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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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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扎实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十四五”

良好开局。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28.4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0.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59 亿元，增长 13.8%；

第二产业增加值 1446.99 亿元，增长 11.8%；第三产业增加值

1380.87 亿元，增长 8.7%。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0.02%，第二

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1.1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8.82%。

图 1 2020、2021 年龙华区产业增加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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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1258.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 896.84 亿元，增长

12.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增加值 78.50 亿元，增长 16.9%；绿

色低碳产业增加值 89.40 亿元，增长 14.3%；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增加值 82.86 亿元，下降 10.2%；数字与时尚产业增加值 70.44

亿元，增长 68.8%；新材料产业增加值 33.57 亿元，下降 5.7%；

海洋经济产业增加值 6.43 亿元，增长 17.1%。

图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二、农业

全年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 8489 亩，比上年下降 4.3%。其中，

蔬菜播种面积 8295 亩。全年蔬菜产量 8975 吨，盆栽观赏植物

200 万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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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区工业增加值 1351.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1%。

图 3 2017-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3.9%，先进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3.4%。

主要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6.1%；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下降 68.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增长 25.8%；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1.3%；专用设备制造业

下降 3.8%；医药制造业下降 15.1%；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10.4%；烟草制品业增长 8.2%；金属制品业增长 23.8%。

表 1：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口罩 亿个(只)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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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万台 8996.63

组合音响 万台 1193.23

电子计算机整机 万台 364.35

3D 打印设备 万台 119.13

电子元件 亿只 1598.99

光电子器件 亿只(片、套) 143.62

锂离子电池 亿只(自然只) 2.54

灯具及照明装置 亿套(台、个) 0.82

服装 万件 1288.20

家具 万件 28.40

中成药 万吨 3.30

汽车 万辆 1.93

通信及电子网络用电缆 万对千米 26.44

全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 8.0%。其中，

出口交货值增长 14.7%，出口交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比

重为 60.1%。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为 97.4%，与上年相比基

本持平。

全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5853.52 亿元，比上年

增长 8.0%；实现利润总额 259.46 亿元，增长 11.5%；资产负债

率 51.5%，下降 2.6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 4.8%，上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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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32.87 万元，增长

17.9%。

全年全区具有资质等级以上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458.37 亿元，增长 50.1%。

四、服务业

全年全区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305.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56.38 亿元，增长 10.8%；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58.62 亿元，增长 8.8%；金融业增加值

126.66 亿元，增长 3.9%；房地产业增加值 326.66 亿元，下降

1.3%；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507.02 亿元，增长 12.6%。

图 4 第三产业主要门类增加值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68.34 亿元，增长

78.5%。主要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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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26.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8.3%。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全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10.7%。政府投资下降

7.2%，社会投资下降 11.6%。

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9.8%；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 14.0%。

表 2:2021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行业 同比（%）

固定资产投资额 -10.7

第二产业 9.8

其中：制造业 8.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0

第三产业 -14.0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82.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1.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3.1

房地产业 -19.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58.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09.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4

教育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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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社会工作 27.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5.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28.4

全年全区商品房屋施工面积 1309.80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7.0%；商品房屋竣工面积 90.67 万平方米，增长 52.4%；商品房

销售面积 93.01 万平方米，下降 25.0%。

表 3：2021 年龙华区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 绝对数（万平方米） 同比（%）

商品房屋施工面积 1309.80 7.0

其中：住宅 752.11 19.1

商品房屋竣工面积 90.67 52.4

其中：住宅 56.10 492.4

商品房屋销售面积 93.01 -25.0

其中：住宅 71.13 -37.1

六、国内贸易

全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213.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1623.2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0.1%。其中，批发业销售总额 1228.25 亿元，增长 31.7%。

分类别看，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37.1%；体育娱乐用品类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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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 50.6%；服装鞋帽针织类增长 7.2%；

日用品类下降 55.9%；书报杂志类增长 3.8%；汽车类增长 29.6%；

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下降 3.7%；通讯器材类增长 124.9%；金

银珠宝类下降 93.2%。

七、财政和税收

全年全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税收收入 142.08 亿元，增长 5.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2.31 亿元，增长 1.5%。

图 5 2017-2021 年龙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表 4：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增速

指标名称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21 6.0

#增值税 58.82 6.6

个人所得税 8.55 68.5

企业所得税 19.5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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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 19.78 -0.6

契税 9.15 -15.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2.31 1.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4.69 10.1

城乡社区支出 43.67 -40.5

教育支出 81.61 19.6

卫生健康支出 28.83 30.5

科学技术支出 20.42 21.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46 42.6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全区办学单位共计 346 所。其中，中小学（校区）99

所（区属公办 62 所，市直属 3 所，民办 34 所），幼儿园 247 所

（公办园 129 所，民办园 118 所）。在校学生、幼儿 29.6 万名，

增长 11.3%。其中，区属公办学校学生 11.91 万名，增长 16.1%;

民办学校学生 8.47 万名，增长 2.1%；市直属学校学生 0.76 万

名。在园幼儿 8.49 万名，增长 5.1%。各类学校教职工总数 6398

名，增长 38.1%。专任教师 6372 名，增长 38.0%。其中，高级职

称教师 827 名，增长 24.4%；中级职称教师 2812 名，增长 23.0%；

初级职称教师 1194 名，增长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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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7-2021 年龙华区在校学生人数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3084 家，全市排名第三。年末全区创

新载体共 227 家，市级以上（含市级）创新载体 165 家。其中，

创新中心 5 家，工程中心 120 家，重点实验室 22 家，工程实验

室 16 家，企业技术中心 54 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10 家。全年

专利授权量为 36892 件，比上年增长 36.7%。其中，发明专利为

2189 件，比上年增长 93.5%。

九、文化、旅游、卫生和体育

全区公共图书馆（含城市书房）共 90 座，总藏书 140.11 万

册。全区拥有博物馆 7 家，文化站 62 个，歌舞娱乐场所 75 家。

全年全区旅游总收入 31.21 亿元，增长 59.0%。国内过夜游

客 123.89 万人次，增长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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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卫生医疗机构 588 家。其中，医院 14 家（5 家公

立医院），社康 86 家，门诊部 55 家，诊所 419 家，医务室 4 家，

实验室 7 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家，卫生监督所 1 家，健康教

育所 1 家。卫生机构拥有床位 3517 张，下降 1.5%。全年总诊疗

917.35 万人次，增长 32.2%，其中，门诊诊疗 806.82 万人次，

急诊53.11万人次。全年出院病人95781人次，病床使用率65.7%，

出院病人平均住院日 7.2 日。

全区各类体育设施 1805 个。其中，篮球场 536 个，羽毛球

场 223 个，足球场 146 个，乒乓球场 208 个，游泳场 121 个，网

球场 36 个。

全区组织群众活动 4500 余次。体质测定合格率 93.1%，体

育组织（协会）30 个。

十、交通、供水和售电量

全年全区有轨电车客流量700.26万人次，比上年下降1.6%。

全区供水 23529 万吨，比上年增长 7.5%。累计售电 129.61

亿度，增长 12.9%。其中，居民 28.52 亿度，增长 15.9%；商业

26.06 亿度，增长 14.3%；工业 75.04 亿度，增长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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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7-2021 年龙华区工业、商业、居民售电量情况

十一、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区常住人口 253.51 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340.87

元，增长 1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5%。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43601.98 元，增长 1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7.9%。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0.33%。

图 8 2017-2021 年龙华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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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各类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39.19 万人，工

伤保险人数 137.67 万人，失业保险人数 135.07 万人，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 175.94 万人，生育保险人数 141.37 万人。

图 9 2021 年龙华区参加各类保险人数

全年结婚登记 7168 对，离婚登记 2036 对。优抚对象 283 人，

抚恤事业费 1080.28 万元。安置事业费 1012.09 万元。全区社会

救助 1122 人次。社会捐赠款 4600.02 万元。民政事业费支出（不

含残联）11233.5 万元，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353.18

万元。

十二、城市环境、治安和安全生产

全区城市绿化覆盖率 43.7%。绿道长度 276.12 公里，比上

年增长 2.4%。公园面积 1733.14 公顷，增长 26.2%。年末共有公

园 158 个。其中，自然公园 3 个，城市公园 25 个，社区公园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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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共厕所（含移动厕所）467 座，垃圾转运站 133 个，生活

垃圾无害处理量 87.91 万吨，垃圾无害处理率 100%。

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以观澜子站+民治子站均值计）优良天

数 337 天，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92.3%，比上年下降 3.3 个百分

点。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 7 微克/立方米，上升 2 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 30 微克/立方米，上升 5 微克/立方米;可吸

入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为 21.7 微克/立方米。区域噪声

昼间均值 55.3 分贝，交通噪声昼间均值 71.0 分贝。

全年全区受理治安案件 21797 宗，查处治安案件 14625 宗，

查处人数 10307 人。刑事案件立案 13193 宗，破案 3451 宗。火

灾发生 948 宗，直接经济损 155.77 万元。

全年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率为 0.0088。生产安

全事故 37 起，死亡 25 人。其中，工矿商贸及其他事故 26 起，

死亡 14 人，生产经营性交通事故 11 起，死亡 11 人。

十三、商事主体

截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商事主体 476422 户，其中，企业

318171 户（内资 313712 户，外资 4459 户），个体工商户 158251

户。全区新增注册企业 52613 家，比上年增长 7.8%。按企业注

册类型分：私营 52145 家，增长 7.4%；外资 468 家，增长 70.8%。

按行业分：制造业 1538 家，增长 31.8%；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 28988 家，增长 2.5%；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 5390 家，增长 30.5%；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60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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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28.6%；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065 家，增长 11.9%。按企

业注册资金分：注册资金 1 亿元以上 108 家，下降 12.7%；注册

资金 5000 万元以上 357 家，下降 2.7%；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以

上 2361 家，增长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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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如有变动，以最新公布的数据

为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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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终核

实，2020 年，龙华区地区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 2491.01 亿元。

3.个别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

况。

4.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

行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5.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深圳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的口径，包含工

业、规模以上服务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其增加值与 2020

年公布的数据口径有所不同，增长速度按同口径的可比价格计

算。

6.税收数据（合计及分税种）均为区级税收收入口径，其中

增值税数据含免抵调库。

7.总诊疗人次包括医院、诊所、门诊部、社康的诊疗人次数

据。

8.本公报中财政收支数据来自龙华区财政局；税收数据来自

龙华区税务局；教育数据来自龙华区教育局；科学技术数据来自

龙华区科技创新局；文化、体育、旅游数据来自龙华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龙华区卫生健康局；有轨电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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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龙华区建筑工务署（轨道中心）；供水量来自龙华区水务

局；售电量数据来自龙华区供电局；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险数据

来自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华分局、市医

疗保障局龙华分局；低保、社会救助、社会费用支出等数据来自

龙华区民政局、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绿化覆盖率、公园面积、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量等数据来自龙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环境空气质量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治安、刑事案

件数据来自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火灾数据来自龙华区消防救援大

队；生产安全事故数据来自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新注册企业、专

利数据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