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市的工作安排，踔厉奋发担

使命，比学赶超促发展，实现疫情防控大战全胜、经济发展后

劲增强。

综 合

2022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55.51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0.21

万人，同比下降 0.38%。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30.06 万人，占常

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4.16%，比上年末提高 0.29

个百分点。全区户籍人口 616725 人，同比下降 0.2%；其中，

城镇人口 285351 人，农村人口 331374 人。人口出生率为

6.39‰，死亡率为 6.60‰，自然增长率为-0.22‰。

根据梅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2 年我区地区

生产总值为 238.26 亿元，同比增长 0.1%。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为 59.96 亿元，同比增长 4.3%,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

献率为 17.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78.62 亿元，同比下降 4.7%,

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26.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99.68 亿元，同比增长 1.4%,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9.5%。三产结构比为 25.2:33.0:41.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2844

元，同比增长 0.4%。

图 1 2017-2022年梅县区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图 2 2017-2022年梅县区三次产业结构图



2022 年，全区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3.23 亿元，同

比下降 19.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3.94 亿元，同比增长

13.8%。

2022 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2606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人

数 1647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 173 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 2.57%。

2022年，年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1.8%，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3.4%。

农 业

202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97亿元，同比增长4.5%；实

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60.51亿元，同比增长4.4%。

2022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6.14 万亩，比上年减少 6.6%；

稻谷种植面积31.68万亩，比上年减少7.5%；甘蔗种植面积0.26

万亩，比上年略减；油料种植面积 3.77 万亩，比上年略减；蔬

菜种植面积 17.02 万亩，增长 1.7%；园林水果种植面积 39.26

万亩，增长 1.7%；茶叶种植面积 2.1 万亩，与上年持平。

2022 年，粮食产量 16.18 万吨，比上年减少 7.8%，其中，

稻谷产量 15.05 万吨，减少 7.5%；甘蔗产量 0.7 万吨，比上年

略减；油料产量 0.87 万吨，增长 1.2%；蔬菜产量 52.0 万吨，

增长 3.8%；水果产量 83.66 万吨，增长 4.5%；茶叶产量 1474

吨，增长 1.7%。

2022 年，肉类总产量 3.94 万吨，比上年下降 2.8%，其中：

猪肉产量 2.49 万吨，增长 2.3%；禽肉产量 1.21 万吨，下降



10.9%。全年水产品产量 3.1 万吨，增长 3.3%。

图 3 2017-2022粮食产量及增长速度

工业和建筑业

2022 年，全区 1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190.46

亿元，同比下降 1.5%；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53.1

亿元，同比下降 5.4%。畲江园区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9.06 亿元，同比下降 5.5%。



图 4 2017-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按经济类型分：国有企业产值

12754 万元，同比下降 2.3%；集体企业产值 5586 万元，同比下

降 14.1%；股份合作企业产值 9634 万元，同比下降 4.6%；股份

制企业产值 1641560 万元，同比增长 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企业产值 222651 万元，同比下降 27.2%；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产

值 12448 万元，同比下降 13.4%。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完成产值 164.88 亿

元，同比下降 2.1%。产值分类具体如下：电力生产业完成产值

40.15 亿元，同比下降 21.5%；电力供应业完成产值 16.55 亿元，

同比增长 9005.5%；建材业完成产值 12.0 亿元，同比下降

38.1 %；电子信息新材料制造业完成产值 61.59 亿元，同比增

长 12.9%;装备制造业完成产值 30.98 亿元，同比下降 23.1%；

医药及医疗设备制造业完成产值 3.61 亿元，同比增长 19.9%。



表 1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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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90.2

水 泥 万吨 241.8 -33.3

电路板 M
2 1438953.8 -17.8

饲 料 吨 186339.1 43.4

橡胶轮胎外胎 万条 925.5 -19.8

发电量 万千瓦时 721170.26 -6.7

其中：火电 万千瓦时 699419.51 -8.6

水电 万千瓦时 21750.75 167.8

2022 年，全区建筑业增加值 10.66 亿元，同比下降 7.9%；

全区60家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8.2

亿元，同比下降 6.1%；建筑施工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56.2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4.3%。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

2022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5%，其中，项目投

资同比增长 37.6%，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 40.3%。在项目投资中，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8.1%（其中：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29.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7.4%，第二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18.1%，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1.5%。



图 5 2017-202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2022 年，全区 90 家房地产企业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下降 40.3%；其中住宅投资同比下降 40.2%。商品房销售面积

44.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1.6%；全区商品房销售额 23.56 亿

元，同比下降 42.5%；全区房地产待售面积 192.77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22.5%；商品房施工面积 467.1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1.5%；竣工面积 142.2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0%。



表 2 房地产销售面积情况表

服务业

2022 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4.80 亿元，同比下降 7.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9.91 亿元，同比增长 5.3%；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49 亿元，同比下降 3.5%；金融业增加

值 16.71 亿元，同比增长 10.8%；房地产业增加值 14.17 亿元，

同比下降 9.4%。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88 亿元，同比下

降 5.6%. 分行业看，教育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6%；卫生

和社会工作行业同比增长 13.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同比下降 25.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上升

16.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上升 35.6%；租赁和商务

指 标 名 称 计算单位 12 月
1-12
月止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同
比±%

1.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0 467.13 594.95 -21.5

#住宅 万平方米 0 312.31 387.06 -19.3

2. 商品房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65.57 142.23 143.69 -1.0

#住宅 万平方米 46.19 103.58 89.2 16.1

3. 商品房实际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2.92 44.9 76.87 -41.6

4. 商品房实际销售额 亿元 1.69 23.56 40.97 -42.5



服务业同比增下降 46.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同比

下降 13.7%。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2958.68 万吨，同比下降 6.5%。货物运

输周转量 31.07 亿吨公里，同比下降 1.8%。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 153.16 万人，同比增长 76.3%。旅客运

输周转量 0.79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29.6%。

表 3 2022年梅县区交通运输能力情况

2022 年，梅县区接待游客 107.42 万人次，过夜游客 54.1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8.34 亿元，过夜游客收入 5.59 亿元。

国内贸易

2022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45.05 亿元，同

比下降 2.9%。其中：全区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销售额完成

18.12 亿元，同比下降 17.6%，成为拉低全区社零增速的最主要

原因。从经营单位所在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08.93 亿元，

同比下降 3.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36.12 亿元，同比下降 0.9%。

从消费类型来看，商品零售 132.14 亿元，同比下降 2.9%；餐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增长

旅客运输量 万人 153.16 86.87 76.3%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7948.97 11292.45 -29.6%

货物运输量 万吨 2958.68 3163.61 -6.5%

货物周转量 万吨公里 310660.89 316361.35 -1.8%



饮收入 12.91 亿元，同比下降 2.7%。从销售规模上来看，限额

以上法人单位实现零售额 31.70 亿元，同比下降 11.6%。

图 6 2017-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

对外经济贸易

2022 年，全区进出口总额完成 4.0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9.6%。其中，出口总额完成 2.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4%；进口

总额完成 1.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36.6%。

2022 年,我区外商投资项目 5 个，合同外资金额 768.1 万

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168 万美元，同比下降 67.8%。



图 7 2017-202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金融

2022 年，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71.15 亿元，

同比增长 15.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309.02 亿元，同比增长

11.5%。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314.68 亿元，同比增长

15.3%。贷存比为 66.8%。

表 4 2022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增长速度

指 标 余额（亿元） 同比增长%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71.15 15.7

其中：住户存款 309.02 11.5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314.68 15.3



图 8 2017-2022年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及增长速度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2 年，梅县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972 元，同比

增长 4.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256 元，同比增

长 3.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468 元，同比增长 5.4%。



图 9 2017-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2022 年，全区有 8.80 万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有 19.58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 7.66 万人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有 44.17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有 5.75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有 8.02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2022 年，全区 7 家民办养老院拥有备案床位 722 张，

服务对象人数 147 人。我区 20 家敬老院拥有床位 583 张，

入院人数 312 人。我区城镇、农村低保标准由 800 元、551

元提高到 828 元、580 元；城镇、农村低保补差水平分别从

每月 632 元、312 元提高到 664 元、334 元；城镇、农村特

困供养标准分别从每人每月 1280 元、882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325 元、950 元；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分散供养水平

从每人每月 1227 元提高到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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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元、243 元

提高到 188 元、252 元。通过专项治理，共清退 226 户 500

人、新增低保 176 户 333 人。截止到 12 月份共有低保户 5739

户 10658 人，其中：城镇低保户 246 户 374 人，农村低保户

5463 户 10231 人。

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体育

2022 年，全区专利授权量 646 件(其中发明专利 83 件，实

用新型专利 353 件，外观设计专利 210 件)，同比下降 5.7%。

2022 年，全区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9310 人，其中正高级职

称 49 人，副高级职称 1276 人，中级职称 3866 人，初级职称

4119 人。教育行业现有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5266 人，其中正高

级 2 人，副高级 1033 人，中级 2816 人，初级 1415 人；女性

2986 人，占 56.7%；研究生学历 99 人，本科学历 3823 人，专

科学历 1283 人，中专学历 61 人。

2022 年，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 1197 人，在校学生

3135 人，毕业生 650 人；普通高中实际招生人数 2834 人，在

校学生 8339 人，毕业生 2779 人；普通初中招生 7776 人，在校

学生 21508 人，毕业生 5756 人；普通小学招生 8120 人，在校

学生 51425 人，毕业生 8120 人；幼儿园招生 4764 人，在校学

生 22836 人，毕业生 9132 人；特殊教育学校招生人数 3 人，在

校学生 50 人，毕业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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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全区高考参考人数3675



人，高分优先投档线上线人数 310，本科上线人数 1821 人，本

科率为 49.55%；专科上线人数 3672 人，专科率 99.91%。

表 5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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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职业教育 1197 3135 650

普通高中 2834 8339 2779

普通初中 7776 21508 5756

普通小学 8120 51425 8120

幼儿园 4764 22836 9132

特殊教育学校 3 50 8

图 10 2017-2022年各类教育招生人数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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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万册，其中：区图书馆纸质藏书 27.8 万册、电

子藏书 19.7 万册；松口图书馆纸质文献 11.3 万册、电子文献

5.49 万册。全区电视卫星接收站 2 个；有线电视广播站 18 个；

数字电视用户数量 6.58 万户；有线电视覆盖用户数量 15.65

万户；全区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100%。全区积极组织开展梅县区第三十届中秋山歌节文化惠民

文艺晚会、“梅县区群众文艺汇演”等文化惠民活动；参加“活

力广东˙客都梅州、和美汕头、古韵潮州、温润揭阳”（重庆、

成都）文旅宣传推介会；开展对外交流演出活动，创作排演了

儿童音乐剧《你好 茅洲河》、儿童剧《金宝的奇幻冒险》、青

少年法治教育舞台剧《平行西游之超能护“未”队》等剧目，

分别到广州、深圳、东莞市区演出；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节”

——走进军营文艺演出活动；开展客家山歌（松口客家山歌）、

竹板歌（梅县竹板歌）、木偶戏非遗进校园授课活动 47 场次。

2022 年，全区医疗卫生机构 387 个，其中：医院 9 个，基

层医疗机构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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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9 张，其中：

医院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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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人，其中执业（助



理）医师 1488 人，注册护士 1617 人，药师（士）293 人，技

师（士）267 人，管理人员 401 人，工勤人员 263 人，乡村医

生 159 人。

图 11 2017-2022年卫生技术人员数

2022 年，区运动员参加市级以上比赛获得奖牌数 5 块；举

办镇级以上各类运动竞赛数 15 次，参加运动员人数 2500 人。

足球场 142 个，篮球场（馆）495 个、乒乓球场 397 个、羽毛

球场（馆）163 个、游泳池（馆）11 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 2

个，曾宪梓体育场和梅县文体中心体育场地面积达 145.54 万平

方米，人均面积 2.61 平方米。

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2022 年，全区总用水量 3.11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1.7%，

其中地下水 356.58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48.4%。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127.22 万吨标准



煤，同比下降 4.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2.7%。全区全社

会用电量 25.91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1%。工业用电量 15.26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用电量 12.70 亿

千瓦时，同比下降 1.6%。

2022 年，全区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空气质量优良率

99.4%，各项污染物平均浓度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全区有环境监测站 1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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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 25宗，建设项目登记备案数 89个，环保投资 9091.8

万元。

2022年，全区林地面积273.3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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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产值 1.04 亿元，同比下降 14.7%。

2022 年“龙舟水”强降雨造成全区受灾人口 6079 人，因

灾死亡 2 人，转移安置人口 1513 人，山体滑坡 1712 处、农作

物受灾面积 9158 亩（合 610.53 公顷），倒塌房屋 336 间，受

损公路 443 处，阻断公路 127 处，受损桥梁 3 座，受损山塘 12

座，水库 1 座，受损堤防 21 处，受损通信线路 15 千米，受损

通信基站 3 个，受损电力线路 23 千米，受损市政供排水管网

1.3 千米，受损工业企业 1 个，直接经济损失约 1.6 亿元。

2022 年，全区共发生 7 起生产安全事故，均为生产经营性

道路交通事故，未发生工矿商贸类事故。



注：

1、本公报中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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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等数据来自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环境监测数据来

自市生态环境局梅县分局；林业数据来自林业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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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