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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县区统计局编 二○二二年五月五日

2021 年梅州市梅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梅州市梅县区统计局

2021 年，梅县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统筹推进

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狠抓实体经济发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经济总体呈现持续复苏、稳中趋缓的态势。

一、综合

2021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55.7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04

万人，同比增长 0.07%。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30.02 万人，占常住

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87%，比上年末提高 0.84 个

百分点。全区户籍人口 618012 人，同比下降 0.1%；其中，城镇

人口 286252 人，农村人口 331760 人。人口出生率为 7.7‰，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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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为 7.1‰，自然增长率为 0.65‰。

经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21 年梅县区地区生产总值 237.71

亿元，同比增长 6.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9.52 亿元，同

比增长 5.7%，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23.1%；第二产业

增加值 79.34 亿元，同比增长 5.6%，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

献率为 30.9%；第三产业增加值 98.85 亿元，同比增长 6.9%，对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46.0%。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5.0:33.4:41.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2677 元，同比增长 5.9%。

图 1 2015-2021 年梅县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图 2 2015-2021 年梅县区三次产业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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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38 亿元，同比增长

12.3%；其中，税收收入 29.73 亿元，同比增长 0.4%。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6.0 亿元，同比下降 3.2%。

2021 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2661 人，帮助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 1872 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50 人；年末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 1895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2.67%。

二、农业

2021 年，全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8.68 万亩，与上年持平；

稻谷种植面积 34.25 万亩，同比增长 0.4%；甘蔗种植面积 0.27

万亩，比上年略减；油料种植面积 3.78 万亩，同比增长 4.6%；

蔬菜种植面积 16.74 万亩，同比增长 0.5%；园林水果种植面积

38.61 万亩，同比增长 1.6%；茶叶种植面积 21.0 万亩，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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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

全年粮食产量 17.54 万吨，同比增长 0.2%，其中，稻谷产

量 16.36 万吨，同比增长 0.7%；甘蔗产量 0.72 万吨，比上年略

减；油料产量 0.86 万吨，同比增长 4.8%；蔬菜产量 50.09 万吨，

同比增长 5.4%；水果产量 80.06 万吨，同比增长 5.2%；茶叶产

量 1413 吨，同比增长 2.5%。

全年肉类总产量 4.05 万吨，同比增长 4.8%，其中：猪肉产

量 2.43 万吨，同比增长 24.3%；禽肉产量 1.36 万吨，同比下降

17.1%。全年水产品产量 3 万吨，与上年持平。

图 3 2015-2021 年粮食产量及增长速度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1 年，全区 96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185.33 亿

元，同比增长 15.8%；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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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13.4%。畲江园区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9.5 亿元，同比下降 0.4%。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按经济类型分：国有企业产值

1.27 亿元，同比下降 8.1%；集体企业产值 0.63 亿元，同比下降

15.5%；股份合作企业产值 0.98 亿元，同比下降 9.2%；股份制

企业产值 152.31 亿元，同比增长 21.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

业产值 29.48 亿元，同比下降 2.9%；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产值 0.66

亿元，同比下降 48.7%。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五大支柱产业完成产值161.93亿元，

同比增长 17.8%。产值分类具体如下：电力生产业完成产值 49.65

亿元，同比增长 8.7%；建材业完成产值 18.23 亿元，同比下降

14.1 %；电子信息新材料制造业完成产值 52.96 亿元，同比增长

81.4 %;装备制造业完成产值 38.16 亿元，同比增长 0.6%；医药

及医疗设备制造业完成产值 2.93 亿元，同比下降 15.5%。

图 4 2015-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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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幅度

产品 名 称 计算单位 产量 累计同比±%

服 装 万件 127.7 -5.0

水 泥 万吨 362.33 -5.5

电路板 M
2

1750552 2.7

饲 料 吨 129924 85.0

橡胶轮胎外胎 万条 1153.98 22.1

发电量 万千瓦时 773280.45 52.2

其中：火电 万千瓦时 765158.79 55.5

水电 万千瓦时 8121.66 -49.3

2021 年，全区建筑业增加值 10.4 亿元，同比下降 29.7%。

全年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56 个，同比增

长 1.8%；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0.8 亿元，同比

下降 13.3%。建筑施工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344.56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11.0%；房屋竣工面积143.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4%。

四、服务业

2021 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5.85 亿元，同比增长 5.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8.76 亿元，同比增长 38.9%；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45 亿元，同比增长 11.4%；金融业增加

值 15.25 亿元，同比增长 2.9%；房地产业增加值 16.10 亿元，

同比下降 3.6%。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70 亿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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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4.3 %。分行业看，教育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8%；卫生和

社会工作行业同比增长 17.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同比下降 13.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下降 34.6%；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下降 4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

增长 7.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同比下降 3.1%。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3163.61 万吨，同比增长 66.9%。货物运

输周转量 31.64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6.9%。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 86.87 万人，同比下降 40.1%。旅客运输

周转量 1.13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40.1%。

表 2 2021 年梅县区交通运输能力情况表

五、固定资产投资

2021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9.1%。其中，项目投资同比下

降 12.4%，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45.6%。在项目投资中，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 5.1%（其中：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50.4%）。

图 5 2015-2021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总 量 单位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量 86.87 万人 -40.1%

旅客周转量 11292.45 万人公里 -40.1%

货物运输量 3163.61 万吨 66.9%

货物周转量 316361.35 万吨公里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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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4.7%，第二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5.1%，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37.3%。

2021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33.29 亿元，同比下降 45.6%；其

中住宅投资 20.92 亿元，同比下降 52.5%。办公楼投资 0.29 亿

元，同比下降 81.6%，商业营用房投资 5.83 亿元，同比增长 1.3%。

商品房销售面积 76.8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3.7%；全区商品房

销售额40.97亿元，同比下降19.2%；全区房地产待售面积157.3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7.5%；商品房施工面积 594.95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5.7%；竣工面积 143.6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4%。

表 3 2021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名 称
计算

单位

1-12 月止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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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贸易

2021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49.38 亿元，同比

增长 1.4%。从销售规模上来看，限额以上法人单位实现零售额

34.23 亿元，同比下降 1.5%；限额以下单位实现零售额 115.15

亿元，同比增长 2.3%。按经营所在地分：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

总额 112.91 亿元，同比增长 1.4%；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

36.46 亿元，同比增长 1.4%。按消费类型分：全区实现商品零售

136.12 亿元，同比增长 1.3%；实现餐饮收入 13.27 亿元，同比

增长 2.6%。

图 6 2015-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

1.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平

方米

594.95 630.7 -5.7

#住宅 万平

方米

387.06 412.6 -6.2

2. 商品房竣工面积 万平

方米

143.69 148.77 -3.4

#住宅 万平

方米

89.2 100.73 -11.5

3. 商品房实际销售面积 万平

方米

76.87 89.07 -13.7

4. 商品房实际销售额 亿元 40.97 50.71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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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经济

2021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50061 万美元，同比增长 81%。其

中，出口总额 26355 万美元，同比增长 44%；进口总额 23706 万

美元，同比增长 154%。

全年我区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 6 个，实际利用外商金额 523

万美元，同比增长 1313%。

图 7 2015-2021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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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融

2021 年，全区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407.33 亿元，

同比增长 4.2%；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77.23 亿元，同

比增长 12.9%；贷款余额 272.94 亿元，同比增长 13.6%；银行业

贷存比为 67%。

表 4 2021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数

（亿元）
同比增长%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07.33 4.2

其中：住户存款 277.23 12.9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72.94 13.6

图 8 2015-2021 年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及增长速度



-12-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1 年，梅县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467 元，同比

增长 8.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822 元，同比增

长 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163 元，同比增长 9.6%。

2021 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205 元，比上年增长

11.5%。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2197 元，增长 9.4%；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085 元，增长 14.4%。全区居民恩格尔

系数为 38.5%，比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 37.6%，

农村为 39.8%。

图 9 2015-2021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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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末，全区有 43.59 万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 5.56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有 7.56 万人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有 8.03 万

人参加工伤保险，有 6.69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有 46.83 万人参

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 20.12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

年社保费征收 12.80 亿元。

2021 年，全区 7 家民办养老院拥有备案床位 722 张，服务

对象人数 158 人；20 家敬老院拥有床位 685 张，入院人数 315

人。我区城镇、农村低保标准由 772 元、532 元提高到 800 元、

551 元；城镇、农村低保补差水平分别从每月 609 元、302 元提

高到 632 元、312 元；城镇、农村特困供养标准分别从每人每月

1236 元、852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280 元、882 元；孤儿基本生

活最低养育标准分散供养水平从每人每月 1110 元提高到 1227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从每

人每月 175 元、235 元提高到 181 元、243 元。通过专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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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清退 450 户 1064 人，新增 323 户 544 人。全区共有低保户 5905

户 11049 人，其中：城镇低保户 255 户 390 人，农村低保户 5650

户 10659 人。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1年，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1090人，在校学生2718

人，毕业生 525 人；普通高中实际招生人数 2635 人，在校学生

8292 人，毕业生 2458 人；普通初中招生 7326 人，在校学生 19510

人，毕业生 5258 人；普通小学招生 8501 人，在校学生 51306 人，

毕业生 7493 人；幼儿园招生 5116 人，在校学生 23456 人，毕业

生 9020 人；特殊教育学校招生人数 3 人，在校学生 46 人，毕业

生 10 人。小学和初中净入学率为 100%，小学升学率为 100%，初

中升学率为 99.2%。全区高考参考人数 2928 人，本科上线人数

1578人，本科率为53.89%；专科上线人数2926人，专科率99.93%。

表 5 2021 年各级各类教育招生、在校生、毕业生人数情况表

教育阶段/类别 招生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普通高中 2635 8292 2458

普通初中 7326 19510 5258

普通小学 8501 51306 7493

特殊教育学校 3 46 10

中等职业教育 1090 2718 525

幼儿园 5116 23456 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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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5-2021 年各类教育招生人数

2021 年，全区专利授权量 685 件(其中发明专利 61 件，实用

新型专利 354 件，外观设计专利 270 件)，同比增长 18.7%。全

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7755 人，与去年持平。其中，高级职

称 1557 人，同比增长 15.8%；中级职称 3708 人，同比下降 0.3%；

初级职称 2487 人，同比下降 7.6%。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2021 年，我区现有县级公共图书馆 2 个，县级公共文化馆 1

个，国有博物馆 1 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9 个，其中特

级站 5 个、一级站 5 个、二级站 9 个。已全面完成 356 个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任务，覆盖率 100%。全区图书馆

藏书 34.45 万册，其中：区图书馆藏书量 25.95 万册；松口图书

馆藏书量 8.5 万册。全区电视卫星接收站 2 个；有线电视广播站

17 个；数字电视用户数量 8.11 万；全区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全区积极组织文艺院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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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化惠民（网络直播）演出

活动，举办《梅县红》人文国画长卷暨“家乡情”彭强华美术作

品捐赠展活动，组织多家单位、企业参加“梅州十景”系列评选

结果会暨全市巡回展启动仪式等，以及全力配合举办广东省首届

民宿大会。

2021 年，全区医疗卫生机构 401 个，其中：医院 9 个，基

层医疗机构 386 个（含乡镇卫生院 18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4 个，其他卫生机构 2 个。全区医疗机构拥有床位 3560 张，其

中：医院 2492 张，卫生院 808 张，妇幼保健机构 170 张，专科

疾病防治机构 90 张。全区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3851 人，其中执业

（助理）医师 1499 人，注册护士 1666 人，药师（士）302 人。

城市医联体有序建设和发展，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

位”通过国家级评审，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成功创建“省

级健康促进区”，粤东医院成功入选省高水平医院建设行列。

图 11 2015-2021 年卫生技术人员数

2021 年，全区参加省级比赛共获得奖牌 2 枚，其中：金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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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银牌 0 枚、铜牌 1 枚；参加市级比赛共获得奖牌 128 枚，其

中：金牌 44 枚、银牌 35 枚、铜牌 49 枚。举办镇级以上各类竞

赛数合计 7 项、参加运动员人数 1512 人次。足球场 138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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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万平方米，

全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54 平方米。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2021 年，水资源总量 8.48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41.4%。全

年总用水量 3.16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3.0%，其中农业用水 2.28

亿立方米、工业用水 0.32 亿立方米、生活用水 0.56 亿立方米。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48.64 万吨标准煤，同比

增长 13.6%。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增长 0.2%。全区全社会用电量

26.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7%，其中：工业用电量 15.5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7.1%。

全区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空气质量优良率 99.7%，PM2.5

平均浓度 21 微克/立方米。水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全区 6 个地表

水考核断面 1-12 月份平均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平均水质优

良率 100%。环保审批建设项目数 52 宗，环保投资 1.46 亿元。

全年全区林地面积 273.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5.5%，森林

蓄积1225.38万立方米，建成11个自然保护区和40个森林公园，

林业总产值达 1.4 亿元，同比增长 2.4%。

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 22.5 万亩，其中：干旱 19.5 万亩，低

温冻害 3 万亩；农作物绝收面积 10 万亩，其中：干旱 8.7 万亩，



-18-

低温冻害 1.3 万亩。2021 年未发生地质灾害。

全区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3 起，同比下降 50%；死亡人

数 3 人，同比下降 40%；各类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78.86 万元。

注：

1、本公报中 2021 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从 2011 年起，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由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

元调整为 20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起点由计划总投资 5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增速为可比口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标准

为：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2012 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

革。2013 年起按照新的调查口径对外发布城乡一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分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由于新老调查方案在调

查范围、调查对象、城乡划分标准、样本抽选、计算和汇总方式、指标口

径等方面变化较大，改革后新口径数据和旧口径数据存在不可比的差异。

从 2015 年起，“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名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各项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中，“单位存款”更名为“非金融企业存款”、

“储蓄存款”更名为“住户存款”。

3、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速度按可比口径计算。

4、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相关历史数据已根据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修订，农业相关历史数据已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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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结果进行修订。

5、数据来源：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

来自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区医疗保障局；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

局；旅客和货物周转量等数据来自区交通局；外贸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

等数据来自区科工商务局；金融数据来自区府办；教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局；

专利数据来自区市场监督局；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

等数据来自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体育数据来自区体育局；环境监测数据来

自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农作物受灾面积、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区应急管

理局；其他数据来自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