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2.17 亿美元，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27.6%； 

——实际利用外资 17.12 亿美元，增长 24.6%； 

——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20.58 亿元，增长 24.3%，超年

度计划目标 15.1%； 

——完成税收总额 800 亿元，增长 13.4%。 

一、全年经济运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总量指标逐年攀升 

初步核算，2014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58.85 亿元，与

去年相比，增长 8.9%，经济总量跨上 2900 亿新台阶，向 3000 亿

迈进。与 2010 年相比，累计增长 42.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

现增加值 1.33 亿元，增长 75.0%；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201.38 亿

元，增长 5.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756.14 亿元，增长 9.2%。

分行业看：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070.79 亿元，增长 11.2%；批发和

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662.43 亿元，增长 8.8%；房地产实现增加值

185.10 亿元，增长 2.6%；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164.70 亿元，

增长 6.0%。分区域看：CBD 实现增加值 627.28 亿元，增长 10.5%，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21.2%；环 CBD 高端产业带实现增加值

1316.69 亿元，增长 9.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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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调整稳步推进，内部结构持续优化 

2014 年全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0.04：6.81：93.15，第三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迈上 93%的台阶。与去年相比，所占比重提升

0.60 个百分点；与 2010 年相比，所占比重提升 3.75 个百分点。从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共实

现增加值 2080.90 亿元，增长 10.3%，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4

个百分点，占第三产业比重的 75.5%，与 2010 年相比，提升 3.3

个百分点。 

 

 

（三）转型升级稳中向好，高端产业显著聚集 

2014 年全区总部企业实现增加值 1183.53 亿元，增长 10.1%，

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2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40.0%，与 2010 年相比，提升 8.5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实现增

加值 2068.24 亿元，增长 9.9%，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0 个百分

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69.9%，与 2010 年相比，提升 5.6 个

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275.54 亿元，增长 10.1%，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9.3%，与 2010 年相比，提升 0.7 个百分点。

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236.71 亿元，增长 10.7%，高于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 1.8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8.0%，与 2010 年相

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 546.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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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7.9%，高于地区生产总值 9.0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的 18.5%。 

 

 

（四）经济效益稳中提质，福田质量引领鹏城 

2014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地均集约度为 37.62 亿元/平方公

里，居全市各区之首，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5 倍，与 2010 年相比，

累计增长 42.1%；税收地均集约度为 10.17 亿元/平方公里，位列

全市各区第一，与 2010 年相比，累计增长 55.3%；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建设用地 1.91 平方米，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 2010

年减少 1.14 平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 5.91 吨，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电耗 232 千瓦时，也大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分别比 2010

年减少 4.50 吨和 104 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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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指标稳中前行，抗冲击能力不断增强 

在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下，全区主要经济指标仍能保持稳中前

行，个别指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展现了良好的抗击风险能力，

起到有效平稳经济的作用。 

——从经济发展支撑指标看，“三驾马车”奋力前行。2014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81.18 亿元，增长 14.2%。在经济增长艰难

期，区政府充分发挥政策调控作用，积极探索撬动社会资本参与

投资的有效途径。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09.56 亿元，增长

8.4%。在内需不足、网购冲击、城区竞争、制度限速以及庞大基

数等多重压力下，消费总量再上新台阶实属不易。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 1071.09 亿美元，其中实现外贸出口总额 472.17 亿美元。

在外贸形势趋紧和去年虚高因素的双重制约下，外贸企业在困境

中坚实前行。 

——从经济发展成果指标看，财税收入稳定增长。2014 年完

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20.58 亿元，增长 24.3%，其中税收分成收

入 108.55 亿元，增长 16.8%,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90.0%。全年

完成税收总额 800 亿元，增长 13.4%，其中国税收入 273 亿元，增

长 6.6%，占税收总额的 34.1%；地税收入 527 亿元，增长 17.3%，

占税收总额的 65.9%。 

二、区域比较 

（一）全市十区比较 

与市内十区相比，我区经济总量、质量效益占据领先地位，

但受土地、资源、政策等因素限制和经济总量基数较大影响，经

济增长速度相对靠后。 

1、综合实力强。从总量指标比较看，除受中心城区产业结构

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占优势外，我区其

他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再创新高，排名分别是四个第一、一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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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第三。其中税收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和

实际使用外资等四项指标全市十区排名居首，分别比排名第二的

区多 244.00 亿元、498.29 亿元、73.10 亿美元和 7.86 亿美元；地

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一的南山区少 505.24 亿元；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第三，低于新龙岗和新宝安。 

2、质量效益好。从效益指标比较看，我区地均生产总值 37.62

亿元/平方公里和地均税收 10.17 亿元/平方公里均以遥遥领先的优

势领跑全市，分别比位居第二的罗湖区高 82.3%和 1.25 倍。 

3、增长速度低。从增速指标比较看，我区固定资产投资排名

第二，低于南山区 17.3 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际使用

外资排名第三；税收总额排名第四，其它经济指标增速均排在全

市十区的中下位置，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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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市外中心城区比较 

1、总量指标相对靠前。与北京西城区和东城区、广州天河

区和越秀区等副省级中心城区比较，福田区的总量指标位于中上

位置。其中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资、税收总额居于首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分别比天河区少 124.39

亿元和 461.84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西城区少 252.22 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三，落后于天河区和西城区，与排名第一的

天河区相差 52.27 亿元。 

2、外向型经济特征突出。我区凭借特有的区位条件与政策

支持，在进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上占据绝对优势。2014 年我区

出口总额 472.17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17.12 亿美元，外向型经

济总量规模在全国中心城区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3、部分指标差距明显。与发展更为成熟的中心城区相比，

我区部分指标仍存在一定差距。固定资产投资额排名最后，与排

名第一的天河区相差 599.34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地均集约度相

对较低，仅高于天河区，落后其他各区。 

9



 

 

 
表 2  2014 年福田区与市外中心城区主要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亿美元、% 

北京市 广州市 深圳市 

福田区 西城区 东城区 天河区 越秀区  

区域特性和指标 市委、市政府、

CBD 所在地 

金融中心

所在地 

市委、市政府

所在地 
CBD 所在地 

市委、市政府

所在地 

绝对值 2958.85 3052.30 1733.00 3011.12 2587.41地区生产 

总值 增长率 8.9 7.6 7.5 8.9 8.1

绝对值 984.54 972.00 152.40 1446.38 37.12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增长率 6.5 10.4 30.2 13.3 0.1

绝对值 1509.56 887.00 913.30 1633.95 1178.06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增长率 8.4 5.5 8.8 9.7 9.7

绝对值 181.18 241.20 214.70 780.52 267.10固定资产 

投资额 增长率 14.2 13.3 10.0 11.8 53.2

绝对值 472.17 - - 33.60 91.96
出口总额 

增长率 -47.1 - - 17.8 -2.6

绝对值 17.12 4.34 - 6.60 3.87实际使用 

外资 增长率 24.6 -13.2 - 6.2 4.8

绝对值 120.58 372.80 156.00 59.35 48.13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增长率 24.3 9.0 6.0 2.0 2.7

绝对值 800 - - 568.80 307.64
税收总额 

增长率 13.4 - - 14.1 6.7

地均 GDP（亿元/平方公里） 37.62 60.20 41.42 21.92 76.55

面积（平方公里） 78.66 50.70 41.84 137.38 33.80

 

（三）与香港、新加坡比较 

福田区作为深圳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会展中心，不

仅经济总量大，同时经济国际开放程度较高，国际化特征明显。

与香港、新加坡两个国际发达地区相比，呈现地区生产总值发展

速度较快、地均集约度高、人均指标较低的特点。受各地区数据

发布时间差异限制，此处将 2014 年前三季度三地数据进行比较。

2014 年前三季度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6%，增速分别高于香

港、新加坡 6.2 个和 5.3 个百分点；地均生产总值 26.15 亿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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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比香港和新加坡分别高出 124.1%和 34.0%；人均生产总

值 15.41 万元，比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低 13.9%和 41.0%。 

表 3  2014 年前三季度福田区与香港、新加坡指标对比 

指标 单位 福田区 香港 新加坡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2057.09 12882.37 13979.02 

增速 % 8.6 2.4 3.3 

地均生产总值 亿元/平方公里 26.15 11.67 19.52 

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15.41 17.90 26.10 

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1.70 0.65 0.75 

面积 平方公里 78.66 1104.20 716.10 

年均常住人口 万人 133.48 719.88 535.58 

汇率换算：1港元=0.7926 元 RMB, 1 新元=4.9145 元 RMB。 
 

三、当前福田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一）经济综合竞争能力不足，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一是在核心竞争力方面：尽管我区存在招商银行、平安保险、

正威集团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但辖区企业综合国际影响力还不

够，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仍需提升。虽然今年我区不断引进跨国

公司总部和研发机构，但大多以分支机构为主，总部实力还稍显

逊色。二是在金融资本集聚方面：我区作为全市的金融和商务中

心，辖区经济繁荣发达，国际事务开放包容，金融业增加值接近

全市总量的一半，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总量的四分之一。2014

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070.79 亿元，增长 11.2%；实际使用外资

17.12 亿元，增长 24.6%。但金融业增加值只相当于香港、新加

坡的三分之一，实际使用外资相当于新加坡的 2%，对外辐射能

力还很有限，差距十分明显。三是在产业高端化方面：虽然我区

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超过国际通行规则 70%的标准，但从产业

内部结构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仍然较低；从产业发展层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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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微笑曲线的两端，附加值相对较低，与香

港、新加坡等国际化大都市尚存差距，对全球经济及未来产业发

展缺乏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科技基础研发能力不足，创新驱动有待加强 

一是基础研发创新方面：我区缺乏华为、中兴、腾讯等高科

技研发龙头企业，全区基础研发投入一直低位徘徊，2013 年基

础研发投入仅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 0.7%，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仍有待提高。二是政府扶持政策方面：尽管我区率先出台了

“1+1+9”产业扶持资金政策，并大投入支持企业发展，但目前

扶持方式仍相对单一，扶持产业集中度相对不够，对中小企业的

扶持力度仍然有限。三是高端人才储备方面：目前我区教育国际

化水平仍然偏低，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储备仍需加强。从人口数

据看，我区外籍人口比重仅占人口总数的 3%，低于一般国际化

城市 5%的标准。 

（三）传统支柱产业拉动不足，新兴产业有待扶持 

一是支柱产业增速放缓：一直以来，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是

拉动我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且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但受宏观政

策环境、区域竞争加剧、经济运行周期等多因素影响，上述两个

行业的增速正逐渐趋缓，对辖区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特别

是批发零售业，上半年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持平、前三季度

增速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低 0.2 个百分点、全年增速比地区生产

总值低 0.1 个百分点，拉动能力明显减弱。二是新兴产业规模偏

小：目前，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较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尚显不足。高新技术产业与南山、

龙岗两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将科技成果

转化为财富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高端商务服务、信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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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也仍处于培育成长之中，对经济的稳

定和拉动作用仍需加强。 
四、对促进福田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构建新型开放式区域经济联动协

作模式 

1、东西联盟，合作共赢，再创金融新优势。前海是深圳未

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在金融方面潜力巨大。形势倒逼创新，

新时期我区应加强与东西紧邻的罗湖和南山建立战略联盟，在夯

实福田 CBD 金融规模的基础上，扶持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

普惠金融、文化金融等新型金融体系，并注重与罗湖蔡屋围金融

圈和南山深圳湾经济圈、科技园经济圈的互补融合发展，避免重

复投入与同质化恶性竞争，形成经济一体化、金融差异化新格局。 

2、南北拓展，特色鲜明，再树产业新标杆。一是向南突破，

借助广东自贸区建立契机提升福田保税区价值空间。以激活福田

保税区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双口岸和保税区优势条件，积极发展

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子商务、保税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抓住

全球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新机遇，着力培育和发展软件开发、IT

服务、检测认证、技术升级等离岸外包业务。促进生产性服务贸

易，打造供应链管理与现代物流平台，发展一批高附加值供应链

服务企业，抢占区域物流、金融、贸易制高点，形成以国际贸易

为轴心的现代服务业集群。二是向北拓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导嵌入新兴产业要素。目前，国际公认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产业

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有效途径。

福田要在北部区域发展中大力嵌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电子商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现代

物流一体运作的新型产业模式。 

（二）从中观经济层面看：构建优化投资取向与创新融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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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并行的发展模式 
1.优化投资取向与结构。投资结构和取向决定着产业结构调

整进程，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区应在

湾区经济和服务经济打造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重点向技术改造

项目和科技研发创新项目倾斜。同时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发

展，利用互联网金融带动经营方式转变。 

2.创新投融资渠道与方式。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引导

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探索推行公共私营合作制模式（PPP 模

式），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先

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产

品投入，促进政府部门公共投资与民营私人资本的深度合作。此

外，发展股权投资和创业基金，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同时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为重大工程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资

金支持，促进辖区经济发展。 

（三）从微观经济层面看：构建以主导产业为支柱新兴产业

为支撑的多元经济结构 
1、夯实传统行业，提升支柱行业贡献率。在金融领域，充

分发挥深交所的“虹吸效应”，引导优质资本进入好项目、好企

业，争夺行业话语权，打造国际化金融聚集区。同时加快培育多

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增强资金流动性，撬动社会资金、资源

投向关键领域。在消费领域，进一步巩固全市第一商业旺区的中

心地位。努力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通过改善民生积极拉动

消费，逐步打消居民消费的顾虑，激发消费需求欲望。扩大现有

商圈影响力和承载力，拓展地下商业发展空间与辐射广度，提升

华强北和 CBD 商圈等时尚消费活力。 

2、培育成长行业，增添经济发展新兴增长点。在保持传统

产业稳定增长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围绕有市场前景的重点领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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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区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新兴行业龙

头企业，用高端产业集聚能力稳定辖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探索福

田特色的自主创新模式，把自主创新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核心推动力，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

集型产业联动发展，利用新科技突破空间发展瓶颈，增添我区经

济增长新优势。 

五、福田经济发展情况展望 

（一）外部经济形势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将持续保持复苏态势，但国外政策

调整、地缘政治冲突等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

难以有较大改善。虽然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持续复苏，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但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仍较为疲软，

短期内难以真正走出低谷，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供给方面

的制约因素和金融条件的收紧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

持续更长时间，因而明年世界经济仍只是边际上的改善。 
从全国环境看，在经济发展“三期叠加”的宏观背景下，2014

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传统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呈现疲态，当前经济正处于一个换档换动力的调整时期。

2015 年是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迈进的关键年份，但一些结构性与

长期性因素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和制约，保持经济持续平稳

增长仍面临很多挑战。 

从全省及全市情况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以及综合

成本上升等因素将持续对外贸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受房地产市场

阶段性过剩严重、房价下行预期强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发展难以

很快扭转低迷态势。但“十二五”规划即将收官，各大项目进度

将有所加快，将有利于促进经济整体稳中有进。 

（二）福田经济 2015 年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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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我区“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更是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四个全面”部署的开篇之年，这就要求福田经济发展

必须适应新标准、迈入新常态。我区在前期“十二五”大发展中

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经济基础愈加牢固，产业高端化更加明显，

高产低耗模式更加显著。2015 年我区应继续以提高质量、效益

为中心，以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重点，以深化改

革和转型升级为动力，按照区委“立足新常态，实现新跨越，全

面建设一流国际化中心城区”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加快

创新驱动，加强改革攻坚，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法制化先

导城区，实现福田经济有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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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 2014 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14 年累计 
同比增长 
（±%） 

1、地区生产总值 亿  元 2958.85 8.9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亿  元 984.54 6.5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亿  元 164.70 6.0

4、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  元 181.18 14.2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  元 1509.56 8.4

6、出口总额 亿美元 472.17 -47.1

7、实际使用外资 亿美元 17.12 24.6

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  元 120.58 24.3

9、税收总额 亿  元 800 13.4

     注： 6、7 项由区经促局提供；8、9 项由区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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