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形势和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

务，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三个走在前列”目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统领，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契机，

凝心聚力，克难奋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努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实现了

“十三五”的良好开局。全市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

好态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绩。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16 年东莞生产总值（GDP）6827.6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8.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2.80 亿元，下降 0.3%；

第二产业增加值 3172.50 亿元，增长 7.2%；第三产业增加值 3632.37

亿元，增长 8.9%。三次产业比例为 0.3：46.5：53.2。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82682 元，增长 8.6%。 

在现代产业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1435.17 亿元，增

长 15.2%；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2180.84 亿元，增长 10.3%。 

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1.1%，批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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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增长 7.7%，住宿和餐饮业增长 0.4%，金融业增长 8.2%，

房地产业增长 3.5%，其他服务业增长 14.4%。 

 

    年末，全市工商登记总数 84.04 万户，同比增长 17.8%。其中

企业工商登记 32.89 万户，增长 28.3%；个体户登记 51.08 万户，

增长 12.0%。私营企业登记户数增长较快，增长 30.7%。从新登记

注册情况看，2016 年，全市工商新登记 17.39 万户，增长 41.3%；

新登记企业 8.22 万家，增长 49.7%。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2.7%。其中食品烟酒类

上涨 6.3%，衣着类上涨 1.2%，居住类上涨 0.8%，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上涨 2.0%，交通和通信类下降 1.4%，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1.3%，医疗保健类上涨 7.5%，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 0.5%。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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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涨 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

降 0.1%。 

 

 

表一   2016 年价格变动情况 

类           别 价格指数（上年=100）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7 

食品烟酒 106.3 

    其中： 粮食 104.2 

           畜肉类 109.7 

           食用油 98.7 

           蛋类 94.2 

           菜 111.8 

           水产品 109.2 

衣  着 101.2 

居  住 100.8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2.0 

交通和通信 98.6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1.3 

医疗保健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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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品和服务 100.5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10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99.9 

 

 

全年来源于东莞的财政收入 1569.19亿元，比上年增长 35.8%。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4.75 亿元，增长 8.2%。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599.29 亿元，增长 3.1%。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3.67 亿元，

公共安全支出 81.54 亿元，教育支出 142.95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35.29 亿元。全年全市税收总额 1704.96 亿元，增长 20.7%。 

年末城镇实有登记失业人数 1.38 万人，全年失业人员安置就

业人数 1.01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26%。 

 

二、农业   

    2016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8.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

其中农业产值 27.01 亿元，增长 12.4%，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70.3%；林业产值 0.39 亿元，增长 3.6%，占 1.0%；牧业产值 3.50

亿元，下降 15.2%，占 16.9%；渔业产值 6.51 亿元，下降 15.5%，

占 16.9%。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37.65 万亩，其中水果种植面积

19.89 万亩。全年粮食产量 1.26 万吨；水产品总产量 5.66 万吨；

蔬菜产量 40.43 万吨，增长 0.7%；生猪出栏 11.49 万头，下降 15.8%；

家禽出栏 398.27 万只，下降 1.7%。 

    2016 年新增 2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全市共有农民专业

合作社 190 家、农业龙头企业 43 家（其中省级以上 11 家，国家

级 3 家）、有效期内的省级农业类名牌产品达 52 个（含林业、渔



 —5— 

业）。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287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增加值1750.98亿元，增长 13.5%，

占 60.8%；轻工业增加值 1127.25 亿元，下降 1.5%，占 39.2%。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五大支柱产业完成增加值 1952.24 亿

元，增长 8.5%；工业四个特色产业完成增加值 281.47 亿元，增长

0.3%。 

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7.6%，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

7.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20.9%，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制造业下降 4.0%，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8%。 

  全年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2%，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

16.0%，钢铁冶炼及加工业下降 4.2%，石油及化学制造业增长

1.7%。装备制造业中，金属制造业增长 7.5%，通用设备制造业增

长 8.0%，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3.1%，汽车制造业增长 19.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下降 30.5%，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0.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增长 20.4%，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9.5%；钢铁冶炼及加工业中，

钢压延加工下降 4.2%；石油及化学行业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下降 16.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3.8%，

橡胶制品业下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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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优势传统产业增加值下降 0.1%，其中,纺织服装业下降

6.8%，食品饮料业增长 1.0%，家具制造业下降 0.5%，建筑材料增

长 3.2%，金属制品业增长 8.3%，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业增长 3.5%。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为 160.5%，实现利润总额

472.12 亿元。 

表二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  品  名   称 计量单位 产  量  增长（%）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35909.47  58.0  

数字激光音、视盘机 万台 4591.87  -19.2  

集成电路 万块 72539.49  53.6  

光电子器件 万只（万片、万套） 1314191.01  33.8  

电子元件 亿只 12319.20  8.7  

汽车仪器仪表 万台 96.45  17.4  

光学仪器 万台(万个) 94.80  -17.0  

眼镜成镜 万副 6496.96  1.3  

自来水生产量 亿立方米 15.87  -4.2  

大米 吨 277980.61  -10.8  

糖果 吨 237158.81  -0.7  

服装 万件 137783.07  -6.8  

轻革 万平方米 193.20  -27.7  

人造板 万立方米 21.33  -17.6  

纸制品 万吨 204.71  -3.9  

家具 万件 3748.92  -30.0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万吨 1507.86  6.0  

塑料制品 万吨 117.96  3.4  

化学试剂 吨 129957.92  -8.4  

瓷质砖 万平方米 3335.11  20.2  

金属集装箱 万立方米 361.29  -47.9  

电动手提式工具 万台 2689.52  5.5  

数码照相机 万台 43.42  69.7  

模具 万套 6.43  1.4  

锂离子电池 万只（万自然只） 32845.83  -24.3  

灯具及照明装置 万套(万台、万个) 24307.97  -7.9  

电子计算机整机 万台 125.65  15.8  

打印机 万台 59.89  -38.5  

电话单机 万部 3158.5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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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91.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 245.18 亿元，增长 15.5%；

施工面积 914.05 万平方米，下降 14.8%；竣工面积 349.06 万平方

米，下降 23.0%。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按施工产值计算的全

员劳动生产率为 34.07 万元/人，增长 16.4%。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557.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按投资

主体分，国有经济投资 120.66 亿元，下降 32.3%；民营经济投资

1061.05 亿元，增长 12.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293.14 亿元，增

长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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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投向看，投资集中在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投资

566.06 亿元,其中制造业投资 503.74 亿元；第三产业投资 990.23

亿元。 

 

 

表三  2016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行   业   投资额（万元）  增长（%） 

总    计 15574580 7.7 

农、林、牧、渔业  13345 55.7 

制造业  5037401 16.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17045 -11.8 

建筑业  10000 28.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33819 -8.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72826 -10.0 

批发和零售业  178852 -7.4 

住宿和餐饮业  28047 -56.3 

金融业  55934 39.0 

房地产业  7092286 10.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262 -42.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73136 -23.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53295 3.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100 -44.3 

教育  251368 4.8 

卫生和社会工作  65507 -1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7400 84.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7957 60.0 

 

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642.76 亿元，增长 11.7%。商品房

屋施工面积 4408.65 万平方米，增长 12.4%；竣工面积 232.68 万平

方米，下降 28.5%；新建商品房网上签约销售面积 1061.88 万平方

米，下降 1.4%，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887.71 万平方米，下降

9.2%。全年新建商品房网上签约销售额 1459.43 亿元，增长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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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 1221.79 亿元，增长 27.3%。 

 

五、国内贸易 

   全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824.01 亿元，增长 7.7%；

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158.61 亿元，增长 0.4%。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70.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

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 2308.97 亿元，增长 13.6%；住

宿餐饮业零售额 161.81 亿元，增长 6.7%。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 1.0%；

饮料类下降 6.6%；烟酒类下降 0.5%；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

降 1.6%；日用品类下降 3.5%；汽车类增长 17.2%；石油及制品类

增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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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经济 

全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11415.99 亿元，增长 9.8%。其中进口

4859.15 亿元，增长 22.4%；出口 6556.85 亿元，增长 2.0%。 

按贸易方式分，一般贸易出口 2360.95 亿元，增长 0.6%；加

工贸易出口 3794.46 亿元，下降 1.7%；其他出口 401.4 亿元，增长

81.8%。 

按出口的地区分，对亚洲出口 3548.91 亿元，增长 6.0%；对

北美洲出口 1532.11 亿元，下降 5.4%；对欧洲出口 1102.57 亿元，

增长 5.1%；对拉丁美洲出口 200.78 亿元，下降 5.5%；对大洋洲

出口 80.96 亿元，下降 5.0%。 

全年机电产品出口 4659.17 亿元，增长 6.3%，占出口总额的

71.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2586.40 亿元，增长 17.7%，占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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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16 年主要商品出口情况 

 

商  品  名  称 金额 （万元）  增长（%） 

机电产品（包括本目录已具体列名的机电产品） 46591748  6.3  

高新技术产品 25863984  17.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4108710  -8.5  

服装及衣着附件 3547696  -17.4  

电话机 6575345  63.6  

家具及其零件 2913072  -8.5  

鞋类 1647909  -17.3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1725291  -12.1 

静止式变流器 1959852  2.1  

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 1504777  -14.9  

箱包及类似容器 1411831  -12.9  

玩具 1757329  13.9  

电线和电缆 1375527  -1.6  

塑料制品 1275546  -8.2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1442230  4.9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024553  -9.5  

打印机(包括多功能一体机) 717632  -32.8  

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的零附件 972333  26.5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首饰 1644500  116.4  

印刷电路 582453  -0.8  

文化产品 5581884  15.9  

眼镜及其零件 669281  15.4  

 

全年全市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446 宗，合同外资金额 47.32

亿美元，下降 6.5%。实际利用外资 39.26 亿美元，下降 26.2%。

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 2.66

亿美元，下降 59.7%；专用设备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 1.48 亿美元，

下降 40.2%。 

 

表五  2016 年分行业利用外资情况 

 



 —12— 

行  业  名  称 

合同外资 

金    额 

（万美元） 

增长 

（%） 

实际利用 

外    资 

（万美元） 

增长 

（%） 

总  计 473173  -6.5  392617  -26.2  

制造业 187106  -17.5  169649  -17.5  

  纺织业 11948  1.6  9200  -46.4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5890  -61.9  2301  -91.7  

1876  37.7  1107  -74.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472  -65.2  5017  -76.3  

  专用设备制造业 15785  9.0  14762  -40.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7712  -28.0  12402  -52.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960  -45.8  26625  -59.7  

  金属制品业 17611  -32.9  19087  -54.1  

  塑料制品业 11380  10.0  6830  -70.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3376  -58.4  5214  -56.2  

  造纸及纸制品业 28044  39.4  33584  350.9  

  其他制造业 43052  21.3  33520  -52.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763  -22.7  6904  -22.7  

批发和零售业 27463  -51.6  23529  -23.2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209.60 亿元，

增长 1.1%。 

全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 5266.25 公里，公路密度 213.64 公里/

百平方公里，继续位居全省前列。年末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民用）

225.11万辆，增长19.7%。其中汽车保有量 224.62万辆，增长21.8%。 

全年公路货物运输量 10325万吨，货物周转量 71.67亿吨公里；

水路货物运输量 5268.67 万吨，货物周转量 383.56 亿吨公里。全

年公路运输完成客运量 4847.42 万人，旅客周转量 77.14 亿人公里；

水路运输完成客运量 27.04 万人，旅客周转量 1757.07 万人公里。

全年港口旅客吞吐量 26.67 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14583.7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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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2016 年客（货）运量、周转量   

 

指       标 单  位 数  值  增长（%） 

客运量 万人 4874 -1.8 

  # 公路 万人 4847 -1.6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77.32 0.2 

  # 公路 亿人公里 77.14 0.3 

货运量 万吨 15593 1.4 

  # 公路 万吨 10325 -1.4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455.23 -9.8 

  # 公路 亿吨公里 71.67 -0.03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含快递）收入 295.13亿元，比上年增长

18.5%。邮政发送信函 9201 万件，邮政快递包裹 975 万件，邮政

汇款金额 66 亿元。年末全市固定电话用户 280.54 万户；移动电话

用户 1575.08 万户，减少 181.67 万户。年末互联网用户 185.27 万

户，比上年减少 16.47万户；宽带接入用户 181.01万户，减少 15433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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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有星级酒店 38 家，其中五星级酒店 16 家。全市有

旅行社 112 家，全年接待国际及港澳台游客 399.54 万人次，增长

7.0%。其中接待外国游客 110.62 万人次，增长 5.3%；接待港澳台

游客 288.92 万人次，增长 7.7%。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5.31 亿美元，

下降 2.9%。全年接待国内游客 3392.43 万人次，增长 20.1%。旅

游总收入 445.40 亿元，增长 12.7%。全年东莞组团外出旅游 148.04

万人次，增长 3.6%。其中，国内旅游 131.31 万人次，增长 5.4%；

出境旅游 16.72 万人次，下降 8.3%。 

 

八、金融  

全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441.64 亿元，增长 8.2%。 

年末全市有各类金融机构 129 家，其中银行类机构 38 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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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代表处），保险类机构 56 家，证券期货类机构 35 家。年末全

市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 11545.10 亿元，同比增长 15.8%。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4943.56 亿元，增长 6.8%。各项本外币贷款余

额 6545.66 亿元，增长 9.4%。在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中，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余额 2347.74 亿元，增长 48.2%；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余额

3.64 亿元，下降 19.6%。 

  

 

全年股票总成交额 12981.50 亿元，同比下降 65.5%。年末保

证金余额 152.27 亿元，下降 26.2%。 

全年全市各类保险保费收入 472.69 亿元，同比增长 54.8%。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107.61 亿元，增长 8.6%；人寿险保费收入

365.08 亿元，增长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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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科技和教育 

2016 年全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42 家，总数达 2028 家，

位居省内地级市首位。全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56653 件和

28559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7024 件，同比增长 52.46%，

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30.05%，数量排全省第四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3682 件，同比增长 31.74%，数量排全省第三位；PCT 国际专利申请

量为 876 件，同比增长 160.71%，排全省第三位。科技资源加快集

聚，全市新增创新型研发机构 1 家，总数达 32 家，科技企业孵化载

体达到 59 家，其中国家级 11 家；成功举办 2016 中国（东莞）国际

科技合作周；全市目前引进省创新科研团队立项总数达到 26个，居

全省第三；新引进 11 个市级创新科研团队，总数达到 27 个；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科技

金融结合得到加强，大力推进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工作，推动 12

家签约银行为我市 655 家企业发放贷款 1017 笔，贷款金额达 44.62

亿元，推动 39家企业购买科技保险，保额 34亿元，保费 399.49万

元，申请保费补贴共 114.56 万元，专利质押融资累计贷款 1.22 亿

元。 

     年末，全市有幼儿园1016所，比上年增加67所，其中，省、

市一级幼儿园499 所，比上年增加49所。全市有小学328所，在校

学生73.87万人，本市户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小学毕业生升

学率达100%。全市有初中191所（不含完全中学），在校学生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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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本市户籍适龄少年初中入学率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98.4%。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共有62所，其中普通高中（含完中和多

层次学校高中部）40所，在校生7.99万人，中职学校26所（含技工

学校4所），在校生7.47万人。全市有普通高等院校9所，在校学生

11.26万人。全年普通高等院校共招收本科、专科学生3.14万人，

毕业生2.30万人。 

表七    教育情况 

 

指   标 
招生 增  长 

（%） 

在校生 增  长 

（%） 

毕业生 增  长 

（%） （万人） （万人） （万人） 

普通本专科 3.14 -5.9 11.26 -1.8 2.30 -4.0 

成人本专科 0.91 -36.8 2.23 -49.2 0.55 -54.2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2.91 11.8 7.47 7.1 2.05 20.3 

普通高中 2.72 1.6 7.99 1.2 2.57 1.4 

初中 8.35 9.0 21.59 3.5 5.99 1.1 

小学 13.82 -1.4 73.87 2.7 9.88 10.3 

学前教育 13.47 1.3 33.17 5.5 11.56 6.1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有市民艺术中心 1 个，文化站 33 个，公共图书馆

641 个，公共电子阅览室 589 个，公办博物馆 18 个，民办博物馆

31 个，文化广场 769 个，电影放映单位 96 个。全市有公共广播节

目 10 套，公共电视节目 65 套。全年共发行报纸 7953.44 万份，其

中《东莞日报》5690.82 万份；电影放映 104 万场次，观众 1802

万人次。 

年末全市有医疗机构 2304 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 8 所（含

1 所妇幼保健院），门诊部、诊所、医务室、卫生站、社区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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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等基层医疗机构 2213 个。全市卫生技术人员 4.8 万人，医

疗机构的实有病床 2.81 万张。全市门诊量 64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住院量 91.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全年全市运动员共获得 175 枚金牌、159 枚银牌、178 枚铜牌。

其中夺得全国赛金牌 42 枚；广东省赛金牌 122 枚、银牌 120 枚、

铜牌 141 枚。全年举办全市全民健身活动 417 次，参加人数 41.8

万人次。全市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 14451 个（座），其中体育场

526 个，体育馆 169 座，灯光篮球场 5625 个，健身路径 1319 条，

室外游泳池 419 个，室内游泳池 63 个，室外羽毛球场 1409 个。

全市有体育彩票发行网点 1250 个，销售总额 16.56 亿元，体彩公

益金 12484 万元。 

 

十一、人民生活 

2016 年东莞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902 元，同比增长 8.4%。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096 元，增长 8.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526 元，

增长 9.5%，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收入构成上看，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1466 元，占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75.1%，是居民收入的首要来源；其次是人均财产净收

入，达 7053 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6.8%。 

居民生活消费呈现多样性，2016 年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29906

元，同比增长 5.8%。其中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9837 元，占生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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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2.9%，比上年减少 0.6 个百分点。在八大类生活消费支出中，

居住、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及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增幅较大。 

 

十二、社会保障 

    全市参加各类社会保险总人次为 2558.79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3.8%。基本医疗保险 574.57 万人次，失业保险 409.11 万人次，工

伤保险 445.07 万人次。全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476.38 亿元，保

险基金总支出 195.53 亿元，年末保险基金累计余额 1431.1 亿元。 

年末全市有收养类福利事业单位37个，其中社会福利院1个，

社会福利中心1个，敬老院34个，敬老院供养老人1688人。社会福

利事业单位收养2810人，全年社会救济1.26万人。全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支出7826.5万元，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687.1万元，慈善

基金结余2.23亿元。全市纳入“五保户”对象有824人，“五保户”费

用支出1371.1万元。 

 

十三、人口、资源和环境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200.94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2.76 万人，出

生率为 13.92‰；死亡人口 1.05 万人，死亡率为 5.28‰；人口自然

增长率为 8.6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826.14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

人口 736.42 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 89.14％。 

全年雨日天数 203 天，日照时数 1641.6 小时，平均气温 22.8

摄氏度，相对湿度 82%，降水量 261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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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森林公园达 22 个，新增森林公园配套设施一批。林

业用地面积 87.32 万亩，生态公益林 32.91 万亩，林木积蓄量 374.26

万立方米，林木总生长量 12.78 万立方米。 

年末全市建成区土地面积 956.54 平方公里，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面积 48.12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 37.4%。城市建成区                                                                                           

绿地率为 43.68%，绿化覆盖率为 47.7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2.87

平方米；全市已建成公园 1510 个，面积 2.08 万公顷。 

 

注:1.本公报中 2016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统计图中 2011-2015年数据为年报数，最后 

     统计数据以《东莞统计年鉴-2017》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各行业增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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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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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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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五大支柱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包括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包括 

     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食品 

     饮料加工制造业（包括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四个特色产业包括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工制品制造业（包 

 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业及核燃业）、包装印刷业。 

 先进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业、钢铁冶炼及加工制造业、石油及化学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5.2012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起按照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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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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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阅读本公报时，请注意统计指标的时间、口径和计算方法等。 

   7.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城镇实有登记失业人数及失业人员安置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 

 业率数据来自市人力资源局；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及省级农业类名牌 

 产品数来自市农业局；进出口、利用外资数据来自市商务局；公路通车里程、 

 交通运输、公路、水路相关数据来自市交通运输局；邮电业务收入、邮政发送信 

 函、电话用户等数据来自市邮政、电信、移动等相关运营商；星级酒店及旅游情 

 况来自市旅游局；年末各类金融机构数据来自金融工作局；本外币存贷款余额来 

 自市人民银行；股票总成交额及年末保证金余额数据来自证券期货业协会；保险  

 保费及赔款与给付来自市保险行业协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家数、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以及科研成果奖等数据来自市科学技术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市民艺 

 术中心、文化站、公共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博物馆、文化广场、公共广播 

     节目、报纸等数据来自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卫生医疗机构等数据来自市卫生 

     局；运动员获得奖牌、健身活动、体育彩票发行情况来自市体育局；社会保障数 

     据来自市社会保障局；福利单位、敬老院等数据来自市民政局；户籍人口数据来 

     自市公安局；出生和死亡人口等相关数据来自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气象数据来 

     自市气象局；森林公园、林业用地、生态公益林、林木积蓄量等数据来自市林业 

     局；建成区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来自市城乡规划局；建成区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及公园数据来自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