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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201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是海珠科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面对复

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区围绕新型城市化发展要求，抓住海

珠生态城规划建设等契机，加快转型升级、推进社会建设、

努力改善民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发展稳健、质量良

好、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GDP 总量首次突破千

亿元大关，实现历史性跨越。 

一、综合 

GDP 总量突破千亿元大关。据初步核算，2012 年，全区

生产总值（GDP）达到 1002.38 亿元，比上年净增 128.73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2.0%，GDP 增速列广州市六

个中心城区首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6亿元，下降 8.3%；

第二产业增加值 162.26 亿元，增长 5.7%；第三产业增加值

837.16 亿元，增长 13.5%。三次产业比重为 0.3：16.2：83.5，

第三产业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91.6%，拉动我区经济增

长 11.0 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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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收入平稳增长。2012 年，全区税收总收入 131.90亿

元，比上年增长 8.5%。其中，国税收入 48.91 亿元，增长 8.6%，

为区财政贡献收入 5.59 亿元；地税收入 82.99 亿元，增长

8.4%，为区财政贡献收入 21.67 亿元。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39.99 亿元，同比增长 12.5%。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80.53

亿元，增长 50.7%。 

二、农业 

农业生产下降。2012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 4.91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 9.4%。全年蔬菜总产量 2.03 万吨，

下降 9.8%；水果产量 1.54 万吨，下降 9.7%；水产品产量 2860

吨，下降 42.4%。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增势良好。2012 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272.02亿

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206.90

亿元，增长 15.2%。规模以上工业六大支柱行业呈“五升一降”，

除饮料制造业外，其它五大行业均保持增长，其中农副食品

加工业和医药制造业增势最高，分别增长 25.0%和 12.5%。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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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六大支柱行业”合计完成产值 136.75 亿元，占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66.1%。 

建筑业产值实现增长。2012 年，全区资质四级以上建筑

业企业实现产值 26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其中建筑工

程产值 241.29 亿元，增长 1.1%；安装工程产值 13.86 亿元，

增长 24.7%；其他产值 10.51 亿元，增长 1.8 倍。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长。按法人在地统计口径，2012年

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62.92 亿元，同比增长 8.0%。其中房

地产开发投资 121.02 亿元，下降 45.3%；其他投资 341.90 亿

元，增长 64.9%。按三次产业划分，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93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0.6％；第二产业

完成投资 27.86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6.0％；

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432.13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 93.4％。 

 



                                                             2012年海珠区统计公报 

 4 

五、国内贸易 

消费市场繁荣活跃。2012 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637.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

实现零售额 541.12 亿元，增长 12.1%，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

额 96.70 亿元，增长 36.9%；全区连锁超市零售额 62.25 亿元，

增长 10.0%。 

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2012 年，全区实现商品销售总

额 2655.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1%，其中批发额 2114.68 亿

元，增长 35.7%；零售额 541.12 亿元，增长 12.1%；全区年

销售额超亿元商业企业有 114 家。 

六、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总部经济发挥领头作用。2012 年我区新认定了广州联合

交易园等一批新总部企业，全区重点总部企业由上年的 85 家

增加到 95 家。全区总部企业实现增加值 242.93 亿元，同比

增长 15.5%，比 GDP 增速快 3.5 个百分点，占全区 GDP 的比重

达 24.2%；总部企业实现税收收入 54.01 亿元，占全区总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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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达 41.0%；总部企业实现区库税收收入 8.07 亿元，占

区库税收的比重达 31.2%。 

战略性主导产业发展良好。我区已初步建立以会展业为

龙头，商贸业、科技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撑的战略性

主导产业发展格局。2012 年全区四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实现增

加值 302.28 亿元，同比增长 13.2%，比 GDP 增速快 1.2 个百

分点，占全区 GDP的比重为 30.2%。其中，会展业实现增加值

42.82 亿元，增长 11.8%；商贸业实现增加值 169.88亿元，

增长 14.5%；科技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62.76 亿元，增长 12.2%；

文化创意业实现增加值 26.82 亿元，增长 10.1%。 

现代服务业拉动作用明显。现代服务业是我区经济转型

升级的推进器，2012 年，全区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23.92

亿元，同比增长 13.5%，比 GDP 增速快 1.5 个百分点，现代服

务业占全区 GDP 的比重达 52.3%，拉动全区经济增长 6.9 个百

分点。 

会展业稳步发展。2012 年，琶洲地区共举办展会 180 场，

展览面积 761 万平方米，分别增长 30.4%和 12.9%，其中 10

万平方米大展 13 场，比上年增加了 1 场，会展经济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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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辐射力进一步增强。全年会展业实现增加值 42.82 亿元，

增长 11.8%。 

七、对外经济贸易 

外资外贸形势基本平稳。2012 年，全区新批三资企业项

目 83 个，同比增长 45.6%；实际利用外资 1.65 亿美元，增长

13.0%。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 28.60亿美元，下降 1.5%，其中

出口 17.05 亿美元，增长 2.8%。出口目的地前三位的国家（地

区）分别为东盟、欧盟、非洲，出口额分别为 3.30 亿美元、

2.68 亿美元和 1.90 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 19.4%、15.7%

和 11.1%。 

八、教育和科技 

教育事业持续发展。顺利通过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

督导评估，提前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覆盖率 100%目标。2011

学年（2011年9月-2012年7月），全区公办小学在校学生53131

人，比上年增加 274 人；公办初中在校学生 32984 人，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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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少 889 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11487 人，比上年减少 694

人。 

科技事业稳步发展。2012 年末，我区经评审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共有 61 家、市民营科技企业 147 家；本年新认定市

重点软件企业 2 家，争取市以上科技经费 4592.78 万元，比

上年增长 10.4%。1-11 月全区专利申请量为 2109 件，同比增

长 19.7%，专利授权量 1578 件，同比增长 12.7%。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85.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41.3%，比上

年提升 1.8 个百分点。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新建 4 个社区文化广场，新增 3 家

图书分馆和 2 个流动图书服务站，图书通借通还数居全市区

级馆首位。举办“南粤幸福活动周”、首届中国（广州）星海

国际合唱锦标赛“走进星海的故乡—文化惠民合唱进社区”、

第三届广东珠三角咸水歌会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区图书馆

总藏量 29.18 万册，书刊文献外借人次 9173 人次，书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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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册次 172163 册次；组织各类培训班、讲座 200 余次，参

加人数达 15000 人次。 

卫生事业持续发展。2012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43 间，其中医院 21 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44 间，门

诊部 39 间，卫生所、医务室 128 间，公共卫生机构 9 间,其

他卫生机构 2 间；拥有医疗床位 7954 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

11775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3943 人，注册护士 5148 人，

药师（士）754 人。 

体育事业扎实推进。2012 年我区参加省、市组织的体育

活动 19 项,直接参与人数近 5000 人；共组织区级群体活动 19

项，直接参与人数 9 万人次，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

2012 年末，我区共有 2555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中国家级 8

人，一级 150 人，二级 242 人，三级 2155 人。辖内共有 17

个全民健身广场，265 片篮球场，健身路径 296 条，全区人均

公共体育面积达 1.6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总人

口的比例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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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户籍人口有所增加。2012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97.60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0.88 万人。全区人口出生率 10.68‰，死

亡率 6.67‰，自然增长率 4.01‰。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2012 年，我区城市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35645 元，增长 11.4%，其中工资性收入 29499

元，增长 13.1%；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28089 元，增长

11.1%，其中食品支出 9917 元，增长 9.8%，恩格尔系数为

35.3%，比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民生投入不断增加。按照区委、区政府建设“幸福海珠”

的要求，我区不断加大民生和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区财政

投入民生和各项社会公共事业资金占区财政支出的 78.5%，达

49.09 亿元，增长 18.3%。其中教育支出 18.84 亿元，比 2011

年增加 2.75 亿元，增长 17.0%；医疗卫生支出 5.19亿元，增

加 2.27 亿元，增长 77.5%。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12 年末，全区各险种参保人

数达 192.0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7.9%。其中参加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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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36 人，增长 13.7%；参加失业保险 318180 人，增长 4.6%；

参加工伤保险 291760 人，增长 7.4%；参加生育保险 204909

人，增长 11.9%；参加医疗保险 783460 人，增长 6.3%。 

社会福利事业持续发展。低保标准从 480 元提高到 530

元，低收入困难家庭标准从 530 元提高到 800 元。2012年末，

全区共有社会福利单位 19 个，床位 2711 张。全年共为 4200

户低保户（8204人）发放低保金 3735 万元；资助 8407 名低

保、低收入、重度残疾人、优抚对象等人员参加医疗保险；

医疗救助 16127 人次，医疗救助金支出 568.49 万元。 

十一、生态环境 

生态宜居环境进一步提升。顺利通过“创文”复检、“创

卫”复审、“创模”复核。海珠湿地一期示范区建成开园，

营造了“水在脚边流、花在眼前开、鸟在树上鸣、人在画中

走”的都市湿地美景，海珠湿地成为广州首个国家级湿地

公园建设试点单位，在湿地核心区海珠湖建成广州市首个

景观水质自动监控系统。城区空气质量持续好转，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全部优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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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二级标准，地表水质稳中好转，海珠湖已基本达到Ⅳ类水

标准。 

推进“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工作。成功创建省级绿

色社区 1 个，市级绿色社区 7 个，区级绿色社区 16 个， 10

家中小学参评市级绿色学校与省级绿色学校。我区共拥有国

家级生态示范村 1 个、国家级绿色社区 1 个，省级绿色社区 4

个、市级绿色社区 32 个、区级绿色社区 68 个，国家级绿色

学校 2 所、省级绿色学校 24 所、市级绿色学校 81 所，中小

学环境教育普及率达 100%。 

 

 

注：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部分数据为快报数。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产值、增加值绝对

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