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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情况

    一、地区生产总值承压放缓

    根据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2年上半年白云区地区生
产总值为1130.20亿元，同比下降3.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5.81亿
元，同比增长5.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7.50亿元，同比增长1.8%；第三
产业增加值为836.89亿元，同比下降4.8%。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负转正

    2022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
中，税务部门组织收入22.48亿元，下降4.4%；财政部门组织收入11.83亿
元，增长17.1%。全区税收收入123.07亿元，下降7.9%。

    三、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2022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0.8%。按投资性质分，
国有投资增长22.7%，民间投资下降26.8%；按行业分，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投资增长1.6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8.3%，工业投资增长6.4%，
房地产业投资增长4.0%。

    四、民科园工业产值保持增长

    2022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19.41亿元，同比下降4.0%
。其中，大中型企业完成产值214.27亿元，增长1.6%；民营企业完成产值
440.40亿元，下降1.4%。五大主要行业产值279.57亿元，增长1.0%。民科
园“一核三园”累计完成规上工业产值271.19亿元，增长2.5%。

    五、消费市场逐步回暖

    2022年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7.86亿元，同比下降
0.7%，降幅较1-5月收窄2.7个百分点。批发业销售额1031.22亿元，同比下
降27.5%；零售业销售额386.99亿元，同比增长0.1%；住宿业营业额8.62亿
元，同比下降2.8%；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61.76亿元，同比增长4.0%。



生产总值
                   

指     标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一、白云区地区生产总值 11301988 -3.2 

   ＃ 第一产业 158105 5.1 

           第二产业 2775024 1.8 

           第三产业 8368859 -4.8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86919 -17.4 

GDP中：工业增加值 1882097 持平

二、比重（％）

     ＃  第一产业 1.4 --

           第二产业 24.6 --

           第三产业 74.0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0 --

GDP中：工业增加值 16.7 --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即比去年同期增长，＃为其中数，以下
各表同。



财政税收

指    标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税收收入 1230715 -7.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43055 1.5 

    其中：税务部门收入 224790 -4.4 

          财政部门收入 118265 17.1 

    其中：税收收入 207956 -3.9 

          非税收入 135099 12.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68570 -0.6 

注：本表数据由区财政局提供。



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同比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额 0.8 

            #房地产开发 -9.7 

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投资 22.7 

       民间投资 -26.8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0.8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6.4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0.5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按项目所在地统计，统计口径为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
上建设（购置）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



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同比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按行业分

      #工业 6.4 

     #制造业 51.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2.3 

    房地产业 4.0 

    批发和零售业 -7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8.3 

    教育 -6.9 

    卫生和社会工作 1.6倍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9.2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按项目所在地统计。



农业
  

指        标 计算单位 本月止累计 同比增长（％）

农业总产值 万元 300824 5.8 

    1.种植业 万元 197784 6.7 

    2.畜牧业 万元 13431 23.5 

    3.林业 万元 1419 -17.1 

    4.渔业 万元 24145 1.0 

    5.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64045 5.0 

蔬菜产量 吨 373507 2.9 

季末生猪存栏量 万头 1.70 -17.1 

生猪出栏量 万头 1.73 1.0倍

季末家禽存栏量 万只 109.95 14.4 

家禽出栏量 万只 233.07 -9.9 

水产品产量 吨 11700 -6.8 

注：农业总产值绝对数为现行价，增速按价格指数缩减法计算。



规模以上工业

指        标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194091 -4.0 

   # 大中型企业 2142695 1.6 

   # 民营企业 4403984 -1.4 

      #  主要行业产值： 2795748 1.0 

    （1）家具制造业 991645 15.4 

    （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77032 -9.0 

    （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57711 -13.4 

    （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74540 -17.7 

    （5）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4819 -3.2 

2、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5042515 -4.0 

  #出口交货值 564206 -2.4 

3、产品销售率（%） 97.08 --

4、工业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5137703 -0.1 

     利润总额 256544 9.2 

     应收账款 2150815 21.7 

     亏损企业户数 407 26.8 

     资产总计 12066947 14.5 

     负债总计 7030306 16.4 

注：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独立核算的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增长速度按价格指数缩
减法计算。
2.工业主要财务指标为季度数。



建筑业

指        标 计算单位 本月止累计 同比增长(%)

签订的合同额 万元 14359858 54.5 

其中：1.上年结转合同额 万元 10855678 84.8 

            2.本年新签合同额 万元 3504180 2.4 

承包工程完成情况

       # 直接从建设单位承揽工程完成的产值 万元 1947022 -13.0 

                1.自行完成施工产值 万元 1778870 -17.4 

        2.分包出去工程的产值 万元 81064 -3.7 

         从建设单位以外承揽工程完成的产值 万元 2057112 57.3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3835982 19.0 

其中：装饰装修产值 万元 47586 38.2 

其中： 在外省完成的产值 万元 929531 14.6 

     按构成分：

     1.建筑工程产值 万元 3266974 13.7 

     2.安装工程产值 万元 528076 1.1倍

     3.其他产值 万元 40932 -87.8 

竣工产值 万元 1075090 1.9倍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26642125 36.7 

注：建筑业企业是指辖区内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消费市场

指        标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78565 -0.7 

    其中：批零贸易业零售额 5234645 -0.9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243921 5.5 

商品销售总额 14182037 -21.6 

        其中：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10312150 -27.5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3869887 0.1 

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703751 3.1 

    其中：住宿业营业额 86160 -2.8 

                    餐饮业营业额 617591 4.0 



外经外贸

指        标 计算单位 本月止累计 同比增长(%)

商品进出口总值 亿人民币 234 20.1 

  1.出口总值 亿人民币 176 27.0 

  2.进口总值 亿人民币 58 3.0 

新批企业 个 174 -31.5 

合同使用外资 万美元 12135 40.0 

实际使用外资 万美元 12323 83.5 

注：本表数据由区科工商信局提供。

    进出口、出口、进口指标单位为亿人民币；外资为万美元。

    因外贸指标数据海关暂未提供明确数据，所以外贸指标数据为近似数。



规模以上服务业

指        标
1-5月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6878853 -4.7 

其中：五大类营业收入 1610059 10.9 

      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876704 24.3 

      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 60069 -8.5 

      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 131238 22.4 

      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

282819 -3.7 

      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9229 -7.1 



民科园一核三园

指   标
计算单
位

民科园一核三园

合计
未来产业
核心区

智能家居
产业园

广州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

园

美丽健康
产业园

入园企业数 个 4353 2068 830 669 786

    #  四上企业数 个 487 240 90 67 9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 257 55 73 60 69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2711873 448107 1396033 492336 375397 

同比增长 % 2.5 -15.1 12.8 -13.6 -10.9 

建筑业企业 个 26 25 1 -- --

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2651566 2776544 4835 -- --

同比增长 % 23.6 18.2 55.2 -- --

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 个 92 65 10 3 14 

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 万元 547579 389153 120019 10626 27781 

同比增长 % 5.3 4.2 4.2 6.3 32.6 

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 个 8 4 1 2 1 

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 万元 36728 34487 1261 431 550 

同比增长 % 1.6 1.4 -15.3 -34.8 --

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 个 3 2 -- -- 1 

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 万元 1126 981 -- -- 145 

同比增长 % 23.2 34.3 -- -- -21.2 

营利性服务业（五大类）企业 个 60 57 2 1 --

营利性服务业（五大类）营业收入   万元 135412 133523 739 1149 --

同比增长 % 25.5 25.9 -37.5 88.5 --



社会事业

指        标 计算单位 本月止累计

一、低保、优抚情况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1923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1397 

二、劳动就业情况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人数 人 14798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人 6920 

        期末尚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人 6120 

        城镇失业人员就业率 % 46.76 

        劳动就业培训人数 人 6855 

注:本表数据由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各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一）

单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本月止累计（万
元）

其中：税收收入
（万元）

非税收收入（万
元）

全区合计 343055 207956 135099 

人和镇 11052 9074 1978 

太和镇 6383 5500 883 

钟落潭镇 11902 11020 882 

江高镇 17478 15233 2244 

三元里街 29582 27959 1623 

松洲街 3159 1832 1327 

景泰街 3418 2447 971 

同德街 6811 6175 636 

黄石街 10875 8214 2661 

棠景街 5508 4825 682 

新市街 3654 3231 423 

同和街 23045 21111 1933 

京溪街 4879 4257 623 

永平街 16273 15268 1005 

嘉禾街 3586 3190 396 

均禾街 5297 4482 815 

石井街 6109 5319 790 

金沙街 3465 2726 739 

云城街 7009 6329 681 

鹤龙街 9096 8305 791 

白云湖街 3086 2447 639 

石门街 -4324 -4948 623 

龙归街 6471 5371 1100 

大源街 5066 4516 549 

注：镇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区财政局提供。



各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二）

单位

农业总产值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

单位数量
（户）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

全区合计 300824 5.8 1091 5194091 -4.0 

人和镇 54476 5.5 134 509926 -23.8 

太和镇 32180 5.4 73 418172 -6.1 

钟落潭镇 97414 7.1 215 768356 -4.7 

江高镇 94998 5.9 199 2089913 6.4 

三元里街 —— —— 4 18803 -69.4 

松洲街 —— —— 7 56470 -9.5 

景泰街 —— —— 1 9743 5.4 

同德街 —— —— 6 27431 1.7 

黄石街 —— —— 10 23428 -2.5 

棠景街 —— —— 16 28032 -14.4 

新市街 —— —— 5 20451 79.1 

同和街 —— —— 2 83953 -19.2 

京溪街 —— —— 2 2279 9.6 

永平街 —— —— 12 69943 -7.4 

嘉禾街 —— —— 56 102079 -10.8 

均禾街 3227 0.1 76 183914 -31.8 

石井街 2217 0.4 11 41228 -35.6 

金沙街 —— —— 1.0 51704.6 1.1 

云城街 —— —— 1 1472 -34.6 

鹤龙街 —— —— 25 60169 -25.7 

白云湖街 2263 0.1 57 124815 -4.2 

石门街 5644 0.3 24 107784 -17.2 

龙归街 4827 0.5 133 355726 -21.3 

大源街 3578 0.2 21 38299 -3.2 



各镇街主要经济指标（三）

单位

营利性服务业（五大类）营业收入

单位数量（户）
1-5月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全区合计 665 1610059 10.9 

人和镇 13 40063 -3.4 

太和镇 41 79002 15.2 

钟落潭镇 12 27903 7.1 

江高镇 18 30698 -12.5 

三元里街 80 205291 -13.7 

松洲街 12 49376 -3.9 

景泰街 61 82713 -6.0 

同德街 13 8793 -23.6 

黄石街 45 341383 1.7倍

棠景街 44 41538 -37.8 

新市街 16 55799 -21.6 

同和街 25 39975 -6.7 

京溪街 36 49551 -2.3 

永平街 50 110428 -14.9 

嘉禾街 8 13557 -18.4 

均禾街 5 8439 -7.4 

石井街 21 116637 20.3 

金沙街 17 51881 10.9 

云城街 37 73440 15.3 

鹤龙街 48 75015 -19.6 

白云湖街 7 2099 -33.6 

石门街 9 37254 2.8倍

龙归街 15 7873 -8.4 

大源街 32 61353 12.4 



统计小知识

PMI是同比还是环比,有没有剔除春节因素？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为月度调查,指标反映的是本月比上月变化的情

况,所以PMI指数是环比。采购经理调查是一项月度调查,受季节因素影响数据波

动较大,为了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保证月度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国家统计局按照

国际通行方法对PMI进行了季节调整,春节期间PMI已剔除季节因素。目前,我局

PMI指数采用国际通行的X-13模型季节调整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