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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区上下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基本面保持稳定，发展新动能持续积蓄，

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合

2021 年，我区地区生产总值 3629.4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

同）增长 6.1%，两年平均增长 4.4%。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147.92 亿元，增

长 1.1%，两年平均下降 1.9%；第三产业增加值 3481.55 亿元，增长 6.4%，两

年平均增长 4.7%。第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例为 4.08:95.92。第二、三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76%和99.24%。经济密度107.38亿元/平方公里，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4.81 万元，增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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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117.45 万人，其中，户籍出生人口 0.77 万人，死亡人

口 0.87 万人，户籍迁入人口 2.03 万人，迁出人口 0.40 万人（公安口径）。常

住出生人口 7411 人，自然增长率 1.33‰（卫生口径）。全区常住人口 104.90

万人（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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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05 亿元，下降 7.8%（可比增长 4.8%），两

年平均下降 3.4%。其中，税务部门实现 40.86 亿元，增长 9.4%；财政部门实

现 13.19 亿元，下降 38.0%，分别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的 75.6% 和

24.4%。全年实现税收收入（含省、市三分局征收数，下同）481.33亿元，增长8.2%，

两年平均增长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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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2.03亿元，下降2.7%。其中，教育支出31.52亿元，

增长 5.4%；卫生健康支出 16.05 亿元，增长 6.9%；分别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比重的 23.87% 和 12.16%。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三大主导产业稳定支撑。

全区三大主导产业实现增加值 1659.82 亿元，占 GDP 比重 45.7%，增长

5.9%，两年平均增长 4.9%。其中，创新金融业增加值 813.48 亿元，占 GDP 比

重 22.4%，增长 5.1%，两年平均增长 7.0%；现代商贸业增加值 485.64 亿元，

占 GDP 比重 13.4%，增长 6.9%，两年平均增长 1.4%；生命健康产业增加值

360.71 亿元，占GDP 比重 9.9%，增长 6.6%，两年平均增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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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特色产业孕育势能。

全区规模以上三大特色产业实现增加值 406.02 亿元，占 GDP 比重

11.2%。其中，规模以上高端专业服务业增加值207.01亿元，占GDP比重5.7%；

规模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 102.06 亿元，占 GDP 比重 2.8%；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增加值 96.95 亿元，占GDP 比重 2.7%。

（三）创新动能蓬勃发展。

现代物流业实现营业收入 366.64 亿元，增长 37.7%；其中，多式联运和运

输代理业增速较高，达 62.1%。

网络经济核心行业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

收入 179.59 亿元，增长 15.7%。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 56.98 亿元，增

长 88.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其中，中小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 19.08 亿元，增长 36.8%。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企业通过公共网络

实现的餐费收入 43.52 亿元，增长 22.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其中，

中小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 0.80 亿元，增长 56.7%。

全年实现民营增加值 576.81 亿元，增长 7.1%，拉动全区经济增长 1.1 个

百分点，占GDP 比重达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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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 35.20 亿元，增长 7.9%，两年平均增长 3.9%。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74.84 亿元，增长 16.0%，两年平均增长 8.2%；其中，中小企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40.18 亿元，增长 30.3%，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53.7%。其中，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产值增长 50.5%、3.8% 和

16.9%。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113.02 亿元，下降 0.9%，两年平均下降 3.8%。

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资质企业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830.03 亿元，增长

0.2%，两年平均增长 0.3%；其中，中小企业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170.64 亿元，

增长 9.5%，占全区建筑业总产值 20.6%。其中，房屋建筑和土木工程建筑总产

值 658.13 亿元，占全区建筑业总产值 79.3%。

四、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53.33 亿元，增长 8.1%，两年平均下降 1.3%。

其中，生活必需品类产品畅销，日用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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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像器材类、书报杂志类等产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2.2%、2.5%、16.6%、

42.6%；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较快增长，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烟酒类等产品

零售额分别增长 5.3%、18.0%、21.9%。

全年实现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145.48 亿元，增长 15.4%，两年平均下降

4.7%。其中，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为 38.47 亿元，增长 14.3%；限额以上餐

饮业营业额为 90.37 亿元，增长 14.0%。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 572.1 亿元，下降 15.0%，两年平均下降 14.5%，占

全市比重 5.3%。其中，外贸出口总值 268.7 亿元，下降 34.5%；外贸进口总值

303.4 亿元，增长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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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业

全区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474.43亿元，增长5.5%，两年平均增长5.0%，

占 GDP 比重 68.2%，占服务业比重 71.1%，拉动 GDP 增长 3.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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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904.20 亿元，同比增长

20.5%；其中，中小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66.89 亿元，增长 22.5%。高技术服

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528.71 亿元，增长 10.9%；高端专业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787.38 亿元，同比增长 24.3%。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0%，两年平均增长 5.3%。其中，基本建设和更

新改造增长 30.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34.7%。全年房地产销售面积 15.57

万平方米，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 54.7%。

2021 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 61 个，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 124.5%。其中，

产业建设项目、城市更新项目、社会民生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分别占全区完成

投资的 67.29%、15.06%、9.46%、8.19%。

七、民生和社会保障

全年城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2397 元，增长 8.9%，两年平均增长

7.1%。全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5835元，增长 7.0%，两年平均增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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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4695 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户数

3243 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6556.06 万元，增长 19.6%。低保标准每

人每月 1120 元。为 25 万人次各类困难群众发放保障救济金和补贴 1.36 亿元。

全区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32338 人。登记城镇失业人员 33324 人，实现就业

和再就业人数22858人，就业和再就业率68.59%。其中，就业困难人员8802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7726 人，困难人员再就业率 87.78%。“零就业”家庭

实现动态清零。“三项工程”羊城行动培训 4.59 万人次。

全年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职工养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城乡居

民养老）领取待遇 29.82 万人；工伤保险领取待遇 0.15 万人；失业保险领取待

遇人数 2.82 万人。为 3396 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待遇 3200 多万元。

东山街退役军人服务站获评全国“百家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51 个社区

服务站达标全国示范站，占全市 1/3。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 18 个街道退役军

人服务站全部达标省星级，其中，7个获评省五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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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和卫生

年末，全区辖内中学、小学、幼儿园共 205 所。幼儿园 123 所，其中，公

办幼儿园 47 所，民办幼儿园 76 所；规范化幼儿园 119 所。小学 46 所，特殊教

育学校 1 所。初级中学 12 所，其中，公办初中 8 所，民办初中 4 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 7 所，其中公办 5 所，民办 2 所。完全中学 14 所，高级中学 1 所，职

业中学 1 所。在园幼儿 33922 人，其中，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16976 人，民办

幼儿园在园幼儿 16946 人，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占比

89.17%。小学在校学生 72275 人，初中在校学生 38108 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25865 人。全部专任教师 12015 人，正高级教师 44 人，省特级教师 24 人。新缔

结 5 对穗港澳姊妹学校。876 名来穗人员通过积分入户，1152 名随迁子女获得

公办学位。

全区各类卫生机构 406 个（不含军队医院），其中，三甲医院 14 家，占全

市 33.33%。全区实有病床 26209 张，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 24.98 张；全区全科

医师（不含培训合格）491人，执业（助理）医师 15940 人，注册护士 23282 人，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 15.20 名。全区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数 3508.34

万人次。建成8家港式家庭医生工作室。获批创建首批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

居民期望寿命上升到 84.69 岁，高于省市平均水平。全区养老机构 29 间，

现有养老机构床位 5036 张，街道颐康中心实现全覆盖，建成符合市资助要求的

家庭养老床位 1506 张，数量位居全市第一。2 个社区入选首批“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 

九、科学技术、文化和体育

全区商标申请量 33651 件，注册量 26149 件，有效注册量累计 146487 件。

全区专利授权量 14112 件，同比增长 0.33%，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2675 件，

增长 51.1%，排名全市前三。全年培育中国专利优秀奖 9 项，省专利奖 5 项，

专利质押融资超 1.6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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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获得国家、省科技进步奖 46 项，其中国家级 4 项，省级 42 项。全区

拥有重点实验室 83 家，其中，国家级 6 家，省级 46 家，市级 31 家。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83 家，其中新增 12 家。拥有孵化器 23 个，其中，国家级孵化

器 1 个，经认定的孵化器面积达 30.88 万平方米。拥有众创空间 17 个，其中，

国家级众创空间 4 个。全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598 家；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 569 家。获得上级科技立项 732 项，全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 6393 项、合同成

交额 229.35 亿元、技术成交额 113.35 亿元。

全年新增站点 13 个、充电桩 142 个，累计建成运营充电站点 68 个、充电

设施 631 个。本年新建 5G 基站 551 个，全区累计建成 5G 基站 3877 个，实现

5G 室外信号全覆盖。

全区建有区图书馆1个、专业性分馆1个、街道图书馆16个、社区分馆9个、

新型阅读空间 7 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4 个；博物馆和纪念馆 6 个；体育场馆

和体育场地设施 8 个（含省、市体育场馆）。年末区属公共图书馆馆藏纸本文

献 154.71 万册。区博物馆共征集馆藏实物共 4708 件（套），新增 66件（套）。

全区 4A 级景区 7 家，3A 级景区 8 家，A 级景区 15 家。每万人口拥有公共文

化设施面积达 1543.22 平方米。举办线上线下文化惠民活动 1947 场次，邀请

116.8 万名老年人、低收入人员、来穗务工人员免费观看演出。全区体彩公益金

收入 1222.61 万元，增长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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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区环境与社会安全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11 天，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5.2%；PM2.5 年

均浓度 25 微克 / 立方米。全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43.67%，超额完成 3.67 个

百分点。全区共拆除违建面积 34.97 万平方米。新增改造绿地 1.18 万平方米。

全区“三线”下地 26.6 公里、线路规整 38 公里。二沙岛环岛碧道建设、沙河

涌越秀段（跨区）—西支涌清污分流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东风路周边老旧小

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均已基本完工。全区全年电梯加装 350 台。

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0 起，下降 41.18%；死亡 5 人，下降 16.67%；

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连续 4 年“双下降”，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110 案件类警情同比下降 7.7%。打击处理数、破案数、破案率同比分

别上升18.3%、7.4%和 5.5%，取得“飓风2021”打击专项全市第一的最优成绩。

十一、营商环境

全年实有商事主体 23.21 万户，增长 12.4%，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23 万

户；新增商事主体 3.96 万户，增长 29.8%，其中，新增企业 3.30 万户，增长

35.1%。全年新增“四上”企业 421 家；“四上”单位累计 4145 家，其中，中

小企业 3693 家，占“四上”单位总数 89.1%。9 大类 145 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实现“有标可依”，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连续六年居全省各区（县）第一。实

现依申请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100% 在线申办。70 项居民事项、56 项涉企高频

事项通过“越秀人家”“越秀商家”实现“指尖办”，29项社区事项全部实现“零

跑动”。

出台“双统筹 38 条”助企纾困，累计减税降费超 20 亿元，为区属行政事

业单位、区属国企、直管房非住宅物业的承租人减免租金约 3300 万元。累计上

市（挂牌）企业 70 家，其中，境内外上市企业 20 家，年内新增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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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州市及各区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算
单位

广州市 越秀区 荔湾区 海珠区 天河区 白云区

生产总值

（GDP）
亿元 28231.97 3629.48 1209.79 2405.16 6012.20 2551.00 

增速 ％ 8.1 6.1 8.5 9.3 8.2 8.1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亿元 10122.56 1253.33 644.01 974.30 2050.64 1076.40 

增速 ％ 9.8 8.1 14.3 -1.6 15.1 4.6

固定资产

投资额增速
％ 11.7 6.0 10.1 12.9 8.1 16.1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亿元 1883.18 54.05 53.12 55.78 77.76 69.42 

 增速 ％ 9.4 -7.8 4.1 8.2 2.0 7.2

税收收入 亿元 5783.27 481.33 340.36 241.11 879.20 258.85 

增速 ％ 8.0 8.2 -1.5 18.3 3.3 18.8 

外贸进出口

总值
亿元 10825.9 572.1 203.9 328.2 689.5 444.5 

增速 ％ 13.5 -15.0 15.7 10.1 13.9 2.2 

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 74416 82397 74554 76523 89206 75547 

增速 ％ 8.9 8.9 4.5 9.4 12.3 9.3

黄埔区 番禺区 花都区 南沙区 从化区 增城区
越秀区所居

位次

4158.37 2653.91 1800.41 2131.61 413.39 1266.66 3

8.2 9.0 6.6 9.6 3.5 10.8 10

1261.83 1271.06 713.84 265.71 166.83 444.62 4

14.5 10.9 10.7 28.2 -11.7 9.4 8

13.1 10.2 12.8 22.3 1.2 1.3 9

206.82 107.64 86.27 108.16 31.77 113.85 9

9.1 4.3 1.6 19.8 10.0 5.3 11

1003.79 397.12 280.95 504.43 60.24 273.54 4

10.5 14.2 -1.9 12.0 6.0 4.9 6

3264.2 1260.2 874.0 2600.3 138.2 450.8 6

17.3 25.5 5.3 14.7 17.3 28.6 11

79474 70292 64352 61559 49339 58419 2

12.7 8.1 8.8 6.3 9.1 9.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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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本公报中的 2021 年统计数据为快报统计数；

2. 地区生产总值是将研发支出（R&D）纳入核算后的数据；

3. 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和总产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2017-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及其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根据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修订，2019-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速为年报数。

4. 2019 年起税收为全口径数据。

5. 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数为时点数，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领取待遇人数为当年累计

数。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区公安分局；财政收支数据来自区财政局；

重点建设项目数据来自区发展改革局、区科工信局、区建设水务局；对外经济数据来自

区商务局；民生和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教育、卫生数据来自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局；科学技术、文化和体

育数据来自区科工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城区环境与社会安全

数据来自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建设水务局、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

局、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营商环境数据来自区市场监管局、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区金融局、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其他数据来自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