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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情况

    一、税收收入增势平稳

    2023年1-7月，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86亿元，同比增长11.7%。其
中，税务部门组织收入30.93亿元，同比增长11.1%；财政部门组织收入
14.92亿元，同比增长13.2%。全区税收收入157.59亿元，同比增长4.1%。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

    2023年1-7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13.5%。按行业分，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5.4倍，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86.8%，工业投
资增长45.6%，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增长33.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
资增长32.3%。

    三、工业生产动能持续提升

    2023年1-7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63.04亿元，同比增长7.6%。
其中，大中型企业产值276.15亿元，增长11.8%；民营企业产值557.41亿
元，增长6.9%；五大主要行业产值360.65亿元，增长9.5%。民科园“一核
三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70.25亿元，增长10.6%。

    四、消费市场增长稳中加固

     2023年1-7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1.82亿元，同比增长8.7%
。批发业商品销售额1323.45亿元，同比增长7.4%；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492.99亿元，同比增长9.9%；住宿业营业额11.42亿元，同比增长14.1%；
餐饮业营业额87.97亿元，同比增长17.4%。



财政税收

指    标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税收收入 1575900 4.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8584 11.7 

    其中：税务部门收入 309348 11.1 

          财政部门收入 149236 13.2 

    其中：税收收入 289845 11.7 

          非税收入 168739 11.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2365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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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房地产开发 -15.7 

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投资 17.3 

       民间投资 12.4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80.0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44.8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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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制造业 71.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9.5 

    房地产业 -8.7 

    批发和零售业 33.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3 

    教育 -28.3 

    卫生和社会工作 86.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38.5 

注：固定资产投资额按项目所在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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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0357 7.6 

   # 大中型企业 2761542 11.8 

   # 民营企业 5574124 6.9 

      #  主要行业产值： 3606494 9.5 

    （1）家具制造业 1283632 8.6 

    （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10205 8.0 

    （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56512 30.4 

    （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99745 -5.6 

    （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56400 4.0 

2.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6253860 4.8 

  #出口交货值 744783 10.2 

3、产品销售率（%） 94.32 --

4、工业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 --

     应收账款 -- --

     亏损企业户数 -- --

     资产总计 -- --

     负债总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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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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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8170 8.7 

    其中：批零贸易业零售额 6518993 7.8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399178 24.4 

商品销售总额 18164332 8.1 

        其中：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13234479 7.4 

          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4929853 9.9 

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993964 17.0 

    其中：住宿业营业额 114248 14.1 

                    餐饮业营业额 879716 17.4 



规模以上服务业

指        标
1-6月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11249079 27.8 

其中：五大类营业收入 2369984 9.7 

      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1317161 13.6 

      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 85083 6.3 

      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 13321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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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554 15.9 

      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8197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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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9 2002 732 538 687 

    #  四上企业数 个 607 320 107 69 1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 299 77 81 64 77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3702476 846911 1690874 651500 513191 

同比增长 % 10.6 24.8 7.0 10.6 2.4 

建筑业企业 个 -- -- -- -- --

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 -- -- -- --

同比增长 % -- -- -- -- --

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 个 118 78 16 4 20 

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 万元 860908 512475 186946 14877 146611 

同比增长 % 32.6 13.7 32.7 -0.6 241.5 

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 个 14 9 1 -- 4 

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额 万元 146912 69051 1542 -- 76318 

同比增长 % 89.9 18.6 3.5 -- 331.5 

限额以上餐饮业企业 个 4 3 -- -- 1 

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 万元 1527 1404 -- -- 123 

同比增长 % 10.3 14.1 -- -- -20.6 

营利性服务业（五大类）企业 个 87 81 3 1 2 

营利性服务业（五大类）营业收入   万元 374333 331256 2312 1184 39582 

同比增长 % 19.0 14.0 29.9 -24.7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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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1041

二、劳动就业情况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人数 人 2013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人 8264

        期末尚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人 11979

        劳动就业培训人数 人 1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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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营利性服务业（五大类）营业收入

单位数量
（户）

本月止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

单位数量
（户）

1-6月累计
（万元）

同比增长
(%)

全区合计 1126 6630357 7.6 713 2369984 9.7 

人和镇 135 733337 23.3 15 58187 6.2 

太和镇 79 502533 12.6 49 154850 22.1 

钟落潭镇 227 932471 2.5 16 72997 25.7 

江高镇 212 2609479 5.0 18 40183 -1.3 

三元里街 4 26614 19.0 88 297469 16.8 

松洲街 8 51853 -24.5 13 60342 -1.9 

景泰街 2 34186 198.8 61 139815 38.4 

同德街 8 39998 13.0 13 14883 35.4 

黄石街 11 25528 4.3 45 417872 -14.4 

棠景街 17 30603 -11.1 44 110587 95.6 

新市街 6 21511 -17.0 15 67197 -10.6 

同和街 2 113092 23.8 26 52344 4.6 

京溪街 3 5095 26.0 36 63866 1.2 

永平街 11 92019 15.0 53 174615 7.4 

嘉禾街 60 135324 4.9 8 25947 64.9 

均禾街 69 237461 9.6 5 12755 25.8 

石井街 10 48007 4.9 27 154093 4.3 

金沙街 1 83195 28.4 19 61139 0.1 

云城街 2 4557 176.4 37 105283 5.4 

鹤龙街 23 74527 2.8 50 132679 24.6 

白云湖街 54 153872 4.3 6 3420 55.3 

石门街 24 135047 7.2 7 12247 -0.1 

龙归街 136 491948 3.5 23 30277 98.5 

大源街 22 48101 4.6 39 106940 26.5 



统计小知识

“统计”词语的产生

    统计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不过在早期还没有出现“统计”这样的用语。

    统计语源最早出现于中世界拉丁语的Status，意思指各种现象的状态和状
况。由这一语根组成意大利语Stato，表示“国家”的概念，也含有国家结构
和国情知识的意思。根据这一语根，最早作为学名使用的“统计”，是在十八
世纪德国政治学教授亨瓦尔（G.Achenwall)在1749年所著《近代欧洲各国国家
学纲要》一书绪言中，把国家学名定为“Statistika”（统计）这个词。原意
是指“国家显著事项的比较和记述”或“国势学”，认为统计是关于国家应注
意事项的学问。此后，各国相继沿用“统计”这个词，并把这个词译成各国的
文 字 ， 法 国 译 为 Statistique ， 意 大 利 译 为 Statistica ， 英 国 译 为
Statistics，日本最初译为“政表”、“政算”、“国势”、“形势”等，直
到1880年在太政官中设立了统计院，才确定以“统计”二字正名。1903年（清
光绪廿九年）由钮永建、林卓南等翻译了四本横山雅南所著的《统计讲义录》
一书，把“统计”这个词从日本传到我国。1907年（清光绪卅三年）彭祖植编
写的《统计学》在日本出版，同时在国内发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统计学
”书籍。“统计”一词就成了记述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数量关系的总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