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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汕头市潮南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潮南区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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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经济运行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生产供给有效增加，市场需求

继续扩大，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一、综合

经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23 年潮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初步

核算数）536.41 亿元，同比增长 2.5%，第一产业增加值 22.95亿

元，增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321.98 亿元，增长 1.1%；第三

产业增加值 191.48 亿元，增长 4.4%；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 4.3∶

60∶ 35.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3083 元，增长 2.1%。

全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87亿元，同比增长 41.09%，

其中税收收入 6.65 亿元，增长 50.54%；非税收入 5.22亿元，增

长 30.63%。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1.04 亿元，增长 6.54%，其

中，教育支出 15.06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11.06 亿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13.02 亿元。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24.76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0.41%。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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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常住出生人口 12227 人，出生率为 9.32‰。死亡人口 5294

人，死亡率为 4.03‰；自然增长人口 6933 人，全区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 5.28‰。

全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5750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2496 人。

二、农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36.21 万亩，比上年增长 0.58%，其

中水稻播种面积 23.75 万亩，增长 0.20%；薯类播种面积 11.77

万亩，增长 0.93%；蔬菜种植面积 15.57 万亩，增长 3.45%；水

果种植面积 8.05万亩，增长 0.45%。

全年粮食总产量 15.70 万吨，比上年增长 0.02%，其中稻谷

总产值 10.66 万吨；薯类产量 4.83 万吨，增长 0.05%；蔬菜产量

39.34 万吨，增长 2.32%；水果产量 4.55 万吨，增长 11.82%。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1.89万吨，比上年增长 8.71%，其中，

猪肉产量 1.85 万吨，增长 9.28%。年末生猪存栏 12.63万头，增

长 3.14%；生猪出栏 23.84 万头，增长 14.33%。

全年水产品产量 2.28 万吨，比上年下降 0.35%。其中，海水

产品 0.88万吨，增长 1.03%；淡水产品 1.4 万吨，下降 1.2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309.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0.4%，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34.54 亿元，下降 1.5%，分门类看，规上

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2.4%，规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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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业增长 12.7%。全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1017.25 亿元，分行

业看，纺织服装、精细化工、口腔用品和精品文具四大行业主导

我区工业经济发展，四大行业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759.17

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74.6%。全年工业用电量 31.06

亿千瓦时，增长 13.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服装 万件 22701.82
布 万米 16001.12
印染布 万米 108300.92
纱 吨 9317.05
塑料制品 吨 64366.45
灯具及照明装置 套（台、个） 20453315
合成洗涤剂 吨 4677.92
半导体分立器件 万只 728813
纺织专用设备 台 1334
非织造布（无纺布） 吨 15259.78
化纤长丝机织物 万米 20614.95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 台（套） 56
手提包（袋）、背包 万个 45
纸制品 吨 5304.09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7800.44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12.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6%；全

区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2.13 亿元，增长 52.8%，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 149 万平方米，下降 4.4%。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53.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0.34 亿元，增长 10.4%；住宿和

餐饮业增加值 10.04亿元，增长 9.3%。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 26.06 亿元，下降 7.3%。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56.53 万吨，比上年增长 5.01%；货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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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周转量 12370.19 万吨公里，增长 4.32%。全年旅客运输总量

506.37 万人，增长 6.29%；旅客运输周转量 5876.21万人公里。

全年电信业务收入 46786.15 万元，增长 20%，邮政业务收

入 14066.34 万元。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8.5%。从三大产业看，

第一产业下降 15.1%；第二产业增长 33.3%；第三产业增长 6.4%。

从分行业看，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33.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38.9%；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34.9%；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长 7.2%。从构成占比看，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52.8%，

其中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47.4%；基础设施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 26.8%；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7.4%。商品房销售面积 33.8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2.7%。

六、国内贸易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93 亿元，同比增长 4.7%；批

发业商品销售额 57.04亿元，增长 4.6%；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177.88

亿元，增长 5.2%；住宿业营业额 3.59 亿元，增长 18.8%；餐饮

业营业额 21.55 亿元，增长 12.1%。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销售

额 51.11 亿元，增长 2.9%；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4.05

亿元，同比增长 26.3%。

七、对外经济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38.07 亿元，同比下降 8.7%，其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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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 36.54亿元，下降 11.4%，进口总额 1.53亿元，增长 238.6%。

八、金融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600.07 亿元，比年初数增长

7.92%。其中，企业存款余额 52.54 亿元，住户存款余额 544.43

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84.68 亿元，增长 13.95%。

九、人口和人民生活

全区年末户籍总人口 1507229 人，其中男性人口 776140人，

女性人口 731089 人，性别比为 1.06:1，在总人口中，城镇人口

882183 人，乡村人口 625046 人。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年末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15%，比上年年末提高 0.5 个百分点。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6245 元，比上年增长 3.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0262 元，增长 2.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45元，增长 5.1%。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全区完成改、扩建及修缮学校 51所，共投入 8129 万元。

全区共有学校、幼儿园 708 所，其中中职学校 1 所，高（完）中

22所、初中 70 所、小学 201 所、幼儿园 413 所、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各类学校在校生 324511人，其中中职 2570 人、高中 34408

人、初中 70639 人、小学 154933 人、幼儿园 61785 人、特殊教

育学生 176人。小学适龄入学率 100%，初中适龄入学率 100%。

全区各类公办学校教师 11244 人，其中中职 154 人、高中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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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初中 3058 人、小学 6034 人、幼儿园 113 人、特殊教育 28

人。2023 年全区高考优投人数 748 人，优投率 8.8%；本科上线

人数 3642 人，上线率 42.89%；总上线率 100%。

全年全区通过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6 家，累计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71 家。年末全区共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7家，其

中 1 家为当年新增；年末全区共有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6家，

其中 1 家为当年新增。全区年末共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1 家，市

级新型研发机构 3 家。

2023 年全区新增专利授权 3787 件，其中发明申请 86 件，全

区累计专利授权 30770 件，其中发明专利 393 件；全区新增注册

商标 8068 件，累计 107128件。至目前，我区已有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 1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6 家，省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 2 家，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4 家，市知识产权优势培育企业 14

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6 家，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称号商标 9 件。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文物保护单位 37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处。

年末全区共有三星级旅游饭店 1 家，四星级旅游饭店 2 家；

国家 3A 旅游景区 3 个。2023 年，翠湖旅游区被确定为国家级 3A

旅游景区。

全年全区体育运动员参加各类体育比赛取得奖牌 77 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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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牌 16 枚，银牌 17 枚，铜牌 34枚。

年末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442 家，其中三级乙等医院 1 家

（潮南民生医院），二级甲等医院 1 家（潮南区人民医院）。病

床 3902 张，专业医疗技术人员 4212 人，其中执业医师 1102人，

助理执业医师 459人，注册护士 2066 人，乡村医生 69 人。

十二、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

全区城乡建设继续推进。2023 年全区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

水平和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力共投入1.37亿元，涉及 102个项目。

全年污水管网建设完成投资总额 4.81 亿元，新建污水干支管网

19.29 公里及雨污分流管网 508.39 公里。全区 5 座污水处理厂总

处理规模达到 37万吨/日，配套污水干支管网总长约 900.04公里、

雨污分流管网约 5017.65 公里。投入“五清”资金 0.25 亿元，各村

（居）逐步建立日常保洁机制。投入 2.88 亿元用于潮南区城乡供

水工程。据监测，我区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符合 GB3095—2012《环

境空气质量》的二级水平，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值为昼间 54.4 分贝、夜间 46.7 分贝。

全区交通环境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全力推进汕汕高铁潮南站

于年底开通运营及高铁新城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完善建设，正式迈

入“350 高铁时代”，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

2023 年我区在建和谋划“百千万工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共 38

个，全年完成投资 29.97 亿元。组织开展农村道路破损路全面修

复整治，加快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道路修复面积共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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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其中路面破损修复面积 4.8 万平方米，沥青罩面修复

面积 19.1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5179 万元。完工并通过验收的公

路项目有省道司神公路司英路改造工程、陈沙大道改建工程、陈

贵公路改造工程，建设里程 39.51公里。积极推进在建项目司神

公路改线、汕南大道潮南段（一期）改建工程、井田公路（二期）

改建工程、陈沙大道东延线新建工程、里十四路改造工程、智慧

交通（道路工程）加快建设，建设里程约 58 公里，总投资约 16

亿元。

注：

1、本公报 2023 年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各项指标对

比的基数均为 2022 年的年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各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绝对数均按现行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单位，规模以上工业相关指标增速及变化按可比口径计

算。

4、规模以上服务业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行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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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行业法人单位；以及年

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行业法人单位。

5、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口径为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人

单位、个体经营户、其他单位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

项目，不包括农户投资。

6、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口径为批发业企业年主营业

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

及以上。

资料来源：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局；城镇新增就业等

数据来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货运、客运数据及道路相关

数据来自区交通运输局；进出口数据及科技相关数据来自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邮电业务数据来自邮政及通信部门（单位）；货币

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潮阳支行；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市公安

局潮南分局；教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局；专利数据来自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文化、旅游、体育数据来自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医

疗卫生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局；污水管网等相关数据来自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供水等数据来自区水务局；环境监测数据来

自区生态环境局；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数据来自区农业农村局；其

他数据来自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