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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荔湾区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紧密结合老城

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广佛

同城化发展，形成荔湾大招商、大建设、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

一、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2020年荔湾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6.07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同）下降 2.8%。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5.07亿元，增长 10.1%；第二产业增加值 295.26

亿元，增长 1.6%；第三产业增加值 785.74亿元，下降 4.8%。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为 0.5：27.2：72.3。2020年经

济密度 18.38亿元/平方公里。



财税收入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然口径）51.02 亿元，增长

0.8%，其中，税务部门组织收入 35.88亿元，下降 8.1%。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03.05 亿元，下降 6.0%。全年税收总额

345.42亿元，下降 31.9%。

投 资

全年项目在地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 30.0%。其中，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长 40.2%。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42.9%；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8.6%。分投资主体看，国有、民间、港

澳台和外商经济分别完成投资增长 8.2%、50.7%、18.7%和

86.2%。

对外贸易

全年商品进出口总值 175.3亿元，增长 2.5%，其中，出

口总值 91.1亿元，增长 1.2%；进口总值 84.3亿元，增长 4.1%。

实际利用外资 0.44亿美元，下降 73.9%；合同利用外资 1.15

亿美元，下降 63.4%。

二、主要行业

农 业

全年农业总产值 7.52 亿元，增长 9.5%。其中，农林牧

渔专业辅助性活动产值 4910万元，增长 1.6%。

工 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26.99 亿元，增长 1.8%。分



行业看，产值前三位依次是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 1.3%、18.4%和下降 20.6%，

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52.1%、19.6%和

12.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9.4%。

建筑业

年末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 56 家，全年建筑业总产

值 170.39亿元，增长 13.2%；新签订合同金额 327.73亿元，

增长 5.0%。房屋施工面积 881.87万平方米，下降 3.4%。

国内商业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3.45 亿元，下降 6.5%。其

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166.01亿元，增长 4.9%；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65.31亿元，下降 15.8 %。从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类别看，零售额前三类分别是中西

药品类、汽车类和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分别实现零售额 51.8

亿元、50.9亿元和 22.1亿元。全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8.9%，占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业零售额的 14.8 %。

三、民营经济

年末全区个体经营户 7.90 万户、从业人员 9.23 人、资

金数额 17.63 亿元，分别增长 1.4%、3.2%和 7.8%；私营企

业 4.84万户、从业人员 47.10万人、注册资金 1288.69亿元，



分别增长 27.2%、305.8%和 9.9%。

四、城区建设和管理

城市建设

龙溪大道东延线、芳村大道南快捷化改造、白鹤沙地块

近期道路、大坦沙岛出入口改造等完工通车，龙溪立交、五

丫口等桥梁大中修工程顺利完工。广佛出口放射线系统工程

（二期）、如意坊隧道、如意坊放射线系统工程（二期）、

广佛大桥系统工程（一期）、东沙隧道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地铁 8、10、11、13、22号线征拆工作不断加快。 “三隧四

路五轨道”等重点项目征拆工作有序推进，全年完成征借地

28.68万平方米，拆迁 3.19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 21.7亿元，

投资完成率 85%。全年新增道路 3.75千米，完成路面修复改

造9.4万平方米，应急抢险作业128次(含道路交通设施桥隧)。

城市绿化

全区绿化覆盖率 27.3%，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5.14平方米，

绿道网总长度 103公里。全年绿化升级改造 5.27万平方米，

种植 1410棵开花乔木，新增绿道 1公里，新增绿地面积 33.78

公顷。第 27 届广州园林博览会荔湾区景点建设工程获区级

展园金奖，花地河东岸北出口到东漖大桥生态景观林带建设

工程获得 2020 年度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园林工程

奖金奖。



住房保障

全年受理审核住房保障各类申请案件 8288 宗，同比减

少 24%。新增解决 1127 户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全区在保家

庭 22690户，保障量同比增长 5.2%。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实

物配租 12691户，租赁补贴 3349户，经济适用住房配售 6650

户。疫情期间共减免直管房租金 5304万元。区内直管房（除

沙面街外）已移交西关城建集团经营管理，共清理违规用房

3205套，动工修缮 387宗。加强辖区内房屋应急事件处置，

共出动应急抢险 83次，出动人员 290人次。

“三旧”改造

全年完成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69.43公顷，完成率 100%。

出台城市更新“1+1+N”政策文件，全区标图建库面积 27.7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44%。20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面推进，

8条已获批实施、12条正开展前期工作；18个旧厂改造项目

加快推进，63 个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已竣工验收 54 个，6

个“混合改造”试点深入推进；34.78 公顷村级工业园整治提

升，物流园全面关停；44个专业市场转型疏解。持续推进“百

梯万人”旧楼宇加装电梯行动，全年核发旧楼增设电梯的使用

许可证 425宗，核发规划许可证 417宗。

环境保护

全年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7416人次、检查企业 3708家次，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36次、夜间专项执法行动 50次。完成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共清查各类污染源 4520 个，确

认纳入普查名录的污染源 1754个。实行“条块结合、分级负

责”的环境监管模式，落实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双随机抽查制

度，全年抽查重点污染源 29 个，一般污染源 108 个；清理

整治各类“散乱污”场所 186处，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达 100%.

开展工业污染源集中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现场检查工业污染

源 1146 个，关停或拆除工业污染源 157 个；加强广佛跨界

河流污染整治，发现问题 36宗，立行立改 32宗；完成我区

在营的 22家加油站的 82个地下油罐防渗改造验收工作。推

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状况调查，完成 7个高关注地块的

样品采集和分析，以及数据上报和成果集成工作。区域环境

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4.5dB(A)，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

路长加权平均值为 70.0dB(A）。

城市管理

推进环境卫生精细化品质化百日攻坚治理工作，共开展

1.42万次整治行动，清理两处大型卫生死角，清理生活垃圾

42.66 万吨、建筑垃圾 0.73万吨。整治非法设置新增户外广

告 215 宗、整治不规范户外招牌 130 个，清理乱拉挂 2850

宗、乱张贴涂写 14.6万宗。立案查处无证施工 30宗、违法

夜间施工 81 宗。全年办理建筑废弃物案件 147 宗，核准排

放量 447.73万立方米，年审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530台；检

查工地 707 个次，检查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91 车次。持续



推进“厕所革命”，新建改扩建公厕 9座。加快推进管道燃气

发展，新增管道燃气安装用户 1.72万户。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处理水平不断提升，设立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中心，490个

生活小区全面完成楼道撤桶，新建改建垃圾压缩站 2座，完

成 1533个投放点美化工程，实现环卫收运和资源回收“两网

融合”，垃圾减量率达 35%；开展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3105次，

发出整改通知书 531份，执法立案 377宗。

社会治安

全年全区 110案件类警情同比下降 20.6%。命案侦破率

保持 100%。涉黑涉恶警情同比下降 8.9%，涉黑恶案件破案

率 91.5%。疫情期间，每日派出警力 340 人次 24 小时落实

17个隔离点看护工作。开展“飓风 2020”专项行动，刑事技术

项目、“禁毒两打两控”等项目排全市第一位；完善“1、3、5

分钟”防控圈，打造“区街联动、共建共治”的工作格局。推进

智慧安防小区等“数字警务”体系构建，在“十大攻坚战”专项

行动中，智慧安防小区建设攻坚战等排名全市第一位。

安全生产

全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18 起（含生产经营性道路

交通事故），死亡 10人，受伤 11人，无较大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与上年相比，事故起数下降 37.9%，死亡人数下

降 28.6%，受伤人数下降 45%。

五、科技和社会事业



科技

全年专利授权 4750件，增长 58.9%，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91件，增长 11%。PCT专利申请 8件。科创平台有力推进，

现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27 家，众创空间 4 家，其中国家级 2

家，孵化面积 30.5万平方米，创新园区 5个，入库创新型企

业 96家，高新技术企业 254家，区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421

家，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57 家。全年实有新三板挂牌企业 8

家；新增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13 家，年末实有 207

家。落实 5G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5G基站 2023座，完成率

152.79%。

教育

年末全区基础教育各类学校 207所，其中，幼儿园 113

所，小学 51所，初中 32所，高中 8所，特殊教育 2所，职

业中学 1所；在校学生 13.89万人，毕业学生 3.22万人，专

任教师 9421人。全年新开办 6所公建配套教育设施，完成 5

所配套幼儿园公开招标工作，新增教育用地 4.5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3.45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3960个。完成学前教育

“5080”目标，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 51.3%、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 82.6%。特色教育项目稳步推进，

完成了首批 40所中小学，共 67个区级高水平体育美育科技

团队的创建；通过“荔•家访谈”、“荔•家锦囊”、“荔•家讲堂”

等专栏，打造家庭教育品牌。



文化

文体事业蓬勃发展，荔湾区获评“全国文化先进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蝉联“中国曲艺之乡”；粤剧艺术博物馆、

十三行博物馆分别被核定为国家二级、三级博物馆，成立全

市首个非遗协会。全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2200 场，文

化惠民效果明显。全年开展进社区进校园送演出 6场、精品

巡演 10场等惠民活动，粤博广福台开展常态演出 97场次。

区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 43.76万人次，向读者推出新书 2.38

万册，外借图书 48.32万册次，新办借书证 1572个，开展读

者活动 282次。荔湾博物馆全年接收社会捐赠 5件(套)，接

待观众约 4.2万人次，讲解导览 68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2场，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8场。粤剧艺术博物馆全年接收社会捐赠

312件(套)，接待观众约 31.3万人次，讲解导览 346场次，

举办专题展览 2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59场。

旅游

荔湾区入选 2020 年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

推进“文化+”工程，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和泮塘五约微改造纳

入国家试点，强化文化传播与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提升

老旧城区品质；有机整合荔枝湾、永庆坊、粤剧博物馆三大

片区文旅资源，成功创建省级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

护实验区，广州西关永庆坊旅游区成功创建 4A级景区；永

庆坊-沙面-西堤入选全国 12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成为广州



首个非遗街区，入驻广彩、广绣等岭南文化气息浓郁的 10

个广州非遗大师工作室，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

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体育

全年举办和承办各类群体赛事活动 10 多项，参与人数

约 19万人次。区属各公共体育场馆全年累计惠民开放约 1.69

万小时，其中免费开放约 1.22 万小时，优惠开放约 0.47 万

小时，惠民约 100.1 万人次。竞技体育再创佳绩，区籍运动

员参加全国以上赛事获冠军 8人次、亚军 3人次、季军 2人

次，参加省赛获冠军 66人次、亚军 57人次、季军 35人次。

体育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全年新建 22条健身路径、1个篮球

场和 13张乒乓球台。

卫生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45个，其中，医院 30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4个、门诊部 84

个、区卫监所 1个、区疾控中心 1个，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 93间。年末全区拥有床位 7120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11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0.42 万人。2020 年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影响，全年全系统医疗卫生机构

门诊量 464.80 万人次，下降 19.32%。其中，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门诊量 236.61 万人次，下降 21.29%，门诊量占全系统

门诊总量比重 50.91%。常住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91.44%。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人群 38.53万人，

覆盖率 39.72%，其中，重点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

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重性精神性疾病及残疾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75.49%。2020 年荔湾区全年无甲类

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 3284例，丙类传染病 2749例，甲

乙类传染病发病率324.50/10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271.64/10

万。

社区建设

线上线下结合完善社区协商议事机制，全年开展社区协

商议事 2895 次，形成决议 3127 项，执行决议 2960 项，开

展社区居委会综合管理智慧平台服务试点项目，通过构建互

联网+社区管理信息服务模式，实现社区服务治理创新。全

区在册法人登记的社会组织 455 家，开展 14 类 170 项社工

专业服务项目，全年政府购买服务个案工作 1721 个、小组

工作 2096次、社区工作 1635次，社区居民参与和享受服务

78万人次。持续深化“社工+失独”、“社工+志愿”、“社工+慈

善”等专项品牌。年末全区共有志愿者 8.3万余人，全年组织

专项服务活动 909次，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 3万余人次，义

工参与服务总时长 6.6万余小时。疫情期间，全区 22条街道

社工站开设了 58个“广州社工红棉守护热线”，为市民提供防

疫知识咨询、心理辅导、援助等，累计服务 10.25 万人次。

开展“暖心热饮”、“暖心守护”等“暖”字决系列活动，惠及社



工、志愿者等 6千余人。

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职工四大险种参保人数 124.13万人。其中，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0.65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3.23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1.58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 28.67

万人。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65万人，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参保 17.02万人。

全年向 3.76万户（次）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发放各类

救济金、临时物价补贴、节日慰问金等 8015 万元。开展流

动救助服务，其中，劝导、指引流浪乞讨人员 0.63万次，护

送流浪乞讨人员 8人。

年末全区共有社会福利养老机构 35 间、星光老年之家

118间，各类养老床位 7784张。推动 1间养老机构建设社区

嵌入式养老机构，推动 4个街道建设颐康中心。推进家庭养

老床位试点建设，已完成试点 278户。深化助餐配餐服务，

疫情期间长者饭堂共开展送餐上门服务 5.81万人次。“3+X”

居家养老模式形成荔湾经验，全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惠及

4.23万人，服务 69.18万人次。

六、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

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123.83万人。年末户籍总人口 76.90万人，

其中，户籍出生人口 0.78 万人，户籍死亡人口 0.71 万人。



政策生育率 96.26%，出生性别比 109.34；人口自然增长率

1.75‰。

就业

年末全区登记在册城镇失业人员 3.96万人，全年城镇失

业人员实现就业 2.21万人，完成市下达任务 1.92人的 116%，

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0.92万人。全年举办线上线下

招聘活动 214场，提供就业岗位 4.32万余个。举办线上线下

各类培训班 69期，培训 4908人次，培训就业率 64%，其中，

开办创业培训班 9期。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4期，培训

人数 385人次；适岗培训 792批次，培训人数 2.42万人次；

以工代训 177批次，培训人数 6.90万人次。年末拥有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 5个，进驻经营户数 486户，创业带动就业

3131人。组织创业指导进社区 22场，指导创业 1190人。创

建“充分就业社区”125个，创建率 66.49％。

人民生活

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1344元，增长 4.2%；城

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44762元，下降 2.3%。

注：



1.本公报的统计数据为快报数。

2.本公报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工农业总

产值绝对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财政收支数据来自荔湾区财政局；

税收数据来自荔湾区税务局；对外贸易数据来自荔湾区商务

和投资促进局；科技数据来自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专利数据来源于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市建设、城市绿

化、住房保障、“三旧”改造数据来自荔湾区住房和建设局；

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区分局；城市管理数据

来自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社会治安、户籍人口数

据来自荔湾区公安分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荔湾区应急管理

局；教育数据来自荔湾区教育局；文化、旅游、体育数据来

自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卫生数据来自荔湾区卫生健

康局；社区建设、各类救助以及养老数据来自荔湾区民政局；

社会保险参保、就业数据来自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参保数据来自市医疗保障局荔湾区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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