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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

各项决策部署，把经济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紧扣高质量发展首

要任务，全力以赴推动全区经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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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荔湾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1277.93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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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亿元，

增长 0.2%；第二产业增加值 355.25亿元，增长 4.9%；第三产业

增加值 917.36亿元，增长 4.7%。三次产业比例为 0.4:27.8:71.8，

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7.8%和 72.2%。2023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1.33万元，经济密度 21.62亿元/平方公里。

财税收入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89亿元，增长 8.3%，其中，税务

部门组织收入 38.31亿元，增长 7.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48

亿元，增长 1.1%。全年税收总额 355.00亿元，下降 7.9%。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 10.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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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3.5%。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3%；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 10.7%。分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下降 47.5%，港澳台投资增

长 58.0%，外商投资下降 89.7%，国有投资增长 86.2%。

对外贸易

全年商品进出口总值 210.7亿元，同比持平，其中，出口总

值 88.3亿元，下降 6.7%；进口总值 122.5亿元，增长 5.5%。实

际利用外资 25.65亿元人民币。

二、主要行业

农 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8.27亿元，增长 1.2%。其中农业产

值 6.97亿元，同比下降 0.3%，占比 84.4%。

工 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73.01 亿元，增长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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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和 7.0%，占比重分别为 69.8%和 12.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

销售率 98.7%。

建筑业

年末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 83 家，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236.71亿元，增长 0.1%；新签订合同金额 364.41亿元，下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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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施工面积 992.96万平方米，下降 3.2%。

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11.15亿元，增长 9.9%。其中，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234.22 亿元，增长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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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类和粮油食品类，分别实现零售额 73.23亿元、71.30亿元和

28.04亿元。全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

额增长 34.6%，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 31.1%。

服务业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13.33 亿元，下降

2.2%。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降 33.0%，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6.5%，房地产业增长 8.2%，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 5.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下降 20.0%，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下降 4.7%，教育增长 66.2%，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 5.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下降 2.0%。

三、民营经济

年末全区个体经营户 8.55万户、资金数额 33.89亿元，分别

增长 3.5%和 7.7%；私营企业 5.57万户、注册资金 2092.95亿元，

分别增长 1.2%和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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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区建设和管理

城市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显著提升，建成 3个教育、医疗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3座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完工，20条共 13.31千米道路

已建成通车，完成 47条共 39.72千米道路改造工作，增设机非护

栏 16.9千米。

城市绿化

全年新增及提升绿地约 15.5万平方米。加强公共绿化管养，

绿地补种地被 79314平方米、灌木 2791株、乔木 52株；绿化修

剪地被 165.78万平方米、灌木 12.47万株、乔木 1.40万株。更换

侧石 148.5米，修复侧石 217米，修复及硬化树池 382个。排危

抢险 2734宗、排危树木 3323株。加强古树名木及乡土树种保护，

全面落实林长制，建设第 30届广州园林博览会荔湾区景点，2024

年计划启动醉观公园盆景专类植物展示园建设，完成沙面古树等

5个生态科普宣教点建设，新建城市绿地约 80000平方米，立体

绿化 2000平方米，新建绿道 1 千米，荔湾湖古树公园 1 个，新

建西湾路、广钢绿地、龙溪路等 6个口袋公园，实现推门见绿，

增加群众游憩绿化空间。

住房保障

全年受理审核住房保障各类申请案件 10608 宗。截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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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全区在保家庭 24931户，其中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物配租

13629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租赁补贴 4350户，经济适用住房配

售 6810 户，共有产权住房配售 142 户，新增解决 555 户家庭住

房困难问题，保障量同比增长 2.3%。加强辖区内危房督修治理，

588幢在册危房，已解危销册 94幢，目前在册危房总数为 528幢；

对辖内 2幢住人危房动员迁出，共迁出人员 4人。全年出动房屋

应急抢险 567 余人次，处理一般以上房屋险情 39 宗，处理轻微

房屋安全问题 117宗。

“三旧”改造

开展 14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利用，6个项目已开工实施。

老旧小区微改造加快实施，丛桂等 7个小区已基本完工，隆庆等

23个小区已开工实施。4个已批在建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力有序有

效开展。

环境保护

全年出动环保执法人员 5178人次、检查企业 3089家次，开

展专项执法行动 21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荔湾区空

气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 3.55，AQI达标率为 88.2%，PM2.5年均浓

度为 26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为 46微克/立方米、二氧化

氮年均浓度为 33微克/立方米。开展治水攻坚行动，累计建成排

水达标单元 1855个、面积 3314.65公顷。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工作。共排查河涌 77条 212.01公里。全面推进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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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疗废物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全年清理整治各类“散乱污”

场所 169处，印发实施《荔湾区固体废物监管职责清单》，创建

“无废细胞”数量共计 198个。扎实推进噪声污染防治，区域昼

间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5.6dB(A)，夜间为 51.9dB(A)；道

路交通昼间噪声等效声级路长加权平均值为 70.6dB(A），夜间为

68.6dB(A）。

城市管理

推进市容品质提升，全年共办理大型户外广告证 9个，临时

广告证 9 个，审核大型广告共 76块。拆除违法或不合规的户外

广告和招牌 96块，整治乱摆卖 3.04万宗，占道经营 3.46万宗。

清理乱拉挂、小广告 1100余宗，乱张贴、乱涂写约 3000宗。成

功培育 4个市级容貌品质社区，强化环卫设施建设，高标准建成

环卫公厕 24座、生活垃圾分类星级投放点 40个、1座南漖停车

场。全年办理建筑废弃物排放案件 63宗，核准排放量 791.12万

立方米，核准回填量 111.27万立方米，年审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578台；检查工地 5084个次，检查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1090台

次。加快推进管道燃气用户发展，新建燃气管道 4公里，完成老

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 14.62公里，全年新增管道燃气用户 1.11万

户。

安全生产

全年共发生各类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15起、死亡 11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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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与上年相比，事故起数增加 2 起、上升 15.4%，死亡人数

减少 1人、下降 8.3%，受伤人数增加 3人、上升 150%，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五、科技和社会事业

营商环境

全区实有各类市场主体约 14.52 万户，注册资本约 2442.22

亿，全年新增市场主体 1.77万户。深化营商环境 6.0改革，深化“一

照通行”改革，持续推行“线上办”“跨省办”和“零元办”，推行重点

行业“白名单”管理，包含 365户企业，创新“点线面”信用修复机

制，完成经营异常名录信用修复 11497户次。

科技

全区专利授权量 2948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485 件，

同比增长 49.2%；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12件，同比增长 100%。

年末，全区有效发明专利 2617件，同比增长 18.8%，其中，高价

值发明专利量 937件，同比增长 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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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孵化面积28.81

万平方米；全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11家，年末实有 302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入库累计 667家，申报完成率在全市排名第 3

名。年末实有新三板挂牌企业 6家；年末实有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企业 95家。推进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建成 5G基站

1023座。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全年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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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38家，认定创新型企业 52家。

教育

年末全区基础教育各类学校 202所，其中，幼儿园 121所，

小学 44所，完全中学 5所，初级中学 12所，高级中学 1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 14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 所，特殊教育学校 2

所。基础教育在校学生 15.09万人，毕业学生 3.72万人，专任教

师 1.01 万人。全年接收公建配套学校 4 所，新增教育用地 3.7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59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3690座。我区现

有 43所学校通过双层遴选机制引进了 17所第三方非学科类机构

参与课后托管服务，学生课后服务参与率达 98.8%。

文化

全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03场，文化惠民效果明显。

全年开展进社区进校园送演出 377 场、精品巡演 10 场等惠民活

动，粤博广福台开展常态演出 1010场次。区图书馆获评为国家一

级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 165.9万人次，向读者推出新书 3.6万册，

外借图书突破 100万册次，新办借书证 1.29万个，开展读者活动

761次，“悦读西关”项目被评为广州市“最美未成年人阅读推

广项目”。荔湾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讲解导览 674

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4 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10 场。粤剧艺术

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约 341万人次，讲解导览 1274场次，举办

专题展览 3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75场。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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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接待游客 53万人次，讲解导览 659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2场，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44场次。首个“广东少儿粤剧团”落户荔湾，

建成广州首个生产教学经营展示一体化的非遗聚集区。

旅游

成功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

单位，2023 年新春水上花市线上流量突破 74.3 亿人次，央视 9

个频道、国内超 200家媒体争相报道。

体育

全年举办和承办各类群体赛事活动约 30 项，线上线下参与

人数累计约 16万人次。协办第 30届“五羊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

赛，组织参与市、区两级龙舟邀请赛。区属各公共体育场馆累计

开放 3.15万小时，其中优惠开放 2.06万小时，免费开放 0.3万小

时，惠民 121.6万人次。全年新开放体育场馆 1个，新建 37条健

身路径、45 张乒乓球台，2 个篮球场，10 片羽毛球场。竞技体

育再创佳绩，区籍运动员参加全国以上赛事获冠军 37人次、亚军

18人次、季军 15人次，参加全省赛事获冠军 101人次、亚军 56

人次、季军 33人次。

卫生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291 个，其中，医院 28 间、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0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2 个、门诊部 9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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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机构 1个、卫生监督所 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30间。年末全区实有床位 7608张；各

类卫生技术人员 12801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4817人。根据

卫生统计报表显示，全年局属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512.02万人次。

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量 289.37 万人次，门诊量占局属医

疗卫生机构门诊量比重 56.52%。常住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92.30%。创新家庭医生签约工作“646”模式，全人群签约 59万余

人，签约率 52.32%，较 2022年提升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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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6%。全年无甲类传

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 14178例，丙类传染病 27087例，甲乙类

传染病发病率 1154.03/10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 2204.77/10万。

社区建设

全年开展社区协商议事 1829次，形成决议 1954件，执行落

实决议 1947 件。全区在册法人登记的社会组织 467家。全年各

街道社工服务站合计提供个案 1419个、开展小组工作 442个、

社区活动 1579场，服务居民群众约 230 万人次。全区志愿者累

计登记总数为 29617人，参与服务总时长 23.06万小时。指导成

立荔湾区慈善会 1个，区慈善会和社区慈善基金累计筹募善款物

资约 1080.88 万元，其中区慈善会收到“6.30”捐赠资金 859.8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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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2.66万人，失业保险参保 31.18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33.3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 30.00万人。年末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67 万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16.73万人。

全年做好向 4284 户低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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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慰问金等保

障工作。开展流动救助服务，共派出车辆 2704车次，派出工作人

员 7694人次，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入救助站 26人，协助护送至医

院 17人，成功劝导寻亲返乡 71人，派发救助物资共计 5726份。

年末全区共有备案养老机构 52间，各类养老床位总数 9902

张（含家庭养老床位 2351张），累计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128.67

万人次，全年建成社区颐康服务站 197个，实现社区颐康服务站

建设全覆盖。建成长者饭堂 140个，其中建有采取自建厨房模式

的长者饭堂 20个，全年累计提供助餐配餐服务 40.25万人次。

六、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

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113.30万人。年末户籍总人口 80.48万人。全

年户籍出生人口 0.64万人，户籍死亡人口 0.94万人。户籍人口出

生性别比 113.22，人口自然增长率-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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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年末全区登记在册城镇失业人员 2.46万人，全年城镇失业人

员实现就业 1.74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0.58万人。

全年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160场，提供就业岗位 14.65万个。

开展“绿马甲”就业服务，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发放稳

岗就业补贴近 1.82亿元，全覆盖惠及 2.46万家次企业，7.95万人

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2258人次，培训就业率 70%。其

中，开展粤菜师傅培训 606人次，南粤家政培训 4789 人次，农

村电商 203人次，创业培训 432人次，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132人次。年末拥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8个，进驻经营户数

409户，带动就业 0.21万人。开展创业指导进社区、进校园活动

98场，指导创业 3699人，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 11场，为 441人

提供职业指导服务。创建“充分就业社区”153个，创建率 76.12%。

人民生活

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3094元，增长 6.3%；城市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46705元，增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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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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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公报中财政收支、税收数据来自荔湾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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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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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中的治水数据来自荔湾区农业

农村局；城市管理数据来自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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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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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