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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8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带领下，荔湾区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促进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展质量不断

提升。

一、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

2018年，荔湾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23.34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下同）增长 4.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60

亿元，下降 5.8%；第二产业增加值 267.88亿元，增长 1.3%；第

三产业增加值 950.86亿元，增长 5.7%。第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比例为 0.4:21.9:7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6%、5.5%

和 95.1%。201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27432元，经济密度 20.70

亿元/平方公里。

财税收入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60亿元，增长 4.9%，其中，税务

部门组织收入 39.73亿元，增长 22.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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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1.9%。全年税收总额 281.96亿元，下降 13.6%。

投 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 38.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 48.6%。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2.7%；第三产业投资

增长 40.0%。分投资主体看，国有、民间投资分别增长 74.9%和

23.8%，港澳台、外商经济投资分别下降 66.1%和 56.7%。

对外贸易

全年商品进出口总值 157.56 亿元，增长 3.2%，其中，出口

总值 105.14亿元，增长 19.2%；进口总值 52.42亿元，下降 18.6%。

实际利用外资 1.78亿美元，增长 5.0倍；合同利用外资 3.60亿美

元，增长 4.6倍。

二、主要行业

农 业

全年农业总产值 7.23亿元，下降 5.8%。其中，种植业产值

6.16亿元，下降 7.9%。

工 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63.48 亿元，下降 7.5%。分轻重

工业看，轻工业产值 273.92亿元，增长 3.4%；重工业产值 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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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下降 29.9%。分行业看，产值前三位依次是：烟草制品业

增长 1.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下降 38.6%，医药制造业

增长 20.9%。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102.3%，比上年提高

1.9个百分点。

建筑业

年末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 39 家，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129.33亿元，增长 15.6%；新签订合同金额 262.19亿元，下降 8.4%。

房屋施工面积 937.28万平方米，增长 21.0%。

国内商业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32.18 亿元，增长 8.0%。其中，

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532.46 亿元，增长 8.4%；住宿和餐饮业零

售额 99.72亿元，增长 6.0%。从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类别看，

零售额前三类分别是：汽车类下降 0.5%，中西药品类增长 8.7%，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2.3%。批发业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6028.77亿元，增长 8.4%。

三、民营经济

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 486.69亿元，增长 4.2%，占 GDP比重

为 39.8%。年末全区个体经营户 7.52万户、从业人员 8.49万人、

资金数额 14.78 亿元，分别增长 2.1%、3.9%和 5.8%；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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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万户、从业人员 6.68万人、注册资金 700.81亿元，分别增长

15.7%、10.9%和 29.8%。

四、城区建设和管理

城市建设

如意坊隧道、芳村大道南快捷化改造工程、龙溪路升级改造

（东段）、广钢新城一期市政道路等项目开工建设，如意大道、

城市快捷路二期、芳村沿江路、东漖大桥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

进。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完成征地 1.48万平方米，完成率 70%；借

地 7.27万平方米，完成率 70%；拆迁 5.1万平方米，完成率 82%。

富力广场地块配套中学、广州市第一中学（初中部）一期工程、

康迪学校升级改造等 3个学校改扩建工程如期完工。全年完成路

面修复改造 17.2万平方米，处理路面抢险 262宗。

城市绿化

全区绿化覆盖率 26.6 %，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6.07平方米，绿

道网总长度 100公里。擦亮花城绿城品牌，打造广州园林博览会

荔湾景点等一批精品工程，完成第二十四届广州园林博览会荔湾

区景点建设工程、塞坝路街心公园建设工程等 17 个园林绿化项

目。加强园林绿化管养，全年补植乔木约 160株，修剪乔木约 8035

株、地被约 29.6万平方米，修整铺装约 400平方米，扩张网约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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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完成 264 株古树实地普查工作。全年绿化升级改造约 15 万

平方米，种植 1.15万棵开花乔木，新增绿道 2公里，新增绿地面

积 13.19公顷。

住房保障

全年受理审核住房保障各类申请案件 9782宗，新增解决 1664

户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开展直管房检查 8911余人次，检查房屋

18436 余户，维修直管房 780 宗，面积 14 万平方米。治理解危

108幢，已围蔽、支顶 77幢。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火警 6宗，

处理轻微房屋应急抢险事件 78宗， 2037户直管房非住宅独立式

烟感报警器全面安装完成。

“三旧”改造

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修缮活化利用、西湾路安置房南片

区等项目开工建设。泮塘五约微改造一期、非遗展示馆等项目如

期完工。大坦沙岛更新改造有序实施，西郊村一期商业大楼已建

成，广州呼吸中心已动工。东漖、茶滘、鹤洞、花地旧村改造顺

利推进。40个老旧小区微改造全部完成， 70个老旧小区微改造

前期工作加快推进。“百梯万人”旧楼宇加装电梯行动累计加装

334台，其中投入使用 65台，正在安装建设 269台。

环境保护

全年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3518人次、检测人员 259 人次、检



—6—

查企业 1758家次，开展夜间专项检查 31次。针对无牌无证洗水

厂、印花厂，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执法行动 15次。全力推进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完成普查确认工业污染源 1412家，生活

源锅炉 17台。推行“环保信息采集”公众号，清理整治各类“散乱

污”场所 569家。全面贯彻落实“水十条”、河长制，推行河湖警长

制，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开展广佛联动合力治水，完成河涌拆

违 11.6万平方米，整治非正常排水口 590个，完成 8个城中村截

污纳管，新增污水管网 249公里。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

56.8dB（A），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路长加权平均值 69.7dB（A）。

城市管理

全年受理城市管理案件 74761宗，其中，主动巡查发现 74305

宗，受理案件办结率 100%。加大市容市貌管理力度，全年新增

环卫作业车辆 124台，清理违法或不规范户外广告招牌 3668宗、

乱拉挂 1235宗、乱张贴 15.6万宗。全年办理余泥行政许可案件

30 宗，核准排放量 351.51 万立方米，年审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152台次；组织巡查 7210人次，协调督促处理道路污染 10.28万

平方米，清理无主余泥 1.9万吨；检查工地 724个次，检查建筑

废弃物运输车辆 501 次，现场移交违章案件 12 宗、书面移交违

章案件 29宗。实施“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大修 10座公

厕，采购 5座智能公厕。完善“3•15•60”再生资源网络体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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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家私拆解中心，在全区 24个压缩站设置废玻璃收集点，生活

小区旧衣回收覆盖率达 83%，全年回收低值可回收物 4.7万吨、

餐厨垃圾 2.6万吨，占垃圾总量 17%。

社会治安

全年全区 110案件类警情同比下降 23.1%，降幅列全市第一，

实现连续七年下降，其中，“两抢”、入室盗窃、“黄赌毒”警情分

别下降 54.9%、47.6%和 7.2%。全年刑事立案同比下降 23.7%，

破获刑事案件 2671宗，同比增加 4%；破案率 31.1%，比上年提

高 5.3个百分点，创历年来新高。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破获涉黑恶刑事案件 196 宗，打掉涉黑恶团伙 55 个，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创历史新高。消防整治力度不断加强，全年发生火灾 65

起，同比下降 51.1%。积极推进门禁视频系统建设，覆盖实有房

屋 5466栋 15.6万套。

安全生产

全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19 起（含道路交通、建筑施工

等），死亡 10 人，受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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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死亡人数下降 41.2%，受伤

人数下降 54.5%。

五、科技和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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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全年区财政投入科技经费 3.81亿元，增长 10.4%。全年专利

申请 671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587件；专利授权 3130件，

增长 30.7％，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69件。年末拥有 28家市级以

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7家众创空间，拥有孵化器面积 36.02万平

方米，在孵企业 618 家。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81 家，年末实

有 301 家。全年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1 家，年末实有 11家；新

增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89家，年末实有 569家。

教育

年末全区基础教育各类学校 202所，其中，幼儿园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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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83人，毕业学生 30284人，专任教师 8811人。

全年接收公建配套学校 8所，新增教育用地约 10.9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 8.96万平方米。成立荔湾区“3+6”教育集团，充分发挥

优质资源辐射作用。全区共有 20所中小学校被评为广州市义务教

育阶段特色学校，已有 46 所学校完成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

21所家庭教育学院实验基地已有讲师成员 147人。

文化

全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650场，主要有第八届“荔枝湾•

新西关”民俗文化节、第二届粤剧嘉年华、穗港澳粤剧日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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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文化进万家 161+1惠民工程”，送演出 110场、电影 66场、

精品巡演 10场进社区，组织歌诵比赛 1场，举办书画展、讲座、

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惠及人数 12万人次。区图书馆

全年接待读者 54.25万人次，向读者推出新书 2.98万册，外借图

书 42.2万册次，新办借书证 3884个，开展读者活动 82次；向街

道图书馆外借图书 6.3万册，每周开放时间为 64小时。荔湾博物

馆全年接收社会捐赠 206件(套)，接待观众约 12.6万人次，讲解

导览 262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3 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19 场。

粤剧艺术博物馆全年接收社会捐赠 542件(套)，接待观众约 32万

人次，讲解导览 1438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2 场，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 24场。全年组织文物专项检查 3 次，检查文物 256家，新

增第四批区级非遗项目 6个（含调整项目 1个），市级非遗项目

5个，市级非遗传承基地（2018-2020年）9个，成功申报荔湾区

传统工艺工作站，非遗粤曲项目成功申报国家文旅部颁发的“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旅游

举办“百万市民游广州”荔湾分会场、第十一届 “西关美食节”

等系列旅游主题活动。更新荔湾旅游宣传产品，制作《“西关情，

荔湾味”旅游手绘地图》和 “风格”、“景致”、“历史”、“名流”“味

道”等五个主题“风情”荔湾系列折页。优化“西关风情线”，在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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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粤剧艺术博物馆、上下九步行街、沙面海鲜食街等 4个

特色景点增设双层观光巴士停靠站。聚龙村成功成为广州市旅游

文化特色村创建单位。

体育

全年举办和承办各类群体赛事活动 60多项，参加人数约 30

万人次。区属体育场馆累计开放 3.41万小时，接待进场活动群众

199.2万人次，其中优惠和免费进场 111.2万人次，优惠开放 1.79

万小时，免费开放 7743小时。竞技体育再创佳绩，区籍运动员参

加全国以上赛事获第一名 36 项、第二名 17 项、第三名 33 项，

参加全省赛事获冠军 43 项、亚军 26项、季军 13项。体育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全年新建 34条健身路径、1个篮球场和 40张乒

乓球台，升级改造 1片足球场，全区社区健身设施正常使用率达

98%以上。

卫生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20 个，其中，医院 26 间、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9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4 个、门诊部 69 个、

区卫监所 1个、区疾控中心 1个，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0间。

年末全区拥有床位 6989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10286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 3751人。全年全系统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 544.66

万人次，增长 0.6%。其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量 271.8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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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增长 3.6%，门诊量占全系统门诊总量比重 49.9%。常住人

口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78.9%。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

人群 31.79万人，覆盖率 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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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全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

乙类传染病 3544例，丙类传染病 6243例，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373.05/10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 657.16/10万。

社区建设

全区划分社区网络 1370 个，网格化建设日趋成熟。完善社

区商议事机制，建成街级议事厅 22个、社区议事厅 188个，议

事机构成员 1052 人，议事次数 1540次，形成决议 3301 个。全

区在册法人登记的社会组织 484家，实现各街道各建立 1个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推动西村街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开展

14类 167项社工专业服务项目，全年政府购买服务个案工作 2096

个、小组工作 6199次、社区工作 3105次，社区居民参与和享受

服务 58.66万人次。年末全区共有义工 2.40万人，全年组织专项

服务活动 1716次，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 2.84万人次，义工参与

服务总时长 7.86万小时。

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职工四大险种参保人数 110.31万人。其中，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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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5.97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8.57万人，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 28.80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 26.97万人。全年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76万人，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参保

15.81万人。

全年向 4100多户低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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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万元。实施各类医疗救助 1.78

万人次。开展流动救助服务 1455次，其中，劝导、指引流浪乞讨

人员人 2294次，护送流浪乞讨人员 65人。

年末全区共有社会福利养老机构 29 间、星光老年之家 126

间，各类养老床位总数 6774张。推进老年人家庭及居住区公共设

施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 131户困难家庭、16个居住区公共设施

改造。深入推进“银龄安康行动”全覆盖，为 7.81万 60周岁以上

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综合保险，驻点服务 155个社区居委会，全

年新增办理“平安通”服务 3589人。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革，全区

共有五星级养老机构 3间，数量居全市第一；年末拥有社区“大配

餐”服务点 77个，全年服务居民 55万人次。全年发放长者长寿金

96.72万人次；新办理老年人优待卡 14877张，补办 20295张，升

级 22533张。

六、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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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97.00万人。年末户籍总人口 74.54万人，其中，

户籍出生人口 0.85 万人，户籍死亡人口 0.65 万人。政策生育率

97.96%，出生性别比 110.15（以女性为 100）；人口自然增长率

1.4‰。

就业

年末全区登记在册城镇失业人员 34611人，全年城镇失业人

员实现就业 26180人，就业率 75.64％，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 20015人，就业率 76.81%。全年举办现场招聘活动 131场，

提供就业岗位 40148个。开办各类培训班 138期，培训各类人员

10796人，培训就业率 60%，其中，开办创业培训班 11期。年末

拥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23个，进驻经营户数 2918户，创业

带动就业 26036人。组织创业指导进社区 22场，指导创业 1103

人。创建“充分就业社区”150个，创建率 79.8％。

人民生活

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273元，增长 8.1%；城市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43076元，增长 6.3%。

注：

1.本公报的统计数据为快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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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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来自荔湾区科技工

业商务和信息化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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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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