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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海 珠 区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新型城市化发展为引领，以海珠生态城

建设为契机，提早谋划、攻坚克难、加快发展促转型。全力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全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全年 GDP 增长 12.5%，

第三产业比重首超 85%，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升，社会发展取得新成

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一、综合

GDP 总量突破 1100 亿元，增速创“十二五”以来新高。据初步核

算，2013 年，全区生产总值（GDP）达到 1142.75 亿元，比上年净增 142.1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2.5%，GDP 增速排名全市第四，为

“十二五”以来增速最高的一年。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6 亿元，

增长 2.8%；第二产业增加值 166.93 亿元，增长 7.0%；第三产业增加值

973.26 亿元，增长 13.6%。经济密度达 12.64 亿元/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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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比重首超 85%。随着我区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广州地铁、

中海油广东销售公司等企业迁入海珠并不断发展壮大，我区第三产业蓬

勃发展，201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13.6%，第三产业对全区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 90.4%，拉动我区经济增长 11.3 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区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2 年的 0.2:16.3:83.5 调整

为 0.2:14.6:85.2，第三产业比重比 2012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首次

超过 85%。

财税收入较快增长。2013 年，全区税收总收入 155.6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2.4%。其中，国税收入 66.55 亿元，增长 36.1%，为区财政贡

献收入 8.38 亿元；地税收入 89.09 亿元，受“营改增”因素影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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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0.6%，为区财政贡献收入 24.03 亿元。三次产业分别实现税收

0.05 亿元、31.23 亿元和 124.36 亿元，第二、三产业分别占比 20.1%

和 79.9%。

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6.63 亿元，比上年实绩增长 16.6%。增速

比 2012 年加快 4.1 个百分点。其中车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印

花税四个税种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54.0%、48.8%、36.2%和 20.9%。

二、农业

农业生产稳定。2013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 4.26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2.2%。全年蔬菜产量 1.81 万吨，水果产量 1.09 万

吨，合计实现产值 1.54 亿元，增长 9.7%；水产品产量 0.27 万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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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产值 2.48 亿元，下降 0.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2013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42.26 亿

元，同比增长 14.8%。分注册类型看：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实现产

值 132.19 亿元、三资企业实现产值 68.22 亿元、国有经济实现产值

32.11 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54.5%、28.2%和 13.3%；分行

业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22.73 亿元，增

速高达 32.5%,成为医药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之外的第三大行业。工业

企业产销情况较好，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达 99.5%。

建筑业产值较快增长。2013 年，全区资质四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增

加至 103 家，比上年同期净增 21 家，实现产值 372.1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0.1%，其中建筑工程产值 341.00 亿元，增长 41.3%；安装工程产值

14.59 亿元，增长 5.3%；其他产值 16.52 亿元，增长 57.2%。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按法人在地统计口径，2013 年全区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593.26 亿元，同比增长 28.0%。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164.96 亿元，增长 36.3%。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其中国有投资 3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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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7.0％；民间投资 209.26 亿元，占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的 35.3％；港澳台投资 27 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4.6％；

外商投资 7 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2％。

五、国内贸易

消费市场繁荣活跃。2013 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31.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其中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零售额 621.59 亿

元，增长 15.5%，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109.72 亿元，增长 13.5%。

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2013 年，全区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3620.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3%，其中批发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2810.98 亿元，

增长 41.4%；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额 809.95 亿元，增长 21.3%。

六、现代服务业和主导产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保利房地产集团、中交四航工程勘察设计院、

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等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带动我区房地产业、科研

技术服务等行业较快发展，2013 年，全区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613.13

亿元，同比增长 14.3%，比 GDP 增速快 1.8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占全

区 GDP 的比重达 53.7%，拉动全区经济增长 7.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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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主导产业支撑作用增强。2013 年，全区会展、商贸、科技

服务和文化创意四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实现增加值 350.71 亿元，增长

14.1%，增速比 GDP 快 1.6 个百分点，占全区 GDP 的 30.7%，比重比上

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其中商贸业和科技服

务业较快发展，商贸业实现增加值 205.71 亿元，增长 19.0%；科技服

务业实现增加值 73.14 亿元，增长 14.8%。

会展经济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13 年，琶洲地区展馆面积

增至 54 万平方米，共举办展会 201 场，展览面积 808 万平方米，分别

增长 11.7%和 6.2%，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等 10 万平方米以上超大

型展览面积规模约占全国 1/4。会展经济带动住宿餐饮业较快发展，朗

豪酒店投入使用，全区住宿餐饮业实现营业额145.25亿元，增长20.4%。

重点企业发挥重要作用。2013 年，我区新认定了广州地铁、汇美

服装等一批新的重点企业，全区重点企业由 2012 年的 95 家增加到 105

家。实现增加值 296.44 亿元，同比增长 14.6%，比 GDP 增速快 2.1 个

百分点，占全区 GDP 的比重达 25.9%；重点企业实现税收收入 68.16 亿

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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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经济贸易

外资外贸形势基本平稳。2013 年，全区合同利用外资 1.96 亿美元，

增长 5.3%；实际利用外资 1.70 亿美元，增长 3.0%。全区外贸进出口总

额 30.06 亿美元，下降 7.7%，其中进口 6.88 亿美元，下降 42.5%；出

口 23.18 亿美元，增长 12.5%。出口目的地前三位的国家（地区）分别

为非洲、东盟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出口额分别为 5.31 亿美元、3.75

亿美元和 3.29 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 22.9%、16.2%和 14.2%，增速

分别为 8.0%、12.5%和 58.7%。

八、教育和科技

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出台实施了《海珠区来穗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免

费义务教育工作暂行办法》，确定了 23 所公办中小学、共计 400 个小学

和初中学位接受符合条件的来穗务工人员子女申报。全区现有各类公办

学校（含幼儿园）107 所，民办学校（不含培训机构）182 所，在校学

生 16.8 万人，小学、初中适龄儿童毛入学率均达 100%；小学、初中教

育巩固率分别为 94.8%和 95.6%，“三残”儿童少年入学率 100%。

科技事业稳步发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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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新型企业 7 家、市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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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企业 3 家、省创新型企业 3 家。截止 12 月底，获得国家、省

和市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共计 13 批次 49 项 1662 万元。1-11 月

全区专利申请量为 2755 件，同比增长 30.2%，专利授权量 1798 件，同

比增长 13.9%。我区首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评为科技进步考

核先进区。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稳步发展。在海珠湖成功举办为期 18 天的“美在花城”

游园灯会系列活动，开展了 29 场展览、1022 场电影放映、500 多场群

众文化活动等，区图书馆连续五次获国家一级图书馆称号，目前总藏书

量 30 万册，进馆 74 万人次；书刊文献外借人次 1.1 万人次，书刊文献

外借册次 20 万册次。启动海珠区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收编文献 3000

多件，目前已在区内建立了 10 所图书分馆，举办各类讲座 15 次，参加

人数 45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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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70 间，

其中医院 21 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43 间，门诊部 45 间，卫生

所、医务室、诊所 131 间，公共卫生机构 28 间,其他卫生机构 2 间；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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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医疗床位 8273 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 12811 人，其中执业（助理）

医师 4192 人，注册护士 5481 人，药师（士）782 人。

体育事业扎实推进。2013 年，我区新建和重建健身路径 28 条，新

建室内体育活动室 7 个、篮球场 1 片，辖内共有健身路径 305 条，室内

体育活动室 7 个。全年参加省市组织的体育活动 32 项,直接参与人数

5000 人次，组织各级区内活动 220 项，参与人数 47 万人次，推动全民

健身运动广泛开展。2013 年末，我区共有 2760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其

中国家级 9 人，一级 163 人，二级 379 人，三级 2209 人。区属场馆

接待锻炼群众 85 万人次，享受免费或优惠群众达 48.8 万人次，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达 50%。

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户籍人口有所增加。2013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98.81 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 1.14 万人。全区人口出生率 9.10‰，死亡率 6.25‰，自然增

长率 2.84‰。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2013 年，我区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39261 元，增长 10.1%。

民生投入不断增加。不断加大民生和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2013

年，区财政投入民生和各项社会公共事业资金 46.50 亿元，占区公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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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算支出的 78.0%，其中教育支出 19.59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1.49

亿元，增长 8.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80 亿元，增加 1.09 亿元，

增长 23.2%；文化体育传媒支出 0.70 亿元，增加 0.12 亿元，增长 21.1%。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13 年末，全区各险种参保人数达 208.17

万人次，增长 8.4%，参加养老保险 36.99 万人，增长 14.9%；参加失业

保险 36.49 万人，增长 14.7%；参加工伤保险 32.23 万人，增长 10.5%；

参加生育保险26.24万人，增长28%；参加医疗保险76.22人，下降2.7%。

社会福利事业持续发展。2013 年末，全区共有养老机构 19 间，床

位 3242 张。2013 年 7 月起，低保标准从 530 元提高到 540 元，低收入

困难家庭标准从 800 元提高到 810 元。全年共发放低保金 3890 万元，

提供医疗救助 1.4 万人次，发放医疗救助金 652 万元。投入 3600 万元

购买社工服务，服务群众达 23 万人次。举办“首届海珠区慈善项目推

介会动员大会”，推介我区 63 个慈善项目。全年共募捐 1430 万元，创

历年之最。

十一、生态环境

加快实施花城绿城水城建设。加快推进万亩果园湿地保护、海珠湿

地二期和新港东路、新滘中路“一路一景”项目开工建设。完成高快速

路“净化、绿化、美化”整治。新增绿道 15 公里，全区绿道达 14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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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成功举办第二十届广州市园林博览会。强化治水工作，整治万亩果

园河涌，海珠生态城河涌整治一期工程进场施工，石榴岗河水质稳定达

标。

不断提高环境监测污染治理水平。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区属 13 家

燃煤、燃重油锅炉企业全部停产、搬迁或改用清洁能源，527 家餐饮业

安装了油烟在线监控设备。深化垃圾分类成果，完善社区再生资源网络

体系，开展布碎垃圾工业化回收处理，推动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全区生

活垃圾同比减量 5.6%，217 个社区通过市垃圾分类验收。

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小洲村、黄埔村“美丽乡村”试点创建工作

通过市验收。在城中村推行村巴试点，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打造“平安

细胞”，建成 24 个平安幸福出租屋小区、29 所市安全文明校园。开通

广州市首条双层巴士旅游公交试验线，推进公共自行车免费半小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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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