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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4年，东莞人民在中共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

政策措施,实施“一城三创五争先”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形势呈

现出“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的特点，国民经济继续保

持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继

续提高。主要指标达到近几年来的最好水平，在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综合 

国民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初步核算,2004 年，全市生产总值

1155.3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9.6%,增长速度创近

五年新高。第二、第三产业共同推进经济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27.7亿元，下降9.6%；第二产业增加值 640.6亿元,增长 24.5%;

第三产业增加值 487 亿元，增长 14.8%。企业总体数量增加。至

2004 年底止，全市注册登记的工商企业和个体户有 28.05 万户，

比上年增加 3.21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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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水平温和上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3.0%，其中消费品价格上升 4.0%。服务项目价格下降 0.3%。商品

零售价格总水平上升 3.2%，其中食品价格上升 8.6%。  

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推进。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 2.40：55.45：

42.15。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 0.6个百分点，第二

产业上升 1.4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下降 0.85 个百分点。投资结

构进一步侧重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建设与高科技项

目建设，以电脑资讯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工业的支

柱产业。 

宏观经济效益改善。财政税收在较高的平台基础上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全年预算内财政总收入（含关税）259.1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5.5%。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 82.64亿元，增长 22.5%。外

贸进出口顺差 58.67 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为 27.8%，比

上年上升 0.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为

122.1%。 

    镇村两级公有资产增加。2004 年，镇、村两级公有资产总额

1159.7 亿元，比上年净增 167.4亿元，增长 16.9%；资产净值 807.3

亿元，净增 127.1 亿元，增长 18.7%；总资产负债率为 30.4%，比

上年下降 1.1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加速发展。我市落实培育“两自”企业，向民间资

本开放一批环保、交通、能源、文化等项目，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协助组建民营企业集团 30 家，总数达到 60 家。年末注册登记个



 —3—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 24.68 万户,比上年增长 14.2%；注册资金

447.87 亿元,增长 27.0%。全年私营及个体经济完成工业总产值

295.90 亿元,增长 34.4%;2004 年，私营个体经济缴纳各项税收

45.19 亿元, 增长 34.7%，占全市工商税收总额(不含关税)的

19.8%，比上年提高 1.4个百分点。 

    城镇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年末户籍从业人员 113.46万人。2004

年，新登记失业人数 7080 人，全年失业人员安置就业人数 6088

人，待业人员再就业率为 80.6%。年末城镇实有登记失业人员 5527

人，登记失业率为 1.7%。市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推荐就业 2.6

万人次，提供免费和资助性就业技能培训 8876人次，帮助 1.7万

多人成功就业。 

    各项改革有序推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全面实行社会投资

项目备案登记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了全口径的预算财政

管理，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均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农村改革与

发展积极推进，从 2004年 1 月 1日起在全省率先免征农业税，全

市已有 155个村、726 个组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100个村完

成“村改居”工作。建立全市统筹的农（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全市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覆盖率达 80%以上。创新文化机

制，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推介制度。完成了

市直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供

水、供电、用地、用工不足，资源要素约束矛盾突出；高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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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除；人口管理、城市管理、交

通管理、生态环境治理需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

有待进一步整治。 

    二、农业 

    农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下调。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8.12万

亩，比上年调减 0.36 万亩，其中稻谷播种面积 3.11 万亩，调减

2.39万亩；粮食总产量 3.04 万吨，下降 0.3%，其中稻谷产量 1.22

万吨，下降 40.2%。蔬菜种植结构逐步向名、优、新、特、精细品

种调整，反季节和无公害化生产加强。全年蔬菜面积 35.04万亩，

比上年减少 2.99万亩；蔬菜总产量 53.21 万吨，下降 5.1%。水果

总面积 18.34万亩，减少8.1%；水果总产量 17.54万吨，增长 19.8%。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2004年全市农业龙头企业总数 15 家，

全年农业龙头企业总产值 7亿元，农产品交易额 14 亿元。 

    林业生产稳定发展。全年完成迹地更新、低产林改造面积 2.76

万亩，植树 625 万株，年末有林地面积 93.4 万亩，林木蓄积量

172.69 万立方米，林木总生长量 11.76 万立方米，采伐量 1.56

万立方米，占生长量的 13.3%，森林覆盖率为 33.0%。 

    畜牧、渔业生产下降。受产业布局调整的影响，畜牧业生产

下降。全年牧业总产值 19.99 亿元，比上年下降 6.2%。全年禽畜

总肉量 14.62 万吨，比上年下降 5.4%，其中猪肉 12.83 万吨，下

降 5.2%。全年水产品产量 7.15 万吨，比上年下降 5.7%。在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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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频繁、周边疫情十分复杂的情况下，2004 年全市没有发生一例

禽流感疫情。 

    农业基本建设稳固。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 29.92 万千瓦，全

年化肥施用实物量 5.91 万吨；农药使用量 1201 吨。水利基本建

设成效明显。2004 年度全市冬修水利建设投入资金 3.54亿元，完

成土方 613.09万立方米、石方 51.97 万立米、混凝土 23.30 万立

方米，加固维修江堤 55.39 公里，加固维修海堤 26.79 公里，加

固处理水库 34 座，疏通河道 61.6 公里，加固闸窦 107 座，改善

灌溉面积 1.65万亩，新增供水工程 4 宗，供水量 1005 万立方米。 

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44.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其中，种植

业占 36.9%，比上年下降 7.6 个百分点；牧业占 45.2%，上升 3.7

个百分点；渔业占 15.2%，上升 1.5 个百分点。 

    农村扶贫工作有效推进。全市有 26 个村实现脱贫， 81 个欠

发达村净资产 14.5 亿元，增长 39.9%；资产负债率为 52.2%，下

降 7.3个百分点。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3065.88 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25.4%。按经济性质分，公有经济完成工

业总产值 230.34 亿元，增长 17.2%；非公有经济 2835.55 亿元，

增长 26.1%。在公有经济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完成产值 134.14

亿元，增长 15.1%；集体工业完成产值 96.20亿元，增长 20.1%。

在非公有经济中，外资型工业完成产值 2441.01亿元，增长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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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79.6%。按规模分，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2583.22

亿元，增长 24.3%。 

    工业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加大。2004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增长 33.2%，占

36.8%；纺织业下降 4.4%，占 4.9%；造纸及纸制品业增长 19.9%，

占 4.0%；塑料制品业增长 9.0%，占 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增长 36.5%，占 11.6%；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6.7%，占 5.8%。适销对路的工业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

长。规模以上工业全年生产移动电话机 2526.89 万部，电话单机

3354.85万部，彩色电视机 257.84万部，组合音响 2269.49 万部；

敷铜板 989.95 万平方米；吸尘器 521.79 万台,电子元件 3517.60

亿只，传真机 2.94 万部,打印机 106.80 万部，显示器 713.09 万

部，键盘 4945.83万个，微型电子计算机 141.29万台，微电机 11.38

亿台，发电量 331.38亿千瓦时。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高速发展。积极扶持技术含量高、市场

需求量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加快产业基地建设，以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电子及通讯产品生产高速增长，已成为工业

经济的一大支柱，成为 IT产业的大市。2004年，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402.94亿元，比上年增长 34.2%，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4.3%；完成增加值 349.1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34.8%，占全市规模以上增加值的 48.7%；实现利润 35.9 亿

元，增长 56.3%，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 39.9%。以松山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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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产业园为龙头，大力发展科研、教育、市场中介服务业以及金

融、物流、会展、旅游等产业支援服务业，发挥集聚效应，加强

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大型骨干软件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光电

子企业来我市投资创业。积极引进芯片设计、软件开发、数字技

术、精密机械等“高、精、尖”项目，巩固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支

柱地位，增强配套优势，延长产业链条。东莞作为世界重要电脑

资讯产品生产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工业经济整体效益进一步提高。2004 年，全市工业经济效益

在上年明显好转的基础上，继续呈上升态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综合经济效益指数为 122.09%。其中，工业产品产销率为 99.6%；

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3.41%，上升 0.1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为

58.7%，上升 3.4个百分点；按增加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60129

元/人，增长 16.3%；全年实现利税总额 145.40 亿元，增长 22.3%，

其中利润总额 90.04 亿元，增长 26.2%；亏损企业亏损额 17.60

亿元，上升 23.1%。 

    建筑业发展稳定。2004 年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77 亿元；房屋建

筑面积 1509 万平方米，下降 3.2%；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714 万平方

米，增长 17.0%；利税总额 4.41亿元，增长 6.2%；利润总额 2.08

亿元，增长 7.4%。 

     四、城市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的工作部署和“建城、修

路、整山、治水”八字方针，城市新区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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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属重点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70.22亿元，竣工建筑面积 47.57

万平方米，改造道路 18.77公里，基本建成 37公里的新建道路。

2004 年竣工投入使用的有行政办事中心、会议大厦、展览馆、莞

城一中、高级中学、樟村水质净化厂、松山湖大道、鸿福东路至

八一路、规划一路、银丰路改造等 10 项重点工程；组织民间资金

建成第一国际、会展酒店等项目，完善了城市新区功能。基础设

施工程如龙林高速完工通车，环市路、常虎高速、东部快速路以

及莞长、莞惠、莞龙、东深、北王等主干道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加大整山治水力度，建设黄旗山、水濂山、大岭山、大屏障、同

沙等五个森林公园。全年完成投资 3.6亿元，建成车行道路 52公

里，步行道路 39公里，出入口广场 18 个，景点 17 个。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理性增长。我市贯彻落实中央加强

宏观调控的精神，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增长趋于理性。全年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33.8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9%，增幅比上年

回落 30.9个百分点，投资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143.56 亿元，增长 47.0%；更新改造投资 47.49亿元，增长 6.5%；

房地产开发投资 93.45亿元，增长 69.5%。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完

成投资 158.09亿元，增长 6.1%；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275.8 亿元，

增长 62.0%。分行业看，制造业投资仍居首位，2004 年，我市制

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126.58 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 29.2%，这

是与我市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发展定位和城市特色密切相关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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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加大，2004年，全市共完成公共交通投资 1.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4%；道路桥梁建设 25.37亿元，增长 32.9%。

加快能源设施建设，开工建设了一批变电站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投资约 8100 万元，建成 LNG 储备站一座，天然气高压管道 13.8Km，

中压管网 45Km。 

    五、信息化建设 

    认真组织实施信息化带动战略，全面提升社会信息化的整体

水平。2004年，全市信息化综合指数为 69.6%（按常住人口计算），

居于全省的前列，达到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的信息化综合指

数为 60%以上的要求。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全年实现邮电业务收入 117.0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1.4%。其中电信业务收入 44.83亿元，移动通信业务

收入 66.92 亿元。全市本地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 59.83 万门，

移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 994 万门，构成覆盖全市、方便、快捷、

安全的信息传送大通道。年末实有固定电话用户（含小灵通）

274.37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含充值卡)841.05万户，分别比上年

增加 68.26 万户和 180.19 万户。年末全市数字数据网(DDN)用户

2698端口，互联网用户 50.42万户，比上年增加 3.53万户。 

完善信息化基础建设，提升通信和政务网络的服务水平。2004 年

开始租用广电光纤环网（100M 带宽）联接 32 个镇区，使电子政务

网络的通信速度得到改善。完成了以 HDS9980 光纤盘阵为核心的

综合存储系统、以 DAIC Scalar i2000 自动磁带库和 BA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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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Vault 数据备份管理软件为核心的综合备份系统,从而配套完

善了中心系统建设,进一步实现信息中心作为我市电子政务支撑

中心和数据中心角色。全年有 8个镇区和单位新开通了政务网站,

各单位原有的政务网站在公开内容和服务水平上也有了较大的提

高。 

    六、交通、旅游 

    交通运输网络更趋完善，综合运输能力增强。年末全市境内

公路通车里程 2759 公里，比上年增加 71 公里，公路密度 111.93

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等级公路 2722 公里，密度 110.43 公里/

百平方公里。高速公路 113 公里，密度 4.58 公里/百平方公里。

年末全市拥有民用汽车 31.97万辆，比上年增加 6.41 万辆。其中，

载货汽车 10.51 万辆，载客汽车 21.05 万辆。全年完成货物周转

量 42.37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0.2%。其中公路 27.22 亿吨公里，

增长 1.2%；水运 15.14 亿吨公里，下降 1.6%。完成旅客周转量

116.63 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 3.5%，其中公路 116.30 亿人公里，

增长 3.4%。港口货物吞吐量 2600万吨，比上年增长 10.5%。 

    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2004年末全市拥有星级酒店 85家。其

中三星级酒店 29家，四星级酒店 18 家，五星级酒店 13 家。全年

接待过夜旅客人数 1131.31 万人次。其中外国及港澳台旅客

149.64 万人次，国内游客 981.67万人次，全市客房平均开房率为

61.2%。全市境内旅游景点观光人数 370.05 万人次。全市各旅行

社共组织 58.7万人次外出旅游观光，比上年增加 18.6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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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内游 52.5 万人次，增加 14.36 万人次；出国（境）游 6.2

万人次，增加 4.02 万人次。全年旅游业总收入 85.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7.2%，其中旅游外汇收入 2.34亿美元，增长 69.5%。 

    七、国内贸易 

    商业网点建设日趋完善。商业企业以展示新形象为动力，以

连锁超市为代表的新型业态加快商业布局和业态调整。至 2004 年

末，全市工商注册登记的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和个体商业户 14.91

万个，比上年增加 3.53 万个；餐饮企业 1.89 万个。其中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 109 个；限额以上餐饮企业 125 个。各类批

发、集贸市场 610 个，比上年增加 34 个；市场交易面积 480.70

万平方米，当年增加 62.76 万平方米。2004 年，全市经工商登记

商品展会 66 场，成交总额 350亿元。 

    国内市场销售稳中趋活，消费层次提高。随着国家扩大内需

政策的到位和效能的释放,新一轮消费升级特征明显，汽车以及与

住房相关的商品销售尤为突出。超级市场、专卖店、购物中心、

仓储式商场、电子商务等多种零售业态共同发展，刷卡消费、信

用消费逐步扩大。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9.04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5.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其中私营个体经济

225.79 亿元，增长 17.8%。按行业分，批发零售贸易业 334.75亿

元，增长 14.3%；餐饮业 54.22亿元，增长 20.3%。在批发零售贸

易业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商品销售收入 204.52亿元，

比上年增长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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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外经济贸易 

    吸收外资取得新突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不含对外借

款)30.34 亿美元，取得历年来最好的成绩，比上年增长 18.4%。

外商直接投资仍是利用外资的主体，达 21.39 亿美元，占实际利

用外资总额的 70.5%。协议规定外商投资额 41.32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26.9%；现有外资企业增资扩产是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全部

企业增资项目外商投资额 25.95亿美元，增长 56.5%，占外商投资

总额的 62.8%。制造业利用外资占绝对优势。2004 年，全市制造

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 40.6亿美元，占全市协议外资金额的 98.3%。

服务业成为利用外资的新亮点。2004 年，全市来自香港、澳门的

服务业投资项目有 19 宗，投资总额 2928.3 万美元，涉及研发、

管理咨询、餐饮、建筑业、房地产等行业。外资来源多样化。其

中香港地区 10.07 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 11.17 亿美元、台湾

地区 1.09亿美元、日本 0.65亿美元、新加坡 0.38亿美元、美国

0.47 亿美元、韩国 0.35 亿美元，欧盟 0.16 亿美元。新签大项目

持续增加。2004 年全市新签的投资额超 1000 万美元的项目有 45

宗，比上年增加 16 宗，投资总额 8.84亿美元。至 2004年末，全

市拥有外资型实际投产企业 14051 家。 

    对外贸易跃上新台阶。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我市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拓展新的出口增长点。全年进出口总额（海

关统计口径）645.1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4.0%。其中进口额

293.26 亿美元，增长 21.7%；出口额 351.92亿美元，增长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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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结构进一步调整。全市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与需求，在

出口商品结构上重点抓好技术含量高，加工程度深，附加值高的

机电产品出口，尤其是电脑资讯产品的出口，扩大了国际市场的

占有份额。全年机电产品出口 249.57 亿美元，增长 32.8%，占全

市出口总额的 70.9%，比上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 136亿美元，增长 42.0%，占 38.6%。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

件出口 54.32亿美元，增长 34.2%，占 15.4%。从主要产品来看，

录、放像机出口 19.67 亿美元，增长 47.9%，占 5.6%；有线电话

机出口 4.63 亿美元，增长 18.7%，占 1.3%。传统产品出口有所减

弱。鞋类出口 13.52 亿美元，增长 23.1%，占 3.8%；服装及衣着

附件出口 17.70亿美元，增长 4.9%，占 5.0%；家具出口 14.14亿

美元，增长 32.0%，占 4.0%；纺织制品出口 13.01 亿美元，增长

3.2%，占 3.7%；玩具出口 11.71亿美元，增长 1.1%，占 3.3%；塑

料制品出口 8.17亿美元，增长 5.4%，占 2.3%。 

    出口领域继续拓宽。在出口市场结构上，美国、香港、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是主要出口对象。全年对美国出口 118.43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27.6%，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33.7%；对香港出口 96.76

亿美元，增长 26.2%，所占比重为 27.5%；对日本出口 27.69亿美

元，增长 32.3%，所占比重为 7.9%。 

    大型企业是外贸出口主力军。2004年全市实际出口最大的 300

家企业累计出口 219.5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1.1%，比全市平均

增幅高出 5个百分点，占全市出口额的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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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金融、证券与保险 

    各项存、贷款继续增加。全市金融业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稳

健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工作进一步加强，信贷业务良性发展。

年末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2462.87 亿元，比年初增长 15.8%。其中，

储蓄存款余额 1431.68 亿元，比年初增长 16.3%；企业存款余额

754.66 亿元，比年初增长 15.8%。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1405.25

亿元，比年初增长 16.5%，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711.87 亿元，比

年初增长 5.5%，中长期贷款 522.25 亿元，比年初增长 33.6%。实

现存贷顺差 1057.62 亿元，增长 15.0%。全年现金收入 6868.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6%；现金支出 6728.72亿元，增长 24.2%。 

证券市场稳步发展。年末全市有营业证券公司 8家，开户数 30.66

万户，比上年增加 2.3万户。全年股票总成交额 675.9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41.0%。保证金余额 15.49 亿元，比年初增长 26.6%。 

    保险业务领域拓宽。2004年全市有保险公司 16 家，比上年增

加 7 家。全市保险业务收入 31.15 亿元；其中保费收入 28.82 亿

元；营业支出 27.54 亿元；其中赔款支出 5.15亿元。 

    十、教育、科学技术 

    幼儿教育健康发展。全市有幼儿园 489 所，其中公立、集体

办园 212 所，民办园 277 所。3-6 周岁在园（班）幼儿共 11.25

万人，入园（班）率为 94.5%，比上年提高 0.2个百分点。 

    “普九”水平不断提高。全市有小学 498所，在校学生 44.83

万人，比上年增加 6.14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100%，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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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升学率达 99.9%。全市有初中 52 所，在校学生 12.63 万人，比

上年增加 1.58万人，适龄少年入学率为 97.9%，辍学率为 0.4%，

毕业率为 98.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93.3%，比上年提高 1.2个

百分点。 

    高中阶段教育稳步向前。全市有普通中学 89所，其中普通高

中（含完中）37 所，职业中学 15 所。初中毕业生 3.26 万人，升

入各类高中阶段学校就读的学生 2.9 万人，比上年增长 9.1%，其

中普通高中 1.74万人，职业高中 7061人，普通中专 3482人，成

人中专 667人，技工学校 462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4.51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 3.11 万人，普通高中在校生与中等职业教

育在校生的比例为 6:4。每万户籍人口普通高中在校生比例、中等

职业教育在校生比例均位居全省前列。 

    成人教育持续发展。至 2004年底，全市有成人高等教育机构

5 所，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32所，职工教育培训基地 74个，民

办成人教育培训网点 472 个。全市参加各类培训学习的职工人数

6.2 万人次，职工教育培训面达 68.2%。全市农民参加各类知识学

习培训的人数 62.8 万人次，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开展各类成人教育

培训人数 12.7 万人次。成人高考的报名人数 2.24 万人，实考人

数 2.08万人，录取人数 1.7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784 人，考生录

取率为 85%。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近 6 万人次，新生报名 1.35

万人，报考总科次 10.35 万科次，报考总人数居全省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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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科研保持全省领先地位。2004 年，我市在全省中小学教

育创新成果评奖中获一等奖 1 项（全省 3 项），二等奖 8 项，三

等奖 33 项，共 42 项，名列全省第一；省第十届教育管理科学奖

（吴汉良奖）获奖 17 项，其中一等奖 1项（全省 2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9项，名列全省第二。以上全省两大科研成果奖共获

奖 59 项，获奖总数和等次均为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的首位。我

市获省教育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项研究课题

3 项。 

    教育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小学德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全市中小学生犯罪率继续保持为零。普通高考继续保持强劲的增

长势头。省线（第三批 A 线）以上入围人数 5349人，比上年增加

840 人。保持我市普通高考入围超万人（11696人）和录取超万人

（14577人）的纪录，被普通高校高职班和高职院校录取的新生人

数 3821 人，比上年增加 1350 人。按本市户籍人口计算，当年升

上普通高校的人数（不含中职考生升学人数）比例为万分之 67.7

（省为 37.7），在全省 21个地级以上市中名列第三。每万户籍人

口高等院校在学人数 396.1人，比上年增加 55人。2004 年我市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同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 49.6%（全国为

19%，省为 20%），接近广东省定 2020 年基本实现普及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达 50%）的奋斗目标。 

    科技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全市有科技活动机构 1810个，从事

科技活动人员 12.53 万人，科技活动经费使用总额 4.06亿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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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末，全市有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201 家，其中当年被省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53 家。至 2004 年末，全市有高新技术产品

668 个，全年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690亿元，增长 31.0%，

技工贸总收入 691 亿元。全市有民营科技企业 900 家，当年新认

定省级民营科技企业 170 家，市级民科企业 200 家。民营科技企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47.5 亿元。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2004 年，全市完成 2004 年度成果推

广、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等各类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共组织申报项目 500

多项，其中，立项的国家级科技计划 11项；省级科技计划 59 项；

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243项。完成 2004年度市科技进步奖项目

的受理、评审工作，受理科技进步奖项目 82 项，经专家评审拟获

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6 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19 项；科技进步三等奖 34奖。 

     科技研发和产业化水平提高。全市科学研究及开发机构 117

个，科研开发经费支出 11842 万元，研究课题 139 个。全年评定

省级科技进步奖 6 项，评定市级科技进步奖 60 项。全年申请专利

4325 件，授权专利 3167 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11.9%和 10.8%。全

年签订各类技术贸易合同 69 项，技术合同金额 4278.2 万元，技

术交易额 2726.21 万元。 

    十一、文化、卫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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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我市实施新的文化发展战略，全力打造

文化新城。2004年，全市有文化站 32 个，群众艺术馆 1个，公共

图书馆 397个，博物馆 6 个，电影放映单位 88个，影剧院 78个，

文化广场 359个，广播电台 1座， 电视台 1 座。广播、电视人口

覆盖率均达 100%。全年出版各类图书 9.77万册、各种杂志 185.09

万册，报纸 957.03 万印张。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全市共举办

了各类文艺晚会 478 场、专项文艺比赛 225 个、文化展览 288期，

参与的人员达 200 多万人次。全市 138 个文化广场共举办广场舞

活动 1.4 万场次，广场推介活动 122 次，参与人数达 1000万人次。

文化下乡活动掀热潮。为满足群众和外来员工的文化生活，坚持

送图书、电影、文艺演出下乡进厂区。全年共送电影 4790场（次），

图书 160 次，演出 528 场（次）。鼓励扶持文艺创作，东莞市文

艺作品赢得 25个国家级奖项和 61个省级奖项。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委“一城三创五争先”发展战

略的带动下，东莞大剧院、图书馆、展示中心、群众艺术馆等一

批大型文化设施已基本建成。各镇区也在多渠道筹集资金，大力

兴建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广场遍及城乡。2004 年，全市乡镇

公共文化设施占地面积 889.06 万平方米，文化设施建设面积

195.54 万平方米。 

    卫生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至 2004年底，全市有各类卫生机

构 177个，其中医院 53个；拥有病床位 10797张；卫生技术人员

1.3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助理执业医师 4870人。我市已连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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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脊髓灰质炎病例，本市户籍人口连续 10年无乙脑、白喉病例。

全市开展外来青工麻疹疫苗接种 80 多万人，进行了糖丸强化免疫

活动，服苗率达 96.95%。认真做好结核病、麻风病、精神病和性

病等防治工作，对全市确诊病人实行全程督导治疗和管理，并对

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检查和治疗。全年活动性结核病初治涂

阳病人治愈率为 98.3%，复治涂阳病人治愈率 87.5%，麻风病人规

则治疗率达 100%。开展卫生知识和健康教育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22 种、108 万册。对全市农（居）民、企业员工和中小学生等不

同人群开展调查与评价，其卫生知识知晓率大于 80%，健康行为形

成率大于 60%，职业卫生、女工保健指数培训率大于 9%，知晓率

大于 80%。 

    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各镇区、各部门的运动会开

展逐渐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形成部门运动会群星璀璨的局面。

先后举办了“华南 MALL杯”东莞市第二届女子运动会、东莞市总

商会“鸿发杯”首届运动会、第七届老年人运动会以及供销社系

统第二届运动会，全年各镇区、各部门先后开展了 10 个运动会，

参赛者达 8000多人。新体校、滨江体育公园两大工程筑起体育发

展新起点。东莞新体育运动学校和滨江体育公园两大工程正在加

紧筹建，新体校选址已完成，正积极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目前进

入单体施工图设计阶段，滨江体育公园将近完工。 

    竞技体育取得好成绩。2004年，我市有 3 名运动员参加 2004

年雅典奥运会。1人 3 次破 3项世界记录，2 人 4次破 4 项世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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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2人 4 次破 4项全国记录。全市运动员在省级及以上各类体育

比赛中共夺得国际赛金牌 49 枚、银牌 25枚，铜牌 18 枚；夺得亚

洲赛金牌 1枚；全国赛金牌 34枚、银牌 26枚、铜牌 24 枚；全省

赛金牌 93枚。 

    十二、环境保护 

    加快建设环保基础设施。2004 年，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战略，编制完成环保规划 8 项；投资 7.9 亿元，建

成市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樟村水质净化厂等污水处理工程 9 项，

新增日处理能力 287 万吨；扩建了厚街垃圾焚烧发电厂，完成了

横沥和市区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土建工程，完成了 16家污水处

理厂的 BOT招标。全市污水处理率提高到 12.4%，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提高到 9.5%。2004 年废水排放量 6.85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

放量 2.25 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0.1%。工业粉尘去除量

1.03万吨，去除率为 63.9%。工业废物综合利用量 220.48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82.59%。 

     加强环保综合整治。2004 年，全市清理养殖场 3812 个、生

猪饲养规模 26.8 万头；整治内河涌 61 条（段）共 195 公里；清

拆窝棚窝点 3535个共 41.4万平方米；复绿采石场 90 个共 9.8 万

平方米；关闭和拆除水泥厂 34家。核发排污许可证 676个，征收

排污费 6789 万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 460宗。建成石马河调

污工程，有效保护东江水质。扎实推进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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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市政公用事业 

供水、供电保障有力。全市自来水日供水能力 430 万立方米，全

年综合产水能力 15.69 亿立方米，全年供水量 14.01 亿立方米，

年末全市供水管道总长度 3580公里，下水道总长度 2632.5公里。

全市有变电站 92 座，拥有主变台数 257 台，主变容量 2489.8 万

千伏安，全年总供电量 372.84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5.9%；总

售电量 350.28亿千瓦时，增长 23.5%。 

    城镇建成区范围扩大。年末城市和村镇建成区土地面积

649.67 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6316.6公顷，园林绿地面

积 11403.9公顷，其中公共绿地面积 3270.18公顷。 

    年末市内公共汽车营运路数 43路，公共汽车营运车辆 656辆，

全年公共汽车客运量 7573万人次，乘客周转量 16.82 亿人公里。

建立市区、镇区和跨镇三级公交服务体系，市区城巴线路覆盖环

城路以内 95%的主干道；26 个镇实施镇内公汽发展规划，已投放

运力 771 辆；完成跨镇快速专线公交规划，更新客运大中巴 1563

辆、出租小汽车 1814辆。 

    十四、人口、人民生活 

    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2004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 10.86‰,

死亡率为 4.90‰，自然增长率为 5.96‰，比上年上升 0.31 个千

分点。年末户籍人口 161.97 万人，比上年增加 3.01 万人。外来

暂住人口为 486.9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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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2004 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 9851

元，比上年增长 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4%。城镇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 25326元，比上年增长 12.1%，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526 元，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9083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1.1%和 7.1%，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9%和 4.0%。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4 年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8426 元，比上年增长 19.3%。其中,食品

支出 5041 元,增长 4.9%；交通通讯支出 4974 元,增长 1.4 倍；娱

乐文教服务支出 2673 元，增长 6.4%；居住消费支出 2517 元。农

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 10783 元，增长 39.6%。其中，食品支出

2819元，下降 9.4 %；交通通讯支出 635元，下降 20.1%；文化教

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 923 元，增长 63.2%；居住消费支出 5096

元，增长 115.7%。年末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 108台、

移动电话 264部、摩托车 180辆、家用汽车 32 辆、空调器 258台、

彩电 192 台、影碟机 98台、录放像机 38台、组合音响 80部、微

波炉 90 台、洗衣机 118 台、电冰箱 132 台、吸尘器 18 台、摄像

机 22 架、照相机 106架、钢琴 10 架、健身器材 26 件；自来水独

用率为 100%，液化石油气独用率为 100%。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

有汽车 21 辆、摩托车 147 辆、彩电 122 台、电脑 48 台、电冰箱

117 台、电话机 145 部、移动电话 132 部、空调器 108 台。居住条

件进一步改善。年末城镇居民人均总建筑面积 54.36 平方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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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居住面积 41.5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拥有住房面积 65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 33平方米。每户家庭独用厨房，独用卫生间。 

    社会保障基本覆盖全社会。全市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城镇职工、

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东莞城乡居民人人享有生活保障。年末全

市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479.25 万人次，其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100.77 万人，工伤保险 150.46 万人，失业保险 100.08 万人，医

疗保险 105.95万人，生育保险 18.31 万人。社会保险待遇总支出

17.29亿元，比上年增长 31.5%，其中，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支出增

长 16.1%,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增长 15.4%，失业保险待遇支出增长

64.6%，医疗保险待遇支出增长 43.4%，生育保险待遇支出增长

28.5%。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到年末，全市农民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 59.74 万人。全市有 18.09 万农村户籍的老人（男 60

周岁以上，女 55周岁以上）获得每月 150 元以上的基本养老金，

全年申领农民养老保险金总额为 3.22亿元。 

    社会福利事业持续发展。全市有社会福利院 1 个；敬老院 35

个，敬老院供养老人 1100人。2004 年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

月 320 元，比上年提高 20 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 300

元，比上年提高 40 元。32 个镇区全部建立了社会保障网络，纳入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 1725 户 4968 人，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的有 6469户 16584 人。全年救济困难人数 21552人次，社

会福利救济费用 9505.1 万元。安排“四残”人员就业 1141 人，

发放低保金 3645万元，城乡医疗救助支出 10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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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公报数为初步统计数，最后统计数据以《东莞统计年鉴-2005》

为准。 

2.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 

3.人口数据为公安数据统计口径。 

4.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全市非农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的调查范围为

东莞市辖区内农户以外各类经济实体，具体包括：①辖区内中央、省、

市属各类企业、事业、机关单位；②各镇区办企业；③村及村以下办

企业；④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调查范围为：①东莞辖区内中央、省、市

属全部独立核算的企业、事业、机关单位；②莞城、石龙、虎门 3 个

镇区范围内镇区办及以上企业；③不包括莞城、石龙、虎门 3 个镇区

以外的其它镇区的镇区办及以下办企业；④不包括全市的私营单位和

个体工商户。 

以上两个指标的调查范围不同，调查结果不同，请勿误用。 

5.阅读本公报时，请注意统计指标的时间、口径和计算方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