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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面对冬春疫情考验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

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各项经济指标

走势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生产需求持续扩大，就业增加物

价稳定，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投资结构有所优化，消

费商贸日渐转旺，财税收入稳步增长，经济运行取得良好开

局，实现“开门红”。

第一部分 经济延续稳定向好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走势稳健

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排位靠前，二产比重提升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 年一季度

江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763.44 亿元，同比增长 21.4%，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7.4%，两年平均增长 3.7%1。我市 GDP 增

速比全省（18.6%）高 2.8 个百分点，增速排全省第 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48.84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308.04 亿元，

增长 32.8%，两年平均增长 1.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406.56

亿元，增长 15.3%，两年平均增长 6.2%。三次产业结构比重

为 6.4∶40.3∶53.3，与去年同期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 1.8

个百分点，第一和第三产业占比均回落 0.9 个百分点。

1两年平均增速是指以 2019 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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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恢复性增长较快，制造业拉动作用增强

一季度，全市工业延续上年 4月份以来的良好恢复发展

态势，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276.97 亿元，同比增长 40.3%，

增速比去年同期（-24.0%）提高 64.3 个百分点，比 1-2 月

（49.3%）回落 9.0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6%，两

年平均增长 3.3%。其中，3月实现增加值 113.97 亿元，同比

增长 24.8%。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全省同期（28.9%）

高 11.4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8，增速排全省第 5。总量

排位较上月保持不变，增速提升 2 位。

制造业拉动力度强。一季度全市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41.7%，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1.4 个百分点，对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 90.12%。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一

季度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4.8%

和 48.3%，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34.5 个和 8.0 个百分点。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大幅增长



6

82.2%，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13.26%，占比超过食品制

造业跃居我市工业行业首位。

三、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0.93 亿元，同比增

长 38.5%，增速比去年同期（-22.5%）提高 61个百分点，较

1-2 月（40.2%）小幅回落 1.7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7.3%，两年平均增长 3.6%。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省

同期（31.9%）高 6.6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7，增速排全

省第 6。总量排位较上月保持不变，增速提升 3位。

民间投资增速排全省前列。我市投资以民间投资占主体，

民间投资占比近 7 成，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6.9%，比

全省同期（38.5%）高 28.4 个百分点，排全省第 4位。其中，

民间工业投资和民间基础设施投资翻倍增长，对投资贡献作

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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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市场加速回暖，增长潜力亟待挖掘

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3.06 亿元，同比增

长 30.4%，增速比去年同期（-19.0%）提高 49.4 个百分点，

比 1-2 月（29.7%）小幅提高 0.7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5.6%，两年平均增长 2.8%。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比全省同期（32.1%）低 1.7 个百分点，与全省差距较上月

缩小 0.7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11，增速排全省第 8。总

量排位较上月保持不变，增速回落 1 位。

社零限上占比提升空间较大。一季度我市限上社零仅占

全部社零的 33.3%，仅为限下社零的一半，导致限上对全市

社零增长贡献较小，对省分配的限下社零依赖性过强。消费

缺乏热点和亮点。一季度全市限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

零售额仅占全市限上社零的 11.2%，限上批零企业中有网络

零售的企业共 29 家，其中一季度网络零售额过亿元的企业

仅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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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贸形势总体稳定，出口增长有所放缓

一季度，全市进出口额为 387.2 亿元，同比增长 26.7%，

增速比去年同期（-10.1%）提高 36.8 个百分点，比 1-2 月

（39.1%）回落 12.4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4.7%，

两年平均增长 7.1%。我市进出口增速比全省同期（33.4%）

低 6.7 个百分点，与全省差距较上月扩大 5.3 个百分点，总

量排全省第 8，增速排全省第 14。总量排位较上月保持不变，

增速回落 3位。

出口增长略显疲态。一季度全市出口增速较 1-2 月回落

22.4 个百分点，其中 3月当月仅增长 7.6%，当月增速比全省

同期（22.4%）低 14.8 个百分点。我市 3月出口增速明显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致使一季度我市进出口增速与全省差距进

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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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政收入提速增长，增速排位大步向前

一季度，全市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16 亿元，同

比增长 24.0%，增速比去年同期（-13.9%）提高 37.9 个百分

点，比 1-2 月（15.6%）提高 8.4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6.8%，两年平均增长 3.3%。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比全省同期（12.9%）高 11.1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8，

增速排全省第 7。总量排位较上月保持不变，增速提升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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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业形势持续稳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

3 月末，我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27%，控制在 3%以内，

较上月末（2.31%）回落 0.04 个百分点，一季度新增就业

11180 人，失业再就业人数 8141 人，分别同比增长 20.3%

和 30.1%。

一季度，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101.0%，呈温和上涨态势。

表 1 一季度江门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与全省对比情况

经济指标

江 门 全 省 江门增
速环比
变动（百

分点）

江门与全
省同期增
速对比（百

分点）

本期累
计增速
（%）

两年平
均增速
（%）

上月累
计增速
（%）

本期累
计增速
（%）

两年平
均增速
（%）

地区生产总值 21.4 3.7 — 18.6 5.2 — 2.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0.3 3.3 49.3 28.9 4.6 -9.0 11.4

固定资产投资额 38.5 3.6 40.2 31.9 5.7 -1.7 6.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0 3.3 15.6 12.9 1.7 8.4 1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4 2.8 29.7 32.1 3.4 0.7 -1.7

外贸进出口 26.7 7.1 39.1 33.4 8.6 -12.4 -6.7

#外贸出口 33.8 7.2 56.2 41.6 10.1 -22.4 -7.8

税收总收入 21.7 -2.6 14.3 — — 7.4 —

全社会用电量 32.7 9.2 43.2 32.1 8.8 -10.5 0.6

#工业用电量 41.0 9.0 67.2 37.9 8.3 -26.2 3.1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1.7 11.0 12.2 — — -0.5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7.6 17.8 20.2 —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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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指标运行情况

一、地区生产总值

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63.44 亿元，同比增长

21.4%，比去年同期（-11.5%）提高 32.9 个百分点。

东部表现总体好于西部。分市（区）看，江海（28.7%）、

鹤山（22.2%）和蓬江（21.8%）GDP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恩平（16.9%）、台山（20.8%）、新会（20.8%）和开平（21.0%）

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表 2 一季度分市（区）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地区
总量

（亿元）
同比增速
（%）

去年同期
增速（%）

增速同比变动
（百分点）

增速与全市对
比（百分点）

全市 763.44 21.4 -11.5 32.9 —
蓬江 184.69 21.8 -8.0 29.8 0.4

江海 63.87 28.7 -10.0 38.7 7.3

新会 186.66 20.8 -15.2 36.0 -0.6

台山 104.74 20.8 -7.8 28.6 -0.6

开平 93.22 21.0 -13.5 34.5 -0.4

鹤山 87.68 22.2 -14.3 36.5 0.8

恩平 42.58 16.9 -10.3 27.2 -4.5

去年同期下降较多的行业今年一季度普遍增长较快。一

季度，我市分行业增加值增速高于 GDP 增速的有：工业

（33.2%）、建筑业（27.6%）、批零住餐业（26.1%）、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28.2%）、房地产业（35.9%）。

拉动力前三行业拉动 GDP 增长近 16 个百分点。其中，

工业对 GDP 的拉动作用最大，房地产业次之，批零住餐业居

第三，分别拉动 GDP 增长 11.3 个、2.6 个和 1.9 个百分点。

六大行业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与全省比，我市的农

业（11.5%）、工业、金融业（6.5%）、房地产业、商务服务（10.8%）

和居民服务（13.6%）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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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一季度江门 GDP 分行业增加值及核算基础指标情况

行业类别
总量

（亿元）

占 GDP
比重
（%）

拉动率
（%）

江门
增速
（%）

全省
增速
（%）

江门与全省
增速对比
（百分点）

核算基础指标（增速）
每增长一
个点对 GDP
拉动点数

（1） （2） （3） （4） （5） （6） （7） （8） （9）

地区生产
总值

763.44 100.0 21.4 21.4 18.6 2.8

一、农业 50.55 6.6 0.9 11.5 7.2 4.3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0775

二、工业 282.54 37.0 11.3 33.2 24.6 8.60

规上采矿业增加值 0.0016

规上制造业增加值 0.2396

规上电热水供应业增加
值

0.0397

规下工业增加值 0.0558

三、建筑业 25.80 3.4 0.9 27.6 29.5 -1.90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
值

0.0147

建安工程投资 0.0147

四、商业 53.80 7.1 1.9 26.1 27.3 -1.25

批发业销售额 0.0221

零售业销售额 0.0326

住宿业营业额 0.0014

餐饮业营业额 0.0129

五、金融业 66.24 8.7 0.7 6.5 6.4 0.10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0.0460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0.0373

证券交易额 0.0018

保费收入 0.0072

六、房地产 67.61 8.9 2.6 35.9 26.2 9.70
商品房销售面积 0.0293

房地产从业人员工资总
额

0.0036

七、交通运
输

17.81 2.3 0.7 28.2 32.1 -3.90

铁路运输总周转量 0.0006

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0.0134

水路运输总周转量 0.0009

管道运输营业收入（全
省）

0.000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营业收入

0.0025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业
收入

0.0030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0.0029



13

行业类别
总量

（亿元）

占 GDP
比重
（%）

拉动率
（%）

江门
增速
（%）

全省
增速
（%）

江门与全省
增速对比
（百分点）

核算基础指标（增速）
每增长一
个点对 GDP
拉动点数

八、信息传
输

11.65 1.5 0.2 11.0 13.9 -2.90

电信业务总量 0.0167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
件和信息科技服务业企
业营业收入

0.0007

九、科教文
卫

66.27 8.7 0.9 9.3 10.3 -1.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工资总额

0.006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

0.0061

教育业工资总额 0.04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
总额

0.002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
业营业收入

0.0023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
额

0.0358

十、商务服
务

46.60 6.1 0.7 10.8 8.1 2.7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
营业收入

0.032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
总额

0.0329

十一、居民
服务

27.67 3.6 0.5 13.6 13.4 0.2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0.019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工资总额

0.0191

十二、水利 3.93 0.5 0.1 13.4 14.1 -0.7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工资总额

0.0054

十三、公管 42.98 5.6 0.2 3.6 5.2 -1.6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工资总额

0.0602

备注：第 2-7 列为分行业增加值，第 9列为核算基础指标对 GDP 的拉动点数。

二、规上工业

（一）总体情况

1.所有市（区）均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

一季度，东部三区一市中，鹤山（47.5%）、蓬江（46.8%）

位列全市前两位，高于全市 7.2 个和 6.5 个百分点；江海

（39.1%）、新会（31.6%）低于全市 1.2 个和 8.7 个百分点。

西部三市中，开平（46.8%）增速最高，并列全市第 2；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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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和恩平（38.2%）低于全市 1.3 个和 2.1 个百分点。

表 4 一季度分市（区）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当月总量
（亿元）

当月增速
（%）

累计增速与全市增
速对比（百分点）

全市 276.97 40.3 113.97 24.8 -

蓬江 54.65 46.8 22.75 28.6 6.5

江海 32.03 39.1 11.85 19.5 -1.2

新会 78.59 31.6 34.20 19.9 -8.7

台山 39.04 39.0 15.18 22.5 -1.3

开平 28.49 46.8 12.01 42.2 6.5

鹤山 37.38 47.5 14.78 28.4 7.2

恩平 6.79 38.2 3.20 20.3 -2.1

2.三大门类均大幅增长，制造业支撑强。

一季度，规上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244.40 亿元，占全市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88.24%，比 1-2 月（87.83%）提高 0.41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41.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1%，两

年平均增长 2.0%，制造业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1.4 个百分

点，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90.12%，连续两个月

贡献率在 90%以上，支撑作用明显。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属于保供应行业，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基数

较大，增加值同比增长 29.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4.0%，

两年平均增长 5.8%；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0%，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0.5%，两年平均增长 7.8%，采矿业增速高于全

市规上工业 4.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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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季度分门类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行业门类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累计增加值占
全市比重（%）

增长贡献率
（%）

采矿业 2.46 45.0 0.89 0.93

制造业 244.40 41.7 88.24 90.12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30.12 29.8 10.87 8.95

3.股份制和私营企业支撑力度强。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增加值 31.05

亿元，同比增长 32.3%，拉高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3.9 个百分点；

股份制企业实现增加值 144.85 亿元，增长 55.2%，拉高全市

规上工业增速 25.7 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增

加值 129.90 亿元，增长 27.0%，拉高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14.2

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实现增加值 92.57 亿元，增长 54.4%，拉

高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16.3 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

贡献率达 40.4%，支撑作用强。

4.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大型企业实现增加值90.11亿元，

同比增长 31.9%，低于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4 个百分

点。中型企业实现增加值 87.62 亿元，增长 45.1%，高于全

市规上工业增速 4.8 个百分点，拉高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13.7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业实现增加值 99.24 亿元，增长 44.5%，

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4.2 百分点，拉高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15.4 个百分点。中小微型企业合计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达 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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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一季度分企业规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企业规模 企业数量 总量（亿元） 增速（%）
占规上工业比重

（%）

大型企业 57 90.11 31.9 32.5

中型企业 303 87.62 45.1 31.6

小微型企业 2215 99.24 44.5 35.8

5.接近全行业实现正增长，电子通信行业持续占比提升。

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在产的 35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 34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97.1%。累计增加

值排名前 10 大行业增加值均实现两位数快速增长，合计占

规上工业的 76.1%，与 1-2 月持平，产业集中度维持在较高

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季度增

加值同比增长82.2%，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速41.9 个百分点，

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13.26%（占比暂居我市工业行业之

首），占比较 1-2 月（12.74%）提高 0.52 个百分点；金属制

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受铜、铝、钢材等大宗商品价

格上升影响，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单价提高，一季度增加

值分别增长 51.9%和 33.5%；食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分别增长 14.8%和 28.3%。

表 7 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占比排名前 10 行业增长情况

行业名称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当月增速
（%）

累计增加值占
全市的比重（%）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6.73 82.2 73.1 13.26

金属制品业 29.94 51.9 26.1 10.81

食品制造业 29.22 14.8 11.4 10.5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9.10 33.5 14.9 10.5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5.95 28.3 15.7 9.37

造纸和纸制品业 14.21 35.1 14.6 5.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83 40.5 30.3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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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当月增速
（%）

累计增加值占
全市的比重（%）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97 47.8 19.3 3.9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60 37.6 23.1 3.8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10.26 50.5 16.3 3.70

（二）主要特点

1.工业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1-2 月，全市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34.10 亿元，同比

增长2.24倍，比2019年同期增长80.1%，两年平均增长34.2%，

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87%，同比提高 2.53 个百分点。分行业

看，八成行业利润增长，近七成行业利润翻倍。1-2 月，全

市在产的 35 个行业中，30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行业

增长面为 85.7%。其中，有 23 个行业利润增速超过 100%；

全市规上工业亏损企业 826 家，同比减少 294 家，企业亏损

面 32.1%，同比减少 11.4 个百分点。

2.工业产品销售“内快外暖”特征明显。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46.5%。其中，

内销产值（销售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7.0%，增

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且高于销售产值增速 0.5 个百分点，对

全市销售产值增长贡献率达 76.8%，为全市规上工业保持较

快增长提供强力支撑。与此同时，受制造业订单回流和我市

港澳台资企业众多因素的影响，全市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

比增长 45.2%，虽比 1-2 月（54.3%）回落 9.1 个百分点，但

仍处于近年较好水平。我市出口第一行业——电子行业（出

口占比 22.39%）出口增长 50.0%，对全市规上工业出口增长

贡献率达 23.99%。出口第二行业——金属制品业（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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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出口增长 70.7%，对全市规上工业出口增长贡献率

达 24.01%。电子、金属制品两大行业合计对全市出口增长的

贡献率达 48%，接近五成。

3.工业园区“主引擎”带动能力增强。

一季度，我市“1+6”工业园区合计实现增加值 156.75

亿元，同比增长 39.2%。“1+6”园区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 56.6%，比 1-2 月（55.6%）提高 1个百分点。其中，鹤山

工业城增加值大幅增长超七成，达 76.0%，成为鹤山工业高

速发展的主引擎；开平翠山湖科技产业园（52.7%）、滨江新

城（50.0%）和台山工业新城（45.7%）增速也高于“1+6”工

业园区平均增速，表现比较突出。

表 8 一季度“1+6”工业园区增加值情况

园区 累计总量（亿元） 累计增速（%）
园区增加值占
所属区域增加
值的比重（%）

江门滨江新城 24.00 50.0 43.93

江门国家高新区 32.03 39.1 100.00

新会银洲湖 63.14 28.9 80.35

台山工业新城 17.11 45.7 43.82

开平翠山湖科技产业园 6.98 52.7 24.49

鹤山工业城 10.31 76.0 27.60

恩平工业园 3.17 37.4 46.66

4.增加值前 100 企业贡献率超五成。

一季度，我市增加值前 100 家企业实现增加值 148.06

亿元，同比增长 39.2%，拉高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1.08

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前 100

企业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53.5%，占比较 1-2 月（52.2%）

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有92家企业增加值同比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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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面达 92%。

5.相关匹配性指标情况与我市工业运行高度吻合。

从企业经营指标看，一季度全市工业增值税（不含免抵

调库）同比增长 32.0%，1-2 月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 55.7%。

从“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和景气状况调查”结果看，一季

度全市工业企业景气指数 140.5，较上季度环比提高 8.7，工

业企业景气状况连续三个季度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从用电量看，一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41.0%，

若剔除自发电和台山核电用电，全市工业用电量增长 51.0%，

与市供电局匹配的规上工业企业用电量增长 40.0%。

（三）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大型企业支撑作用有所下降。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大型企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

的 32.5%，比 1-2 月（33.0%）下降 0.5 个百分点，对全市规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27.8%，比中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

低 6.1 个和 10.5 个百分点。大型企业支撑尚显不足，一方面

是大型企业去年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基数较大；另一方面

是大型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产能相对固定，且部分企业生产

仍未恢复至 2019 同期水平。

2.原材料成本上升，工业复苏存隐忧。

去年底以来，国内外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尤其是铜、铝、钢材等制造业原材料，原材料

的上涨给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造成较大压力。1-2 月，全市规

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 84.02 元，比 2020 年上升

0.95 元，其中金属制品业上升 0.97 元，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上升 0.90 元，摩托车制造业上升 3.21 元；一季度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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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景气状况调查显示，有 84.8%的企业认为本季度企业面临

的主要经营压力来自原材料成本上涨。

3.新增企业规模偏小，拉动力不足。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新增入统企业 224 家（2020 年年

度入库 201 家，2021 年月度入库 23 家），以小微型企业为

主，合计实现增加值 5.88 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2.1%，拉高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1.7 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4.1%，比 2020 年下降 97.1 个百分点。

新增企业作为工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拉动力不足将影响全市

工业发展后劲。

三、固定资产投资

（一）总体情况

1.投资结构有所优化，工业投资比重提高。

一季度全市工业投资 113.10 亿元，同比增长 87.9%，总

量占全市投资的 34.3%，占比较去年同期（25.2%）提高 9.1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 130.82 亿元，增长 12.9%，总量

占全市投资的 39.5%，占比较去年同期（48.5%）回落 9 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投资 76.21 亿元，增长 35.6%，总量占全市

投资的 23.0%，占比较去年同期（23.5%）回落 0.5 个百分点。

2.所有市（区）呈两位数增长，四个市（区）增速超 40%。

分市（区）看，一季度蓬江（49.4%）、开平（43.7%）、

新会（41.9%）、鹤山（40.3%）等 4个市（区）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台山（32.4%）、江海（32.3%）和恩

平（24.2%）分别比全市低 6.1 个、6.2 个和 14.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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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季度分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民间投资占比高、增速快、贡献大。

分经济类型看，一季度全市民间投资 224.62 亿元，同比

增长 66.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8.8%，两年平均增长 9.0%，

民间投资占全市投资总量比重达 67.9%，对全市投资增长贡

献较大，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华商教育城、广东实验中学

附属江门学校、江门银葵医院、江门荷塘万洋众创一期、鹤

山蔚海智谷、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江门校区等 10 个民间

投资项目一季度完成投资均超亿元；国有投资 44.02 亿元，

下降 5.5%，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18.5%，两年平均下降 9.7%；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38.31 亿元，增长 20.1%，比 2019 年同期

下降 11.5%，两年平均下降 5.9%。

分三大领域看，民间工业投资 83.91 亿元，同比增长

115.9%，比去年同期（-45.1%）提高 161 个百分点，民间

工业投资占全市民间投资比重 37.4%；民间基础设施投资

15.89 亿元，增长 135.6%，比去年同期（-28.4%）提高 164

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

总量
（亿元）

增速
（%）

占全市
比重
（%）

总量
（亿元）

增速
（%）

占当地
投资比
重（%）

总量
（亿元）

增速
（%）

占当地
投资比
重（%）

总量
（亿元）

增速
（%）

占当地
投资比
重（%）

全市 330.93 38.5 — 113.10 87.9 34.2 76.21 35.6 23.0 130.82 12.9 39.5

蓬江 58.78 49.4 17.8 12.08 199.3 20.6 14.53 87.1 24.7 25.83 1.9 43.9

江海 34.90 32.3 10.5 7.59 32.7 22.6 5.54 -6.7 15.9 21.00 44.8 62.6

新会 80.88 41.9 24.4 38.08 116.6 47.1 20.68 84.9 25.6 23.89 3.1 29.5

台山 48.48 32.4 14.6 14.07 29.4 29.3 9.87 -6.1 20.4 21.83 23.6 45.5

开平 32.92 43.7 9.9 14.86 87.1 45.2 6.47 -8.0 19.7 8.41 21.6 25.6

鹤山 40.59 40.3 12.3 18.20 74.0 44.8 4.94 78.2 12.2 17.56 17.5 43.3

恩平 27.78 24.2 8.4 8.18 145.2 29.5 7.58 35.0 27.3 12.30 -7.6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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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民间基础设施投资占全市民间投资比重 7.1%；民

间房地产开发投资 112.16 亿元，增长 33.7%，比去年同期

（-15.7%）提高 49.4 个百分点，民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

市民间投资的一半。

表 10 一季度分市（区）三大领域民间投资情况
民间投资 民间工业投资 民间基础设施投资 民间房地产开发投资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全市 224.62 66.9 83.91 115.9 15.89 135.6 112.16 33.7

蓬江 33.44 173.4 8.59 378.5 0.46 852.3 18.49 115.5

江海 25.05 43.1 5.69 98.0 1.18 -41.7 17.94 43.1

新会 57.16 53.9 26.40 81.9 6.99 223.3 22.07 13.7

台山 32.53 90.2 10.19 213.8 1.44 136.3 18.44 50.4

开平 25.28 92.0 13.17 112.6 2.35 170.4 7.92 48.2

鹤山 31.37 44.6 12.70 69.6 2.10 191.5 15.85 21.3

恩平 19.78 25.5 7.18 159.8 1.36 342.0 11.46 -9.7

（二）三大领域投资情况

1.工业投资增速大幅反弹，工业技改投资尤为显著。

得益于低基数和工业经济较快恢复，一季度全市完成工

业投资 113.10 亿元，同比增长 87.9%，增速比去年同期

（-46.4%）提高 134.3 个百分点，较 1-2 月（112.1%）回

落 24.2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0.7%，两年平均增长

0.4%。我市工业投资增速比全省同期（35.2%）高 52.7 个百分

点，总量排全省第 5，增速排全省第 2，总量排位较上月保

持不变，增速提升 1 位。其中，工业技改投资 42.20 亿元，

增长 118.9%，增速比去年同期（-61.6%）提高 180.5 个百分

点。恩平、蓬江、台山、新会等市（区）反弹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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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一季度分市（区）工业技改投资情况

工业技改投资

总量（亿元） 增速（%）

全市 42.20 118.9

蓬江 9.04 443.2

江海 5.31 18.5

新会 11.48 112.2

台山 4.76 167.3

开平 4.71 74.0

鹤山 3.31 24.9

恩平 3.59 508.8

从工业投资三大构成看，一季度全市制造业投资 97.24

亿元，同比增长 86.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7%，两年平均

增长 2.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 15.70 亿元，

增长 99.9%；采矿业投资 0.16 亿元，增长 41.7%。

表 12 一季度分市（区）工业投资三大构成情况

指标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采矿业

总量
（亿元）

增速（%）
总量

（亿元）
增速（%）

总量
（亿元）

增速（%）

全市 97.24 86.2 15.70 99.9 0.16 41.7

蓬江 11.18 176.8 0.91 — — —

江海 7.37 36.2 0.22 -29.1 — —

新会 29.23 81.8 8.80 484.1 0.05 —

台山 11.87 93.5 2.11 -55.2 0.09 187.7

开平 13.98 87.9 0.89 75.9 — —

鹤山 16.13 60.7 2.05 395.2 0.02 368.0

恩平 7.49 142.4 0.69 313.9 — —

工业投资项目数量同比增加 9成。一季度全市工业投资

项目 807 个，比去年同期（420 个）多 387 个。其中，计划

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459 个，比去年同期（320 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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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个；计划总投资 500-5000 万元项目 348 个，比去年同

期（100 个）多 248 个。

高技术产业投资加速增长。一季度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

16.16 亿元，同比增长 123.8%，增速比去年同期（-29.2%）

大幅提高 153 个百分点，比工业投资（87.9%）高 35.9 个百

分点，比六大高载能工业投资（45.2%）高 78.6 个百分点。

工业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新会双水发电厂热点联产项

目、亚太森博高档文化用纸项目、新会区 2020 年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江门荷塘万洋众创一期、鹤山市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三期工程、芳源循环科技电池氢氧化锂项

目、江门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江门三和管

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知美屋公司西饼生产线建设项目等 9

个项目一季度完成投资均超过亿元，合计达 15.29 亿元，占

全市工业投资的 13.5%。

2.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电力类投资增速显著提高。

一季度，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76.21 亿元，同比增长 35.6%，

增速比去年同期（-26.0%）提高 61.6 个百分点，较 1-2 月

（18.6%）提高 17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0.4%，两

年平均增长0.2%。我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比全省同期（25.1%）

高 10.5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8，增速排全省第 8，总量

排位较上月提升 2位，增速提升 10 位。其中，电力类投资

15.70 亿元，增长 99.9%，比去年同期（-57.0%）大幅提高

156.9 个百分点；水利类投资 33.36 亿元，增长 23.9%，比去

年同期（20.3%）提高 3.6 个百分点；交通类投资 25.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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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1.6%，比去年同期（-39.3%）提高 60.9 个百分点；电

信类投资 1.82 亿元，增长 201.6%，比去年同期（-38.9%）

提高 240.5 个百分点。

表 13 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四大构成情况

电力类 交通类 电信类 水利类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全市 15.70 99.9 25.34 21.6 1.82 201.6 33.36 23.9

蓬江 0.91 - 0.25 -18.8 - - 13.38 79.2

江海 0.22 -29.1 0.77 -3.2 - - 4.55 -5.9

新会 8.80 484.1 5.52 11.7 - - 6.37 34.5

台山 2.11 -55.2 4.29 178.2 - - 3.47 -18.6

开平 0.89 75.9 3.39 48.5 - - 2.19 -48.4

鹤山 2.05 395.2 0.55 -58.3 - - 0.76 2.2

恩平 0.69 313.9 4.24 -11.8 - - 2.64 315.7

备注：电力类指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类指交通运输、装卸搬运及邮政

业；电信类指信息传输业; 水利类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支撑作用大。一季度全市完成投资超亿元

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达 15 个，包括中开高速江门段、江门人才

岛全岛开发建设项目、沈海国家高速公路水口至白沙段改扩建江

门段、开春高速公路江门段、银州湖高速公路项目、新会双水发

电厂热电联产项目、新会区 2020 年农村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鹤山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三期工程等 15 个项目，合计

完成投资 42.32 亿元，占全市基础设施投资的 55.5%。

3.房地产开发投资平稳增长，土地购置费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30.82 亿元，同比增

长 12.9%，增速比去年同期（-1.0%）提高 13.9 个百分点，

较 1-2 月（15.0%）回落 2.1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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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两年平均增长 5.7%。我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全

省同期（25.9%）低 13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7，增速排

全省第 14，总量和增速排位均较上月提升 1 位。分市（区）

看，增长最快的是江海，达 44.8%，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的还有：台山（23.6%）、开平（21.6%）和鹤山（17.5%）。

房地产开发投资构成中，一季度建安工程完成 93.91 亿

元，同比增长 7.4%，增速比去年同期（-0.8%）提高 8.2 个百

分点；土地购置费29.16亿元，增长19.4%，比去年同期（10.3%）

提高 9.1 个百分点，权重最大的新会土地购置费大幅增长

295.5%，拉动作用明显。

表 14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两大构成情况

建安工程 土地购置费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当月总量
（亿元）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当月总量
（亿元）

全市 93.91 7.4 38.16 29.16 19.4 19.93

蓬江 15.68 57.0 6.85 8.95 -38.7 1.84

江海 12.29 58.2 5.39 7.06 9.3 7.06

新会 12.41 -39.3 5.65 10.45 295.5 10.41

台山 18.81 12.8 7.65 1.90 7500.0 0.55

开平 7.88 17.9 2.09 0.17 - 0.17

鹤山 15.01 8.4 5.51 0.43 - 0.00

恩平 11.83 -1.9 5.02 0.21 -70.0 -0.09

大型房地产项目支撑作用大。一季度全市完成投资 2亿元以

上的房地产项目达 13 个，包括华龙翠苑、江海万达广场、玖

悦澜湾、美洋花园、云锦台、粤海江门甘化厂、领会国际名

苑、绿地·公园城、恒大泉都首一期、佳源帝都温泉山庄一

期、碧海银湖、台山万达广场、东原印江山府等项目，合计

完成投资 44.07 亿元，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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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入库情况

项目投资新入库数量和规模明显好于去年同期。项目投

资（不含房地产）方面，一季度全市新入库项目201个，比

去年同期（75个）多126个，新增入库项目计划总投资719.08

亿元（去年同期64.14亿元），同比增长逾10倍；房地产项目

方面，一季度全市房地产项目入库10个，比去年同期（8个）

增加2个，计划总投资96.67亿元，比去年同期（92.16亿元）

增加4.51亿元，增长4.9%。

表15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新入库项目情况

（四）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制造业投资短板仍需补齐。

制造业投资比重偏低。一季度，我市制造业投资在大幅

增长 86.2%的情况下，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29.5%）仍低于

2016 年（37.7%）。

部分制造业项目投资进度偏慢。2019 年计划总投资前

10 大新开工制造业项目至今累计完成投资 35.93 亿元，完成

率为 26.1%，2021 年一季度仅贡献 6.42 亿元。2020 年计划

总投资前 10 大新开工制造业项目至今累计完成投资 26.39

亿元，完成率为 12.6%，2021 年一季度仅贡献 7.10 亿元。

部分工业投资大项目已完工或接近投产期，投资完成额

明显减少。全市有68个工业投资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低于去

类 别 指标 本期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同比（%）

项目投资
新入库项目数（个） 201 75 168.0

计划总投资（亿元） 719.08 64.14 1021.1

房地产开发投资
新入库项目数（个） 10 8 25.0

计划总投资（亿元） 96.67 92.16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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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合计减少10.04亿元。其中台山核电比去年同期减少

超亿元，另外有25个项目比去年同期减少超千万元，包括开

平依利安达电子线路板生产线技术改造、广东宝索机械厂房

基建项目、江门市旺盈环保包装项目、广东大冶摩托等，合

计减少6.05亿元。

2.交通类投资项目增长压力较大。

一季度全市有48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资额比去年同期

减少，合计减少17.35亿元。部分大项目减幅较大，比去年同

期减少超千万元的项目达到 30个，台山核电、深茂铁路西线

江门段、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香港惰性拆建物料

台山处置工程、翠山湖园区整体城镇化建设等5个项目均减少

超亿元，合计减少9.55亿元。受交通类项目推进不快以及部分

大项目进入建设后期等因素影响，一季度全市交通类投资同比

增长21.6%，比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速（33.2%）低11.6 个百

分点。目前台山核电、深茂铁路西线、南沙港铁路等项目已

处于项目建设后期，完成投资额接近甚至已超计划总投资，

而深江铁路（江门段）、珠江肇高铁、中江高速扩建、江鹤

高速扩建等大项目尚未全面开工建设，需加快推进补缺。

3.新增大型投资项目（不含房地产）数量偏少。

2019年，全市没有新增计划总投资百亿元的投资项目，

超50亿元的仅有1个（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超

10亿元的仅有18个。2020年，全市新增计划总投资百亿元的

投资项目有1个（银洲湖高速公路项目），超50亿元新增的有

3个（开平市宏发高新产业城项目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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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超10亿元的仅有32个。今年一季度全市没有计划总投

资超50亿元的新增投资项目，仅有4个超10亿元的新增投资

项目（深江铁路江门段、国道G240线台山大江至那金段改扩

建工程、崖门出海航道二期工程和台山渔业光伏发电三期）。

新增大项目偏少将影响全市投资的持续增长。

4. 商品房库存增加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潜力。

一季度，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417.84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17.3%，增速比去年同期（11.0%）提高6.3个百分点，比

1-2月（16.9%）提高0.4个百分点。

四、消费商贸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一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3.06 亿元，同

比增长 30.4%。分市（区）看，市辖三区增速均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其中江海（40.2%）增速最高；四市增速低于全市，

但差距不大。

表 16 一季度分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上年同期
增速（%）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

（百分点）

1-2 月
增速（%）

累计增速环
比变动

（百分点）

全市 293.06 30.4 -19.0 49.4 29.7 0.7

蓬江 63.69 34.4 -20.7 55.1 32.9 1.5

江海 13.29 40.2 -23.7 63.9 37.5 2.7

新会 71.02 31.8 -14.9 46.7 33.3 -1.5

台山 48.05 27.7 -18.8 46.5 26.5 1.2

开平 41.06 27.1 -21.8 48.9 25.0 2.1

鹤山 33.21 27.9 -19.6 47.5 28.0 -0.1

恩平 22.74 25.6 -17.7 43.3 25.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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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上批零住餐

一季度，全市限上法人批零业商品销售额合计 331.52

亿元，同比增长 34.1%，增速比 1-2 月（34.9%）回落 0.8 个

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3.4%，两年平均增长 6.5%；限

上法人住餐业营业额合计 7.87 亿元，同比增长 73.5%，增速

比 1-2 月（55.5%）提高 18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5%，两年平均增长 6.1%。

表 17 一季度限上法人销售额/营业额情况表

企业
数量

销售额累
计（亿元）

累计增速
（%）

去年同期
累计增速
（%）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百
分点）

上月累
计增速
（%）

累计增速环
比变动（百
分点）

合 计 1223 339.39 34.8 -22.0 56.8 35.3 -0.5

商品销售额 1017 331.52 34.1 -21.6 55.7 34.9 -0.8

#批发业 633 256.09 32.9 -21.4 54.3 35.0 -2.1

零售业 384 75.42 38.1 -22.1 60.2 34.4 3.7

住餐营业额 206 7.87 73.5 -40.6 114.1 55.5 18.0

#住宿业 83 2.80 61.7 -55.4 117.1 30.4 31.3

餐饮业 123 5.07 80.7 -25.3 106.0 73.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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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上批发业保持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市限上批发业企业（共 633 家）实现商品销

售额 256.09 亿元，同比增长 32.9%，比 1-2 月（35.0%）回落

2.1个百分点，比2019年同期增长16.0%，两年平均增长7.7%。

受去年 3月复工复产措施作用基数略涨和 2月春节客户提前

备货销量高叠加因素，3月当月增长 29.2%，较 2 月（35.0%）

回落 5.8 个百分点。

分市（区）看，台山（77.4%）、江海（51.8%）限上批发

业销售额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分别高 44.5 个和 18.9 个

百分点；但江海的一季度增速、对全市限上批发业拉动分别

较 1-2 月回落 11.4 个和 1个百分点，主要受思摩尔科技公

司退库基数影响。同时，开平（28.0%）和新会（27.4%）累

计增速比 1-2 月分别回落 16.4 和 5.4 个百分点。



32

表 18 一季度分市（区）限上批发业销售额情况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累计总量（亿元） 256.09 100.33 36.53 56.26 17.81 14.49 29.02 1.66

累计增速（%） 32.9 27.1 51.8 27.4 77.4 28.0 28.8 4.4

去年同期累计增
速（%）

-21.4 -19.9 -6.9 -31.5 0.8 -26.4 -22.4 -21.6

累计增速同比变
动（个百分点）

54.3 47.0 58.7 58.9 76.6 54.4 51.2 26.0

1-2 月增速（%） 35.0 25.7 63.2 32.8 75.0 44.4 25.3 3.9

累计增速环比变
动（个百分点）

-2.1 1.4 -11.4 -5.4 2.4 -16.4 3.5 0.5

从商品类别看，石油及制品类受益于石油价格整体上行，

一季度增速（47.4%）较 1-2 月大幅提高 21.9 个百分点，其

中 3 月当月增幅超 90%。机电产品及设备类和化工材料及制

品类合计同比增长 29.4%，较 1-2 月提高 3.4 个百分点；服

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增长 6.4%，低于全市限上批发业

增速 26.5 个百分点，拉低全市增速 2.0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

规上纺织服装行业工业产值环比回落 9.9 个百分点和部分出

口企业服装订单减少的影响；日用品类同比增长 42.8%，与

相关工业行业发展水平基本持平（一季度规上造纸和纸制品

业产值增长 44.6%），但受批发行业权重企业维达商贸影响

（上年疫情期间网络销量提升推高基数），增速较 1-2 月回

落 11.3 个百分点。

表 19 一季度限上批发业占比较大行业销售情况

分类
累计销售
额占比
（%）

累计销
售额（亿
元）

累计增速
（%）

去年同期
累计增速
（%）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个
百分点）

1-2 月
增速
（%）

累计增速同
环变动（百
分点）

化工材料及制
品类

14.5 37.07 31.7 -16.3 48.0 42.5 -10.8

日用品类 10.7 27.34 42.8 -26.5 69.3 54.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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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累计销售
额占比
（%）

累计销
售额（亿
元）

累计增速
（%）

去年同期
累计增速
（%）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个
百分点）

1-2 月
增速
（%）

累计增速同
环变动（百
分点）

石油及制品类 10.5 26.86 47.4 -37.8 85.2 25.5 21.9

烟酒类 8.6 22.07 14.7 9.7 5.0 20.7 -6.0

机电产品及设
备类

8.5 21.67 25.7 -34.4 60.1 6.9 18.8

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类

5.6 14.43 6.4 -24.4 30.8 32.1 -25.7

粮油、食品类 5.1 13.04 13.1 -3.4 16.5 8.1 5.0

从企业看，一季度销售额前 15 的批发企业中，进出口

企业（共 6 家）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 15.6%，比去年同期

（-14.2%）提高 29.8 个百分点，比 1-2 月回落 0.7 个百分

点；内销企业（共 9 家）销售额增长 32.2%，比去年同期

（-19.0%）、1-2 月（22.9%）分别提高 51.2 个和 9.3 个百分

点。

2.限上零售业提速发展。

一季度，全市限上零售业企业（共 384 家）实现商品销

售额 75.42 亿元，比 1-2 月（34.4%）提高 3.7 个百分点，同

比增长 38.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3%，两年平均增长 2.6%。

分市（区）看，江海（75.0%）和新会（56.7%）增速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江海、开平（32.2%）、蓬江（32.8%）、台

山（29.5%）增速比 1-2 月分别提高 14.2 个、9.5 个、3.5 个

和 2.7 个百分点。鹤山、恩平限上零售业销售额体量较小且

恢复发展偏慢，增速分别比 1-2 月回落 2.1 个和 7.0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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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一季度分市（区）限上零售业销售额情况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累计总量（亿元） 75.42 41.33 6.44 13.00 5.15 5.50 2.02 2.00

累计增速（%） 38.1 32.8 75.0 56.7 29.5 32.2 11.2 25.9

去年同期累计增速
（%）

-22.1 -25.5 -34.6 -4.7 -11.8 -33.8 -3.1 -12.0

累计增速同比变动
（个百分点）

60.2 58.3 109.6 61.4 41.3 66.0 14.3 37.9

1-2 月增速（%） 34.4 29.3 60.8 57.4 26.8 22.7 13.3 32.9

累计增速环比变动
（个百分点）

3.7 3.5 14.2 -0.7 2.7 9.5 -2.1 -7.0

分商品类别看，销售额占比最高（43.2%）的汽车类，在

去年同期低基数及今年新入库企业（捷骏汽车保时捷 4S 店、

美东雷克萨斯 4S 店）的双重带动下，一季度同比增速超 65%，

较去年同期回升超 100 个百分点。石油及制品类销售额增速

平稳，增长 23.3%，与 1-2 月基本持平，较去年同期提高 47.3

个百分点。粮油、食品类商品增长 36.3%，比 1-2 月提高 22.3

个百分点。中西药品类受去年高基数、医保卡使用政策调整

等影响，一季度销售额增速同比、环比分别回落 16.5 个和

3.7 个百分点。

表 21 一季度限上零售业占比较大行业的销售情况

分类
累计销售
额占比
（%）

累计销售
额（亿元）

累计增速
（%）

去年同期
累计增速
（%）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百
分点）

1-2 月
增速
（%）

累计增速环
比变动（百
分点）

汽车类 43.2 32.60 68.0 -32.8 100.8 67.9 0.1

石油及制品类 28.0 21.12 23.3 -24.0 47.3 23.7 -0.4

粮油、食品类 9.3 6.98 36.3 -1.0 37.3 14.0 22.3

中西药品类 4.8 3.63 1.4 17.9 -16.5 5.1 -3.7

从企业看，一季度销售额前 15 企业销售额合计 33.41

亿元，同比增长 32.5%，占零售业销售额的 44.3%，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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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企业同比实现正增长，且有 8家企业增幅超过限上零售

业平均水平，增幅超过 100%的有 3家。

3.限上住宿业恢复节奏加快。

一季度，全市限上住宿业企业实现营业额 2.8 亿元，同

比增长 61.7%，比 1-2 月（30.4%）提高 31.3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25.5%，两年平均下降 13.7%。限上住宿业

（共 83 家企业）一季度户均营业额 337 万元，仅为 2019 年

同期的 6成，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心态和出行计划受疫情因

素影响仍在，导致以旅行及商务出差住宿为主要收入的规上

住宿业未能完全恢复。

分市（区）看，江海（273.3%）、恩平（138.5%）、台山

（101.6%）、新会（70.4%）和开平（65.1%）的规上住宿业营

业额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蓬江作为中心主城区，占全市

规上住宿业营业额近 3成，但受到原益华商圈部分酒店经营

影响，该区累计增速持续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30 个百分点以

上，拖累我市住宿业恢复。

表 22 一季度分市（区）限上住宿业营业额情况

4.限上餐饮业恢复至正常水平。

一季度，全市限上餐饮企业（共 123 家）实现营业额 5.07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累计总量（亿元） 2.80 0.83 0.05 0.64 0.48 0.33 0.08 0.39

累计增速（%） 61.7 23.7 273.3 70.4 101.6 65.1 16.9 138.5

去年同期累计增速
（%）

-55.4 -45.4 -45.5 -60.2 -62.5 -53.1 -56.7 -63.5

累计增速同比变动
（个百分点）

117.1 69.1 318.8 130.6 164.1 118.2 73.6 202

1-2 月增速（%） 30.4 -9.6 121.8 51.1 71.3 33.9 9.5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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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80.7%，比 1-2 月（73.3%）提高 7.4 个百分

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6.6%，两年平均增长 25.1%。总体

看，限上餐饮业已恢复甚至好于疫情前水平，该行业两年平

均增幅高于 2019 年同期（14.5%）10.6 个百分点。

分市（区）看，鹤山（171.0%）、江海（109.0%）保持

高位增长，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蓬江是全市唯一累计增速

环比回落的市（区），较 1-2 月回落 3.7 个百分点。

表 23 一季度分市（区）限上餐饮业营业额情况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累计总量（亿元） 5.07 2.18 0.23 0.64 0.52 0.42 0.96 0.12

累计增速（%） 80.7 79.0 109.0 49.9 58.1 42.9 171.0 65.9

去年同期累计增速
（%）

-25.3 -23.4 -50.2 -19.2 -17.9 9.3 -34.4 -61.0

累计增速同比变动
（个百分点）

106.0 102.4 159.2 69.1 76.0 33.6 205.4 126.9

1-2 月增速（%） 73.3 82.7 75.5 48.6 41.2 38.5 128.1 56.9

累计增速环比变动
（个百分点）

7.4 -3.7 33.5 1.3 16.9 4.4 42.9 9.0

（三）限上大个体情况

一季度，全市批零业限上大个体（共 46 家）销售额合

计 1.62 亿元，同比增长 21.3%，比 1-2 月提高 3.3 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 41.9 个百分点；住餐业限上大个体（共 206

家）营业额合计 1.81 亿元，同比增长 75.4%，比去年同期提

高 125.0 个百分点，比 1-2 月回落 5.5 个百分点。

表 24 一季度限上大个体销售额/营业额情况表

企业
数量

销售额累
计（亿元）

累计增
速（%）

去年同期
累计增速
（%）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百
分点）

1-2 月
增速
（%）

累计增速环
比变动（百
分点）

合 计 252 3.43 44.9 -37.0 81.9 44.9 0.0

商品销售额 46 1.62 21.3 -20.6 41.9 24.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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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数量

销售额累
计（亿元）

累计增
速（%）

去年同期
累计增速
（%）

累计增速同
比变动（百
分点）

1-2 月
增速
（%）

累计增速环
比变动（百
分点）

#批发业 6 0.74 21.7 -2.0 23.7 28.6 6.9

零售业 40 0.89 21.0 -30.6 51.6 21.4 0.4

住餐营业额 206 1.81 75.4 -49.6 125.0 69.9 -5.5

#住宿业 43 0.32 84.2 -54.9 139.1 65.9 -18.3

餐饮业 163 1.49 73.5 -48.6 122.1 70.8 -2.7

（四）商品房销售情况

商品房销售翻倍增长，环比回落幅度较大。一季度，全

市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76.77万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116.0%，

增速比去年同期（-34.5%）大幅提高 150.5 个百分点，较 1-2

月（188.3%）回落 72.3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148.26 亿

元，同比增长 134%，增速比去年同期（-34.8%）提高 168.8

个百分点，较 1-2 月（205.1%）回落 71.1 个百分点。

累计销售面积分市（区）看，各市（区）增速均超 90%，

其中江海（179.9%）、台山（157.8%）和新会（130.6%）增幅

超 13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虽然各市（区）的增长较快，

但市（区）间分化加快，增幅最大的江海（179.9%）与最小

的鹤山（90.7%）相差 89.2 个百分点，需引起注意。

表 25 一季度分市（区）商品房销售情况

市

（区）

商品房销售金额 商品房销售面积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上月累计

增速（%）

环比增速

变动（百分

点）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上月累计

增速（%）

环比增速

变动（百分

点）

全市 148.26 134.0 205.1 -71.1 176.77 116.0 188.3 -72.3

蓬江 29.90 131.6 287.8 -156.2 26.59 95.8 243.8 -148.0

江海 17.44 228.5 265.3 -36.8 16.49 179.9 213.7 -33.8

新会 33.19 150.3 154.5 -4.2 32.80 130.6 146.5 -15.9

台山 20.01 192.9 259.1 -66.2 29.68 157.8 232.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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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 限上社零发展偏慢。

当前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但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相对上年我市增速在全省排位明显后移，剔除

2019 年同期数因四经普修订、2020 年我市大幅受益于省反

馈的限下增速高于限上拉动等因素，我市社零自身多年来发

展缓慢、新增长点不多。

限上社零总额比重偏低。一季度，我市限上社零 97.59

亿元，占全部社零比重 33.3%；限下社零（由省统计局统一

反馈）195.47 亿元，占全部社零比重 66.7%，占比高于限上

33.4 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市社零限上增速比限下增速高 11.4

个百分点，但总量仅为限下的一半，限上对全市社零增长贡

献（12.0 个百分点）比限下（18.4 个百分点）低 6.4 个百分

点。

限上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据了解，一季度全省限上

社零同比增长 40%以上，主要依靠占比高的地市拉动，如深

圳、东莞、佛山三地占全省社零近 4成，一季度限上社零均

同比增长 46%以上，其中深圳同比增长超过全省限上社零增

速近 15 个百分点，而我市限上社零增速未达到全省平均水

平。分零售商品看，一是权重大零售商品类增长低于全省水

市

（区）

商品房销售金额 商品房销售面积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上月累计

增速（%）

环比增速

变动（百分

点）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上月累计

增速（%）

环比增速

变动（百分

点）

开平 14.86 89.9 152.2 -62.3 21.21 99.5 152.1 -52.6

鹤山 22.54 97.1 182.7 -85.6 29.98 90.7 186.6 -95.9

恩平 10.33 78.5 144.9 -66.4 20.02 94.9 155.6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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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一季度全市 22 类主要零售商品中，21 类保持增长，增

长面与全省一致，权重大的限上汽车类（占限上社零 33.9%）

同比增长 68.5%，拉动全市限上社零 19 个百分点，增速、拉

动作用分别低于全省 14.3 个和 1.9 个百分点。重点汽车类企

业增速相对偏低，一季度我市限上汽车类零售额过亿企业共

9家，销售额占全市限上 32.6%，零售额增长 62.5%，增幅低

于全市限上汽车类 6个百分点，其中，华通丰田、合宏、合

礼、仁孚四家汽车销售大户增速均低于 50%。全省主要靠广

州、深圳等大城市拉动，一季度深圳和广州合计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合计销售额占全省近 5成，另外惠州增速也较

高，增长 80%以上。二是主要零售商品恢复相对缓慢。全市

限上石油及制品类、日用品类、粮食食品类、中西药品类合

计占全市限上社零比重 47.6%，分别同比增长 28.0%、16.9%、

27.0%和 2.2%，均低于全市限上社零增速。

限上网络零售总量贡献有限。一季度，我市限上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 10.9 亿元，同比增长 82.2%，总量占

全市限上社零的 11.2%，拉动全市限上社零增长 5.4 个百分

点，低于全省近 5个百分点。目前我市限上批零企业中有网

络零售的企业共 29 家，其中一季度网络零售额过亿元的企

业仅两家（维达商贸、无限极电子商务）。与我市社零总额

相近的肇庆对比，该市主要依托唯品会、京东两大购物平台，

2020 年限上网络零售额达 248.49 亿元，占限上社零总额的

61.8%，总量是我市 2020 年（33.8 亿元）的 7.35 倍，占比远

高于我市 52.7 个百分点。目前国内疫情仍有零星散发，居民

线上消费习惯一旦养成将较难改变，虽然我市限上网络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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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限上网销企业数量少、总量小，对全

市限上社零贡献有限。

2.批发业增长后劲乏力。

一是退库和停业企业拖累全市增长。全市批发业企业

633 家中，退库留基数和销售额零上报企业共 26 家，去年一

季度基数为 5.69 亿元，直接拉低今年一季度全市限上批发业

增速 2.7 个百分点。二是外贸龙头企业增长势头放缓。一季

度前 15 外贸企业销售额合计 42.15 亿元（占全市限上批发

业 16.5%），同比增长 26.5%，比 1-2 月（30.7%）回落 4.2 个

百分点，低于全市限上批发业一季度增速 6.4 个百分点。三

是部分与工业相关度较高企业未形成有效拉动。受冠华针织

产值大幅下降不利影响，其产销分离企业（勤信进出口公司）

和代理商（华贸发展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均大幅下降。

3.产销分离挖潜不够。

目前，我市 14 家工业企业实现产销分离并纳入贸易统

计的企业，一季度销售额 41.52 亿元，同比增长 36.5%，高

于限上批零业增速 2.4 个百分点，呈现较好发展势头，拉动

作用较强。但产销分离推进工作仍有较大空间，如：今年新

入库的东古调味产销分离企业（东运通）因企业自身原因导

致一季度销售额零上报；海信集团在我市生产的产品由总部

设在青岛、广州等地的销售企业负责销售等。

五、其他服务业

（一）规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1.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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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全市规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呈良好发展态势，

实现营业收入 11.01 亿元，同比增长 45.7%，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41.6%，两年平均增长 19.0%，比全省平均水平（33.0%）

高出 12.7 个百分点。

分市（区）看，全部市（区）均实现快速增长，但区域

发展不平衡仍较突出。从增速看，1-2 月新会、台山营业收

入呈现恢复性高速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144.3%和 143.7%，

增速分别比全市高 98.6 个和 98 个百分点，共拉高全市增速

21.8 个百分点；开平、蓬江和恩平增速分别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 31.3 个、26.2 个和 17.6 个百分点。从规模看，蓬江、新

会其他营利性服务业收入规模占全市比重高达 84%，鹤山、

台山和恩平营业收入规模均少于 4000 万元，三市营收合计

占比尚不足全市的一成，仅 8.3%。

表 26 1-2 月分市（区）规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情况
企业数
（家）

累计营业收
入（亿元）

累计增速
(%)

去年同期累
计增速（%）

累计同比变
动（百分点）

全 市 196 11.01 45.7 -9.0 54.7

东部小计 160 9.71 43.2 -3.6 46.8

蓬江 91 5.58 19.5 3.3 16.2

江海 20 1.25 76.9 -10.1 87.0

新会 37 2.58 144.3 -20.3 164.6

鹤山 12 0.31 66.3 -17.9 84.2

西部小计 36 1.29 84.9 -45.8 130.7

台山 16 0.39 143.7 -26.3 170.0

开平 14 0.77 14.4 -51.0 65.4

恩平 6 0.13 28.1 -51.7 79.8

备注：由于服务业统计报表仅有累计数，因此本期无当月数据。

传统行业较快恢复。1-2 月，全市规上租赁和商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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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7.2%，比全省平均水平（29.8%）高出

37.4 个百分点，占其他营利性服务业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

8个百分点至 68.4%，该行业快速回升是拉动我市规上其他营

利性服务业增速高于全省的关键因素。文化旅游方面，“就

地过年”政策催生本地旅游消费小高潮，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营业收入增势较好，同比大幅增长 122.4%。新兴行业中的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由于总体规模较少（全市仅 12 家在

库企业，1-2 月总营收 2692 万元）、发展基础受限，1-2 月

营业收入下降 54.8%，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51.8%，两年平均

下降30.6%；占规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比重从去年同期的7.9%

回调至目前的 2.4%，新兴服务业行业基础薄弱、后劲乏力的

问题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2.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入库企业拉低总体增速。当前全市规上其他营利性服

务业企业共 196 家，较上年减少 18家。其中，今年新入库

22 家，新入库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7.0%，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45.7%）18.7 个百分点，仅贡献全市规上其他营

利性服务业 1-2 月增速 2.5 个百分点，新入库企业规模普遍

较小，拉动力有限。

部分市（区）恢复缓慢。开平、蓬江和恩平增速均低于

全市平均水平。作为主城区的蓬江 1-2 月营收占全市比重

50.7%，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19.5%，主要受广东顺畅科技有限

公司通信工程类业务减少影响，该公司 1-2 月营收同比下降

60.8%，拉低蓬江增速 4.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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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业

1.银行存贷款增速有所放缓。

3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5816.04 亿元，

同比增长 11.7%，增速比去年同期（10.2%）提高 1.5 个百分

点，比上月（12.2%）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户存款增

长 12.9%，比上月（11.9%）提高 1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存

款增长 11.5%，比上月（18.2%）回落 6.3 个百分点。

3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664.20 亿元，

同比增长 17.6%，增速比去年同期末（18.0%）回落 0.4 个百

分点，比上月（20.2%）回落 2.6 个百分点。其中，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长 18.9%，比上月（23.4%）回落 4.5 个百分点；

住户贷款增长 16.4%，比上月（16.8%）回落 0.4 个百分点。

2.保费收入负增长。

一季度，全市保费收入67.24亿元，同比下降2.4%，降幅

较去年同期（-9.0%）缩小 6.6 个百分点，较上月（1.4%）回

落 3.8 个百分点。其中，寿险收入57.87亿元，下降2.7%，较

上月（1.2%）回落3.9个百分点；产险收入9.37亿元，下降0.6%，

较上月（3.4%）回落4个百分点。占保费收入86%的寿险收入

环比回落幅度较大是导致保费收入增速放缓的主因，同时保费

收入是我市38项 GDP核算基础指标中唯一负增长的指标。

（三）交通运输业

公路水路运输加速恢复，与全省差距不断缩小。一季度，

全市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增长42.6%，比去年同期（-26.9%）

大幅提高69.5个百分点，比1-2月（28.9%）提高13.7个百分

点，比全省同期（66.8%）低 24.2 个百分点，与全省差距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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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缩小7.3个百分点；水路运输总周转量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1.8%，比去年同期（-32.4%）提高 34.2 个百分点，比1-2月

（-3.4%）提高 5.2个百分点，比全省同期（4.0%）低2.2个百

分点，与全省差距较上月缩小4.3个百分点。

六、建筑业

（一）总体情况

建筑业生产恢复较好，资质企业增加较多。一季度全市

纳入统计的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261 家，比去年同期（229

家）增加 32 家，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54.63 亿元，同比增长

42.1%，增速比去年同期（-19.0%）提高 61.1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5.1%，两年平均增长 7.3%。

从主要构成看，一季度全市建筑工程产值 42.76 亿元，

同比增长 37.7%，增速比去年同期（-26%）提高 63.7 个百分

点；安装工程产值 7.49 亿元，大幅增长 101.8%，增速比去

年同期（-13.1%）提高 114.9 个百分点。

分市（区）看，全部市（区）建筑业总产值均实现正增

长。其中，新会（135.2%）和江海（61.6%）增速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占全市权重最大的开平（42.0%）较去年同期（-30.0%）

大幅提高 72 个百分点，对全市增速的提升贡献最大。

表 27 一季度分市（区）建筑业总产值增长情况

地区
总量

（亿元）
同比增速
（%）

去年同期
增速（%）

增速与去年同期
变动（百分点）

增速与全市对
比（百分点）

全市 54.63 42.1 -19.0 61.1 —

蓬江 9.88 21.5 -19.2 40.7 -20.6

江海 0.94 61.6 -50.1 111.7 19.5

新会 8.74 135.2 -12.3 147.5 93.1

台山 4.56 10.0 50.4 -40.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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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总量

（亿元）
同比增速
（%）

去年同期
增速（%）

增速与去年同期
变动（百分点）

增速与全市对
比（百分点）

开平 23.47 42.0 -30.0 72.0 -0.1

鹤山 3.73 36.3 -16.0 52.3 -5.8

恩平 3.30 26.4 9.6 16.8 -15.7

（二）存在主要问题

部分市（区）的建筑业仍未恢复到位。一季度蓬江、江

海和开平的建筑业总产值比 2019 年同期仍分别下降 1.9%、

19%和 0.6%，两年平均分别下降 0.9%、10%和 0.3%。其中，

开平建筑业产值占我市比重最大，其两年平均增速负增长对

全市影响很大，需引起注意。

七、农林牧渔业

（一）总体情况

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4.66 亿元，同比

增长 14.6%，比去年同期（-2.5%）提高 17.1 个百分点。其

中，农业产值 21.44 亿元，增长 0.2%；林业产值 1.71 亿元，

增长 5.1%；牧业产值 33.43 亿元，增长 34.8%；渔业产值 34.40

亿元，增长 9.0%；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3.69 亿元，

增长 16.5%。

表 28 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分行业情况

行业
总量

（亿元）
增速
（%）

去年同期
增速（%）

增速变动
（百分点）

占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比重（%）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4.66 14.6 -2.5 17.1 —

#农业 21.44 0.2 7.0 -6.8 22.6

林业 1.71 5.1 -43.0 48.1 1.8

牧业 33.43 34.8 -13.5 48.3 35.3

渔业 34.40 9.0 -0.7 9.7 36.3

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

3.69 16.5 13.6 2.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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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市（区）看，台山（16.6%）、恩平（16.3%）和新会（16.2%）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特别是占全市权重最大的台山（占

比 31.3%）增速最高，对全市贡献最大，其他四个市（区）

增速则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表 29 一季度分市（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情况
江门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总量（亿元） 94.66 1.86 1.93 18.42 29.64 21.02 11.23 10.63

增速（%） 14.6 8.0 8.4 16.2 16.6 12.0 10.2 16.3

占全市比重（%） — 2.0 2.0 19.5 31.3 22.2 11.9 11.2

增速与全市对
比（个百分点）

— -6.6 -6.2 1.6 2.0 -2.6 -4.4 1.7

1.蔬菜水果等种植效益提升。

一季度，全市蔬菜产量 37.58 万吨，与上年同期持平，

蔬菜亩产增加 6公斤；园林水果面积 35.14 万亩，同比增长

1.2%，产量 5.08 万吨，产值 3.26 亿元，产值增幅比产量增

幅多 1.9 个百分点。

2.林业产能恢复持续向好。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木材生产逐步恢复正常，造林和森林

抚育工作稳步推进。一季度，全市林木的培育和种植产值0.63

亿元，同比减少 12.9%；竹木采运产值 0.96 亿元，增长 58.6%。

3.生猪家禽复产成效显著。

一季度，全市生猪出栏 52.29 万头，同比增长 41.4%，

猪肉产量 4.12 万吨，大幅增长 48.2%；活家禽出栏 3110.19

万只，增长 16.1%，禽肉产量 3.73 万吨，增长 16.9%。

4.渔业养殖结构持续优化。

水产品总产量持续增加，一季度全市水产品总产量



47

18.58 万吨，同比增长 10.5%，其中，虾蟹类占水产品产量比

重为 22.2%，较去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虾、蟹、生蚝等

高值水产品占比重上升，养殖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

5.农事辅助性产业发展兴旺。

随着农业耕作精细化、科技化、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

农业辅助性产业保持旺盛增长势头。一季度，全市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3.69 亿元，同比增长 16.5%，增速高

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9 个百分点。

（二）存在主要问题

1.生猪面临“量增价跌”压力。

一季度，全市生猪存栏、出栏较上季度分别增长 104.2%

和 20.5%，复产步伐加快，预计上半年生猪出栏将达 120 万

头左右，接近以往正常生产年份水平。一季度猪肉生产者价

格指数为 90.8%，比去年同期回落 9.2 个百分点，预计下半年

生猪价格比年初有较明显的下探。

2.种植业“小而散”特征明显。

一季度，我市收获的农产品以蔬菜和水果为主，蔬菜和

水果占种植业产值达 84.8%，品种结构单一。同时，我市以

小型农户、散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种植业，生产效益和单位

土地产出提升空间有限，农业大发展面临较大瓶颈。

3.鳗鱼价格持续走低。

台山是全球最大的鳗鱼养殖产地，销售市场以出口日本

为主，近期因疫情出口减少，鳗鱼出口价格从去年 8月份的

17～24 万元/吨降低到 7～11万元/吨，对我市渔业产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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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利影响。

八、外贸进出口

（一）进出口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387.2亿元，

同比增长 26.7%。其中，3 月当月进出口 144.4 亿元，增长

10.2%，增速比全省同期（22.2%）低 12 个百分点。从贸易结

构看，一般贸易进出口288.1 亿元，同比增长34.3%，占进出

口增长的74.4%，比去年同期（70.2%）提高4.2个百分点；加

工贸易进出口95.9亿元，增长10.4%。

分市（区）看，鹤山（48.5%）和蓬江（46.2%）进出口增

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他5个市（区）增速均低于全市，其

中台山（4.5%）扭负转正，江海（15.9%）环比大幅回落 38.7

个百分点。

表 30 一季度分市（区）进出口情况

地区
总量

（亿元）
同比增速
（%）

增速环比变动
（百分点）

增速同比变动
（百分点）

增速与全市对
比（百分点）

全市 387.2 26.7 -12.4 36.8 -

蓬江 114.3 46.2 -19.4 66.6 19.5

江海 68.3 15.9 -38.7 9.3 -10.8

新会 74.7 18.1 -0.1 27.8 -8.6

台山 30.0 4.5 15.4 -6.3 -22.2

开平 36.8 13.8 -12.5 30.9 -12.9

鹤山 55.6 48.5 -13.8 63.1 21.8

恩平 7.6 11.4 -6.3 21.0 -15.3

（二）出口

一季度，全市出口额为 313.5 亿元，同比增长 33.8%，

增速比去年同期（-14.0%）提高 47.8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15.0%，两年平均增长 7.2%，比 1-2 月（56.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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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22.4 个百分点。我市出口增速比全省同期（41.6%）低 7.8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8，增速排全省第 10。总量排位较

上月保持不变，增速回落 3 位。

从主要出口商品看，一季度全市家用电器、摩托车、印

刷电路等前三大出口商品分别出口 54.7 亿元、17.5 亿元和

15.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9.5%、80.4%和 24.9%。疫情持续

影响海运集装箱周转导致“一柜难求”，市场对集装箱需求

暴增，一季度出口 9.4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0.5 倍。

（三）进口

一季度，全市进口额为 73.8 亿元，同比增长 3.4%，增速

比去年同期（5.9%）回落 2.5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3.3%，两年平均增长 6.4%，比 1-2 月（-5.8%）提高 9.2 个

百分点，比全省同期（22.2%）低 18.8 个百分点。其中，3

月当月进口 28.3 亿元，增长 22.6%，增速比全省同期（21.9%）

略高 0.7 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 9，增速排全省第 20。总

量排位较上月保持不变，增速回落 1 位。

从进口主要商品看，一季度全市农产品、初级形状的塑

料、纸浆等前三大进口商品分别进口 9.3 亿元、9.0 亿元和

6.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36.0%、11.4%和 18.6%。

九、财税收入

（一）财政收支

1.预算收入加速增长，非税占比升高。

一季度，我市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16 亿元，

同比增长 24.0%。从收入结构看，税收收入 40.22 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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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1.1%，增速比 1-2 月（23.6%）提高 7.5 个百分点，拉

动作用增强；非税收入 22.94 亿元，增长 13.3%，非税占比

为 36.3%，较 1-2 月（29.7%）上升 6.6 个百分点，处于较高

水平，需引起注意。

分市（区）看，全部市（区）均实现同比和环比正增长。

其中，台山（30.9%）、开平（28.8%）、鹤山（26.1%）和蓬江

（25.7%）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环比提速较快的是台山和

开平，分别较 1-2 月提高 14.2 个和 12.4 个百分点。

表 31 一季度分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地区
总量

（亿元）
同比增速
（%）

增速环比变动
（百分点）

增速同比变动
（百分点）

增速与全市对
比（百分点）

全市 63.16 24.0 8.4 37.9 —

蓬江 6.03 25.7 8.4 37.6 1.7

江海 4.14 23.2 6.3 30.1 -0.8

新会 12.98 21.5 6.9 44.0 -2.5

台山 7.84 30.9 14.2 45.9 6.9

开平 7.50 28.8 12.4 36.8 4.8

鹤山 8.32 26.1 8.9 41.7 2.1

恩平 3.57 18.2 2.8 21.1 -5.8

2.预算支出节奏加快，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一季度，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0.45 亿元，同比

增长15.7%，增速比去年同期（-11.6%）提高 27.3 个百分点，

比2019年同期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1.2%，比1-2月（7.5%）

提高8.2个百分点，比全省同期（16.2%）低 0.5个百分点，与

全省差距较上月缩小11.8个百分点。总量排全省第9，增速排

全省第7。总量排位较上月提升 3位，增速提升 11位。

从支出结构看，前三大支出为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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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服务，占比分别为20.9%、19.6%和 16.1%，支出增幅排

前三的为城乡社区（65.0%）、交通运输（49.9%）和节能环保

（41.3%），卫生健康支出在去年疫情初期大幅增长，形成较大

基数，一季度同比下降20.9%。

（二）税收总收入

一季度，我市实现税收总收入 122.46 亿元，同比增长

21.7%，增速比去年同期（-22.1%）提高 43.8 个百分点，比

1-2月（14.3%）提高 7.4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5.2%，

两年平均下降 2.6%。

分行业看，一季度工业税收 58.54 亿元，同比增长16.9%；

房地产业税收 19.22 亿元，增长 19.9%；批零业税收 11.65

亿元，增长 38.4%。

分税种看，一季度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前 5的税种分别为：

国内增值税（占 46.3%）、企业所得税（占 18.1%）、土地增

值税（占 7.1%）、个人所得税（占 6.1%）、契税（占 4.5%）。

其中，与房土相关性强的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增长较快，分别

同比增长 127.9%和 72.5%；与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相关性较强

的国内增值税（不含免抵调库）稳中有升，增长 23.7%，较

1-2 月（18.8%）提高 4.9 个百分点。

表 32 一季度江门税收收入情况（分税种）

项目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占税收总收
入比重（%）

税收总收入 122.46 21.7 —

（一）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 116.81 22.9 95.4

1.国内增值税 56.67 12.9 46.3

其中: 直接收入 45.80 23.7 37.4

免抵调库 10.87 -17.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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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累计总量
（亿元）

累计增速
（%）

占税收总收
入比重（%）

2.国内消费税 3.41 73.0 2.8

3.企业所得税 22.15 9.1 18.1

4.个人所得税 7.50 26.8 6.1

5.资源税 0.46 35.5 0.4

6.城镇土地使用税 0.79 33.9 0.6

7.城市维护建设税 3.76 24.9 3.1

8.印花税 1.11 47.1 0.9

9.土地增值税 8.67 72.5 7.1

10.房产税 1.64 48.8 1.3

11.车船税 0.74 13.1 0.6

12.车辆购置税 3.10 46.8 2.5

13.耕地占用税 1.18 117.6 1.0

14.契税 5.47 127.9 4.5

15.环境保护税 0.08 -11.3 0.1

16.其他税收（营业税） 0.08 150.5 0.1

（二）海关代征进口税收 5.65 1.7 4.6

十、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项目数量同比增加，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同比减

少。经商务部确认，一季度全市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95

个，比去年同期（60 个）增加 35 个，同比增长 58.3%；合同

外资金额 10.78 亿元，下降 53.0%；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7.76

亿元，下降 53.5%，比全省同期（33.7%）低 87.2 个百分点，

增速排全省末尾，需引起关注。

化工和电子信息行业吸引外资能力强。一季度我市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前 3大行业占比达 9成，分别是：制造业（占

比 74.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比 15.0%）和批零业

（占比 3.9%），增速分别同比下降 47.2%、35.9%和 11.2%。制

造业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利用外资 1.72 亿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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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利用外资的 22.2%），大幅增长 8471.6%；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用外资 0.61 亿元（占全部利用外资

的 7.8%），大幅增长 2955.3%。

分国别（地区）看，香港是我市利用外资主要来源地，

一季度来自于香港的外资 5.40 亿元（占我市全部利用外资金

额的 69.6%），同比下降 66.5%。其次，来自卢森堡的外资 1.69

亿元，总量位居第二。

分市（区）看，江海实际利用外资总量（3.05 亿元）最

大，占全市的 39.3%，同比下降 54.6%，降幅略大于全市 1.1

个百分点；新会（-82.7%）、台山（-74.5%）和开平（-69.6%）

降幅分别大于全市 29.2 个、21 个和 16.1 个百分点；鹤山小

幅下降 5.1%；蓬江和恩平分别正增长 111.2%和 52.3%。

表 33 一季度分市（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地区
总量

（万元）
同比增速
（%）

增速环比变动
（百分点）

增速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全市 77597 -53.5 -59.0 —

蓬江 10473 111.2 -24.7 164.7

江海 30524 -54.6 -75.1 -1.1

新会 10287 -82.7 -112.9 -29.2

台山 1523 -74.5 6.2 -21.0

开平 1926 -69.6 0.5 -16.1

鹤山 19117 -5.1 11.1 48.4

恩平 3747 52.3 65.0 105.8

十一、行业工资

九大行业工资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我市 GDP 稳增

长贡献作用大。一季度，全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同

比增长 45.5%，增速居九大行业之首；教育业工资总额增长

22.7%，比去年同期（5.5%）大幅提高 17.2 个百分点，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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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幅度居九大行业之首；权重最大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25.0%，比去年同期（15.7%）

提高 15.7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很大。

表 34 一季度七大行业工资总额增长情况

行业名称
一季度增速

（%）
去年同期增
速（%）

增速同比变动
（百分点）

房地产业 12.9 1.3 11.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5.5 —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1 9.0 2.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6.4 15.2 11.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4.7 — —
教育业 22.7 5.5 17.2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7 8.7 1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1 6.0 12.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5.0 9.3 15.7

表 35 一季度分市（区）七大行业工资总额增速（%）

行业名称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房地产业 15.3 9.8 17.2 7.6 4.2 15.5 9.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9.0 43.6 50.3 55.3 37.6 58.7 51.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7 15.9 11.3 1.2 8.2 6.1 -7.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9 5.9 54.6 -13.1 57.6 10.7 12.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9.6 14.6 14.4 14.8 11.5 5.0 14.6

教育业 22.9 22.3 22.4 24.2 22.5 25.2 15.6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0 15.1 35.4 9.8 16.9 14.0 18.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0 5.7 6.2 5.4 8.4 8.0 12.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6.7 18.4 39.3 10.5 21.1 21.1 34.9

（一）房地产业

一季度，全市房地产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12.9%。

其中，“四上”企业中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34726.9

万元，增长14.5%；非一套表法人单位房地产业抽样调查5个

样本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421.3万元，同比增加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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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4%。分市（区）看，江海、台山、开平、恩平增速均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

（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季度，全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

长45.5%。其中，“四上”企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工

资总额为15038.5万元，增长3.2%；非一套表法人单位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抽样调查3个样本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2129.6

万元，增长84.4%。分市（区）看，江海、新会、开平、恩平

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台山、鹤山大幅增长原因是本地区

部分企业2020年终奖在一季度发放。

（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季度，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

比增长11.1%。其中，“四上”企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10626.7万元，增长24.9%；非一套表法人

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抽样调查5个样本单位从业人员工

资总额为158.4万元，下降15.4%。分市（区）看，台山、开

平、鹤山、恩平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恩平为负增长。

（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季度，全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工资

总额同比增长26.4%。其中，“四上”企业中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6089.1万元，增长38.1%；非一

套表法人单位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抽样调查5个样本

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1734.7万元，增长13.6%。分市（区）

看，蓬江、江海、台山、鹤山、恩平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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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台山为负增长。

（五）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季度，全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工

资总额同比增长 14.7%。其中，“四上”企业中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1912.5 万元，下降

12.9%；非一套表法人单位教育抽样调查 3个样本单位从业人

员工资总额为 163 万元，增长 31%。分市（区）看，江海、

新会、开平、鹤山、恩平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六）教育

一季度，全市教育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22.6%。

其中，“四上”企业中教育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2404.3 万元，

增长 44.9%；非一套表法人单位教育抽样调查 20 个样本单位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19616.2 万元，增长 31%。分市（区）

看，江海、新会、开平、恩平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七）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季度，全市卫生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

长 18.7%。其中，“四上”企业中卫生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工

资总额为 2398.7 万元，增长 153.9%；非一套表法人单位卫

生和社会工作抽样调查 23 个样本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65119.4 万元，增长 21.6%。分市（区）看，其中蓬江、江

海、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增速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新

会增长大幅增长原因主要是该行业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基

数较低，本季度恢复正常营运且需要大量扩充医护人员，导

致工资总额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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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季度，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

比增长 18.1%。其中，“四上”企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

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1740.4 万元，增长 66.2%；非一套表法人

单位文化、体育和娱乐抽样调查 5个样本单位从业人员工资

总额为 582.2 万元，增长 5.1%。分市（区）看，江海、新会、

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增速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九）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一季度，全市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

同比增长 25%。其中，非一套表法人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抽样调查 27 个样本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89282.5 万元，增长 33%。分市（区）看，江海、台山、开平

和鹤山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十二、价格指数

一季度，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分类别

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0.5%，衣着下降1%，居住下降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下降0.5%，交通通信下降1.5%，教育文化娱乐

上涨1.5%，医疗保健上涨0.8%，其他用品及服务下降2.0%。在

食品烟酒价格中，猪肉下降9.7%，粮食上涨2.5%，鲜果上涨2.8%，

鲜菜上涨2.1%。

一季度，我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101.0%，其中轻工

业100.5%，重工业101.4%，呈温和上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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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5+N”产业集群发展情况

一季度，全市“5+N”产业集群共有规上工业企业 2111

个，比 2020 年增加 79 个，实现增加值 216.19 亿元，同比

增长 40.9%，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0.6 个百分点。“5+N”

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的 78.1%，其中，五大新兴

产业占比 52.2%，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占比 33.1%（“5+N”产业

彼此有交叉重复）。

表 36 一季度“5+N”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情况

行业名称
企业数
（个）

营业
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应交
增值税
（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占全市规
上工业比
重（%）

五大
新兴
产业

小 计 1121 549.76 30.39 9.02 144.66 39.8 52.23

大健康 162 129.24 10.96 3.49 40.86 19.0 14.75

新一代信息技术 139 86.75 5.21 0.97 30.33 96.2 10.95

高端装备制造 306 130.66 4.50 1.28 27.21 24.4 9.83

新材料产业 437 172.31 6.77 2.94 35.86 49.2 12.95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77 30.80 2.95 0.34 10.39 38.8 3.75

传统
特色
优势
产业

小 计 1211 476.27 13.32 6.81 91.74 42.2 33.12

金属制品 498 127.53 4.26 1.81 29.94 51.9 10.81

纺织服装 237 49.83 0.42 1.25 11.21 10.3 4.05

造纸和印刷 129 84.30 3.61 1.80 17.79 35.6 6.42

家电 274 162.32 3.29 1.52 23.63 49.3 8.53

摩托车及零部件 73 52.28 1.73 0.44 9.17 67.2 3.31

备注：“5+N”产业彼此有交叉重复。

一、五大新兴产业集群

一季度，全市五大新兴产业集群共有规上工业企业

1121 个，实现增加值 144.66 亿元，同比增长 39.8%，增幅

低于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0.5 个百分点。其中，大健康产业占

规上工业比重最大，增加值增长 19.0%，增速低于规上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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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个百分点；新材料产业增长 49.2%，新一代信息技术增

长 96.2%，拉动作用较强。

（一）大健康产业发展有所放缓

一季度，全市大健康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162 家）实

现增加值 40.86 亿元，同比增长 19.0%，低于全市规上工业

增速 21.3 个百分点。其中：占比最大的绿色食品，完成增加

值 37.62 亿元，增长 17.5%；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分别增长

36.2%和 73.9%。产业集群营收前十名的企业合计完成增加值

29.22 亿元，增长 14.9%。我市大健康产业以绿色食品为主，

绿色食品增加值占大健康产业的比重达到 92.1%，但受无限

极和顶益食品影响，一季度增加值增速较低；医疗器械增速

较高，但体量小，拉动作用有限。

表 37 一季度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合 计 162 129.24 10.96 3.49 40.86 19.0

绿色食品 136 121.62 9.70 3.11 37.62 17.5

生物医药 16 6.75 1.20 0.34 2.85 36.2

（二）新材料产业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市新材料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437 家）实

现增加值 35.86 亿元，同比增长 49.2%，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

速 8.9 个百分点。其中：先进石化材料完成增加值 15.11 亿

元，增长 48.1%；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完成增加值 7.42 亿元，

增长 127.8%。产业集群营收前十名的企业合计完成增加值

10.80 亿元，增长 53.5%。我市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化学纤维、

涂料油墨等先进石化材料和中高端铜、铝等先进有色金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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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行业龙头美达锦纶、谦信化工一季度增加值保持增长。

表 38 一季度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合 计 437 172.31 6.77 2.94 35.86 49.2

新能源电池材料 13 2.35 -0.05 0.03 0.23 -32.1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6 17.11 1.09 0.12 1.39 6.4

先进石化材料 261 73.72 4.30 1.49 15.11 48.1

光电材料 14 21.10 -0.01 0.25 5.55 31.0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52 27.47 0.30 0.21 7.42 127.8

新型建材 86 30.07 1.11 0.83 5.89 35.0

其他 5 0.48 0.04 0.02 0.27 178.8

（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幅增长

一季度，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139

家）实现增加值 30.33 亿元，同比增长 96.2%，高于全市规上

工业增速 55.9 个百分点。其中：占比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及设

备制造，完成增加值 17.33 亿元，增长 62.4%。产业集群营

收前十名的企业合计完成增加值 15.24 亿元，增长 99.5%。

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电子元器件领域取得较快发展，

但附加值较高的集成电路等领域占比仍有待提升。

表 39 一季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速
（%）

合 计 139 86.75 5.21 0.97 30.33 96.2

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118 79.22 5.07 0.80 17.33 62.4

集成电路 4 0.47 0.02 0.02 1.01 63.9

计算机及信息终端设备
制造

17 7.06 0.12 0.15 12.00 191.5

（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冷热不均

一季度，全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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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现增加值 27.21 亿元，同比增长 24.4%，低于全市规

上工业增速 15.9 个百分点。其中：其他装备制造完成增加值

9.93 亿元，增长 16.3%；摩托车及零部件完成增加值 9.17 亿

元，大幅增长 67.2%。产业集群营收前十名的企业合计完成

增加值 10.53 亿元，增长 54.4%。我市高端装备产业主要以

摩托车及零部件制造和其他装备制造为主，重点打造的轨道

交通装备业一季度仅完成增加值 0.59 亿元，下降 32.6%，行

业龙头中车广东公司受市场投标资质等因素影响，一季度增

加值同比下降。

表 40 一季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合 计 306 130.66 4.50 1.28 27.21 24.4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 17 5.53 -0.17 0.11 0.25 7.6

电气机械及器械制造 27 7.83 -0.33 -0.39 4.18 -3.9

轨道交通装备 6 6.86 0.30 0.04 0.59 -32.6

摩托车及零部件 73 52.28 1.73 0.44 9.17 67.2

其他装备制造 142 49.57 2.75 0.82 9.93 16.3

（五）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有待突破

一季度，全市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规上工业企业

（共 77 家）实现增加值 10.39 亿元，同比增长 38.8%，低于

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1.5 个百分点。产业集群营收前十名的企

业合计完成增加值 5.62 亿元，增长 44.8%。我市新能源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目前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的零部件制造行业，但

中游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领域仍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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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
增速（%）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77 30.80 2.95 0.34 10.39 38.8

二、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一季度，全市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共有规上工业企业

1211 个，实现增加值 91.74 亿元，同比增长 42.2%。其中，

金属制品占规上工业比重最大，增加值增长 51.9%，家电行

业增长 49.3%，该两大产业拉动作用较大，造纸和印刷业增

长 35.6%，增速低于规上工业 4.7 个百分点。

（一）金属制品业发展整体较快

一季度，全市金属制品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498 家）实

现增加值 29.94 亿元，同比增长 51.9%；金属制品业营业收

入前十企业合计增加值 8.87 亿元，同比增长 100.9%。我市

金属制品业重点发展五金不锈钢领域，依托中集集装箱、华

津金属等龙头企业，不锈钢粗加工向精深加工产业链加快延

伸。

（二）家电产业发展热度持续提升

一季度，全市家电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274 家）实现

增加值 23.63 亿元，同比增长 49.3%，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速

9.0 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力器具制造占比最大，完成增

加值 13.47 亿元，增长 40.4%；营业收入前十企业合计增加

值 16.07 亿元，同比增长 70.2%。我市家电产业在空调、电

视机、灯饰照明等家用电力器具和照明器具制造领域有较好

的基础，受铜、铝、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影响，家电行

业普遍提价，且行业龙头海信空调和海信电子积极抢占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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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一季度增加值大幅增长，有力带动家电产业较快发展。

表 42 一季度家电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合 计 274 162.32 3.29 1.52 23.63 49.3

通用设备制造相关部分 21 30.62 -0.15 0.17 1.92 69.5

电器机械相关部分 48 22.22 0.20 -0.25 2.97 75.7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91 59.93 2.40 1.32 13.47 40.4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10 5.58 0.07 0.00 0.62 44.1

照明器具制造 97 14.34 0.13 0.29 3.01 68.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中相关部分

7 29.64 0.65 -0.03 1.62 40.0

（三）造纸和印刷业稳步发展

一季度，全市造纸和印刷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129 家）

实现增加值 17.79 亿元，同比增长 35.6%，低于全市规上工

业增速 4.7 个百分点。其中，造纸完成增加值 7.28 亿元，增

长 30.7%；纸制品制造完成增加值 6.93 亿元，增长 39.9%。营

业收入前十企业合计增加值 10.83 亿元，同比增长 36.3%。

我市造纸和印刷业以银洲湖纸业基地为核心，着力发展生活

用纸、办公、文化用纸等产品。

表 43 一季度造纸和印刷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合 计 129 84.30 3.61 1.80 17.79 35.6

造纸 18 12.98 0.40 0.20 7.28 30.7

纸制品制造 68 42.58 3.14 0.88 6.93 39.9

印刷 43 28.74 0.07 0.72 3.57 38.2

（四）纺织服装业发展受阻

一季度，全市纺织服装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237 家）实

现增加值 11.21 亿元，同比增长 10.3%，低于全市规上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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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 30.0 个百分点。其中，纺织业完成增加值 6.73 亿元，

增长 2.0%；纺织服装、服饰业完成增加值 2.63 亿元，增长

29.7%。营业收入前十企业合计增加值 4.20 亿元，同比下降

19.5%。我市纺织服装产业重点发展纺织面料和纺织制品，但

行业龙头冠华针织影响较大，纺织服装出口受阻。

表 44 一季度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增
速（%）

合 计 237 50.52 0.48 1.13 11.21 10.3

纺织业 108 22.01 -0.01 0.57 6.73 2.0

纺织服装、服饰业 78 10.87 -0.15 0.23 2.63 29.7

皮革、毛皮、羽毛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6 7.93 -0.08 0.21 1.53 24.6

化学纤维制造业 5 9.71 0.72 0.12 0.32 8.3

（五）摩托车及零部件业蓬勃发展

一季度，全市摩托车及零部件业规上工业企业（共 73

家）实现增加值 9.17 亿元，同比增长 67.2%，高于全市规上

工业增速 26.9 个百分点。其中，摩托车整车制造完成增加值

6.00 亿元，增长 69.9%；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完成增加

值 3.18 亿元，增长 62.2%。营业收入前十企业合计增加值 6.26

亿元，同比增长 80.7%。我市摩托车产业形成了上游摩托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中游摩托车整车制造的完整摩托车生产

产业链条。

表 45 一季度摩托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

行业分类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应交增值
税（亿元）

增加值
（亿元）

增加值
增速（%）

合 计 73 52.28 1.73 0.44 9.17 67.2

摩托车整车制造 19 34.27 1.34 -0.02 6.00 69.9

摩托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

54 18.02 0.39 0.46 3.18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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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四上”企业在库情况

自 2012 年实施统计“四大工程”以来，国家统计局按

照“要有数，先入库”，“不入库，没有数”的原则，严格

审批统计调查单位出库入库，最终统一导入企业一套表联网

直报平台。成为一套表联网直报企业（即“四上”企业）后，

才可以通过联网直报填报统计数据。目前企业一套表平台中

涉及的专业包括：工业、建筑业、批零住餐业、房地产业、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等，各项指标是 GDP 核算的重要数据

来源，从“四经普”结果来看，我市“四上”企业虽只占全

部企业的 5.5%，但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4%。2020 年我市

入库企业 585 家，退库 472 家，全年净增 113 家。

一、“四上”企业在库情况2

（一）“四上”企业存量全省排第八

我市现有“四上”企业 4897 家，排全省第 8，其中，工

业企业2496家排第7，建筑业269家排第8，批零住餐业1200

家排第 8，房地产 588 家排第 6，服务业 344 家排第 9。

表 46 按地区分各专业“四上”企业在库情况（单位：家）
地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批零住餐 房地产 服务业

深圳 34874 11111 1390 11983 758 9632

广州 34337 6048 1640 13792 1357 11500

东莞 19104 11243 1017 4180 604 2060

佛山 15164 7708 716 4495 758 1487

中山 6930 3838 460 1436 465 731

惠州 6215 3033 329 1161 934 758

珠海 5031 1487 510 1533 501 1000

江门 4897 2496 269 1200 588 344

2 不含关停企业和投资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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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批零住餐 房地产 服务业

汕头 4255 1917 175 1377 344 442

肇庆 2466 1292 142 432 455 145

茂名 2392 657 220 914 356 245

湛江 2376 739 211 785 342 299

揭阳 2347 1244 166 707 131 99

清远 2145 815 153 419 540 218

韶关 1869 501 258 593 350 167

河源 1353 566 160 267 244 116

潮州 1291 920 61 172 86 52

梅州 1278 499 191 250 262 76

阳江 1198 372 143 318 250 115

云浮 967 382 68 245 192 80

汕尾 753 248 56 213 118 118

（二）“四上”企业以工业为主

我市现有“四上”企业按专业分，工业企业最多，占 51%，

建筑业企业最少，占 5.5%。分市（区）看，东部三区一市 3454

家占 70.5%，西部三市 1443 家只占 29.5%。其中，蓬江最多，

为 1208 家，恩平最少，为 287 家。

表 47 全市 2020 年年报“四上”企业情况（单位：家）

市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批零住餐

业
房地产 服务业

江门 4897 2496 269 1200 588 344

蓬江 1208 477 102 367 107 155

江海 557 323 18 136 47 33

新会 1024 566 34 249 107 68

台山 557 248 34 124 124 27

开平 599 324 35 148 64 28

鹤山 665 428 24 112 78 23

恩平 287 130 22 64 6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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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上”企业占市场主体比例低于全省

2020 年全省共有市场主体 1384.85 万户，其中个体户

763.02 万户，企业 616.78 万家。“四上”企业 16.0 万家，占

市场主体总数的1.2%；2020年我市共有市场主体 575781户，

其中个体户 480427 户，企业 93486 家。“四上”企业 4897

家，占市场主体总数的 0.9%。

表 48 2020 年江门“四上”企业占市场主体情况（单位：家）

市区 市场主体数 “四上”企业数
“四上”企业占市场主

体比例（%）

全市 575781 4897 0.9

市直 9416 - -

蓬江 97775 1208 1.2

江海 39973 557 1.4

新会 260267 1024 0.4

台山 46120 557 1.2

开平 49937 599 1.2

鹤山 43263 665 1.5

恩平 29030 287 1.0

（四）“四上”企业大中型企业占比低于全省

据统计，全省现有大型企业 3979 家，中型企业 26256

家，大中型企业占“四上”企业 20.0%；珠三角地区共有大

型企业 3639 家，中型企业 22572 家，大中型企业占“四上”

企业 20.3%。我市现有大型企业 81 家，中型企业 793 家，大

中型企业占“四上”企业 17.8%；小型企业 3233 家，占 66.0%；

微型企业 759 家，占 15.5%；未定规模 31家，占 0.6%。其中

全市大中型企业主要集中在蓬江和新会，两区合计占全市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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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按市（区）分规模“四上”企业数（单位：家）

市区 合计 大型
占比
(%)

中型
占比
(%)

小型
占比
(%)

微型
占比
(%)

未定
规模

占比
(%)

江门 4897 81 1.7 793 16.2 3233 66.0 759 15.5 31 0.6

蓬江 1208 27 2.2 203 16.8 785 65.0 183 15.1 10 0.8

江海 557 8 1.4 95 17.1 380 68.2 72 12.9 2 0.4

新会 1024 14 1.4 144 14.1 701 68.5 163 15.9 2 0.2

台山 557 10 1.8 106 19.0 304 54.6 129 23.2 8 1.4

开平 599 9 1.5 91 15.2 429 71.6 67 11.2 3 0.5

鹤山 665 10 1.5 120 18.0 449 67.5 83 12.5 3 0.5

恩平 287 3 1.0 34 11.8 185 64.5 62 21.6 3 1.0

二、“四上”企业 2020 年入退库情况

（一）受疫情影响全年入库数量少于往年

2020 年，我市新入库“四上”企业 585 家，其中工业企业

282 家，批零住餐业 149 家，房地产业 76 家，建筑业 43 家，

服务业 35 家。2020 年新入库企业数量与 2018 年和 2019 年

相比，分别减少 129 家和 143 家。

表 50 2020 年江门 “四上”企业全年入库情况（单位：家）
市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批零住餐业 房地产 服务业

江门 585 282 43 149 76 35

蓬江 145 45 17 48 21 14

江海 85 39 8 26 5 7

新会 97 54 3 21 11 8

台山 74 26 6 13 25 4

开平 59 38 5 12 3 1

鹤山 95 59 3 23 8 1

恩平 31 21 1 6 3 0

（二）全年退库数量多于往年

2020年全年我市共有472家企业退出一套表调查单位库，

分别比 2018 年和 2019 年多 123 家和 146 家。按专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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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退库最多，达 202 家，服务业企业退库较少，为 70

家。全年退库中，以“上转下”为主，共有 313 家，占总数

的 66.3%；破产、注（吊）销 74 家，占总数的 15.7%；“当年

无经营活动房地产”46 家，占总数的 9.8%。

表 51 2020 年江门一套表调查单位全年退库汇总（单位：家）

市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批零住餐业 房地产 服务业

江门 472 202 14 121 65 70

蓬江 141 51 14 34 19 23

江海 37 17 0 8 8 4

新会 81 30 0 23 6 22

台山 34 9 0 12 6 7

开平 69 31 0 18 13 7

鹤山 66 43 0 15 5 3

恩平 44 21 0 11 8 4

（三）全年净增数量减少

综合全年入库退库情况，2020年我市“四上”企业净增113

家，净增数同比减少71.9%，为近五年最少。由于第三产业受疫

情影响更为突出，批零住餐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等入库企业共

计净增加仅4家。分行业看，工业净增80家，建筑业净增29家，

批零住餐业净增28家，房地产业净增11家，服务业净减35家。

表 52 2020 年江门一套表调查单位全年净增汇总（单位：家）

市区 合计 工业 建筑业 批零住餐业 房地产 服务业

江门 113 80 29 28 11 -35

蓬江 4 -6 3 14 2 -9

江海 48 22 8 18 -3 3

新会 16 24 3 -2 5 -14

台山 40 17 6 1 19 -3

开平 -10 7 5 -6 -10 -6

鹤山 28 17 3 8 3 -2

恩平 -13 0 1 -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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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下一步工作建议

目前各地经济运行加快恢复正常，得益于去年同期低基数，

今年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同比增速都有大幅提高，与2019年

同期的对比，两年平均增速能更好衡量经济恢复程度和成效，

对此我们应正确理性看待。与全省比，一季度我市大部分的主

要经济指标两年平均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接下来随着基数

的逐步抬高，增长压力加大，指标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走

势。

表53 2018-2020年江门市分季度GDP比重（%）
年份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18 20.7 26.2 26.6 26.4

2019 22.4 24.3 25.1 28.2

2020 19.6 24.9 26.0 29.5

从近三年季度GDP占比看，后面每个季度总量越来越大、

越到后面越重要。如何巩固当前良好开局和保持平稳走势，建

议做好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巩固工业发展势头。加大对工业企业的服务和帮扶

力度，对骨干企业遇到的可预知问题和困难要争取主动，提

早谋划解决，重点关注无限极、富华重工、中车广东公司、

优美科、冠华针织等大型龙头企业发展，关注原材料上涨对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造成的压力，持续实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积极融入产

业链供应链国内大循环。全力推动企业项目达产增产和“升

规入统”，创造更多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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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投资挖潜增效。要进一步强化工业投资的重要

性，把“工业项目建设提速年”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保持

当前工业投资的良好增势，力促已签约工业项目动工建设，

已竣工项目尽快投产入统拉动工业增长。尽快推动一批交通、

电信等基础设施项目上马动工，推动在建项目完成更多实物

量。要结合江门实际，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提高投资的产出

水平。继续挖掘项目，引入新鲜血液，把更多的项目纳入预

备项目，进一步充实重大项目库。

三是加大商贸发展力度。依托我市工业发展及产业链、

供应链配套建设，继续落实激励政策措施，培育引进一批大

中型商贸企业建设总部经济，壮大限上商贸企业规模，推动

成长性较好的工业企业产销分离纳入贸易统计。

四是支持扩大工业产品出口。进一步研究理顺我市工业

出口产业链，用闭环思维制定出台内外双循环的政策措施，

引导工业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断扩大外贸市场。同

时，优化进出口配套政务服务，提升港口码头的智能化水平，

减轻企业税费和物流成本，不断提高通关效率。

五是扶持建筑企业做大做强。引导、扶持本地建筑企业

资质上等级，鼓励外地资质高、竞争力强企业特别是央企与

本地建筑企业的合作，并在我市注册成立公司，带动本地企

业发展。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鼓励本地建筑企业购买先进

机器设备及对机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并对企业进行一定补

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企业培养人才、引进高端人才进

行一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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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鼓励和支持农业大户经营，

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加快土地集约使用、规模化农业经营的

转型升级步伐。统筹平衡好禽畜养殖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

两个方面，支持建设一批高起点、高标准的现代化规模养殖

场，同时对现有粗放型规模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造，实现粪

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另外，针对我市鳗鱼销售渠道

单一的问题，建议农业、商务等部门支持养殖企业大力开拓

国内销售市场。

七是全力抓好升规入统。“四上”企业增加值占我市 GDP

权重达 44%。而 2020 年我市“四上”企业 4897 家，占市场

主体总数的 0.9%（全省 1.2%），净增企业数量远少于中山、

惠州、珠海等市。建议建立健全“四上”企业入库工作配合

联系制度和考核机制，将设立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招商引资前

置条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推动更多企业入库纳

统，壮大经济总量。

八是完善大统计工作格局。全面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切实把“两防（防弄虚作假、防少报漏报）”工作措施落实

到位，在“人财物”方面全面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抓统计要

抓全流程、抓过程，不能只抓结果不重视过程，把握好统计

“三三制”工作规律，扎实做好每月“上旬数据采集、中旬

数据解构、下旬报数准备”三个时段的“三分之一”工作任

务。加强对基层的统计业务指导，依法科学开展统计调查工

作，特别是在面对企业等调查对象时需注意方式方法，做到

有理、有据、有节，保证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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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 年一季度江门市主要经济指标及 GDP 核算

基础指标情况

2.2021 年一季度分市（区）短板指标

3.2021 年一季度广东分市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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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1 年一季度江门市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指标

江门本期 江门在全省 全省本期 江门上

月累计

增速

（%）

江门上年

同期累计

增速（%）

增速对比（百分点）

累计总量
累计增

速（%）

两年平

均增速

（%）

总量

排位

增速

排位

累计增

速（%）

两年平

均增速

（%）

江门累

计环比

江门累

计同比

与全省

同比

与全省两

年平均增

速对比

地区生产总值 763.44 亿元 21.4 3.7 10 3 18.6 5.2 — -11.5 — 32.9 2.8 -1.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76.97 亿元 40.3 3.3 8 5 28.9 4.6 49.3 -24.0 -9.0 64.3 11.4 -1.3

固定资产投资 330.93 亿元 38.5 3.6 7 6 31.9 5.7 40.2 -22.5 -1.7 61.0 6.6 -2.1

#工业投资 113.10 亿元 87.9 0.4 5 2 35.2 2.5 112.1 -46.4 -24.2 134.3 52.7 -2.1

基础设施投资 76.21 亿元 35.6 0.2 8 8 25.1 5.3 18.6 -26.0 17.0 61.6 10.5 -5.1

房地产开发投资 130.82 亿元 12.9 5.7 7 14 25.9 7.5 15.0 -1.0 -2.1 13.9 -13.0 -1.8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16 亿元 24.0 3.3 8 7 12.9 1.7 15.6 -13.9 8.4 37.9 11.1 1.6

#税收收入 40.22 亿元 31.1 0.1 — — — — 23.6 -23.6 7.5 54.7 — —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0.45 亿元 15.7 1.2 9 7 16.2 3.6 7.5 -11.6 8.2 27.3 -0.5 -2.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3.06 亿元 30.4 2.8 11 8 32.1 3.4 29.7 -19.0 0.7 49.4 -1.7 -0.6

外贸进出口 387.2 亿元 26.7 7.1 8 14 33.4 8.6 39.1 -10.1 -12.4 36.8 -6.7 -1.5

#外贸出口 313.5 亿元 33.8 7.2 8 10 41.6 10.1 56.2 -14.0 -22.4 47.8 -7.8 -2.9

外贸进口 73.8 亿元 3.4 6.4 9 20 22.2 6.4 -5.8 5.9 9.2 -2.5 -18.8 0.0

税收总收入 122.46 亿元 21.7 -2.6 — — — — 14.3 -22.1 7.4 43.8 — —

全社会用电量 68.80 亿度 32.7 9.2 6 7 32.1 8.8 43.2 -9.0 -10.5 41.7 0.6 0.4

#工业用电量 47.92 亿度 41.0 9.0 6 8 37.9 8.3 67.2 -13.0 -26.2 54.0 3.1 0.7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5816.04 亿元 11.7 11.0 — — — — 12.2 10.2 -0.5 1.5 — —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664.20 亿元 17.6 17.8 — 4 — — 20.2 18.0 -2.6 -0.4 — —

备注：两年平均增速是特指 2020 年本期累计与 2019 年同期比较，计算方法是以 2019 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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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21 年一季度江门市分市（区）主要指标情况
地区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地区生产总值

累计
（亿元）

763.44 184.69 63.87 186.66 104.74 93.22 87.68 42.58

增幅（%） 21.4 21.8 28.7 20.8 20.8 21.0 22.2 16.9

增幅排名 — 3 1 5 5 4 2 7

2021 年计划目标(%) 6.0 — — — — — — —

目标差距(±%) 15.4 — — — — —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累计
（亿元）

276.97 54.65 32.03 78.59 39.04 28.49 37.38 6.79

增幅（%） 40.3 46.8 39.1 31.6 39.0 46.8 47.5 38.2

增幅排名 — 2 4 7 5 2 1 6

2021 年计划目标(%) 5.5 — — — — — — —

目标差距(±%) 34.8 — — — — — — —

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
（亿元）

330.93 58.78 34.90 80.88 48.48 32.92 40.59 27.78

增幅（%） 38.5 49.4 32.3 41.9 32.4 43.7 40.3 24.2

增幅排名 — 1 6 3 5 2 4 7

2021 年计划目标(%) 8.0 — — — — — — —

目标差距(±%) 30.5 — — — — — — —

#工业投资

累计
（亿元）

113.10 12.08 7.59 38.08 14.07 14.86 18.20 8.18

增幅（%） 87.9 199.3 32.7 116.6 29.4 87.1 74.0 145.2

增幅排名 — 1 6 3 7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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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制造业投资

累计
（亿元）

97.24 11.18 7.37 29.23 11.87 13.98 16.13 7.49

增幅（%） 86.2 176.8 36.2 81.8 93.5 87.9 60.7 142.4

增幅排名 - 1 7 5 3 4 6 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
（亿元）

63.16 6.03 4.14 12.98 7.84 7.50 8.32 3.57

增幅（%） 24.0 25.7 23.2 21.5 30.9 28.8 26.1 18.2

增幅排名 — 4 5 6 1 2 3 7

2021 年计划目标(%) 5.0 — — — — — — —

目标差距(±%) 19.0 — — — —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累计
（亿元）

293.06 63.69 13.29 71.02 48.05 41.06 33.21 22.74

增幅（%） 30.4 34.4 40.2 31.8 27.7 27.1 27.9 25.6

增幅排名 — 2 1 3 5 6 4 7

2021 年计划目标(%) 6.0 — — — — — — —

目标差距(±%) 24.4 — — — — — — —

外贸进出口

累计
（亿元）

387.2 114.3 68.3 74.7 30.0 36.8 55.6 7.6

增幅（%） 26.7 46.2 15.9 18.1 4.5 13.8 48.5 11.4

增幅排名 — 2 4 3 7 5 1 6

2021 年计划目标(%) 0.0 — — — — — — —

目标差距(±%) 26.7 — — — — — — —

#外贸出口

累计
（亿元）

313.5 96.4 52.3 53.1 24.5 32.8 48.3 6.1

增幅（%） 33.8 47.0 19.2 23.6 35.0 18.2 59.9 5.1

增幅排名 — 2 5 4 3 6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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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全社会用电量

累计(亿千瓦时） 68.80 10.58 7.46 18.67 8.58 8.28 8.97 5.65

增幅（%） 32.7 34.9 36.8 30.2 28.4 26.3 41.6 39.3

增幅排名 - 4 3 5 6 7 1 2

#工业用电量

累计(亿千瓦时） 47.92 6.03 6.00 13.77 5.29 5.35 6.71 3.89

增幅（%） 41.0 34.8 41.0 37.7 36.8 36.1 51.6 58.3

增幅排名 — 7 3 4 5 6 2 1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与上年同期比较)

累计

（亿元）
5816.04 3423.21 756.31 743.26 557.07 330.43

增幅（%） 11.7 14.4 7.7 5.8 13.0 7.2

增幅排名 — 1 3 5 2 4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与上年同期比较)

累计

（亿元）
4664.20 2926.60 538.25 500.19 509.90 177.34

增幅（%） 17.6 19.7 9.1 17.3 17.4 19.9

增幅排名 — 2 5 4 3 1

备注：1.此表的全市 2020 年上半年增速目标取自《市政府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第155 次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的措施清单》（江府督〔2020〕

1号）。

2.增长目标表述为“5%左右”的，取“5%”为目标值，以此类推；表述为“正增长”的，取“0%”为目标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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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2021 年一季度江门市GDP核算基础指标情况
基础指标 频度

数据
来源

本期累计
（%）

上年同期
累计（%）

同比变动
（百分点）

责任单位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4.6 -2.5 17.1 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月度 统计局 40.3 -24.0 64.3 工信局、自然资源局、发改局、城管局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9.9 -13.7 43.6 工信局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季度 统计局 42.1 -19.0 61.1 住建局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速度 季度 统计局 37.0 -20.9 57.9 住建局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33.8 -21.9 55.7 商务局

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9.1 -21.9 51.0 商务局

住宿业营业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65.7 -56.0 121.7 商务局、文广旅体局、市监局

餐饮业营业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61.4 -45.8 107.2 商务局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月度 统计局 116.0 -34.5 150.5 住建局

房地产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2.9 1.3 11.6 住建局、人社局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36.5 8.1 28.4 交通局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51.3 -5.3 56.6 商务局、发改局、市监局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
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19.1 24.3 -43.4 工信局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上月） 月度 统计局 67.2 -10.0 77.2
发改局、商务局、公安局、文广旅体局、司法

局、市监局、卫健局、科技局、工信局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20.3 -15.9 36.2 科技局、市监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上月）

月度 统计局 15.5 5.0 10.5 商务局、民政局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122.4 -50.2 172.6 文广旅体局、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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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指标 频度
数据
来源

本期累计
（%）

上年同期
累计（%）

同比变动
（百分点）

责任单位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月度 统计局 45.5 - -
发改局、商务局、公安局、文广旅体局、司法

局、市监局、卫健局、科技局、工信局、人社

局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1.1 9.0 2.1
科技局、市监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

人社局、财政局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4.7 - - 商务局、民政局、人社局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8.1 6.0 12.1 文广旅体局、人社局、财政局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6.4 15.2 11.2
水利局、城管局、文广旅体局、国资委、人社

局、财政局

教育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2.7 5.5 17.2 教育局、交通局、人社局、财政局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8.7 8.7 10.0 卫健局、民政局、人社局、财政局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5.0 9.3 15.7 组织部、人社局、财政局

铁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季度 省反馈 45.5 -35.6 81.1 发改局、交通局

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月度 交通局 42.6 -26.9 69.5 交通局

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月度 交通局 1.8 -32.4 34.2 交通局

管道运输业营业收入增速 季度 省反馈 31.5 -15.3 46.8 发改局

邮政业务总量增速 季度 省反馈 51.9 11.6 40.3 邮管局

电信业务总量增速 季度 省反馈 25.0 24.5 0.5 工信局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款同比增速 月度 人行 11.7 10.6 1.1 金融局、人行江门中心支行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月度 人行 17.8 18.3 -0.5 金融局、人行江门中心支行

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增速 月度 银保监 -2.4 -9.0 6.6 银保监局、金融局

证券交易额增速 季度 省反馈 8.6 55.2 -46.6 金融局

备注：责任单位暂按上年末规定的，待今年的确定后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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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2021 年一季度各市（区）GDP核算基础指标情况（单位：%）

基础指标 频度
数据
来源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4.6 8.0 8.4 16.2 16.6 12.0 10.2 16.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月度 统计局 40.3 46.8 39.1 31.6 39.0 46.8 47.5 38.2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9.9 31.1 29.3 29.8 43.4 26.4 30.8 34.4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季度 统计局 42.1 21.5 61.6 135.2 10.0 42.0 36.3 26.4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速度 季度 统计局 37.0 98.3 26.2 11.8 39.9 73.9 32.3 11.3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33.8 27.3 51.7 27.7 73.9 32.8 31.5 24.6

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9.1 35.3 55.7 34.2 21.7 22.7 20.7 16.6

住宿业营业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65.7 30.4 130.3 70.2 102.0 69.8 26.7 124.9

餐饮业营业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61.4 80.8 66.8 58.0 71.9 51.9 61.4 47.9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月度 统计局 116.0 95.8 179.9 130.6 157.8 99.5 90.7 94.9

房地产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2.9 15.3 9.8 17.2 7.6 4.2 15.5 9.9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
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36.5 12.5 -98.5 116.2 7796.3 — — —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
月）

月度 统计局 51.3 83.8 — 47.8 — — — —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
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19.1 -26.3 68.1 — — 521.4 -89.5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
月）

月度 统计局 67.2 42.4 80.5 159.3 123.0 118.9 24.6 -72.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
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20.3 -6.3 65.4 109.5 19.4 179.9 13.4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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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指标 频度
数据
来源

全市 蓬江 江海 新会 台山 开平 鹤山 恩平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
入增速（上月）

月度 统计局 15.5 4.1 — 73.5 -22.7 0.5 -45.1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上月）

月度 统计局 122.4 119.7 136.6 221.7 610.2 265.6 -99.2 127.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月度 统计局 45.5 39.0 43.6 50.3 55.3 37.6 58.7 51.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1.1 15.7 15.9 11.3 1.2 8.2 6.1 -7.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4.7 19.6 14.6 14.4 14.8 11.5 5.0 14.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8.1 34.0 5.7 6.2 5.4 8.4 8.0 12.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6.4 12.9 5.9 54.6 -13.1 57.6 10.7 12.8

教育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2.7 22.9 22.3 22.4 24.2 22.5 25.2 15.6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18.7 11.0 15.1 35.4 9.8 16.9 14.0 18.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增速 季度 统计局 25.0 26.7 18.4 39.3 10.5 21.1 21.1 34.9

铁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季度 省反馈 45.5 — — — — — — —

公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月度 交通局 42.6 — — — — — — —

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增速 月度 交通局 1.8 — — — — — — —

管道运输业营业收入增速 季度 省反馈 31.5 — — — — — — —

邮政业务总量增速 季度 省反馈 51.9 — — — — — — —

电信业务总量增速 季度 省反馈 25.0 — — — — — —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款同比增速 月度 人行 11.7 14.6 7.2 5.6 12.9 7.0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月度 人行 17.8 20.0 9.9 17.3 16.8 19.9

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增速 月度 保险协会 -2.4 — — — — — — —

证券交易额增速 季度 省反馈 8.6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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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2021 年一季度蓬江区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蓬江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1.9 12.9 -11.0

工业用电量增速 34.8 41.0 -6.2

GDP
核算基础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8.0 14.6 -6.6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21.5 42.1 -20.6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27.3 33.8 -6.5

住宿业营业额增速 30.4 65.7 -35.3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95.8 116.0 -20.2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12.5 36.5 -24.0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26.3 -19.1 -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42.4 67.2 -24.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6.3 20.3 -26.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4.1 15.5 -11.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119.7 122.4 -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39.0 45.5 -6.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12.9 26.4 -13.5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11.0 18.7 -7.7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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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2021 年一季度江海区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江海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9.1 40.3 -1.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2.3 38.5 -6.2

工业投资增速 32.7 87.9 -55.2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6.7 35.6 -42.3

民间投资增速 43.1 66.9 -23.8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23.2 24.0 -0.8

外贸进出口增速 15.9 26.7 -10.8

外贸出口增速 19.2 33.8 -14.6

GDP
核算基础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8.4 14.6 -6.2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速 29.3 29.9 -0.6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速度 26.2 37.0 -10.8

房地产业工资总额增速 9.8 12.9 -3.1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98.5 36.5 -135.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43.6 45.5 -1.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14.6 14.7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5.7 18.1 -12.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5.9 26.4 -20.5

教育工资总额增速 22.3 22.7 -0.4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15.1 18.7 -3.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增速 18.4 25.0 -6.6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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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2021 年一季度新会区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新会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20.8 21.4 -0.6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3.1 12.9 -9.8

民间投资增速 53.9 66.9 -13.0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21.5 24.0 -2.5

外贸进出口增速 18.1 26.7 -8.6

外贸出口增速 23.6 33.8 -10.2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30.2 32.7 -2.5

工业用电量增速 37.7 41.0 -3.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1.6 40.3 -8.7

GDP
核算基础指标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速 29.8 29.9 -0.1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速度 11.8 37.0 -25.2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27.7 33.8 -6.1

餐饮业营业额增速 58.0 61.4 -3.4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47.8 51.3 -3.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14.4 14.7 -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6.2 18.1 -11.9

教育工资总额增速 22.4 22.7 -0.3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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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2021 年一季度台山市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台山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20.8 21.4 -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9.0 40.3 -1.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32.4 38.5 -6.1

工业投资增速 29.4 87.9 -58.5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6.1 35.6 -4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7.7 30.4 -2.7

外贸进出口增速 4.5 26.7 -22.2

外贸进口增速 -47.9 3.4 -51.3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28.4 32.7 -4.3

工业用电量增速 36.8 41.0 -4.2

GDP
核算基础指标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10.0 42.1 -32.1

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21.7 29.1 -7.4

房地产业工资总额增速 7.6 12.9 -5.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19.4 20.3 -0.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22.7 15.5 -38.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1.2 11.1 -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5.4 18.1 -12.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13.1 26.4 -39.5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9.8 18.7 -8.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增速 10.5 25.0 -14.5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款同比增速 7.2 11.7 -4.5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9.9 17.8 -7.9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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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2021 年一季度开平市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开平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21.0 21.4 -0.4

工业投资增速 87.1 87.9 -0.8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8.0 35.6 -4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7.1 30.4 -3.3

外贸进出口增速 13.8 26.7 -12.9

外贸出口增速 18.2 33.8 -15.6

外贸进口增速 -13.1 3.4 -16.5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26.3 32.7 -6.4

工业用电量增速 36.1 41.0 -4.9

GDP
核算基础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12.0 14.6 -2.6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速 26.4 29.9 -3.5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42.0 42.1 -0.1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32.8 33.8 -1.0

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22.7 29.1 -6.4

餐饮业营业额增速 51.9 61.4 -9.5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99.5 116.0 -16.5

房地产业工资总额增速 4.2 12.9 -8.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0.5 15.5 -15.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37.6 45.5 -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8.2 1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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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
开平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11.5 14.7 -3.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8.4 18.1 -9.7

教育工资总额增速 22.5 22.7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16.9 18.7 -1.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增速 21.1 25.0 -3.9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款同比增速 5.6 11.7 -6.1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17.3 17.8 -0.5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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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2021 年一季度鹤山市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鹤山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工业投资增速 74.0 87.9 -13.9

民间投资增速 44.6 66.9 -22.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7.9 30.4 -2.5

外贸进口增速 1.3 3.4 -2.1

GDP
核算基础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10.2 14.6 -4.4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36.3 42.1 -5.8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速度 32.3 37.0 -4.7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31.5 33.8 -2.3

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20.7 29.1 -8.4

住宿业营业额增速 26.7 65.7 -39.0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90.7 116.0 -25.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89.5 -19.1 -70.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24.6 67.2 -42.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13.4 20.3 -6.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45.1 15.5 -6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99.2 122.4 -22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6.1 11.1 -5.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5.0 14.7 -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8.0 18.1 -10.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10.7 26.4 -15.7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14.0 18.7 -4.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工资总额增速 21.1 25.0 -3.9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16.8 17.8 -1.0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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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2021 年一季度恩平市主要短板指标

经济指标
恩平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主要&重要
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6.9 21.4 -4.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8.2 40.3 -2.1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4.2 38.5 -14.3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35.0 35.6 -0.6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7.6 12.9 -20.5

民间投资增速 25.5 66.9 -41.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8.2 24.0 -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5.6 30.4 -4.8

外贸进出口增速 11.4 26.7 -15.3

外贸出口增速 5.1 33.8 -28.7

GDP
核算基础指标

注册地总专包企业总产值增速 26.4 42.1 -15.7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速度 11.3 37.0 -25.7

批发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24.6 33.8 -9.2

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速 16.6 29.1 -12.5

餐饮业营业额增速 47.9 61.4 -13.5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 94.9 116.0 -21.1

房地产业工资总额增速 9.9 12.9 -3.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72.7 67.2 -139.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上月） -63.4 20.3 -83.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7.2 11.1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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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
恩平
（%）

全市
（%）

与全市对比
（百分点）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总额增速 14.6 14.7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工资总额增速 12.7 18.1 -5.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工资总额增速 12.8 26.4 -13.6

教育工资总额增速 15.6 22.7 -7.1

卫生和社会工作工资总额增速 18.2 18.7 -0.5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款同比增速 7.0 11.7 -4.7

备注：指标增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列入短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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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一季度广东分市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地市

地区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

（亿元）

增速

（%）

总量

（亿元）

增速

（%）

环比变动

（百分点）

总量

（亿元）

增速

（%）

环比变动

（百分点）

总量

（亿元）

增速

（%）

环比变动

（百分点）

总量

（亿元）

增速

（%）

环比变动

（百分点）

总量

（亿元）

增速

（%）

环比变动

（百分点）

全省 27117.96 18.6 7860.39 28.9 -12.7 7285.28 31.9 -15.0 11012.67 32.1 0.0 18263.1 33.4 -7.1 3414.57 12.9 -0.2

广州 6404.09 19.5 1111.29 34.2 -5.6 1435.84 38.0 -11.8 2629.57 31.7 -2.1 2444.4 21.3 -1.7 443.87 12.6 1.9

深圳 6867.54 17.1 2005.11 24.0 -16.5 1157.80 24.8 -21.4 2140.94 39.6 2.0 7620.1 32.4 -9.4 1041.20 15.0 2.9

珠海 826.47 18.8 288.76 38.0 -28.6 464.50 26.8 -6.5 253.93 38.1 4.1 788.8 43.4 3.0 121.75 22.6 4.9

汕头 628.06 19.9 149.34 35.9 -2.6 314.71 32.9 -5.8 400.71 27.6 0.4 165.2 26.9 -15.2 32.68 13.2 -2.4

佛山 2551.95 17.5 1132.59 20.0 -17.0 662.73 34.9 -36.0 942.22 32.4 -2.1 1727.7 69.6 -15.3 166.61 21.1 -4.3

韶关 333.23 15.4 87.65 21.0 27.3 128.43 49.3 17.0 117.87 25.7 0.2 43.7 22.7 5.1 23.13 7.5 -5.0

河源 259.68 20.3 68.54 42.0 1.5 108.81 49.4 -27.1 94.52 29.6 0.9 60.2 15.0 -26.1 20.46 31.1 3.2

梅州 276.27 12.2 65.63 21.0 -29.7 86.83 -6.1 -7.8 155.32 25.5 0.1 24.3 32.5 -3.7 21.64 4.5 -6.8

惠州 1034.93 23.2 421.21 31.7 -7.9 508.91 35.2 -30.1 482.68 30.6 2.1 625.1 36.6 -1.6 118.28 23.5 0.7

汕尾 271.65 15.4 41.37 24.8 2.7 129.43 34.3 2.0 115.92 25.7 1.2 42.0 22.7 8.8 14.68 30.8 23.2

东莞 2358.04 20.4 1012.56 30.9 -6.8 453.04 38.8 -3.1 1122.24 34.6 0.9 3216.0 28.6 -4.1 199.31 26.4 -19.1

中山 769.75 25.0 295.26 43.0 -8.2 255.58 53.7 -12.7 436.09 29.2 0.3 588.5 46.8 -11.4 76.23 19.5 -3.5

江门 763.44 21.4 276.97 40.3 -10.8 330.93 38.5 -1.7 293.06 30.4 0.7 387.2 26.7 -12.4 63.16 24.0 8.4

阳江 326.08 16.3 115.05 44.0 -46.9 94.11 28.3 1.8 129.91 27.7 0.4 49.5 65.7 -6.4 17.17 17.4 10.6

湛江 767.70 17.0 194.65 26.9 11.0 193.02 42.2 2.1 428.88 23.1 -0.8 114.3 19.6 3.8 37.90 19.4 1.2

茂名 820.59 17.1 120.76 27.5 -4.2 143.16 26.5 -0.6 365.26 24.6 0.8 50.3 93.7 -25.9 29.42 19.3 5.6

肇庆 510.41 18.6 156.96 36.7 -6.4 269.16 26.3 -37.3 297.25 32.8 -0.8 80.5 7.4 -30.6 39.26 29.9 9.2

清远 404.62 20.3 122.73 44.1 -13.4 190.15 37.6 -2.5 139.11 26.9 -0.2 114.2 40.6 8.7 37.95 36.0 2.8

潮州 258.19 15.4 62.07 30.6 -30.0 77.23 6.5 -8.5 128.55 24.6 -0.2 49.0 43.7 -0.1 10.47 12.5 5.1

揭阳 464.72 13.2 99.20 20.7 -74.8 195.43 -0.5 -29.7 249.71 26.8 -0.2 38.8 -22.4 -1.7 17.35 15.0 -1.5

云浮 220.54 15.7 32.70 29.9 -6.8 85.48 32.6 -3.0 88.92 26.0 0.6 33.1 49.8 9.8 19.17 38.9 -8.1

备注：1.根据上级省统计局要求，其他地市的 GDP 数据我市不能对外公布。2.环比变动是指一季度比 1-2 月的增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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