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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区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 40 周年。一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区上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

东、深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双区”建设、实施综

合改革试点重大历史机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01.05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下同），同比增长（以下简称增长）4.5%。

图 1 2016-2020 年坪山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速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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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坪山区 2016-2020 年三次产业构成情况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01 亿元，增长 14.8%；第二

产业增加值 511.46 亿元，增长 6.2%，其中工业增长 5.0%，建筑

业增长 28%；第三产业增加值 288.58 亿元，增长 0.7%，三次产

业结构比重为 0.1:63.9:36.0。

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39.68 亿元，下降 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4.86 亿元，增长 6.6%；住宿和

餐饮业增加值 7.18 亿元，下降 22%；金融业增加值 35.81亿元，

增长 0.7%；房地产业增加值 66.53 亿元，增长 1.3%；其他服务

业增加值 134.42亿元，增长 3.5%。

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313.18 亿元，增长 15.9%，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9.1%。其中，绿色低碳增加值 111.72亿元，

增长 19.8%；生物医药增加值 58.52 亿元，增长 28.3%；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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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增加值 72.58 亿元，增长 8.3%。

二、农业

全年农业总产值 18220万元，增长 13.7%。其中，种植业产

值 17005 万元，增长 6.5%；林业产值 1215 万元，增长 2069.6%。

表 1 2020 年坪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增速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长

农业总产值 18220 16028 13.7

其中：1.种植业 17005 15972 6.5

2.林业 1215 56 2069.6

3.牧业 0 0 0

4.渔业 0 0 0

5.农林牧渔服务业 0 0 0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06.70 亿元，增长 6.1%，占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4.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1835.52 亿元。工业产品销售率

98.5%，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 525.64

亿元，增长 17.7%。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090.88 亿元，增长

18.0%；营业成本 1740.77 亿元，增长 16.1%。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3.79%，较上年同期提高 0.82 个百分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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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平均用工人数为 181611 人，下降 5.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22.39万元/人。

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全年新签合同额 308.14 亿元，增长

31.0%。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116.59亿元，增长 40.9%，其中建筑

工程产值 110.18亿元，增长 44.9%；安装工程产值 5.86 亿元，

增长 27.5%；其他产值 0.55 亿元，下降 74.4%。

四、商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95 亿元，增长 1.5%。分

行业看，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831.42 亿元，增长 7.9%；零售业商

品销售额 93.54 亿元，下降 9.8%；住宿业营业额 2.24 亿元，下

降 17.1%；餐饮业营业额 14.37 亿元，下降 20.5%。

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商品销售总额 762.43 亿

元，增长 9.5%。其中，批发业总额 745.34 亿元，增长 9.6%；零

售业总额 17.09 亿元，增长 5.3%。分产品类型看，汽车类销售

额 491.28亿元，增长 10.5%；中西药品类销售额 182.57亿元，

增长 15.2%；金属材料类销售额 21.40 亿元，下降 20.4%；粮油、

食品、饮料、烟酒类销售额 17.38 亿元，下降 11%；机电产品及

设备类销售额 16.34亿元，增长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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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坪山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产品销售情况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
增长 6.0%，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比重 5.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额增

长 5.8%；非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额增长 6.1%。

分行业看，第二产业投资额增长 22.3%，其中制造业投资额

增长 31.5%,占坪山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 20%。第三产业投资

额增长 2.5%。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水利环境投资额所占比重较大，房地产业投资额占比

34.8%，下降 4.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额占比 10.8%，

下降 4.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额占比 14.7%，增

长 19.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投资额下降 15%。

1
注：按照省统计局统一要求，固定资产投资仅公布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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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坪山区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表

全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额增长 5.8%。其中住宅开发投资

额增长 61.7%。

全年房地产业的房屋施工面积 548.06 万平方米，增长

79.9%。房屋新开工面积 113.49 万平方米，增长 53.5%。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63.94 万平方米，增长 5.1%。其中住

宅用商品房销售面积 61.82万平方米，增长 17.5%。全年实现商

品房销售额 227.65 亿元，增长 8.1%。商品房住宅销售套数 6587

套，增长 16.5%。全年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66.53亿元，增长 1.3%，

较上年同期下降 24.5 个百分点。

行 业 增 速（%）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6.0

第二产业 22.3

制造业 31.5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0.3

第三产业 2.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7

房地产业 -4.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2.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9.8

教育 191.4

卫生和社会工作 13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82.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7.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0

批发和零售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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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 年坪山区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指 标 单位 2020 年 增速（%）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135.83 5.8

其中:住宅 亿元 81.46 61.7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548.06 79.9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356.57 91.9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113.49 53.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58.53 94.9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63.94 5.1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61.82 17.5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227.65 8.1

商品房住宅销售套数 套 6587 16.5

六、税收和财政

全年全口径税收收入 111.75 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0.46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48.48 亿元，非税收入 1.99 亿元。

在税收收入中，增值税 17.73 亿元，营业税 10.00 万元，企业所

得税 5.68 亿元，个人所得税 3.36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5.18

亿元，房产税 1.71 亿元，印花税 1.25 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0.34 亿元，土地增值税 8.00 亿元，契税 5.22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17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9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 6.44 亿元，教育支出 25.77 亿元，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27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3 亿元，

医疗卫生支出 10.29 亿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1.53 亿元，其他

支出 58.8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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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和科技

至年末，全区拥有各级各类区属学校 115 所。其中，幼儿园

74 所,小学 18 所，初中 3 所，九年一贯制 15 所，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 1 所，高中学校 3 所，培智学校 1 所。在校学生数 80897 人。

其中，在园儿童数 21544 人，增长 10.4%；小学在校学生数 41953

人，增长 5.4%；初中在校学生数 12681 人，增长 6.1%；高中在

校学生数 4719 人，增长 19.2%。

全区专任教师数（公办和民办）5410 人，增长 10.7%。高考

上线人数 1164 人。

全年专利申请总量 10311 件，增长 25%。其中，发明专利申

请量为 2887 件，同比增长 9.9%；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 5711

件，同比增长 38.4%；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为 1713 件，同比增

长 14.6%。专利授权量 8317 件，增长 41.4%。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量 1251 件，增长 28.8%；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 5341 件，增长

54.1%；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 1725 件，增长 19.2%。

2020 年，我区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555 家，较上年增

加 60 家，增速 12.1%。全年使用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5.13 亿元，

较上年增加 3.43 亿元，增速 202.1%。

截至年末，我区商事主体在册总量 66085 户。其中，内资（非

私营）企业 88 户;私营企业 29591 户;外资企业 887 户;个体工商

户 35519 户,增长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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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与卫生

至年末，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室）15 家，城市书房 9 家，

文化站 6 家，藏书 104.01 万册，增长 19.3%。影剧院 2 家，博

物馆 2 间，书刊零售点 41 家。

全民健身广场 14 个，标准体育馆 4 个。全年参与国民体质

测定受测人数 3000 人，受测合格率 90.1%，比上年提高 2.7 个

百分点。

至年末，全辖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 172 家。其中，市属医院

3 家、区属医院 3 家、社康机构 40 个。区属卫生医疗机构卫生

工作人员数 3100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619 人，其他技术人

员 127人，管理人员 217人，工勤人员 137 人。在卫生技术人员

中，执业医生 1060 人，增长 12.3%；注册护士 1118 人，增长 6.8%。

辖区内编制床位数 2482 张。区属病床使用率 70.7%，比上

年下降 13.1 个百分点；病床周转次数 33.94 次，比上年同期减

少 6.78 次。区属公立医疗机构全年总诊疗人次 269.55万人次，

下降 9.4%；全区住院人数 3.67 万人次，下降 12%。

九、资源与环境

全年公园绿地面积 797.2 公顷，增长 1.5%；公园 83 个，公

园面积达 326.54公顷（未含马峦山郊野公园面积），增长 0.1%。

全区市政道路路灯数 43144盏。生活垃圾清理量 18.78万吨，较

上年下降 3.6%。

全年供电量 43.56 亿度，增长 2.6%。其中，工业用电 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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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度，增长 1.3%；居民用电 5.05 亿度，增长 5.5%；商业及其他

用电 5.67 亿度，增长 7.9%。在工业用电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用电量 21.26亿度，下降 7.7%，占坪山区工业用电总量 64.7%。

全年供水量 6358.51 万立方米，增长 1.4%。其中，工业用

水 2522.25 万立方米，下降 14.6%；居民用水 1959.22 万平方米，

增长 2.9%；商业用水 485.9 万立方米，下降 12.4%；其他用水

1391.14 万立方米，增长 61.7%。

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及一氧化碳年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二级标准。

全年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6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 微克/

立方米；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 18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0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 38 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下降 18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为 18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9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平均

浓度为 0.7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0.1微克/立方米；臭氧最

大 8 小时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为 122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24 微克/立方米。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8.6%。坪山区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0%。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5.1 分贝。

十、人口和人民生活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总数55.1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83

万人。

户籍人口中，一孩率42.95%，比上年提高2.92个百分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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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率50.32%，比上年下降3.77个百分点；多孩率6.73%，比上年

提高0.85个百分点。户籍人口的政策内生育率95.38%，比上年下

降0.87个百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每100名女性所对应的

男性人口数量）为109.86,较去年下降5.3个百分点。

非户籍人口中，一孩率29.94%，比上年下降1.99个百分点；

二孩率50.43%，比上年下降2.35个百分点；多孩率19.63%，比上

年提高4.34个百分点。非户籍人口的政策内生育率81.91%，比上

年下降3.89个百分点。

图 4 2020 年坪山区计划生育情况

2020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7107 元，增长 6.3%。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30009 元，下降 2.1%。恩格尔系数

35.4%，据联合国划分标准，表明我区居民生活消费处于相对富

裕水平。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为 2.2%，较上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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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2.38 万人，增长 4.1%；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44.47万人，增长 5%；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33.48

万人，增长 3.1%；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2.92 万人，增长 3.1%；

生育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35.17 万人，增长 3.5%。

图 5 2020 年坪山区社会保险参保人数

至年末，全区结婚登记人数 1611 对，比去年增加 425 对。

离婚登记人数 847 对，比去年增加 31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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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按照我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

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本公报所列 2020 年数据为初

步核算数，若有变动，以最新公布的为准。2016-2018年 GDP数据为深圳

市统计局根据四经普进行修订数,2019年 GDP数据为最终核实数。

2.个别数据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3.工业情况数据中规上工业增加值指标数据为市统计局核定反馈数，

其他指标为法人在我区的规上工业企业数据汇总而得。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8 年、2019 年数据为四经普修订数。

5.根据省统计局的要求，从 2018 年起各级统计机构不再公布固定资

产投资绝对量数据。

6.教育事业情况数据均不包含深圳高级中学东校区。

7.卫生事业情况数据统计口径调整，相关指标增长情况，以深圳市卫

生健康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数据为准；且在计算变动情况时，对上年数

据也作同步调整。另除特别说明外，相关指标不包含市属医疗机构相关数

据。

8.城市管理情况中的相关数据统计口径有调整，按市政管养范围重新

划定，且在计算变动情况时，对上年数据也作同步调整。

9.社会保险情况中的相关数据由于实时统计的参保人数存在变动，上

年数据同步调整。

10.环境情况中的相关空气数据监测场所较上年有所调整，且在计算

变动情况时，对上年数据也作同步调整。

11.感谢相关单位大力协助提供统计数据。文化体育情况相关数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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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宣传部(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教育情况相关数据由教育局提供,

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情况相关数据由科技创新局提供，财税情况相关数据

由财政局提供，卫生、计划生育情况相关数据由卫生健康局提供，环境保

护情况相关数据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提供，城市管理指标情况相关

数据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社会保险情况相关数据由市社保局坪

山分局和市医保局坪山分局提供，商事主体登记及专利情况相关数据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提供，具体指标数据由相关单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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