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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16 年 6 月 12 日

优结构高端集聚 促转型新兴引领
——2015 年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运行状况

规模以上服务业①是辖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聚企业

总部、专门专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新兴经济，引领

经济集约化、高端化、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2015 年福田区规

模以上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实现增加值 896.52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27.5%，拉动经济增长 3.2 个百分点，促进我区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

一、总体情况

①规模以上服务业的统计范围：
辖区内年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在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业、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和
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

辖区内年营业收入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在 50 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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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量：主导全市

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 1417 家，占全市将近 1/3 的份额；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497.02 亿元，增长 14.8%，占全市比重为

37.9%，占全省比重为 16.6%；增长 14.8%，分别比深圳市和广

东省高出 1.5 个百分点和 5.1 个百分点。福田在全市规模以上

服务业发展创新的“排头兵”地位稳固，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

业发展对全市甚至全省的影响举足轻重。

表１ 2015 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分区营业收入及增速

分区 单位个数 营业收入（亿元） 同比增速（%）

全市 4478 6588.93 13.3

福田 1417 2497.02 14.8

罗湖 628 724.78 10.5

南山 1153 2005.27 16.2

盐田 185 177.44 16.5

宝安 427 638.40 9.8

龙岗 355 218.30 5.2

光明 60 22.81 -9.9

坪山 39 8.49 28.2

龙华 186 120.21 14.7

大鹏 28 176.19 -3.0

（二）结构：日趋优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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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据我区规模以上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呈“三

足鼎立”局面。2015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84.14 亿元、621.74

亿元和 560.44 亿元，合计占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超七

成。分别增长 13.2%、23.3%和 7.9%，共同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10.9个百分点。其余行业门类占比均不超过10%。

图 1 2015 年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各门类营业收入比重（%）

（三）贡献:逐步提升

2015年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利润385.26亿元，

占全市比重31.1%；实现营业税金及附加46.76亿元，增长9.8%；

期末从业人员 54.86 万人（统计口径：法人单位在地原则），比

去年同期增加 6.71 万人，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实现增加值

896.52 亿元，增长 12.1%，高出 GDP3.1 个百分点，对辖区经济

贡献率为 35.6%。规模以上服务业对经济带动作用明显，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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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手。

二、行业特点

（一）民生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念得到深化和实践,

惠及民生的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迅猛。2015 年福田区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和社会工作四大行业均实现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双双增长。

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34.0%、3.4%、7.3%、9.6%，营业利润分别

增长 112.5%、90.0%、28.5%、57.1%，增速喜人，效益较好，

助力完善服务体系，助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高成长性产业引领发展

2015 年福田区规模以上专门专业服务业共有企业 719 家，

其中包含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技术、

其他专业技术服务和技术推广服务等高端产业。福田以 4%的土

地占比，占全市专门专业经济总量超过四成，高端集聚效应明

显。实现营业收入 907.55 亿元、资产总计 6793.84 亿元，分别

增长 11.4%、15.0%，发展规模壮大，成长速度加快，其中高技

术型、高知识型、高智力型产业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

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经济质量不断提升。

（三）高附加值产业促进发展

2015 年福田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和

科研等行业增加值率均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行业平均水平，占

- 4 -



据产业链高端位置。其中，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增加

值率高达 60.0%，盈利能力最强，主要受房地产相关政策、“刚

需”和投资热持续升温的影响。“以互联网为载体，与传统行业

融合”的新业态如互联网+、大数据等三新产业高速扩张，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率达 58.3%，引导企业延伸

服务链，孕育经济成长新动力，逐步形成经济新增长点，促进

社会经济向上向好发展。

表 2 2015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分行业增加值率（%）

行业门类 增加值率

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6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8.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4.7

教育 51.5

卫生和社会工作 40.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6.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4.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1.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3.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1

规模以上服务业（总计）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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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

（一）利润下滑存隐忧

2015年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利润358.26亿元，

同比减少 11.5%，营业成本 1770.34 亿元，增长 13.6%，利润总

额亏损企业共 299 家。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大行业利润负增长，

拖累规模以上服务业总体利润下滑，对辖区经济贡献存在一定

负面影响。

（二）品牌效应待提高

尽管我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数量大，但有规模有质量有

影响力的大企业相对较少。尤其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中，南山区实现营业收入 1295.01 亿元，占全市比重高

达 67.3%，排第一，得益于龙头企业腾讯、中兴、百度等快速

扩张和发展；我区营业收入占比 29.1%，排第二，差距甚远。

行业内部结构有待调整优化，综合竞争力和品牌效应有待提升。

（三）科技创新力不足

2014年福田区规模以上服务业R&D经费投入共6.51亿元，

占全市比重 21.8%，排第二，与第一名的南山差距甚远;R&D 投

入强度为 0.22%，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人均 R&D 经费 20.92 万

元排第四，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因区域功能定位及发展战略目

标侧重不同，我区规模以上服务业科技产业化程度普遍偏低，

缺乏科技创新的龙头企业和相关资源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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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 年深圳市各区规模以上服务业 R&D 情况表

分区
R&D 经费

（亿元）
占比（%） 投入强度（%）

从业人员数

（人）

罗湖区 0.07 0.23 0.00 51

福田区 6.51 21.84 0.22 3113

南山区 22.57 75.73 0.65 8566

盐田区 0.00 0.00 0.00 0

宝安区 0.13 0.44 0.01 29

龙岗区 0.50 1.68 0.02 424

光明新区 0.00 0.00 0.00 0

坪山新区 0.00 0.00 0.00 0

龙华新区 0.02 0.08 0.00 8

大鹏新区 0.00 0.00 0.00 0

深圳市 29.81 100.00 0.19 12191

备注：R&D 投入强度为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四、建议

（一）促进转型升级，提升经济效益

以“十三五”期间福田区打造“两区、四高地”为契机，

全面落实推进中心区“东扩、南拓、西延、北展”四扩战略，

注重现代服务业的载体建设与管理，创新服务载体、提高服务

效率，将资源更多地引向虚拟经济、信息化服务经济等高端产

业。探索企业管理、产品和服务创新模式，加强成本控制，围

绕高成长性产业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开拓新的盈经济增长

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二）提升品牌效应，打造品质城区

不断强化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发展优势，

通过建立 CBD 协调服务联动机制，吸收引进更多优秀企业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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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福田发展，整合优质资源，将总部企业做大做强，做出品

质做出品牌，进一步扩大总部经济的产业规模和影响力。贯彻

落实《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完善各种扶

持政策、激励措施，支持企业融资投资、开拓市场，利用产业

聚集将空间再扩容，城市发展再提质，将福田打造成更有活力、

实力、魅力的国际一流高品质城区。

（三）融合互联网+，实现创新驱动

坚持以传统企业为依托、互联网为载体、技术创新为驱动、

信息传输行业为枢纽带动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因地制宜，培育

文化创意、互联网金融、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立产业发展的支持性平台如创客空间、“互联网+”产业园及

孵化器等，抢占“互联网+”模式创新红利。积极引进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建立人才引进机制，给予企业适当的科研经费支持，

助推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一臂之力，提高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加快实现经济新常态下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撰稿：黄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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