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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1998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东莞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江泽

民总书记“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重要指示，振奋精神，开拓进取，积极深化

经济改革，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有效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经受住内

需和外需不足的考验，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步。  

    一、综合  

国民经济实现适度快速增长。据初步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355.5 亿元，按当年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0.6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0.3 亿元，增长 1.00%；第二

产业增加值 191.96 亿元，增长 23.16%；第三产业增加值 133.24 亿元，增长 22.42%。 

    市场物价平稳下降。随着近年农业丰收，工业品市场“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

需求对物价的拉动逐渐减弱，价格形成机制日趋成熟，市场物价没有大起大落。全年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98.7%，价格总指数在上年回落 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 ,又回落 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类价格指数 99.9%。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99.9%，涨幅比上年回

落 1.6 个百分点，其中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108.4%。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三次产业的结构由上年的 10.2∶ 52.9∶ 36.9 调整为 8.5∶

54.0∶ 37.5，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投资结构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要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更新改造投资大幅度增长，电子通讯、

电气机械等行业加速发展。  

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从业人员 87.7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14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 20.6 万人，比上年下降 1.21%；第二产业 39.22 万人，下

降 1.06%；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年增加，年末达 27.93 万人，增长 2.67%。全市从

业人员中，城镇在岗职工 16.45 万人，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 5.14 万人。再就业

工程取得进展，全年劳动部门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 5715 人，安置下岗职工 1859 人。

年末待业人员 6243 人，其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497 人。  

宏观经济效益不断改善，国民经济整体质量有所提高。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4029

元，比上年增长 19.19%。以增加值计算，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40545 元 /人，比上年增

长 20.6%。其中第一产业 14620 元 /人，第二产业 48739 元 /人，第三产业 48328 元 /

人。  

强化资产管理，增资减债成效显著。 1998 年，全市市直副处以上单位、镇本级、管

理区级三级总资产比上年增长 8.33%，总负债下降 0.90%，净资产增长 18.32%，总资

产负债率比上年下降 4.43 个百分点。全市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增强，三级全

年可支配总收入比 1997 年增长 20.0%，总支出增长 13.79%，结余增长 52.76%。  

全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国内外市场约束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有所放

缓；工业生产的速度效益型经济比较明显；经济运行风险防范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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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消费力不高，部份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二、农业  

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进一步加强农业

的基础地位，农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 1998 年农业总产值 53.6 亿元，比上年

增长 4.21%。粮食生产保持稳定，总产量 24.72 万吨，比上年略有增长；甘蔗总产量

41.16 万吨，增长 16.12%；蔬菜总产量 66.88 万吨，增长 4.26%。由于荔枝生产受恶

劣气候条件的影响，大幅度减产，全年水果总产量 11.41 万吨，比上年下降 30.85%。 

林业生产生态型效益更趋强化。当年造林 2.7 万亩，四旁植树 417 万株，比上年增长

91.28%。年末森林面积 93.36 万亩，林木蓄积量 125.9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30.1%，

比上年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  

    畜牧业继续向前发展。全年牧业总产值 19.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3%。全年肉

类总产量 15.35 万吨，增长 19.01%，其中猪肉产量 12.39 万吨，增长 24.75%。年末

生猪存栏 77.69 万头，增长 25.48%。受香港“禽流感”的影响，三鸟上市量 1741.8

万只，下降 6.48%；禽蛋产量 4738 吨，下降 24.73%。  

渔业稳步发展。全年渔业产值 9.31 亿元，增长 14.12%。水产品产量 9.69 万吨，增

长 5.41%，其中淡水产品产量 6.09 万吨，比上年增长 14.53%。水产养殖面积 19.24

万亩，增长 4.05%。  

农业生产条件稳定。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61.1 万千瓦，下降 11.39%。有效灌溉面积

46.57 万亩，下降 4.48%；旱涝保收面积 35.18 万亩，增长 1.78%；机电排灌面积 23.1

万亩，增长 2.84%。全年农村用电量 70.58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4.2%。农用化肥

施用量 10.43 万吨，下降 6.84%；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474 吨，下降 30.19%；农药使

用量 1827 吨，下降 3.99%。  

三、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年末全市工业企业 16406 家。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732.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85%，其中轻工业产值 465.62 亿元，增长 17.33%，所占比重为

63.59%，比上年下降 2.45 个百分点；重工业产值 266.60 亿元，增长 30.63%，所占

比重由上年的 33.96%上升到 36.41%。在工业总产值中，市属工业完成 141.77 亿元，

增长 24.72%；镇办工业完成 225.21 亿元，增长 19.54%；管理区（村）工业完成 259.95

亿元，增长 26.04%；城乡私营个体工业（含联营）完成 37.23 亿元，增长 15.0%。全

市非公有经济发展加快，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611.46 亿元，增长 24.02%，占全市总

产值的比重较上年提高 1.47 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全年总产值 562.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96%。  

产品结构继续得到调整，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电子、信息通信等产品的生产增长

较快。全年发电量 200 亿千瓦时，增长 2.22%；皮鞋 20312 万双，增长 8.23%；电子

元件 70 亿只，增长 9.27%；家具 95033 万元，增长 22.80%；中成药 2422 吨，增长

34.86%；机制纸及纸板 44 万吨，增长 25.28%；彩色显像管 425 万只，增长 83.36%；

电话单机 541 万部，增长 1.2 倍；滚动轴承 837 万套；敷铜板 300 万平方米。一些生

产过剩、缺乏市场潜力的一般日用品生产销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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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效益回升。年末 1479 家国有及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的综合经

济效益指数 111.57%，比上年提高了 4.81 个百分点；按增加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

率比上年提高 8.34%。产品销售收入 478.16 亿元，增长 5.31%。利税总额 49.11 亿元，

增长 16.57%，其中利润总额 30.91 亿元，增长 27.20%。成本窄幅上升，成本费用总

额 454.82 亿元，增长 6.80%。其中管理费用 38.81 亿元，增长 3.03%；财务费用 16.15

亿元，下降 2.67%。亏损企业的经营情况好转，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3.60 亿元，比上

年下降 24.43%。年末企业总资产比上年增长 4.22%,总负债下降 2.89%。总资产负债

率 49.96%，比上年下降 3.66 个百分点。  

建筑业加快发展。年末全市有四级及以上的资质等级建筑企业 53 家，年末从业人员

5.83 万人，比上年增加 0.76 万人。全市施工工程 1953 个，比上年增长 20.85%。竣

工工程 1104 个，比上年增加 191 个，其中优良工程 178 个，增加 16 个。自行完成施

工产值 35.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01%；竣工产值 23.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80%。

房屋竣工面积 461.39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5.88%；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 47.91%。

建筑企业总收入 25.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26%，其中工程结算收入 25.0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4.54%。工程结算利润 2.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81%。企业资产负债率

比上年下降 3.47 个百分点。  

四、固定资产投资  

在国家扩大内需特别是财政启动的政策推动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全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85%，增速较上年提高 1.94 个百分

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20.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7%；更新改造 8.16 亿元，增长

91.09%；房地产开发 9.55 亿元，增长 10.14%；其它单位投资 9.81 亿元，增长 20.64%。

各种经济主体积极投资，国有单位投资 21.44 亿元，增长 23.47%；城镇集体单位投

资 4.89 亿元，增长 20.11%；农村集体 20.71 亿元，增长 14.91%；城乡个体投资 8.31

亿元，增长 22.94%。  

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各大中型项目投资进展顺利。樟木头 500KV 输变电工程完成投资

6603 万元，东江太园抽水站完成投资 13304 万元，中国联通 GSM 网东莞业务区二期

工程完成 11706 万元。市属各重点工程项目投资情况良好，中西部供水工程、东门河

改造工程、莞城一中、虎门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等工程基本建成或投入使用。  

固定资产投资新增生产能力和效益有：新建 11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27 公里，新增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能力 123 万千伏安，新增轴承生产能力 160 万套 /年，改建

一级公路 36 公里，新增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 17.5 万门。  

房地产开发有所启动。年末实有房地产开发单位 41 个，全年完成投资 9.5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0.14%，增幅比上年提高了 9.67 个百分点。本年施工房屋面积 197.6 万平

方米，其中新开工 32.5 万平方米；本年竣工房屋住宅 10677 套，面积 75.7 万平方米，

房屋价值 11.56 亿元。商品房实际销售面积 38.3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33.7 万平方米；

商品房实际销售额 10.0 亿元，其中住宅 8.54 亿元。  

五、交通和邮电通信业  

    交通运输业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综合运输能力得到提高。年末全市公路通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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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377 公里，其中一级公路 714 公里，比上年增加 24 公里。民用机动车拥有量 49.97

万辆。其中民用汽车 11.34 万辆，摩托车 38.20 万辆。全社会客运量 1.75 亿人，增

长 54.73%；旅客周转量 57.75 亿人公里，增长 12.87%。全市货运量 4776 万吨，增长

2.84%；货物周转量 28.59 亿吨公里，增长 2.6%。港口货物吐吞量 516 万吨，比上年

增长 52.66%。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全年邮电业务总量 36.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19%。年末全

市程控电话用户达 50.13 万户，增加 7.48 万户，增长 17.54%。移动电话用户达 26.14

万户，增长 70.91%。无线寻呼用户 39.38 万户，增加 3.11 万户，增长 8.57%。信息

产业朝着宽带化、数字化、智能化、综合化、个人化迅速发展，互联网的推广使用极

大地方便了市民快捷地获取国内外各种信息，至 1998 年底，全市网上用户已达 1.63

万户。  

邮政、电信分营后，邮政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年末实有邮政局（所） 355 处，

比上年增加 16 处。全年邮政业务总量 1.1 亿元，增长 25.7%。全年发送函件 1.08 亿

件，增长 13.24%；报刊累计发行数 7153 万份，增长 4.01%。全市集邮业务达 361 万

枚，增长 41.35%。  

六、国内贸易  

国内消费品市场保持畅旺。全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0.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8%。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3.41 亿元，增长 18.5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 86.84

亿元，增长 17.98%。分经济类型看，联营经济和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其它

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零售额 20.82 亿元，增长 9.41%；集体经济零售 30.04 亿元，

增长 2.16%；联营经济零售 0.80 亿元，增长 43.75%；外商及港澳台经济零售 4.60 亿

元，增长 15.84%；私营个体经济零售 49.46 亿元，增长 33.73%；其它经济零售 24.53

亿元，增长 33.7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 81.59 亿元，增长 14.97%；

餐饮业零售 16.85 亿元，增长 29.54%；制造业零售 9.0 亿元，增长 20.50%。  

城乡市场建设情况良好。年末全市城乡集贸市场 252 个，当年新建 25 个。集贸市场

面积 182.65 万平方米，当年新建 21.2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3.16%。城乡集贸市

场商品充裕，成交活跃。全市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 106.71 亿元，增长 13.08%。其中

城镇集贸市场商品成交额 2.97 亿元，增长 8.92%；农村集贸市场商品成交额 103.74

亿元，增长 13.20%。  

生产资料市场平稳。全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商品销售 86.32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82%。其中批发额 69.69 亿元，增长 8.01%；零售额 16.63 亿元，增长 2.72%。

在批发额中，对生产经营单位批发 7.23 亿元。  

商业企业经济效益仍不理想。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企业商品销售收入

净额 88.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4%；商品销售利润 2.5 亿元，下降 1.22%；主营业

务利润 3.95 亿元，增长 4.88%。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明显，商业

企业的经济效益未能扭亏，但亏损额比上年有所下降。  

七、对外经济贸易  

外贸出口成绩喜人。 1998 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仍在继续的环境下，我市切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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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外 贸 工 作 领 导 ,采 取 有 力 措 施 促 进 对 外 贸 易 的 发 展 。 全 年 海 关 口 径 进 出 口 总 额

232.73 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17.90%，比上年提高了 1.53 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 130.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90%，占全省出口额的 17.25%，比上年提高 2 个

百分点；进口 102.12 亿美元，增长 2.80%。在出口总额中，  “三来一补”企业出口

增长 12.93%，“三资”企业出口增长 18.43%。  

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深加工、高附加值商品出口不断增加。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

长，全年出口 72.3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6.47%，占出口总额的 55.41%，比上年提

高了 5.1 个百分点。服装、玩具、鞋类、塑料制品等传统产品出口值 36.53 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 17.91%，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39.1%下降到 28%。出口商品消费市场前五位

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香港、欧盟、日本、东盟，出口额分别为 46.96、 33.27、

21.54、11.5、3.37 亿美元，出口到上述五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89.3%，

比上年提高了 8 个百分点。  

利用外资取得新成效。全年新签利用外资合同 1383 宗，下降 17.92%；其中“三资”

项目 332 宗，增长 72.02%，利用外资项目向“三资”项目倾斜，而且单个项目的引

资金额越来越大。合同规定外商投资额 16.37 亿美元，增长 34.88%，其中“三资”

项目 10.50 亿美元，增长 77.20%。全年实际利用外资（不含对外借款）13.38 亿美元，

增长 10.2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9.30 亿美元，增长 5.77%。年末对外借款余额 4.06

亿美元，比上年末下降 17.92%。  

旅游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成为我市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热点。全年接待旅游人数 215.89

万人，比上年增长 26.28%。其中外国游客 10.96 万人，比上年增长 1.1 倍；华侨 1.14

万人，增长 4.7 倍；港澳台同胞 62.63 万人，增长 16.63%；国内游客 141.16 万人，

比上年增长 26.17%。来莞旅游的外国游客中，以日本人居多，达 4.57 万人，其次是

美国人、法国人，分别达 1.33、 1.17 万人。  

    八、金融和保险业  

    金融形势平稳。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864.01 亿元，比年初新增 191.43

亿元，增长 28.46%。其中，企业存款 251.57 亿元，比年初新增 66.79 亿元，增长 36.15%；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533.75 亿元，新增 107.90 亿元，增长 25.34%。各项贷款余

额 442.74 亿元，新增贷款 59.83 亿元，增长 15.63%。其中短期贷款 366.66 亿元，

新增 33.12 亿元，增长 9.93%；中长期贷款 15.53 亿元，减少 1.84 亿元，下降 1.58%。

存贷差 421.27 亿元，比年初增长 45.43%。贷款占存款的比率为 51.24%，比年初下降

5.77 个百分点。全年货币净投放 26.49 亿元。全市信贷质量提高，年末逾期贷款比

上年减少 4.82%，当年新增贷款本金回收率为 97.69%，利息回收率为 95.68%。  

    保险事业兴旺发展。全年承保金额 862.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47%， •其中人

身（寿）险承保额 112.34 亿元，增长 1.36 倍。全市保费收入 9.44 亿元，增长 30.17%，

其中人身（寿）险保费收入 4.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73%。赔款支出 2.09 亿元，

增长 6.01%，其中人身（寿）险支出 1350 万元，增长 25.86%。  

九、科学技术与教育  

科技队伍规模扩大，科技综合实力增强。全市科学研究及开发机构 32 个，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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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8 个；在岗职工 428 人，增加 39 人。其中政府部门属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 5 个，

在岗职工 235 人。全市科研及开发机构的全年科研经费收入 1701 万元，进行 24 个研

究课题。全市共有 987 个科技活动机构，比上年增加 171 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10.36

万人，增长 8.10%。科技队伍的壮大推动了全市的科技进步。全年共获得省级科技进

步奖 6 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38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1 项。全

年三项专利申请受理量 890 件，比上年增加了 165 件；三项专利批准量 709 件，比上

年增加了 388 件，增长 1.2 倍。全年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62 项，技术合同金额 3048 万

元，增长 49.71%。  

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发展。年末实有高新技术企业 39 家，全年总产值（当年价）11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58%；技工贸总收入 101.9 亿元，增长 80.10%；创汇 5.96 亿美

元，增长近 1 倍。高新技术产品 196 个，比上年增加 156 个；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92.6

亿元，增长 67.15%。国家级火炬、星火计划项目 11 项，全年实现产值 4.82 亿元；

省级火炬、星火计划项目 19 项，实现产值 10.46 亿元；市级火炬、星火计划项目 4

项，投资额 3525 万元。  

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强。技术监督部门全年共监督检查企业 1568 家，查出有

不合格产品的企业 382 家。共检验各种产品 3457 批次，其中合格 2750 批次，批次合

格率为 79.56%，比上年提高了 4.03 个百分点。  

基础教育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年末有幼儿园（含学前班） 328 所，专任教师 3247

人，当年招生 5.69 万人，在校学生 10.36 万人。全市有小学 575 所，在校学生 23.58

万人，毕业 2.98 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9.99%，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 99.86%。初

中毕业生升学率 88.25%。  

高等、中等教育再上新台阶。 1998 年国家各大专院校在我市招生 2347 人，比上年增

长 6.92%；各中专学校招生 2691 人，增长 28.69%。年末普通高等院校 1 所，专任教

师 125 名，当年招生 750 人，在校学生 2171 人，毕  

业 556 人，比上年增长 14.88%。普通中学 69 所，在校学生 10.12 万人，当  

年新入学 3.64 万人，毕业 2.98 万人。职业中学 17 所，在校学生 1.85 万人，当年招

生 0.73 万人，毕业 0.64 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5 所，招生 1546 人，在校学生 4791

人，毕业 984 人。成人高等教育学校 2 所，招生 1399 人，在校学生 2821 人，毕业

608 人。成人中等教育学校 6 所，当年招生 1980 人，在校学生 5317 人，毕业 1278

人。在校高中阶段教育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比例为 1.1:1。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全市电影放映单位 233 个，比上年增加了 4 个 ,其中影剧院

147 座，增加了 17 座。文化事业机构 12 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4 个。公共图书馆 26

个，藏书 106.3 万册；博物馆 3 个，馆藏文物 9679 件。市级电视台 1 座，平均每周

播出 126 小时电视节目；广播电台 1 座，平均每天播出 18 小时广播节目。全年各种

图书出版 10.97 万册，各种杂志出版 19.7 万册。《东莞日报》出版印刷 1930 万印张，

增长 15.78%；发行 1445 万份，增长 4.94%。文化表演艺术水平不断提高，1998 年 7•

月我市民间艺术团赴希腊伊奥亚尼纳国际民间艺术节，共成功演出 16 场；少儿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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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烂漫”、“小猪选美”代表广东参加全国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欢乐的华夏

娃”进京文艺演出活动。  

    卫生事业深入发展。 1998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171 个，工作人员 8306 人，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7139 人，比上年增长 13.62%；医生 2955 人，增长 13.44%。年末

拥有医院床位 5892 张。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 2 人，每千人拥有床位 4 张。全年医疗

卫生设备建设投入 6874 万元，各级医院建筑面积 69.1 万平方米，医院诊疗 1555 万

人次。  

体育事业不断发展。 1998 年，我市运动员在国内外各项重大比赛中，有 1 人 2 次超

（破） 2 项世界纪录，获得 4 个世界冠军， 4 个洲际赛冠军， 28 个全国冠军， 87•个

全省冠军。全市举办了 2 次市级运动会，参赛运动员 1560 人；举办 10 次镇区级运动

会，参赛运动员 15000 人。年末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21 万人。  

十一、环境保护与市政建设  

环境保护事业取得新发展。全年废水排放量 3.21 亿吨，废水处理排放  

达标率 65.3%。其中工业废水 7989 万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46.1%，废水处理回用

量 982 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 808.9 亿标准立方米，处理量 748.5 亿标准立方米，处

理率为 92.5%。全市进行环境监测的 205 家工业企业，工业废水处理率 67.3%，比上

年提高了 11.0 个百分点；工业废气净化处理率 97.8%，比上年提高了 16.7 个百分点；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61.4%,比上年提高了 30.5 个百分点。  

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城区大气综合污染指数 3.34，比上年下降 0.08。其中，二氧化

硫日均值 0.019 毫克 /标准立方米，氮氧化物日均值 0.061 毫克 /标准立方米，总悬浮

颗粒日均值 0.158 毫克 /标准立方米，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市政建设取得新成效。年末实有铺装道路 1431 公里，比上年增加 423 公里。下水道

总长度 1213 公里，增加 28 公里。水厂综合生产能力 88.4 万吨 /日，比上年增加 4.15

万吨 /日。年末供水管道长度 1971 公里，增加 68 公里。年末液化石油气家庭用户达

11.75 万户，增长 38.17%，液化石油气用量 2.07 万吨，增长 9.11%。  

年末实有公共汽车营运路线 40 路，营运公共汽车 499 辆，增加 66 辆。全年公共汽车

客运量 9383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19.59 亿人公里。  

全市年末有大小公园 157 个 ,园林绿地面积 730 公顷，比上年增加 107 公顷，增长

17.17%，其中公共绿地面积 266 公顷，比上年增加 40 公顷，增长 17.7%。  

十二、人口与人民生活  

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效，人口自然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1998 年全市登记结婚 11757

对，晚婚率为 79.99%。全年出生人口 22563 人，死亡人口 6553 人，人口自然增加 16010

人，自然增长率 10.86‰，比上年下降 1.23 个千分点。年末户籍人口 148.77 万人，

增长 11.20‰。其中非农业人口 37.•84 万人，增长 23.43‰；农村人口 110.93 万人，

增长 7.09‰。外来暂住人口 199.11 万人。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1998 年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11422 元，比上年增长

4.86%。其中国有单位职工年均 13055 元，增长 4.85%；集体单位职工年均 9393 元，

增长 4.73%；其他单位职工年均 10965 元，增长 2.83%。根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8



 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06 元，比上年增长 4.3%。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5534

元，增长 10.22%。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款 3.5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14%。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收入增加带来了消费的变化， 1998 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消

费性支出 8644 元，比上年增长 4.03%。其中食品类支出 3785 元，增长 2.83%；医疗

保健支出 415 元，增长 9.55%；家庭教育支出 613 元，增长 36.72%；旅游消费支出

291 元，增长 30%。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26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5 平方米，增

长 23.81%。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空调器 122 台、摩托车 138 辆、移动电话 34 部、彩

色电视机 146 台、影碟机 46 台、录放像机 50 台、家用电脑 34 台。年末农村居民人

均居住面积 43.3 平方米，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空调器 28 台、摩托车 101 辆、移动电

话 25 部、彩色电视机 109 部、影碟机 39 台、录放像机 17 台、组合家俱 45 套、热水

器 56 台。  

    社会保障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全市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163.46 万人，其中社会养

老保险 5.40 万人，工伤保险 136.52 万人，失业保险 5.72 万人，医疗保险 9.05 万人。

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97 亿元，增长 11.60%。社会保险待遇总支出 2.04 亿元，增

长 28.20%。  

 1998 年，全市困难救济 1.6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9.45%；安排四残人员就业 323 人，

增长 5.56%。救济福利事业支出 433.7 万元，增长 185.33%。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245

个，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乡镇 25 个。  

 

注：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和工、农业产值的绝对数和增长速度均按当年价格

计算。  

3、 1998 年各指标的增长速度以《东莞统计年鉴—— 1998》中的 1997 年数据为对比

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