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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统计局关于
“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 7 月 6 日-

“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委“123456”思路举措，

抢抓“双区”“双城”“两个合作区”建设、老区苏区振兴发展等

重大政策机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五

年来，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成功入选全国“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国最美县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全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全国“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区、全国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

平安建设先进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业先进单位、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县，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综 合

经济实力不断壮大。2020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GDP）完

成 219.95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5.2％，五年年均增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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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区人均 GDP 为 39599 元，比 2015 年增长 22.36%，五

年年均增长 4.1%。

产业结构更加体现梅县资源优势。全区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5年的23.1:36.7:40.2调整优化为2020年25.7:32.3:42.0，

第一、三产业地位更加突出，充分体现梅县资源优势。分产业来

看，第一产业比重增加 2.6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减少 4.4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1.79 个百分点。

财税收入质量不断提高。2020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为 14.58 亿元，比 2015 年下降 32.2%；2020 年，全区

完成税收收入 29.61 亿元，比 2015 年下降 6.1%；财政来源于税

收的比重明显提升，财税收入质量大幅提高。

市场价格保持平稳。各年价格变动情况如下（以上年价格为

100）：

年 度

指 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4.8 102.2 101.8 102.4 101.6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00.2 101.5 101.4 102.7 101.4

登记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劳务输出小幅下降。“十三五”

时期，五年平均登记失业率 2.4%,与“十二五”期间持平。2020

年，全区劳务输出 13.82 万人，比 2015 年下降 8.17%。其中，

城镇输出 7.78 万人，农村输出 6.04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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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①GDP 总量仍然偏小，人均 GDP 仍然偏低；②工业经济实力整体

水平仍显不足，高耗能工业比重仍然偏大，产业园区集聚效应能

力亟待提升；③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然较大，消费市场比较疲

软。

二、农业

农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十三五”时期，全区完成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五年年均增长 3.8%，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五年年均

增长 4.0%。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吨）：

时期

指标
十三五期末 十二五期末

“十三五”期末比“十

二五”期末增长（%）

粮食作物（含大豆） 175102 182969 -4.3

其中：稻谷 162522 159990 1.6

水果 760992 608156 25.1

其中：柚子 555601 432543 28.4

花生 7732 7279 6.2

蔬菜 475173 465960 2.0

烤烟 1833 222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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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发展。2020 年，全区完成工业增加值

59.83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5.1%,五年年均增长 4.6%。规模以

上工业得到平稳发展，十三五”期末全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4 家，比 2015 年末增加 13 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57.71 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96.5%。

建筑业保持较快发展。“十三五”期末，全区共有资质等级

以上建筑业企业 55 家，完成产值 35.59 亿元，比 2015 年（18.44

亿元）增长 92%，五年年均增长 13.9%；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11.12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3.7%，五年年均增长 4.3%。

三、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运行。2020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同比增长 0.1%。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5.8%，房地产投资下降 5%；

项目投资中，工业投资增长 19.4%，技改投资增长 33.9%。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66.0%，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9.4%，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4.8%。

房地产业涨跌互现。2020 年，全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

89.07万平方米，比 2015 年下降 12.7%；商品房销售额完成 50.71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0.3%。

四、交通、邮电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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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7.02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0.9%，五年年均增长 0.17%。各年客、货运输量

（周转量）如下：

年度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货物运输量 1754 1918 2027 1826 1895

二、货物周转量 315693 345248 364879 182617 189520

三、旅客运输量 390 416 442 377 145

四、旅客周转量 50721 54084 57041 49043 18851

邮电业务大幅增长。2020 年，全区邮电业务总量 5.3 亿元，

比 2015 年增长 167.7%，五年年均增长 21.7%。

受疫情影响，旅游业降幅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前，我区接待

旅游人数平均每年增长 10.4%；受疫情影响，“十三五”期末同

比下降 75.3%。疫情前，旅游收入五年年均增长 10.2%；疫情后

为同比下降 88%。各年接待旅游人数及旅游收入如下：

年度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接待人次（万人） 1633 1814 1978 2068 510.8

旅游收入（亿元） 136.48 151 163.8 174 20.8

六、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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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保持畅旺。2020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 146.5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27.3%，五年年均增长 4.95%。分

区域来看，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10.9 亿元，五年年均

增长 5.48%；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35.6 亿元，五年年

均增长 3.4%。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业完成 139.02 亿元，五年

年均增长4.76%；住宿餐饮业完成7.49亿元，五年年均增长8.7%。

“十三五”期末，全区有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 69 家，限额

以上住宿、餐饮单位 16 家；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占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2.5%。

七、对外经济贸易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十三五”时期，我区招商引资和对外

经济工作继续取得新的突破，五年间共签定利用外资合同 445 宗

（已批准），实际利用外资 4164 万美元，外资合同比“十二五”

期末增多 341 宗。

对外贸易下降幅度较大。“十三五”时期，全区累计完成进

出口总额 16.40 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下降 27.9%。其中，

外贸出口总额达 11.79 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下降 34.8%；

进口总额达 4.61 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下降 0.86%。

八、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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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贷业务快速发展。“十三五”期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390.81亿元，比2015年增长71.7%，五年年均增长11.4%。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245.50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35.9%，

五年年均增长 6.3%。“十三五”期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

额 240.22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06.7%，五年年均增长 15.6%。

九、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体育

科技事业取得新成就。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十三五”时

期，全区专利申请 2962 件（其中发明专利 475 件，实用新型专

利 1692 件，外观设计专利 795 件）,比“十二五”增长 90.6%；

专利授权量 1973 件（其中发明专利 108 件，实用新型专利 1231

件，外观设计专利 634 件）。科技人员队伍实力增强。“十三五”

期末，全区事业单位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7755 人，比 2015 年增加

3.55%。其中，高级职称 1344 人，同比增长 14.87%；中级职称

3719 人，比 2015 年增加 1%；初级职称 2692 人，比 2015 年增长

2.09%。

教育事业进一步巩固。“十三五”时期，普通中学年均在校

学生 2.37 万人，小学年均在校学生 4.64 万人，幼儿园年均在校

学生 2.14 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小学升学率 100%，

初中升学率 100%；“十三五”期末，公办学位在园幼儿占比达

50.24%，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94.25%，如期完成省学前教育“5080”攻坚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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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方兴未艾。“十三五”期末，全区共有电影放映单

位 4 个，艺术表演团队 2 个，文化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2 个，博

物馆 10 个。图书馆藏书 33.52 万册，其中校园图书馆藏书 8.5

万册。全区主动配合梅州马拉松、2020 年中国电子铜箔行业年

会暨梅州市铜箔产业大会、世界长寿之都授牌暨客都人家《原乡》

公演系列活动。全区共有 1 个国家级人文社科基地，2 个省级人

文社科基地，11 个市级人文基地。全区电视卫星接收站 2 座，

有线电视广播站 19 个，数字电视用户 89252 万户。全区电视综

合人口覆盖率 100%，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

卫生事业日益发展。“十三五”期末，全区 391 个医疗卫生

机构拥有床位 3108 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3414 人，比 2015 年

末增长 49.9%；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394 人，护师（士）1401

人，药剂人员 287 人。镇级卫生院共 18 间。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区体育健儿在参加

省级以上各项体育比赛中，获冠军 9 项，亚军 6 项；五年间向省

以上输送优秀体育人才 36 人；“十三五”期末，我区共有足球场

地共 131 块、篮球场（馆）458 个、乒乓球、羽毛球场（馆）480

个、全民健身广场 21 个、社区体育公园 3 个；体育场地面积达

133 万平方米，全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6 平方米。

十、人口与人民生活

人口增长平稳有序，城镇化率明显提高。2020 年末，全区

共有户籍总人口 61.87 万人，比 2015 年末增加 8516 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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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全区常住人口 55.68 万人，比 2015 年末增加 1.18 万人，

增长 2.2%。2020 年末，全区城镇化率达 53.03%，比 2015 年末

提高 6.54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逐年提高。2020 年，全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9974 元，比 2015 年增长 48.62%，五年年均增长 8.25%；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38元，比2015年增长43.62%，

五年年均增长7.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47元，比2015

年增长 50.73%，五年年均增长 8.55%。

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巩固。“十三五”期末，全区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人数达 30.07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 4.84 万人，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数达 8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 9.37 万

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达 6.17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

数达 47.64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

环境保护成绩得到有效巩固。“十三五”时期，全区环保审

批建设项目累计 515 宗，环保投资 15.72 亿元。2020 年，梅县

区新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3%，PM2.5 平均浓度 22 微克/

立方米。全区 6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1 个省考 5 个市考）1-12 月

份平均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平均水质优良率 100%，水质达

标率稳步提升。饮用和备用水源平均水质达到水质保护目标要求。

无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断面水体。未发生因环境问题引发

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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