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运行

情况进行分析，指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并对 2020 年发展走势进

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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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营

业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整体规模突破三万亿。其他营利性服务

业增速保持在全国前列，港澳台企业营业收入利润快速增长，企

业研发投入增幅明显。

一、规模以上服务业运行基本情况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31468.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8%。其中，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4508.0

亿元，增长 15.5%。税金及附加 239.7 亿元，增长 17.3%；利润

总额 4907.3 亿元，增长 10.9%；应交增值税 645.1 亿元，减少

1.5%；应付职工薪酬 6382.8 亿元，增长 12.0%。（见表 1）

表 1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
绝对值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增幅比 1-11 月
提高(百分点)

增幅比上年提高
(百分点)

营业收入 31468.1 11.8 -0.1 -2.2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9.7 17.3 3.6 23.6

应交增值税 645.1 -1.5 -0.2 -5.8

利润总额 4907.3 10.9 -0.5 11.1

应付职工薪酬 6382.8 12 0.6 -2.3

（一）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态势。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保持平稳快速

增长态势，全年每个月的营业收入累计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以

上，以互联网、软件和商务为主的营利性服务业增速均保持在

14%以上。（见图 1）



图 1 2019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和营利性服务业增速曲线图

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9.4%，

广东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全国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

长 14.2%，广东高于全国 1.3 个百分点。与主要省市相比，广东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比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高

3.9 个、1.7 个、4.6 个、3.8 个百分点，仅比浙江低 4.5 个百分

点。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总量和增速，广东也居国内前列。

（见表 2）



表 2 2019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与全国及主要省市比较

地区 企业数

规模以上服务业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营业收入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广东与全
国及主要
省市增减
(百分点)

营业收入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广东与全
国及主要
省市增减
(百分点)

全 国 168209 218923.3 9.4 2.4 89272.3 14.2 1.3

广 东 24555 31468.1 11.8 14508.0 15.5 -

北 京 15033 38908.8 7.9 3.9 21600.2 10.3 5.1

上 海 11535 31293.9 10.1 1.7 15621.4 11.4 4.1

江 苏 16376 15427.9 7.2 4.6 6014.7 11.5 3.9

浙 江 11209 18284.2 16.3 -4.5 10451.4 20.8 -5.3

山 东 9052 7682.5 8.0 3.8 1737.4 15.4 0.0

（二）过半的行业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

分门类看，10 个服务业行业中，有 8 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

长。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26.9%，增幅最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4.6%，

教育增长 15.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 12.4%，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 11.2%，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1.5%，房地产业增长 11.6%。

分大类行业看，31 个服务业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均有不同程

度增长，其中 17 个行业增速达两位数，行业增长面占 54.8%。

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比上年增长 20.3%，租赁业增长 20.2%，

体育增长 18.9%，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增长 18.8%，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7.9%。



（三）整体规模再上新台阶，信息行业贡献突出。

自 2013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正式纳入一套表统计以来，广东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数明显增加，营业收入总体规模越来越大。

截至 2019 年底，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两个突破，一是广东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超三万亿，实现营业收入 31468.1 亿

元，规模再上新台阶。二是单个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亿

元，其中，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60 亿元和 1055 亿元，双双同时突

破一千亿。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过百亿元

的企业达 22 家，比 2018 年增加 2 家。

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突

破万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总量的 31.9%，该行业的

营业收入增长对规模以上服务业的贡献率最高，拉动规模以上服

务业增长 4.5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38.5%。其中，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3174 亿元，增长 20.3%，增幅比规模以上

服务业平均水平高 8.5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增长 1.9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16.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

现营业收入 4891 亿元，增长 17.9%，增幅比规模以上服务业平

均水平高 6.1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6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22.4%。

其他行业门类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拉动规模以上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4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20.6%；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 1 个百分点，贡

献率达 8.9%。（见表 3）

表 3 2019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分门类营业收入及贡献情况

行业
营业收入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贡献率
（%）

拉动增长
（百分点）

总计 31468.1 11.8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833.0 8.4 20.6 2.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023.1 14.6 38.5 4.5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3174.0 20.3 16.1 1.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891.0 17.9 22.4 2.6

房地产业 2159.2 11.6 6.8 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605.2 11.9 17.9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853.0 11.5 8.9 1.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19.9 26.9 2.7 0.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05.2 12.4 1.0 0.1

教育 369.9 15.1 1.5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367.1 11.2 1.1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32.6 7.0 1.0 0.1

（四）广州和深圳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贡献突出。

2019 年，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为 1450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5%。分地市看，全省 21 个地级市中，增速实现

两位数的有 8 个地市。其中，广州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

增长 16.6%，拉动全省增长 6.2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40.4%；深

圳增长 15.8%，拉动全省增长 7.9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50.8%。

广州、深圳对全省的贡献率达 91.2%，是全省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增长的重要支撑。珠海、东莞、佛山三市合计对全省其他营利性

服务业的贡献率为 7.2%。有 3 个地市的营业收入增速下降，但

由于规模较小，对全省增长影响较微。（见表 4）

表 4 2019 年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分地市营业收入及贡献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万元） 比上年增长（%） 贡献率（%）
拉动增长

（百分点）

全省 145080.1 15.5 0.00 0.00

广州 55084.2 16.6 40.37 6.24

深圳 72503.7 15.8 50.80 7.86

珠海 4470.0 17.7 3.46 0.53

汕头 731.8 3.9 0.14 0.02

佛山 2675.3 10.4 1.29 0.20

韶关 228.1 5.4 0.06 0.01

河源 89.8 13.4 0.05 0.01

梅州 62.7 -11.8 -0.04 -0.01

惠州 810.7 7.1 0.28 0.04

汕尾 98.7 18.6 0.08 0.01

东莞 5317.0 9.8 2.45 0.38

中山 1022.1 4.5 0.23 0.03

江门 521.7 8.6 0.21 0.03

阳江 59.2 4.1 0.01 0.00

湛江 312.6 6.7 0.10 0.02

茂名 655.7 16.3 0.47 0.07

肇庆 92.7 -1.1 -0.01 0.00

清远 205.3 1.9 0.02 0.00

潮州 36.7 14.8 0.02 0.00

揭阳 89.6 2.3 0.01 0.00

云浮 12.5 -14.8 -0.01 0.00

（五）港澳台企业营业收入利润快速增长。

2019 年，港澳台商投资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为 2959.3

亿元，平均每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22958.1 万元，远高于内资企业

和外商投资企业。2019 年，港澳台商投资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长 17.4%，连续 8 个月增速超过 15%，比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营业收入平均水平高 5.6 个百分点。利润方面，2019 年



港澳台商投资服务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82.2 亿元，平均每单位

实现利润总额 6844.1 万元，高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利

润总额增长 21.5%，连续三个月增速超 20%，比全省规模以上服

务业利润总额增速高 10.6 个百分点。（见表 5、图 2）

表 5 2019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分注册登记类型营业收入和利润

分类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绝对量
(亿元)

单位营业收入
(万元/个)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量
(亿元)

单位利润总额
(万元/个)

比上年增长
(%)

总计 31468.1 12739.1 11.8 4907.3 1986.6 10.9

内资企业 27208.4 12004.6 11.4 3623.8 1598.9 8.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959.3 22958.1 17.4 882.2 6844.1 21.5

外商投资企业 1300.4 17385.0 7.6 401.3 5365.0 10.6

图 2 2019 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月度累计增速

（五）企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



2019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研发费用 879.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4.4%，增幅比 1-11 月提高 8.1 个百分点。分行业门类看，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入研发费用最多，达 684.9

亿元，增长 44.2%；其次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研发费用

109.4 亿元，增长 68.2%，两个行业的研发费用合计占全部研发

费用的 90.4%。分地市看，广州研发费用 265.1 亿元，增长 66.2%；

深圳研发费用 539.3 亿元，增长 39.6%；这两个地市的研发费用

合计占全省研发费用的 91.5%。分注册登记类型来看，内资企业

投入研发费用最多，为 667.8 亿元；其次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为 170.1 亿元；最少的是外商投资企业，为 41.2 亿元。平均看，

每个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入研发费用为 9449.9 万元，远高于其

他类型的企业。（见表 6）

表 6 2019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分注册登记类型研发费用情况

分类 企业数（个）
研发费用
(亿元)

单位研发费用
(万元/个)

比上年增
长(%)

增幅比 1-11 月
提高(百分点)

总计 4320 879 2035 44.4 8.1

内资企业 4013 667.8 1664.2 49.4 9.4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80 170.1 9449.9 28.6 7.0

外商投资企业 127 41.2 3243.1 39.5 -7.2

注：统计范围为 2019 年 1-12 月研发费填报不为零的企业。

三、存在的几点问题

（一）区域发展不均衡，北部生态发展区营业收入增速明显

回落。



2019 年，珠三角核心区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全年

比上年增长 12.0%；沿海经济带企业增长 8.7%，增幅比三季度回

落 1.1 个百分点，比珠三角核心区低 3.3 个百分点；北部生态发

展区自一季度起营业收入增速出现下滑，全年累计增速仅为

0.3%，增幅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降低 7.1 个、5 个

和 1.5 个百分点，比珠三角核心区低 11.7 个百分点，其中韶关、

梅州为负增长。

图 3 2019 年分区域分营业收入季度累计增速

（二）文化娱乐产业增长乏力，下行压力加大。

2019 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 532.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7.0%。与体育业相比，文化娱乐业增长趋缓，其中新闻

和出版业营收增长 5.8%，增幅比上年降低 1.0 个百分点；广播

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 2.7%，增幅比上年提

高 7.0 个百分点；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增长 9.6%，增幅比上年



提高 0.9 个百分点；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速 7.0%，增幅比上年降

低 11.4 个百分点。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续发展，

春节前夕，多部原本计划在 2020 年春节档公映的影片先后宣布

撤档，居民外出娱乐活动减少，文化娱乐业下行压力较大。

四、对 2020 年运行走势研判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主要支

撑性行业贡献明显，各地市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长对全省拉动力

保持平稳，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基本稳固。但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影视娱乐等服务消费面临冲击，

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明显下降，此外，电影票房、旅游收入

和娱乐收入同比也大幅下滑。与此同时，网上购物、网上订餐、

网上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活跃，医疗和健康服务发展迅

速。短期看，疫情对全省服务业影响较大，预计一季度全省服务

业增速将较大幅度回落，但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不

会改变服务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供稿单位：服务业统计处

撰 稿：邹聪 徐晖

责任编辑：李国辉



注：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为：1.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服务业样本法人单位。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卫生等行业。2.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

的服务业样本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

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3.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

上的服务业样本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等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