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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蓝皮书上新，关注
低空经济、直播经济等议题

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
是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多年来重点
打造的社科品牌，经过 19 年的持
续出版，已经成为分析预测南京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南京全面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原
来 1本综合卷的基础上，设立了专
题卷，形成了“1+X”的蓝皮书体
系。

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
席，市社科院院长曹劲松介绍，本
次发布的“1+3”系列蓝皮书，包含
1本综合类的《南京市经济社会发

展蓝皮书》和 3 本专题类的《南京
市创新发展蓝皮书》《南京市文化
发展蓝皮书》《南京市社会治理与
发展蓝皮书》，旨在对南京市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形势以及城市创新
力、社会治理与发展、文化传承发
展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系统研判
和科学预测。

《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
（2024—2025）》是系列蓝皮书的
综合卷。全书分综合篇和专题篇
两个部分。综合篇以新形势下南
京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汇集了对
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构
想和发展思路，既对南京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城市实践的现实基础和
未来展望进行了综合研判，也从新
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城投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与展望。

专题篇分设经济、社会、生态文
明、文化旅游4个专题，力争全面呈
现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的新样
貌，其具体内容主要着力于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围绕新发展格局下的
南京经济发展，从新型工业化、战略
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直播经济等
方面进行研判。二是从社会发展角
度，对教育现状、卫生健康事业、体
育产业、城市更新等方面进行研
究。三是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对农
村生态文明、南京生态环境现状、低
碳经济发展、工业绿色发展进行分
析和展望。四是聚焦文化旅游，对
文化产业、公共文化设施、文商体旅
融合等方面进行探讨。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智
力支撑和决策支持

近年来，南京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作为展现南京创新发
展总体情况的《南京市创新发展蓝
皮书（2024—2025）》，在篇章设置
和案例选取方面有不少考量。

市社科联副主席、市社科院副
院长周蜀秦介绍，与之前的蓝皮书
相比，增加了要素创新篇，例如《关
于加快推进南京市数据要素市场建
设的对策建议》一文，针对数据要素
市场建设面临的标准规范、治理机
制、产权制度、数据安全等现实问
题，从政策牵引、基础支撑、机制创
新、生态培育、国际交流五大方面提
出创新思路。在案例选取方面，蓝
皮书围绕国家、省市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区
域协调发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和重点项目建设等内
容，预测和展望南京创新发展趋势
和前景，提出了助力南京创新发展
的对策建议。

《南 京 市 文 化 发 展 蓝 皮 书
（2024—2025）》精选了 22 篇论文
或研究报告。现代快报记者注意
到，文化遗产保护栏目关注了南京
博物馆、明文化资源、红色资源等
议题。文艺发展栏目聚焦国有文
艺院团的实践、红色文艺、纪录片、
电视剧等议题。文旅融合栏目不
仅涉及全市的文旅发展情况，也关
注到文化元宇宙产业等前沿话

题。文化体制改革栏目着重反映
了南京在博物馆、文保执法等领域
的实践与探索。

市社科院文化发展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谭志云介绍，针对文化
遗产保护、文艺发展、文旅融合、文
化体制改革等文化领域涌现出的
诸多新趋势与新热点，《南京市文
化发展蓝皮书（2024—2025）》从
科技赋能文化发展、文旅深度融
合、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艺繁荣
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回应。

《南京市社会治理与发展蓝皮
书（2024—2025）》除了专题篇章，
还单独设置了总报告。市社科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任克强介
绍，总报告紧扣南京市社会治理与
发展实践，主要从现状、问题与对
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释。首先，
以实践为依托，系统概括了南京市
社会治理与发展现状。今年的总
报告总结了南京在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乡村振兴、城
市安居、民生福祉、公共服务、应急
管理、矛盾化解、社会组织发展、数
智治理等十个方面的先进经验和
创新举措。

曹劲松表示，2025年是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南
京市社科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
科强市建设为引领，持续深化科研
创新和智库建设，不断提升系列蓝
皮书品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建设
南京的智力支撑和决策支持，用实
际行动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
京新实践作出贡献。

南京编撰发布“1+3”系列蓝皮书
全景式呈现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展望2025年发展新趋势新特征

“以旧换新补贴到账了，省了500元呢。”“在零工市场找到工作啦，薪资我很满意。”在过去的一年里，南京市高淳区准
确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在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保障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4年
高淳区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6亿元、增长1%。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赟

高淳区力争在六个
方面实现新突破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
划谋篇布局之年。这一年，高
淳将怎么做？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高
淳区将注重坚持和把握“三个
要求”，包括坚定发展信心，保
持战略定力；下定改革决心，
增强攻坚魄力；笃定赶超恒心，
激发争先动力。推动全区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025 年，高淳区地区生
产总值预期增长 5%左右，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固
定资产投资正增长，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2%以上，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生态环境质
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指标
完成市下达任务。

同时，力争在经济稳进提
质、发展动能培育、城市形象
彰显、乡村全面振兴、保障改
善民生、风险防范化解六个方
面实现新突破。

奋力开创
“强富美高”新高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高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73474元

一批批“含金量”高、带动效果
好的项目接连落地高淳。从汽车球
笼、传动轴、电池，到车门、方向盘、
后备厢等，高淳正用一个个大项目、
好项目，拼出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全
景图。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在推进
项目建设方面，2024 年高淳区 17
个省市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任
务，92 个区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
产。 同时，高淳区持续发力招商引
资，全年举办各类招商活动60场，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86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6个。

据了解，2024 年，高淳区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4.3%，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43.6亿元、增长1%，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73474 元、增长
4.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698元、增长5.4%。

“智改数转网联”是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围绕提升产业质态，2024年，高
淳区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完
成“智改数转网联”项目89个，新增

省星级上云企业68家、智能车间4
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增长 8%。
同时，强化高成长性科创企业梯度
培育，净增高新技术企业42家，入
库科技型中小企业818家。

以旧换新拉动销售额
超2亿元

2024年，“以旧换新”这一关键
词频频上热搜，高淳区也聚力稳消
费，组织开展“四进”活动90场，发
放汽车、家电、家装家居等补贴近
3000万元，拉动销售额超2亿元。

以节日促消费，2024年 3月举
办高淳国际慢城金花旅游季，2024
年 9月举办固城湖螃蟹开捕仪式，
以及多场群星演唱会、音乐节等活
动，进一步拉动高淳区的消费。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4年高淳区
游客接待人次、旅游业总收入分别
增长10.1%、13.1%。

此外，跨境电商业务也是高淳
区支持企业发展转型的重点内容之
一。成立于 1958 年的高淳陶瓷经
过几次“转型”，如今已经入驻亚马
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并于 2024 年正
式投入运营，产品畅销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陶瓷产品10亿
件。同年，海太欧林亚马逊店也正
式运行。此外，高淳区还新增外贸

“破零破冰”企业72家，实现外贸进
出口总额66亿元。

聚焦耕地、生态保护，高
淳多个做法获全省推广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4
年，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报省
政府审批，划定城镇开发边界96.48
平方千米。同时，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新建高标准农田 500亩、

“吨粮田”8000 亩。耕地保护经验
做法在全省推广，其中阳江镇获评
省级耕地保护激励单位，东坝街道
获评省级“味稻小镇”。

固城湖螃蟹是高淳特产，高淳
茶园近年来也持续吸粉。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2024 年，高淳区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建成省
级茶叶科技小院、河蟹养殖气象科
技小院，茶叶、螃蟹全产业链总产值
分别增长 20.5%、8.8%。

2024年，高淳区实施大气治理
项目96个，PM2.5平均浓度同比改
善4.3个百分点，空气优良率同比提
高1.7个百分点。同时，推进新一轮

太湖综合治理项目，打造幸福河湖
5条，12个市考以上断面水质和固
城湖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城
镇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达74.1%。
此外，高淳区还完成了全省首单农
业碳汇交易并发放首张农业碳票，
签约全国首单植被综合碳汇价值保
险保单，GEP应用改革探索经验做
法获全省推广。

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高淳

区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就业。2024
年 11 月 16 日，高淳区零工市场正
式启动招工，当天全区30多家企业
招聘人员现场进行网络直播招聘，
吸引了线上线下一万多名求职者参
与。目前，零工市场采用“线上直
播+线下终端”的双平台模式，24小
时为企业和职工提供便捷的人力资
源服务。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高
淳区还建成5个“家门口”就业服务
站，2024年核发就业创业补贴8500
多万元，城镇新增就业5600人。

为了让社会治理更精细，高淳
区积极探索“网格+公共服务”融
合治理模式，“精网微格”工程纵深
推进，网格知晓率、满意率保持全
市前列。

展望 20252025回顾 20242024

为全景式呈现2024年南京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概括和展望
2025年南京发展新趋势、新特
征，南京编撰发布2024—2025
年度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系列
蓝皮书。1月9日上午，南京市
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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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社会治理与发展蓝
皮书（2024—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