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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15年 10月 29日

福田区 2015 年前三季度经济发展报告

前三季度，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福田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总体态势良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

下了良好基础。

一、我区 2015 年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70.4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9%，增速高于市下达全年任务（8.5%）0.4 个百分点；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135.59 亿元，同口径增

长 7.2%，增速低于市下达全年任务（8%）0.8 个百分点；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79.66 亿元，增长 36.8%，增速高

于市下达全年任务（18.1%）18.7 个百分点；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34.84 亿元，增长 1.0%，

增速低于市下达任务（3.3%）2.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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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进出口总额 858.36 亿美元，增长 1.1%，增速低于

市下达任务（5.0%）3.9 个百分点;

——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10.10 亿元，增长 28.5%，完

成年度计划的 85.3%，超过时间进度 10.3 个百分点；

——完成税收总额 892.25 亿元，增长 45.0%。

二、我区 2015 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特点

1、经济总量稳中有进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70.49 亿元，

增长 8.9%，与去年同期（8.6%）和今年上半年（8.5%）相比分

别提高了 0.3 和 0.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 93.4%，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从对经济增长贡献看，排名首位

的仍是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830.66 亿元，增长 12.8%，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 35.0%，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达 38.5%，拉动经

济增长 3.4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194.20 亿元，增长

20.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8.2%，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达

13.3%，拉动经济增长 1.2 个百分点。

图 1： 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图

表 1：2015 年前三季度主要行业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主要行业 增加值 增长速度 占 GDP 比重

金融业 830.66 12.8 35.0

批发和零售业 480.87 1.1 20.3

房地产业 194.20 20.5 8.2

工业 130.80 6.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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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效益稳中提质

前三季度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地均集约度 30.14 亿元/平方公

里，增长 8.9%，继续排名全市十区之首；地均税收达 11.34 亿

元/平方公里，增长 45.0%，稳居全市十区第一。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建设用地 2.39 平方米，下降 8.2%，为全市平均水平的三分

之一。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 5.54 吨，下降 6.2%；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电耗 231 千瓦时，下降 5.2%，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3、特色经济稳步增强

前三季度我区总部经济、专门专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特色经济继续发展壮大，

成为抵御经济风险，调节经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动力。

从特色业态看，总部企业实现增加值 941.08 亿元，增长 11.9%，

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3.0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9.7%。专门专业实现增加值 258.83 亿元，增长 11.2%，高于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 2.3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0.9%。现

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6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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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高新技术

产业实现增加值 218.62 亿元，增长 9.0%，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 0.1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9.2%。文化产业实现增

加值 196.75 亿元，增长 9.7%，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0.8 个百

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8.3%。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647.45 亿元，增长 10.5%，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6 个百分

点，占第三产业比重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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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5 年三季度福田区高端产业和集群发展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累计 增长速度（±%）

总部经济

总部企业增加值 亿元 941.08 11.9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39.7

专门专业

专门专业增加值 亿元 258.83 11.2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10.9

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1667.05 10.7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70.3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 亿元 218.62 9.0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9.2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增加值 亿元 196.75 9.7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8.3

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1647.45 10.5

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 % 74.4

4、工业生产运行平稳

前三季度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135.59 亿元，

比上年同期同口径增长 7.2%，与市对区下达增长 8%的计划目标

仍相差 0.8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2.0%）和今年上半年（6.3%）

相比分别提高了 5.2 和 0.9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积极转变生产方

式，订单数量明显增加，如行业龙头企业联想信息产品（深圳）

有限公司实现总产值 209.48 亿元，增长 30.8%。

5、消费市场下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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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汽车限购政策和网上消费对传统商业的冲击影响，今年我

区商品销售市场整体不容乐观。前三季度我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134.84 亿元，增长仅 1.0%，比市下达全年 3.3%的计划

目标低 2.3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7.6%）相比增速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0.4%）提高 0.6 个百分点。天音通信、

爱施德、江铜营销等大型批发企业销售额大幅下滑，沃尔玛、国

美、岁宝等传统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长较慢。

6、投资持续高位运行

今年我区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多项民生工程集中开工，在建

重大项目加快进度，促使投资增速持续高位运行。前三季度我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179.66 亿元，增长 36.8%，远高于市对区

下达全年 18.1%的增长目标，增速与去年同期（12.2%）和今年

上半年（33.5%）相比分别提高了 24.6 和 3.3 个百分点。其中，

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成投资额 116.38 亿元，增长 44.4%；

非房地产项目完成投资额 63.28 亿元，增长 24.8%。

7、外贸形势稳中有忧

前三季度我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858.36 亿美元，增长

1.1%，距离市对区下达全年 5.0%的计划目标相差 3.9 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期（-7.7%）相比提高了 8.8 个百分点，与今年上半年

（3.1%）相比下降了 2个百分点。当前我区外贸企业面临营运成

本上升和产业链转移内地等不利因素，外贸下行压力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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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税收入增长乐观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税收运行情况良好，前三季度我区完成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10.10 亿元，增长 28.5%，完成年度计划的

85.3%，超过时间进度 10.3 个百分点。税收总额 892.25 亿元，

增长 45.0%。其中，地税收入 543.57 亿元，增长 30.9%；国税收

入 348.68 亿元，增长 74.1%。与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相关的八项

支出累计完成 126.80 亿元，增长 83.5%，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6%。目前，我区八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在全市

各区中排名首位，达 91.6%。

9、物价指数小幅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 2.1%，涨幅比 1-8 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八大类消费品价格呈“七升一降”，其中上涨幅

度最高的前三位为衣着类、居住类和食品类，分别上涨 4.9%、

3.2%和 3.1%。

三、区域比较

（一）全市十区比较

全市十区相比，三季度福田区经济运行呈“总量领先，效益

彰显，增长平稳”特点。

1、总量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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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

区主要经济指标总量排名相对靠前，排名分别是五个第一、第二

和第三各一个。其中，税收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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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五项指标全市十区排名第一位，

分别比排名第二的区多 369.45 亿元、371.15 亿元、402.62 亿美

元、92.04 亿美元和 2.83 亿美元；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二，比

排名第一的南山区少 284.30 亿元，差距逐步缩小；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排名第三，低于龙岗区和宝安区。

2、效益彰显。从效益指标比较看，福田区地均生产总值

30.14 亿元/平方公里、地均税收 11.34 亿元/平方公里，均以遥

遥领先的优势位居全市十区之首，比产业结构最为相近且排名第

二的罗湖区高 91.1%和 1.4 倍。

3、增速平稳。从速度指标比较看，福田区税收总额增速排

名第一；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资和固定资产总额增速排名第二；

进出口总额增速排名第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速排名第四；地

区生产总值增速排名第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第六，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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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市外中心城区比较

与福田区在城市中所处地位、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比较相

近的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广州天河区和越秀区等副省级中心城

区比较，福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排于中上位置，外向型经济特征

较为明显。从经济总量指标看，三季度福田区地区生产总值排名

第三，低于西城区和天河区，比排名第一的西城区少 83.81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排

名第二，均少于天河区；从经济运行成果看，税收总额排名第一；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第三，比排名第一的西城区少 257.01 亿

元，差距较大。从经济运行效益看，与发展更为成熟的中心城区

相比，福田区生产总值地均集约度 30.14 亿元/平方公里，落后

于越秀区、西城区和东城区，比排名第一的越秀区低 49.4%。从

对外经济发展情况看，三季度福田区进出口总额 858.36 亿美元、

出口总额 397.28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10.53 亿美元，总量规

模占据领先位置，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征更为明显。

- 10 -



表 3： 2015 年前三季度福田区与市外中心城区主要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亿美元、%

区域特性和指标

深圳市

福田区

北京市 广州市

西城区 东城区 天河区 越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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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生产

总值

绝对值 2370.49 2454.30 1326.86 2418.72 2014.46

增长率 8.9 7.0 7.0 9.0 7.5

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绝对值 783.78 761.10 136.84 1110.41 27.03

增长率 7.0 11.6 25.5 8.8 0.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 1134.84 672.59 709.99 1222.41 831.10

增长率 1.0 4.6 7.4 9.9 9.7

固定资产

投资额

绝对值 179.66 176.89 163.66 293.26 174.08

增长率 36.8 10.8 3.3 -27.3 -9.2

进出口总额
绝对值 858.36 - - 67.10 100.75

增长率 1.1 - - 12.9 -7.1

出口总额
绝对值 397.28 - - 36.88 69.60

增长率 2.5 - - 49.1 1.6

实际使用

外资

绝对值 10.53 1.30 - 7.67 2.16

增长率 -9.1 -65.7 - 23.0 -36.8

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绝对值 110.10 367.11 125.97 46.76 38.06

增长率 28.5 28.8 11.0 9.6 3.9

税收总额
绝对值 892.25 - - 449.69 249.51

增长率 45.0 - - 9.3 8.3

地均 GDP（亿元/平方公里） 30.14 48.41 31.71 17.61 59.60

面积（平方公里） 78.66 50.70 41.84 137.38 33.80

（三）与中国香港、新加坡比较（2015 年上半年数据）

福田区作为深圳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会展中心，经

济国际开放程度较高，已基本具备国际化特征，与中国香港、新

加坡两个国际化中心城区相比，福田区呈现地均集约度高、人

均指标较低的特点。2014年福田区年均常住人口为134.83万

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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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1.71万人/平方公里，分别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2.6倍和

2.3倍。2015年上半年福田区地均生产总值 18.01亿元/平方公

里，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别高1.2倍和44.0%；人均生产总

值 10.50万元，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低 17.6%和 36.5%。

表 5： 2015 年上半年福田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指标对比

指标 单位 福田区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416.28 9238.18 8986.39

增速 % 8.5 2.6 2.3

地均生产总值 亿元/平方公里 18.01 8.36 12.51

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10.50 12.75 16.54

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1.71 0.66 0.76

面积 平方公里 78.66 1104.43 718.30

年均常住人口 万人 134.83 724.30 543.44

注：汇率换算：1 港元=0.8105 元 RMB, 1 新元=4.5460 元 RMB。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产业高端化仍需加强

虽然我区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九成，远超过国

际化城市70%的标准，但是无论在高端企业的数量还是质量方面，

离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发达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如我区在专

门专业服务业的发展中，虽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优势，但缺乏像

麦肯锡公司、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等世界级知名领军企业，行业

高端化集聚程度较低，整体竞争力仍然偏弱。

2、金融支柱产业风险仍需关注

我区是深圳的金融大区，今年以来以平安系、招商系、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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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企业为首的金融业实现了快速增长，是支撑我区经济增长的

支柱行业，为辖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

由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居民消费、财政收入强大的关联效应，

任何资本市场的波动也会直接传导到其他相关产业和人群。特别

是股票证券市场从 6、7月份开始发生异常波动，国内外资本市

场的大幅波动对金融业带来潜在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须谨防系

统性金融风险对我区经济发展的冲击。

3、消费和进出口增长压力仍未缓解

受内、外需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当前外贸企业进

出口形势仍然不够明朗，全区进出口增速与市对区下达 5.0%的

任务目标差距仍然不小。此外，传统消费市场受汽车限购、电子

商务、赴境外消费等新兴模式冲击较大，急需出台措施提振市场

氛围。

五、对策与建议

1、勇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发展全局

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 8号文“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的文件精神及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重点推进以

下工作：一是创新推进招商引资，修订完善辖区招商方案，招大

商、引强资，重点引入高端优质服务业，如研发机构、专门专业、

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二是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争取早日启

动创投基金，率先打造“创投之都”，加大产业资金中对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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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等起步阶段企业的扶持，科学设计人才住房分配等政策规

则，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三是尽早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中

心，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四是加快推动福田保

税区的转型升级，利用自贸区建设的红利和福保转型升级的契

机，主动作为，加快相关改革成果的复制推广应用，如尽快启动

研究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进海关监管模式创新，发展金融租赁

及跨境电商行业，密切关注市相关政策的修订，推动铭可达、深

福保集团等项目通过更新改造，增加产业空间。

2、强金融，以先发优势打造现代金融高地

金融业是拉动我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全市金融业实现增

加值的占比超过四成。我区要在夯实 CBD 金融现有规模的基础

上，继续发掘增量,保证其对辖区经济强力拉动。一是要充分发

挥深交所和平安金融大厦等金融总部的“虹吸效应”，引导优质

资本和企业进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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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积极推进与东西紧邻的罗湖和南山

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共赢，做优做强深圳金融产业，打造国际化

金融聚集区，形成全市经济一体化、金融差异化新格局。三是要

加强金融风险监管，确保金融业的稳定发展。

3、稳投资，寻求消费新模式促进经济增长

一是狠抓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继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

效，同时主动做好辖区市重大项目的服务，确保市、区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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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有序开展发挥投资的基础拉动作用，确保今年固定资产投资

额达到 214 亿元，增长 18.1%；二是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

力发展消费信贷，启动建设智能化消费城区，促进新型电子产品、

智能家电、节能环保汽车等绿色循环消费；三是利用华强北商圈

即将地铁通车契机，高效高质做好华强北立体街道综合开发项

目，提振华强北商业；四是加快做好稳定外贸增长工作，尽快梳

理完善外贸扶持政策，加快培育新业态，做大福田保税区跨境电

商规模。

六、第四季度我区经济走势预判

从总体形势看：我区经济发展质量高、增长稳、可持续，高

产低耗发展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掣肘因素，如：支柱产业拉

动能力减弱、前海及深圳同城区域竞争加剧、消费市场受汽车限

购和电子商务等因素影响增长乏力、进出口形势仍然复杂多变、

新兴产业规模尚小对经济拉动能力有限，加之国际和国内经济环

境依旧不够稳定，因此仍需我们保持积极态度、谨慎对待。

从主要经济指标形势看：根据市下达我区全年 8.5%的增长

任务，我区对年初计划进行了调整，争取实现全年增长 9%的目

标。但我区传统支柱产业金融业难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商业基

数过大加上多重因素制约导致批发零售业增长有限，因此，我区

实现 9%的增长目标仍存在多方面压力。

整体走势研判：尽管当前经济运行存在诸多方面的压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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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区通过坚持以提高经济质量和发展效益为中心，紧密依托

全市经济运行节奏，对内深挖经济增长潜力，对外促进企业发展

动力，按照经济增长周期规律，年底外部市场需求及内部市场消

费会稍有回升，各项稳增长政策效果将会进一步显现，预计全年

增长 9%目标可期。

（执笔：孙星光、陈彦、祝建军、林师武、蔡仰虹、刘璐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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