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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增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广州市增城区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增城调查队 

 

2019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升城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全力推进

宜业宜居宜游优质生活圈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步。 

一、综合 

2019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10.49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下同）增长 6.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4.15

亿元，增长 4.4%；第二产业增加值 399.57亿元，增长 2.9%；第

增 府 办 准 印 字 ﹝ 2 0 0 0 ﹞ 0 2 号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发 统 计 局 编



—2— 

三产业增加值 556.77 亿元，增长 10.3%。第一、二、三次产业

增加值的比例为 5.36：39.54：55.10。按常住人口计算，增城

区人均 GDP达到 80191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 11414美元。  

    年末常住人口 126.01万人,城镇化率为 73.2%。年末户籍人

口 98.32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2.09 万人，出生率为 1.49%；死

亡人口 0.51万人，死亡率为 0.37%；自然增长人口 1.58万人，

自然增长率为 1.13%。 

全年财政总收入 590.72亿元，同比下降 3.1%；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 105.76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增长 11.1%；其中，

税收收入 85亿元，增长 1.08%，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80.37%。

增值税下降 5.22%，营业税下降 46.12%；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分别增长 12.63%和下降 19.27%。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23.61亿元，增长 20.19%。各项社会公共事业支出 195.1亿元，

增长 23.8%，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87.3%。 

    全年全社会就业人员 75.32万人，比 2018年增加 2.96万人，

提高 4.09%。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 1.04 万人，登记失业人

员再就业率达 79.7%。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1.26 万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 0.76%。全区举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 26 个，组织

职业技能培训 0.11万人，转移农村就业人数 0.89万人，转移就

业率达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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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84.14 万亩，增长 1.8%。其中，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 13.55 万亩，增长 1.36%；花生种植面积 2.71 万

亩，下降 9.0%；花卉种植面积 1.96万亩，增长 7.6%；草坪草皮

种植 246.38万平方米，增长 18.5%；蔬菜种植面积 63.55万亩，

增长 2.5%。园林水果种植 32.54 万亩，增长 0.5%，其中荔枝种

植面积 17.21万亩，与上年持平。 

    全年农业实现增加值 59.96亿元，同比增长 3.6％。全年农

业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6.1亿元，增长 3.12％。其中种植业

产值 63.97 亿元，增长 4.23％；畜牧业产值 8.93 亿元，增长

6.03％；渔业产值 5.42亿元，增长 4.0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

值 16.5亿元，下降 3.31％。     

表 1  2019 年增城区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情况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同比增长（%） 

粮食作物 万吨 4.3 3.68 

    稻谷 万吨 3.78 1.8 

    玉米 万吨 0.26 -28.6 

    薯类 万吨 1.15 559.2 

经济作物 —   

    甘蔗 万吨 2.4 -31.4 

    花生 万吨 0.5 -9.3 

蔬菜 万吨 130.22 6.8 

园林水果 万吨 23.0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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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同比增长（%） 

    桔 万吨 3.19 25.9 

    香（大）蕉 万吨 9.3 72.1 

    荔枝 万吨 1.2 -65.2 

    龙眼 万吨 0.96 -29.7 

水产品 万吨 5.3 2 

    海水产品 万吨 0.002 -71.8 

    淡水产品 万吨 5.3 2.1 

       淡水鱼 万吨 5.23 1.5 

畜牧业 —   

    牛 万头 0.31 -31 

    羊 万只 0.4 -52.9 

    猪 万头 5.8 186.9 

    鸡 万只 1326.19 33.4 

    鸭 万只 41.63 -29 

    鹅 万只 29.51 -45.7 

    鸽 万只 686.79 -22.9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全年工业总产值 1379.58 亿元，增长

3.8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1133.75亿元，增长 4

％。其中,国有控股增长 15.99%,集体企业下降 8.44%，外商及港

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2.04%。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 7.36%，轻

工业下降 5.41% 。分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增长 6.93%。 

    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产值增长 69.2%,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增长 38.5%，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6.8%，通用设备制造

业增长 21.6%，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8.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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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10.1%。 

全年三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425.1亿元，下降 0.1%，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30.81%。其中，汽车及零配件完成

工业总产值 239.00 亿元，增长 4.42%；摩托车及零配件完成工

业总产值 75.5 亿元，增长 7.73%；纺织和服装完成工业总产值

110.63亿元，下降 12.61%。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 79.86 亿元，增长

27.63%；实现利润总额 56.32 亿元，增长 47.97%；总资产贡献

率 9.49%,资产负债率 62.83%,流动资产周转率 3.15 次,成本费

用利润率 4.85%,全员劳动生产率 25.97 万元/人,产品销售率

95.69%。 

表 2  2019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同比增长（%） 

大米 万吨 6.75 56.19 

饲料 万吨 6.66 -72.24 

纱 万吨 0.14 -86.55 

布 亿米 0.69 -21.79 

印染布 亿米 0.30 -21.38 

服装 亿件 1.88 -9.5 

鞋 万双 139.65 -0.26 

家具 万件 94.29 5.86 

金属家具 万件 1.98 -51.1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万吨 2.84 -66.85 

涂料 万吨 1.15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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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同比增长（%） 

合成橡胶 万吨 0.24 64.73 

塑料制品 万吨 5.44 19.86 

水泥 万吨 48.69 2.77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04.53 -14.71 

预应力混凝土桩 万米 173.69 -8.46 

钢化玻璃 万立方米 858.01 21.2 

夹层玻璃 万立方米 427.9 1.89 

钢材 万吨 2.25 -55.76 

铜材 万吨 51.44 8.06 

摩托车整车 万辆 147.94 -2.56 

电动自行车 万辆 0.48 -85.08 

变压器 千伏安 289000 56.47 

发动机 千瓦 142330 20.18 

全区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54个，完成总产值 172.87亿元

（统计快报口径），增长 39.67%，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874.3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282.6%。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213.67 亿元，增长 20.71%。分投资主

体看，国有经济投资 223.23 亿元，增长 122.58%；民间投资

586.24亿元，增长 44.53%；港澳台、外商经济投资 280.23亿元，

下降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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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1亿元，增长 301.4%；第二

产业投资 200.77亿元，下降 26.5%；第三产业投资 1011.8亿元,

增长 38.23%。基础设施投资 207.49亿元，增长 121.2%，占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17.1%。 

表 3  2019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其增长情况表 

投资额 
行业分类 

（亿元） 

同比增长（%） 

总   计 1213.67 20.71 

第一产业 1.1 301.4 

  农、林、牧、渔业  1.81 559.4 

第二产业 200.77 -26.5 

  制造业   163.4 -37.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7.74 173.5 

第三产业 1011.8 38.23 

  批发和零售业   5.05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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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93.18 94.3 

  住宿和餐饮业   6.92 -0.3 

  房地产业（含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及中介业） 771.57 27.3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44 13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76 -42.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0.58 172 

  教育   23.34 56.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8 75.9 

房地产市场发展总体平稳,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753.31 亿

元，增长 28.31%，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达 62.07%。按用途

分，商品住宅开发投资 587.41亿元，增长 28.7%。 

表 4  2019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同比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753.31  28.3 

    # 住宅 亿元 587.41  28.7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1789.53  -7.4 

    # 住宅 万平方米 1192.98  -8.9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263.02 -37.2 

    # 住宅 万平方米 186.26  -39.8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398.35  14.8  

本年资金来源 亿元 975.1 33.1 

    其中：国内贷款 亿元 199.99 87.2 

 



—9— 

五、国内贸易、市场主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0.4 亿元，增长 10.6%。分地域

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9.85亿元，增长 10.7%;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 100.55 亿元，增长 10.4%。从消费形态看，批发零售业实

现零售额 324.08亿元，增长 11%；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86.32

亿元，增长 9.3%。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2385.57 亿元，增

长 18.7%。 

 

全年我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络销售的零售额达 88.57

亿元，增长 23.3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1.58%。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增长

14.26%，饮料类和烟酒类分别增长 21.3%和 56.07%，化妆品类下

降 57.63%，日用品类增长 73.5%，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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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书报杂志类下降 20.5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6.2%，文化办公用品类下降 41.33%，家具类下降 22.9%，通讯器

材类下降 19.32%，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8.74%，汽车类增长

4.24%。 

全年市场主体保持快速增长，全区新发展市场主体 2.89 万

户，增长 6.93%，日均新发展市场主体约 79 户。其中内资企业

增长较快，新发展 1.14万户，新增注册资本 3370.3亿元，分别

增长 4.53%和 92.11%。截至 2019 年底，我区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总量已突破 17 万户，其中内资企业 5.19 万户，外资企业 0.09

万户，个体工商户 11.29万户。  

    六、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 435.86 亿元，增长 41.01%。其中，出口

227.33 亿元，下降 6.27%；进口 208.53 亿元，增长 218.82%。

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18.8亿元。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4.73 亿美元，下降 33.96％。

全年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83个，下降 11.7％；合同外资 6.46

亿美元，增长 31.57％。    

表 5:　2019 年增城区进出口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值 435.86  41.01 

出口值 227.33 -6.27 

进口值 208.53 2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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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 18.8 — 

    七、交通、通讯和旅游 

    全年港口吞吐量 270.32 万吨，下降 0.84%。旅客运输量

3535.19 万人次，增长 1.2%。旅客运输周转量 6.19 亿人公里，

下降 40.14%。 

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7.57 亿元，下降 1.32%。年末电话

用户 54.94万户，增长 0.38%；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13.45万户，

下降 12.15%。移动电话用户 179.69万户，增长 8.17%。年末 4G

用户 122.39万户，增长 10.57%；年末 5G用户 2.41万户。年末

固定互联网用户 35.96万户，下降 3.46%，其中，以电信部门网

络路线为出口的互联网宽带用户 23.55 万户，增长 36.16%。年

末移动互联网用户 155.09万户，增长 13.93%。 

现代旅游业加快发展，全年接待游客人数达 3077.69 万人

次，增长 8.38%；旅游业营业收入达 147.59亿元，增长 16.02%。

我区荣获“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大埔围村和

莲塘村被省文旅厅公布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八、金融 

年末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819.01 亿

元，比年初增加 295.03亿元，同比增长 19.36%。其中，个人储

蓄存款余额 912.21 亿元，比年初增加 121.8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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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单位储蓄存款余额 865.61亿元，比年初增加 169.22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 1563.37 亿元，同比增长 24.81%，其中，短

期贷款余额 309.19亿元，比年初增加 4.93亿元；中长期贷款余

额 1245.6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3.97 亿元。中长期贷款中，个

人消费贷款 744.77亿元，比年初增加 96.39亿元。 

表 6:　2019 年增城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同比增长情况 

指  标 
年末数 

（亿元） 

同比增长 

（%） 

各项存款余额 1819.01 19.36 

其中：个人存款 912.21 15.38 

单位储蓄存款 865.61 24.3 

各项贷款余额 1563.37 24.81 

其中：短期贷款 309.19 -0.47 

中长期贷款 1245.68 33.18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708 元，增长 8.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372元，增长 11.2%。城乡常住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常住居民收入比从 2018 年的

1.98:1缩小到 1.92:1。 

    全年城镇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30912元，增长 6.5%。

农村常住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19089元，增长 10.6%。城镇常

住居民消费支出中衣着消费支出、交通通信消费支出、生活用品

及服务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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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增长 1.3%、10.3%、4.5%、7.6%和 8.9%。农村常住居民消费支

出中衣着消费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消

费支出和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分别增长 0.1%、8.3%、15.4%和 10.5%。

农村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城镇居民现住房人均建筑面积

44.78平方米，农村居民现住房人均建筑面积 39.29平方米。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6.08万人，增长 11.75%。

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 30.44 万人，下降 1.05%。截止到 2019

年底参保人数达 70.43万人。此外，参加失业保险 22.96万人，

增长 10.17%；参加工伤保险 24.35万人，增长 12.4%。 

表 7  2019 年末增城区参加各类保险人数及增长速度情况表 

指标名称 参保人数（万人） 同比增长（%）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6.08 11.75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0.4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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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 22.96 10.17 

工伤保险 24.35 12.4 

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参加人数 70.43 0.14 

全年享受低保救济的困难群众达 0.82万人，其中，城镇 663

人，农村 0.75万人。增城区现有社会福利机构 13个，各类社会

服务机构床位 3056张，收养性福利单位床位 100张，养老床位

2956 张，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 5 个。共发行销售福利彩票 181

万元，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 1286.20 万元，直接接收社会捐赠

1081.19万元。 

积极推广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务平台（i志愿系统），通

过运用广东志愿者管理服务平台“i志愿”系统，规范志愿者招

募、注册、管理、培训、评价等工作，强化志愿者队伍建设，目

前已有注册志愿者 4.36万人，持证志愿者人数 2.47万人，注册

志愿者队伍 497个，发布志愿服务项目 8908个。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目前，增城区学生总数约 35.16万人，具体包括小学 113所,

在校小学生 110189人;初中 46所,在校初中生 35014人；公办高

中 11 所，在校高中生 15348人；幼儿园有 209所，在园幼儿

61571 人。中等职业、技工类学校 6 所,在校生 19756 人；高等

院校 8所，在校生 109695人。 

年末我区拥有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0.23万人，比 2018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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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人，增长 17.2%；拥有中级职称技术人员 1.48万人，增加 677

人，增长 4.8%；初级职称技术人员 4.08 万人，增加 3316 人，

增长 8.8%。   

年末县及县级以上国有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情报和文献机

构 3 个。高新技术企业 500 家。全年专利申请总量 7464 件，增

长 40.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778 件，下降 15.4%；全年专

利授权总量 4100 件，增长 36.3%，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174

件,增长 43.8%。 

    截止 2019年底，本辖区有法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1家，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1 家，通过 CMA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 34

家。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751 家，获得 3C 产品认证的企

业 127家。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2019年，拥有图书馆 13个，藏书量达 168万本；开展书车

服务 96次，镇街分馆开展图书阅读活动近 300场次，惠及乡村

群众 3万余人次；区级体育馆、博物馆各 1个，博物馆送展下乡

41场次，参展人数达 29769人次。文化馆送戏下乡及文化进社

区 35场，农村数字电影共放映约 4360场次，观众约 26.77万人

次。 “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 7.14万平方米，下

降 1%。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19.46万户，下降 8.2%。全年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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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535.5份。 

    全民健身活动及各类群众性体育比赛达 160项次，各类全民

健身活动人数达 6万人。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588个(含村卫生室)，其中，医

院 12个、卫生院 10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7个，妇幼保健机构

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卫生监督机构 1个、村卫生室 269

个。全区卫生机构拥有在岗职工 929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7780 人，执业医师 2441 人，执业助理医师 2933 人，注册护士

3572人，药师 511人，检验师 251人。拥有医疗床位 3490张，

其中医院 2288张。诊疗人数 914.74万人次。全区 269个乡镇医

疗点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 161人。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总数

4289例，死亡 6人；发病率达 357.92/10万人，死亡率为 0.5/10

万人。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水资源总量 28.18 亿立方米，增长 60.59%。全年降雨

总量 2745.5毫米，较上年增长 59%。全区用水总量 7.62亿立方

米，下降 13.52%；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供水综合生产能

力达 83.9 万立方米/日，提供 1.57 亿立方米的供水总量，1 亿

立方米的生活用水。 

    全社会用电量 72.93亿千瓦时，增长 8.14%。其中，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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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 38.7亿千瓦时，下降 1.29%。 

    全区共有河流水质监测断面 10个，其中，I-II类水质的断

面比例 50%，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 30%。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92.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78%。 

全年我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337天，优良率为 92.3%，

平均灰霾天气日数 0天；全年日照时数 1777.6小时，平均气温

22.8℃。 

全区林地面积达到 116.33 万亩（含市属林场），占广州市

林地总面积的 27%，森林覆盖率（含市属林场）53.72%，建城区

绿化覆盖率 45.82%，建城区绿地率 39.7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2.55平方米。 

全年辖区共发生交通事故 407宗，死亡 85人，受伤 399人，

直接经济损失 48.09 万元。年末机动车拥有 21.46 万辆，增长

4.1%，其中，汽车 19.13万辆，增长 6.2%；摩托车 2.17万辆，

下降 11.2%。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达 3.96人/万车。 

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81 宗，死亡 34 人，受伤 78

人，分别上升 10.96%、下降 10.53%和上升 6.8%，直接经济损失

1818.22万元。火灾事故有 101宗，死亡 1人，受伤 3人，火灾

事故经济损失 1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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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报所列数据，部分为初步统计数。 

2.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

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表中“空格”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或无该项数据。 

4.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就业人口、登记失业、职业培训、职称人数和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局；公路数据、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区交

通运输局及地方公路管理总站；旅游、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数字电视、体育数据来自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固话、移动电话及互联网用户数据来自通讯部门（中国电信增城分公司、

中国移动增城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区分公司）；区外资情况、进出口

情况、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等数据来自区科工信商局；市场主体、质量检验数据来自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人民银行增城支行；注册青年志愿者数据来自团区委；教育数据来自

区教育局；卫生、计生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局；水资源、用水量、供水量数据来自区水务局；林

业数据来自区林业和园林局；空气质量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区分局；社会救济和福利数据

来自区民政局；气象数据来自区气象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区应急管理局；人口、机动车、交通

和火灾事故数据来自区公安局；其他数据来自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增城调查队。 

    5.本公报中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区应急管理局在《2018年增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

况统计表》填报为 34人。后来该局根据广州市应急管理局要求，补录了一宗发生在我区永宁街塔

岗村的生产安全事故。该事故造成 4人死亡，即我区 2018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3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