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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荔湾区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一

个定位、两大引擎、三大平台”发展思路，率先建设老城市新活

力示范区，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十

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一、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

根据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荔湾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1209.7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下同）增长 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09亿元，

增长 8.5%；第二产业增加值 330.49亿元，增长 6.6%；第三产业

增加值 874.21 亿元，增长 9.3%。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例

为 0.4:27.3:7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0.5%、21.1%和

78.4%。202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2040元，经济密度 20.47亿

元/平方公里。

财税收入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12亿元，增长 4.1%，其中，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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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组织收入 36.29亿元，增长 3.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5.22

亿元，增长 2.1%。全年税收总额 340.36亿元，下降 1.5%。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 10.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 9.8%。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1.3%；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 11.6%。分投资主体看，民间、港澳台投资分别增长 22.3%和

8.9%，国有和外商经济投资分别下降 15.3%和 34.8%。

对外贸易

全年商品进出口总值 203.9 亿元，增长 15.7%，其中，出口

总值 93.8亿元，增长 3.0%；进口总值 110.1亿元，增长 29.3%。

实际利用外资 1.99亿美元，增长 10.2倍；合同利用外资 4.27亿

美元，增长 2.2倍。

二、主要行业

农 业

全年农业总产值 7.79亿元，增长 10.0%。其中，农林牧渔专

业辅助性活动产值 0.42亿元，下降 6.3%。

工 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66.98 亿元，增长 6.7%。分行业

看，产值前两位依次是烟草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 0.6%

和 8.3%，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63.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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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9.6%。

建筑业

年末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 60 家，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235.27亿元，增长 37.4%；新签订合同金额 310.30亿元，下降 5.0%。

房屋施工面积 562.93万平方米，下降 11.8%。

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44.01亿元，增长 14.3%。其中，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191.05亿元，增长 13.0%；限额以

上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70.42亿元，增长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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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亿元、57.03亿元

和 26.28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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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6.1%。

服务业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61.28亿元，同比增

长 8.6%。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12.8%，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8.8%，房地产业增长 8.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6.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7.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下降 6.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增长 0.7%，教育业增长 13.6%，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

24.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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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营经济

年末全区个体经营户 8.01万户、从业人员 9.47万人、资金数

额 29.62亿元，分别增长 1.5%、2.6%和 68.0%；私营企业 5.15万

户、从业人员 48.19万人、注册资金 1392.44亿元，分别增长 6.4%、

2.3%和 8.1%。

四、城区建设和管理

城市建设

广医一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大坦沙院区进入试运营阶段，广

州国际医药港首期项目“健康方舟”正式运营，鹤洞大桥大中修

工程顺利完工并通车。广船一期、鹅潭一号总部、白鹅潭国际金

融中心等，以及如意坊隧道、如意大道、广佛大桥等项目建设有

序推进。如意大桥东桥、南漖隧道等项目前期工作不断加快。重

点项目征拆工作有序推进，全年完成征借地 41 万平方米，拆迁

9.7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 26.79亿元，投资完成率 86%。全年新

增道路 4.03千米，完成路面修复改造 10.5万平方米，应急抢险作

业 15次（含道路交通设施桥隧）。

城市绿化

全区绿化覆盖率 23.9%，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5.71平方米，绿

道网总长度 104公里。全年绿化升级改造 1.92万平方米，种植 986

棵开花乔木。加强公共绿化管养，全年修剪乔木、灌木约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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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地被约 183万平方米，补植乔木、灌木 0.72株，地被 12.71

万平方米。全年新种树木 986株，新建口袋公园 9个，邻里花园

26个。

住房保障

全年受理审核住房保障各类申请案件 9245 宗，同比增长

11.6%。截至2021年底，全区在保家庭 22985户，其中公共租赁

住房保障实物配租 12722 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租赁补贴 3402 

户，经济适用住房配售 6782户，共有产权住房配售 79户，新增

解决 1092户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保障量同比增长 5%。疫情期间

共减免直管房租金 1277.09万元。加强辖区内危房督修治理，742 

幢在册危房，完成围蔽 70 幢、支顶 25 幢、卸荷 20 幢。全年出

动房屋应急抢险 38次，出动人员 107人次。

“三旧”改造

组建历史文化保护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完成 7个老旧小区

微改造项目，46个老旧小区和 25条道路“三线”整治工作全面

竣工。永庆坊示范段、骑楼段、滨河段、粤博东段、粤博西段微

改造完成并对外开放。8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序开展，18个旧厂

改造项目稳步实施，珠江钢琴厂改造为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

岭南 V谷智能科技园项目完工验收，东洛围码头项目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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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全年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5908人次、检查企业 2949家次，开

展专项执法行动 26次，夜间专项执法行动 32次。抽查重点污染

源 19 个，一般污染源 69 个，建设项目 34 个。持续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加强涉疫医疗废物和

医疗垃圾环境监管，全年清理整治各类“散乱污”场所 51处，危

险废物处置利用率达 100%。区域环境和交通环境日间噪声分别

为 56.60dB（A）和 71.00dB（A）。

城市管理

推进市容品质提升，全年共办理户外广告设置证 45 个，审

核户外广告牌 454块，拆除违法或不合规的户外广告和招牌 127

块。清理乱拉挂、小广告 2850宗，乱张贴、乱涂写 13.8万宗。

推进培育 5个容貌品质社区工作，打造多宝街和冲口街“门前三

包”样本街。强化环卫设施建设，高标准建成“两网融合”网点

16 个、公厕 5 座、垃圾压缩站 2 座，改造提升垃圾分类投放点

1375个。全年办理建筑废弃物排放案件 48 宗，办理消纳案件 1

宗，核准排放量 631.94万立方米，核准回填量 1.72万立方米，年

审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494台；检查工地 637个次，检查建筑废

弃物运输车辆 682次。加快推进管道燃气用户发展，全年新增管

道燃气用户 1018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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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

全年全区 110案件类警情同比下降 11.8%，其中，“两抢”、

入室盗窃、伤害类警情分别下降 47.2%、15.0%和 44.8%。全年刑

事立案同比下降 9.5%，刑事案件破案率 35.4%，同比上升 5个百

分点，命案侦破率保持 100%；失联警情失踪人员找回率 100%，

排名全市第一。全年完成涉疫风险人员核查 53.8万人，100%落

地核查。全力推进“智慧安防小区”“雪亮工程”“门禁工程”，

完成全区“中小幼”小区 4300路视频图像资源联网，全区累计建

设门禁视频覆盖楼房2.15万栋、房屋39.47万套，其中出租屋12.93

万套；登记实有人口 76.93万人。

安全生产

全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22起（含道路交通、消防等），

死亡 13人，受伤 11人，无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与上年

相比，事故起数上升 22.2%，死亡人数上升 30%，受伤人数持平。

五、科技和社会事业

科技

全年专利授权 6563 件，增长 38.2％，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431件，增长 125.7％；PTC国际专利申请 11件，同比增长 37.5%。

年末，全区有效发明专利量 1817件，同比增长 52.4%，其中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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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发明专利量 520 件。科创平台有力推进，年末拥有 25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 8家众创空间，拥有孵化器面积 28.91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近 600家；全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91家，年末实有 265

家。年末实有新三板挂牌企业 7家；年末实有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企业 207家。推进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建成 5G基站

582座。

教育

年末全区基础教育各类学校 214所，其中，幼儿园 120所，

小学 52所，完全中学 6所，初级中学 18所，高级中学 1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 14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1 所，特殊教育学校 2

所。基础教育在校学生 14.55万人，毕业学生 3.22万人，专任教

师 9653人。新增学位 4380个。全年接收公建配套学校 3所，新

增教育用地 4.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31万平方米。高标准开办

省实荔湾学校第二小学部、沙面小学大坦沙校区，新增 3780个优

质学位。优质午休“平躺睡”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惠

及学生9.00万人。在全市首创以教育集团名义缔结港澳姊妹学校，

推动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

文化

全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703场，文化惠民效果明显。全

年开展进社区进校园送演出 460场、精品巡演 30场等惠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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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博广福台开展常态演出 57场次。区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 70.65

万人次，向读者推出新书 1.6万册，外借图书 49.4万册次，新办

借书证 1.01万个，开展读者活动 508次。荔湾博物馆全年接待游

客 8.8万人次，讲解导览 332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1场，开展宣

传教育活动 12场。粤剧艺术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约 60万人次，

讲解导览 641 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5 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23

场。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 8.2万人次，讲解导览 360

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2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23场次。宏信 922

创意园和七喜创意园分别获评为省级、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旅游

以“绣花”功夫建设文旅融合活力区，西关永庆坊旅游区获

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省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永庆坊广州非遗工作站揭牌并获评省级工作

站。启动沙面·西堤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创建，获批新增为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高标准推进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

游径西堤示范段建设，游径信息服务总站建成开放，丰富提升旅

游文化内涵与品质。

体育

全年举办和承办各类群体赛事活动 9项，线上线下参与人数

累计约 27万人次。区属各公共体育场馆累计开放 4.29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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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惠开放 3.29 万小时，免费开放 0.66 万小时，惠民 104.40

万人次。推进建立“15分钟健身圈”，完善社区体育设施建设，

全年新建 14条健身路径和 4 张乒乓球台。竞技体育再创佳绩，

区籍运动员参加全国以上赛事获冠军 27人次、亚军 23人次、季

军 17人次，参加全省赛事获冠军 111人次、亚军 96人次、季军

70人次。

卫生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57 个，其中，医院 28 间、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9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3 个、门诊部 86 个、

区卫监所 1个、区疾控中心 1个，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92间。

年末全区拥有床位 7216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1662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 4394人。全年全系统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 486.35

万人次，增长 4.7%。其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量 229.41 万

人次，门诊量占全系统门诊总量比重 47.2%。常住人口居民健康

档案建档率 92.1%。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人群 43.61

万人，覆盖率 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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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全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

病 4251例，丙类传染病 3786例，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420.06/10

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 374.1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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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全年开展社区协商议事 2709次，形成决议 2806项，执行决

议 2691项，推广“社区随约服务网上驿站”平台，启动“网上家

园”建设，建成 190个优质生活服务圈和 191个便民生活服务圈。

全区在册法人登记的社会组织 461家。全年各街道社工服务站合

计提供个案 2315个、开展小组工作 1831次、社区工作 1696次，

服务居民群众约 140万人次。社区志愿者参与专项活动 8.5万人

次，参与服务总时长 20.89万小时。成立 22个社区慈善基金会，

筹募资金和物资近 130万元。

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0.53万人，失业保险参保 31.95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31.47万人，生育保险参保 30.30万人。年末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44 万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16.79万人。

全年向 5.08万户（次）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特困人员等

困难群众发放各类救济金、春节一次性价格补助、节日慰问金等

共计 8916.02万元。开展流动救助服务，共派出车辆 2358车次，

派出工作人员 6923人次，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入救助站 10人，协

助护送至医院 4 人，劝导协助返乡 15人，妥善安置宁波返穗露

宿人员 1人，为有需要的受助人员派发救助物资共计 618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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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共有社会福利养老机构 39 间、星光老年之家 118

间，各类养老床位总数 7775张，完成街道颐康中心建设全覆盖。

全年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累计提供助餐配餐服务、康复护理、

日常托管等服务 59.82万人次。年末拥有“大配餐”服务点 90个，

全年服务居民 29.6万人次。

六、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

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112.96万人。年末户籍总人口 78.30万人。全

年户籍出生人口 0.63万人，户籍死亡人口 0.66万人。出生性别比

114.66，人口自然增长率-0.68‰。

就业

年末全区登记在册城镇失业人员 3.36万人，全年城镇失业人

员实现就业 2.23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0.75万人。

全年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410场，提供就业岗位 5.26万个。举

办线上线下各类培训班 186期，培训 6490人次，培训就业率 64%，

其中，开办创业培训班 11期。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6 期，

培训人数 863人次；适岗培训 68批次，培训人数 1280人次；以

工代训 4736批次，培训人数 8.81万人次。年末拥有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 4个，进驻经营户数 633户，创业带动就业 1.21万人。

组织创业指导进社区 99场，指导创业 5015人。创建“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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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127个，创建率 65.5%。

人民生活

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4554元，增长 4.5%；城市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41915元，下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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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散乱污”场所数据来自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

息化局；专利数据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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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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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广

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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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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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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参保数据来自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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