出新步伐。民营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20 年末全市民营市场主体

135.68 万户，是 2015 年末的 2.0 倍；“十三五”时期

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 3.2%，2020 年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35.9%；规模以上民

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5.5%，快于全市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民营企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

售额年均增长 6.2%，快于全市平均水平，2020 年占

限上销售额的比重达到 59.1%，比 2015 年提高 16.3
个百分点；2017-2020 年民营企业出口（人民币值）

年均增长 15.6%，2020 年占全市出口的比重达到

43.5%，比 2017 年提高 18.5 个百分点。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十三五”时期，国际市场需

求低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外贸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在国家和天津市出台的促外贸稳增长政策作用下，天

津市外贸规模保持稳定，外贸进出口总额保持在 1000
亿美元以上，2020 年克服疫情影响，外贸进出口总额

实现 1059.3 亿美元，同比微降 0.7%，其中出口 443.6
亿美元，逆势增长 1.3%。外贸转型趋势明显，2020
年一般贸易出口（人民币值）占全市出口的比重达到

56.8%，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人民币值）

占全市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 66.0%和 28.4%。 
对外经贸投资合作持续深化。把握共建“一带一

路”机遇，在非洲设立 10 个“鲁班工坊”，“鲁班工坊”

累计达到 17 家，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天津意大利中

小企业产业园加快建设，综合保税区达到 3 个，跨境

电商进出口规模处于全国前列，国际友城增至 92 对。

“十三五”时期，全市累计新设境外企业机构 648 个，

中方投资额 348.67 亿美元，是“十二五”时期的 2.1
倍；全市累计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实现营业额

分别为 225.38 亿美元和 276.86 亿美元，分别是“十二

五”时期的 1.7 倍和 1.5 倍。 

五、创新驱动持续发力，新动能引育成

效明显 

五年来，天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实施

新动能引育五年行动计划、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策源能力，科技创新支

撑作用不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推进，发展新动

能不断积蓄释放。 
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2019 年，天津市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 3.28%，在 31 个省

区市中位列第三，高于全国 1.05 个百分点，综合科技

创新水平指数居全国前列。梯次培育科技型企业，加

快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截至 2020 年末，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累计 7420 家，评价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市

级雏鹰企业、市级瞪羚企业分别达到 8179 家、3557
家和 385 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到 68 家，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达到 646 家。深入实施“海河英才”行动计

划，加大人工智能产业相关领域人才引进力度，截至

2020 年末，累计引进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9000 余人、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人才 1.7 万余人。新一代超级计

算机、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等 10 个国家级重大

平台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成功突破高端 CPU
芯片、自主可控操作系统等核心关键技术，南开大学

周其林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0 年每万人

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24.4 件，位居全国第六，比 2015
年增加 12.2 件；全市专利授权量达到 7.54 万件，是

2015 年的 2.0 倍，年均增长 15.1%；有效专利量达到

24.55 万件，是 2015 年的 2.4 倍，年均增长 18.8%。 
新经济加速发展。2020 年，“三新”经济增加值

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9.2%。新兴产业加快壮

大，“十三五”时期，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均为 5.6%，快于规上工业 2.0 个

百分点，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分别由 2015 年的 17.5%、

13.5%提高到 2020 年的 26.1%、15.4%。设立百亿元智

能制造专项资金，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等新动能加快成长，信创产业已形成涵盖芯片、

操作系统、整机终端、应用软件等全产业体系。与“十

三五”初期相比，2020 年全市多种新产品产量呈现量

级式增长，新能源汽车由几百辆增至 16712 辆，工业

机器人由 33 套增至 176 套，服务机器人增至 19.11 万

套。服务业态和模式不断创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等产业互联网新模式有序发展，“云账户”“猎聘”等

多元化人力资源管理平台、“G7”网络货运平台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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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为全国产业互联网头部平台，疫情催化直播带货、

远程办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加快发展，2020
年高技术服务业及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为代表的现

代新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服务业比重达到 18.5%，

高技术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上服

务业的比重分别超过 1/3 和 1/4。 

六、协同发展成效显著，三大攻坚战全

面推进 

五年来，天津紧密围绕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牢牢

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大重点领域

突破力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坚持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三大攻坚战。 
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2017-2020 年北京地区在津投资累计 4686.27
亿元，占全市利用内资的比重达到 42.7%。中交建京

津冀区域总部、中国核工业大学、清华大学高端装备

研究院、中国电信京津冀数据中心、中车金融租赁、

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中心等一批项目落

地，国家会展中心建设进展顺利。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注册企业超过 2000 家，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加快

建设。全面深化与雄安新区在规划、产业、生态、公

共服务等方面交流合作，天津一中在雄安设立校区，

天津一商学校、园林学校设立雄安新区分校，市职业

大学建设雄安新区培训基地。建立京津冀大气污染防

治协作机制，牵头制定首个区域环保标准，加强生态

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力度。京津、京沪、京滨、津兴四

条高铁通道联通京津双城格局加快形成，建成津石天

津西段、京秦、唐廊一期等高速公路和一批省际接口

路，实现区域路网互联互通。全力打造世界一流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

2020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 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

破 1800 万标准箱，均在全国港口中居第六位，“十三

五”时期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 5.4%，稳居全球集装

箱港口十强，天津港雄安服务中心设立。医疗卫生协

作日益紧密，京津冀 60 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

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持续深化。建立健全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稳步推

进债务风险化解，多措并举化解市属国企突出债务问

题。精准脱贫攻坚战成效显著。积极推进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126 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 3651 个，消费扶贫超过 33 亿元，助力

50 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天津市困难村结对帮

扶任务全面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效果明显。整治“散

乱污”企业 2.2 万家，有效破解“钢铁围城”“园区围

城”，3 家钢铁企业有序退出，撤销取缔工业园区 132
个，完成“散煤”取暖清洁化治理 120 万户，全面实

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PM2.5年均浓度由 2015 年的

70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2020 年的 48 微克/立方米，提

标改造 110 座污水处理厂，优良水质断面占比由 15%
提高到 55%，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由 65%降为零，建

成区全部消除黑臭水体，12 条入海河流全部消劣，近

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由 7.8%提高到 70.4%，建成一批

垃圾处理设施，整治修复一批污染地块。 

七、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共享发展成果

丰硕 

五年来，天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每年实施 20 项民心工程，千方百计稳就业，积极

拓展居民增收渠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明显提升。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三五”时期，天津实施积

极的就业政策，营造大众创业良好环境，统筹做好重

点群体就业、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等各项工作，

2016-2019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 3.5%。2020 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天津出台实施“稳就业

32 条”“强化稳就业举措 76 条”等一系列助企稳岗措

施，加大对就业困难劳动力的扶持力度，全年新增就

业 37.09 万人，调查失业率呈现稳中有落态势，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加快众创空间建设助力创新创业，截

至 2020 年末，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超过 80 家，国家专

业化众创空间达 6 家、位居全国第三，众创空间共聚

集创业团队 3000 余个、创业企业 3200 余家，创业企

业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7000 余项。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十

三五”时期，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0%。

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 7.3%，是拉动居民增

收的主要动力；人均转移净收入年均增长 8.9%，民生

保障政策成效明显。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在 2017 年超过 4 万元，2020 年达到 47659 元，

五年年均增长 6.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16
年超过 2 万元，2020 年达到 25691 元，五年年均增长

6.8%。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档升级，2016-2019 年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 7.3%，恩格尔系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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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 32.2%下降到 2019 年的 27.9%；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 4.9%，恩格尔系数由 2015 年的

33.1%下降到 2019 年的 30.8%。受疫情影响，2020 年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同比下降。2020 年末，全市

民用汽车拥有量 329.03 万辆，其中民用轿车 205.94
万辆，比 2015 年末增长 12.2%；民用私人汽车 279.20
万辆，其中私人轿车 188.20 万辆，比 2015 年末增长

13.7%。 
社会保障网进一步筑牢。建立职工大病保险制度，

养老、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待遇以及医保门诊报销

限额、住院报销比例稳步提高，城乡低保、低收入家

庭救助、特困供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等标准连续提

升，“救急难”服务平台实现全覆盖。2020 年末，全

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618.43 万人，参加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545.67 万人，分别比 2015 年

末增加 96.43 万人和 13.56 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 730.83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169.72 万人，分别增加 165.65 万人和 48.62 万人；参

加城镇职工工伤保险人数 405.63 万人，增加 20.02 万

人；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人数 349.12 万人，增加

53.80 万人；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人数 353.51 万人，

增加 83.78 万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托底作用全面发

挥，全市城乡居民生活保障最低标准在 2015 年 705
元和 540 元的基础上，2017 年实现一体化 860 元，2020
年提至 1010 元；职工工资最低标准由 2015 年的 1850
元提高到 2050 元。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20 年

末全市老人家食堂达到 1696 个，养老机构 387 家，老

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1157 个，床位 1 万余张。 
生态宜居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地铁建设全面提速，

5 号线全线、6 号线一期和 1 号线东延线建成投运，运

营总里程达到 232 公里。建成宁静高速、滨海新区绕

城高速等，贯通新外环等快速骨架公路，提升改造

3300 公里乡村公路，建制村全部实现“村村通客车”，

截至 2020 年末，全市公路里程 16411.02 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 1324.79 公里。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跨越

式发展，移动宽带、固定宽带下载速率均跃居全国第

三位，累计建成 5G 基站 2.4 万个，围绕智慧城市、智

慧港口、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打造 150 个 5G 应用场

景，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主城区等区域实现 5G 网络

全覆盖。生态保护修复持续加力，升级保护 875 平方

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加快建设 736 平方公里双城间

绿色生态屏障，提升 153 公里海岸线生态功能，西青

区、蓟州区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子牙经

开区获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群众居住品质得到

提升，完成 148 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和 8624 万平方米

老旧小区及远年住房提升改造，完成 2.1 万户农村困

难群众危房改造任务，新建棚改安置房 11.37 万套，

发放租房补贴 19.65 亿元，连续 5 年提前和延长供暖

时间。 

八、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品质

提升 

五年来，天津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各项

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体育事业发展取得

新成绩，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提高。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十三五”时期，新建改扩建

幼儿园 672 所，新增学位超过 13 万个，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 100%，2020 年末全市共有幼儿园 2575
所，在园幼儿 29.86 万人。大力支持民办学前教育发

展，全市共有民办幼儿园 851 所、在园幼儿 11.23 万

人，其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562 所、在园幼儿 8.77 万

人。完成第三轮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品牌

特色高中建设加快推进，2020 年末全市共有小学 885
所、在校生 73.01 万人，普通中学 530 所、在校生 49.04
万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 5 所高校、12 个学科进

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天津茱莉亚学院建成使

用，7 所高职院校、10 个专业群入选全国“双高”计

划，高质量完成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

设任务，2020 年末全市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 24 所、

在校生 7.90 万人，普通高校 56 所、在校生 57.22 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73 所、在校生 9.84 万人。 
卫生事业稳步前进。系统推进“三医”联动改革，

推广“互联网+医疗”服务，率先启动医用耗材跨区

域联合带量采购，完成环湖医院、儿童医院、天津医

院等新建改扩建项目，院前医疗急救平均反应时间缩

短至 10 分钟以内，全市急救站点达到 204 个。2020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5836 个，其中医院 423
个；卫生机构床位 6.84 万张，其中医院 6.15 万张，比

2015 年末增加 0.59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11.40 万人，

增加 2.33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4.92 万人，增

加 1.33 万人，注册护士 4.27 万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

护士数约为 2.7 人，护士数量与实际开放床位数量之

比达到 0.62︰1。加强全科医生培养，2020 年末，已

实现城乡每万名常住人口有 3 名以上合格全科医生。

持续加强区域医联体建设，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初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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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分级诊疗就医格局，基层总诊疗人次占比由

2016 年的 34.4%提升至 2020 年的 41.6%。组建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截至 2020 年，

全市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已连续 15 年分别控

制在 10/10 万以下和 6‰以下，持续处于全国前列，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市共建

立 2400 余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签约优先覆盖老年人

等 10 类重点人群，签约人数保持在 420 万人以上。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85

个街镇和 2363 个村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面达标，

国家海洋博物馆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平津战役

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等 3 家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民族文化宫

重建启用，《周恩来回延安》等精品力作得到普遍赞誉，

京剧《秦香莲》等 6 部作品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自 2016 年起连

续 5 年举办市民文化艺术节，其中 2020 年第五届艺术

节线上线下参与人数达到 2425.77 万人次。2020 年末，

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46 个，文化馆 17 个，博物馆

70 个，公共图书馆 28 个，街乡镇综合文化站 245 个，

影院 119 家。图书出版种类从 2015 年的 6421 种增加

到 2020 年的 7393 种；总印数从 5520 万册增加到 9463
万册，增长 71.4%。滨海新区、西青区、和平区入选

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智慧山文化创

意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园

区。文化及相关产业向新型化、创意化、智能化迈进，

传统的媒体生产方式转变为融媒体的生产方式，以津

云客户端为全市移动新媒体的总平台、总集成，把天

津传统媒体强大的采编资源和网络媒体的技术优势相

结合，推动报网声屏一体化发展。 
体育事业发展向好。竞技体育再创佳绩，“十三五”

时期，天津市运动员在国内外比赛中共获得 237 枚金

牌，包括国际比赛 63 枚、国内比赛 174 枚，其中在里

约奥运会上天津体育健儿获得 1 枚金牌、与兄弟省市

联合培养运动员获得 2 枚金牌，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获

得 7 枚金牌，在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上获得天津历史

上首枚金牌，天津女排 4 次勇夺全国联赛冠军。新建

改造一批体育场馆、社区健身园、体育公园等设施，

全民健身和冰雪运动蓬勃开展，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全

国运动会、第十届全国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中俄

青少年冰球友谊赛等赛事。 
“十三五”时期，全市上下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砥砺前行，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迈出了坚实

步伐。“十四五”时期是天津在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

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

程的第一个五年，全市要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天津发展更加辉煌的

新篇章。 
 

                          (李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