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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期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16年 7月 28日

量增质优运行稳 压力犹存需关注
——福田区 2016 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报告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区坚持“以质为先、量

质并举”的发展思路，不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积极释

放政策红利。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发展总体平稳，各主要经济

指标运行有喜有忧，促改革、稳增长、提质量仍是经济发展重点。

初步核算，2016年上半年各主要经济指标：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04.1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2%；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3.63 亿元，增长 20.9%，完成年度

计划的 53.1%（按最近一次市发改委下达的任务计算，完成计划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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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45.50 亿元，增长 8.0%，完

成年度计划的 44.8%；

——实现进出口总额 558.01 亿美元，增长 1.5%，完成年度

计划的 45.7%;

——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3.79 亿元，增长 15.0%，完成

年度计划的 55.5%；

——完成税收总额 676.82 亿元，增长 12.8%；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5.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同口

径下降 2.5%。

一、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一）GDP构成情况分析

初步核算，2016 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04.13

亿元，增长 8.2%。我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0.06：6.46：93.48，第

三产业比重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0.54 个百分点。从对经济增长

贡献看，贡献最大的仍是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557.46 亿元，增

长 9.3%，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4.8%，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达

40.1%，拉动经济增长 3.3 个百分点；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实

现增加值 308.97 亿元，增长 3.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9.3%，

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达 8.9%，拉动经济增长 0.7 个百分点；

排名第三是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138.33 亿元，增长 8.1%，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8.6%，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达 7.2%，拉动

经济增长 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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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田与全市 GDP构成主要行业发展情况对比表

行业
增加值

（亿元）

增速

（%）

占 GDP

比重

（%）

贡献率

（%）

全市

增速

（%）

增速与全市对比

地区生产总值 1604.13 8.2 100.0 - 8.6 低 0.4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 103.70 0.2 6.5 - 7.3 低 7.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 1499.52 8.8 93.5 - 9.5 低 0.7个百分点

1、工业 87.16 -1.6 5.4 -1.2 7.3 低 8.9个百分点

2、建筑业 16.96 10.0 1.1 1.3 7.6 高 2.4个百分点

3、批发和零售业 308.97 3.5 19.3 8.9 2.8 高 0.7个百分点

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3.03 8.8 2.7 3.0 10.3 低 1.5个百分点

5、住宿和餐饮业 22.16 1.9 1.4 0.3 2.3 低 0.4个百分点

6、金融业 557.46 9.3 34.8 40.1 10.0 低 0.7个百分点

7、房地产业 138.33 8.1 8.6 7.2 8.0 高 0.1个百分点

8、其他服务业 429.15 12.8 26.7 40.1 14.3 低 1.5个百分点

#营利性服务业 211.97 12.7 13.2 - 14.5 低 1.8个百分点

#非营利性服务业 217.18 12.9 13.5 - 14.0 低 1.1个百分点

【预警提示】

一是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全市水平 0.4个百分点。与

GDP 核算相关的各行业增加值中，仅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

建筑业（比重过低仅为 1%左右）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余

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如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住宿和

餐饮业、金融业、营利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低于全市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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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0.7、1.8 和 1.1 个百分点。

二是主要行业对经济的拉动和贡献减弱。批发和零售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19.3%，但贡献率仅为 8.9%，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较往年大幅降低；工业增加值增速-1.6%，贡献率

为-1.2%，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形势尚未扭转。

三是支柱产业有一定波动性。如金融业随着市场监管的不断

完善、证券市场趋于平稳，房地产市场受“深圳 3.25 楼市新政”

影响成交低迷或将持续，支柱产业高增速将难以维持，预期行业

贡献将降低。

【措施与建议】

一是找准差距、精准发力。认真梳理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行

业及其相关指标，深入剖析影响因素，有的放矢，制定针对性措

施推动各行业健康发展，促其增速高于或与全市同步。如对批发

零售业要重点关注其销售额增速，住宿和餐饮业要关注其营业收

入增速，要紧抓各种节庆假日节点，深入开展“福田购物节”等

促销活动；又如非营利性服务业需重点关注“八项支出”增速等。

二是做大增量，优化存量。广纳高端资源特别是抓住央企外

迁首都之机，大力引进国内大型央企、外企等优质企业，重点发

展跨国采购、分拨配送和营运结算功能的高端物流基地，互联网、

电信广电运营、电子商务、数字与网络增值为主体的信息服务总

部基地，科技与专门专业（如人工智能、会计师、律师服务等）、

商业零售酒店等功能的高端服务业总部。同时，加强规划引领，

加快推动梅彩等“三大新产业带”建设步伐，形成新经济集群，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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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企业走访调研力度。企业是市场主体，只有企业在，

产业才“实在”，特别是高成长性科技创新实体在，福田经济才

牢靠。要重点关注对我区经济影响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对其加

强走访调研，了解经营状况，尽力协助解决企业经营困难，安商

稳商盘活存量，为辖区经济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二）行业运行情况分析

1、工业降幅有所收窄，生产形势难言乐观

上半年，我区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为 490.97

亿元和 85.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同口径下降 2.7%和 2.5%。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速均下降 8.8个百分点。其中，电子通信设备制

造业实现总产值 368.24 亿元，下降 2.7%，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17.7 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75.0%。

从前十强企业看，今年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397.10 亿元，

下降 1.8%，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81.0%。与一季度相比，有 5

家企业出现下滑，但下滑企业数量减少 2家；有 7家企业好转。

其中，居首的联想信息经营好转，增速比一季度提高了 0.9个百

分点。杜邦、赛意法分别比一季度提高 4.0 和 13.7 个百分点。

下降企业中长城开发、联想系统、理光等企业生产有所好转，订

单增加，降幅缓慢收窄。上半年消亡的规上工业企业共 4家，流

失工业总产值 6.35 亿元。

【预警提示】

一是工业前十强企业实现产值占我区规上工业比重超八成，

而其中半数企业产值下滑，需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另外，杜

邦公司搬离福田，加上规上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影响，预计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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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GDP 总量有数亿元冲击。

二是我区工业企业缺乏高技术支撑，附加值普遍偏低，被锁

定在价值链低端，扩大再生产的技术改造力量薄弱，致利润率和

增加值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这一问题困扰我区工业发展多年，

也必将拖累我区整体经济，推动我区重点工业特别是前十强企业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前十强中，联想信息、联想系统集成、麦

迪实研发中心均不在福田)

表 2 全市各区工业增加值率表

区域

名称
全市 罗湖 福田 南山 宝安 龙岗 盐田 光明 坪山 龙华 大鹏

增加

值率

(%)

26.33 10.32 17.63 32.89 22.66 30.00 10.16 22.88 23.14 26.08 40.19

【措施与建议】

一是根据新出炉的产业扶持政策，安排走访调研、政策宣讲，

加强与企业沟通联系，尽力解决企业经营困难，针对仅存加工环

节的工业企业，引导其将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决算

中心设在我区，促其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二是强化“亩产论英雄”理念，紧抓工业前十强行业龙头，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按照“专项专题、分类管理”原则，整合资

源要素，激发企业自主研发内生动力，引导企业以适销对路的高

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抢占国内外两个市场。

2、商业重点企业总体承压，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上半年，我区实现社零总额 745.50 亿元，增长 8.0%，比上

年同期提高 7.6 个百分点。我区社零总量稳居全市十区之首，占

全市的 29.4%；增速排名全市第 5，较一季度提升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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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总体放缓。上半年，前二十强批发企业销售额增长

0.7%，较一季度仅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销售额占全部批发业企

业的 59.4%。前二十强中，有 7家企业销售额下跌，下跌企业比

一季度增加 2家。增长的企业中，排名居首的沃尔玛投资继续保

持低速增长态势，以飞马国际等为代表的供应链企业增长态势较

好。但也有部分企业增速放缓，如信利康比一季度放缓 5个百分

点。下降企业中天音通信较一季度降幅收窄 6.8 个百分点，预计

下半年随苹果新机型上市其经营情况将进一步好转。

零售业压力增大。上半年，前十强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长

6.1%，其销售额占全部的 50.6%。其中，销售下降的企业有 6家，

主要集中在实体销售企业，如百丽、国美。销售额增长企业中，

百郎商贸由于并入领跑品牌，增速继续保持 20%以上。

住宿业增速下降。上半年，住宿业前十强实现营业额 10.35

亿元，下降 2.3%，增速较一季度放缓 0.8 个百分点，占总体营

业额 59.4%。营业额保持增长的有香格里拉等 6家企业，其中星

河丽思卡尔顿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3.1个百分点。另外，大中华喜

来登等 4家企业营业额继续下降，圣廷苑酒店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4 个百分点。

餐饮业增长平稳。上半年，餐饮业前十强实现营业额 23.4

亿元，增长 9.0%，增速较一季度下降 2.7 个百分点，占整体营

业额 63.4%。有 8家企业营业额增长，其中汉堡王和绿源因业务

扩张增速均超过 70%；润园四季由于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增速较

一季度减少 16.4 个百分点，永和降幅超过 10%。

从新增入库企业看，上半年，我区新增入库批发企业 161

家，共实现营收 843.95 亿元，增长 24.8%。剔除 2015 年由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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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转为商业的信利康（增长 11.8%）、朗华（增长 13.8%）、

飞马（增长 41.1%）、怡亚通（增长 34.4%）、润泰（增长 5%）五

家供应链企业因素，实际新增入库的批发企业营收 368 亿元，增

长 25.6%。

【预警提示】

一是批发业占批零行业比重近八成左右，尽管上半年数据略

有起色，但增速仍然不够理想，对整体经济贡献减弱。

二是网购对传统实体卖场冲击较大，供应链企业易受国际市

场影响，要在安商稳商防止龙头企业及其产出流失的同时进一步

夯实社零增速。

三是福田周边各区商业配套不断完善，对我区商业市场产生

消费分流，同时跨境消费日益频繁对我区消费市场影响深远。

【措施与建议】

一是要充分发挥线下商业消费优势，促进“线上+线下”整

体融合，引导 KKONE 等新商业综合体错位发展，以满足不同需求。

二是深入开展“百家企业联动+百场商业促销”等活动，利

用好小长假等时间节点，打造“福田购物节”等品牌。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商品房销售增速放缓

上半年,我区完成固投总额 143.63 亿元，增长 20.9%，总量

全市排名第 6，低于南山、龙岗、宝安、龙华和光明新区，增速

全市排名第 5，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4.3%）3.4 个百分点。固

三是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服务消费、信息消费、

医疗健康消费、绿色时尚消费为亮点，推动消费升级、激发消费

热点；利用互联网平台，提高消费频点，以有效供给推动有效消

费，确保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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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年初计划 53.1%，快于时间进度 3.1 个百分点（若按最近一

次市发改委下达的全年计划 290 亿元计算，则完成年度计划

49.5%）。

从投资结构看，房地产开发项目完成投资 91.29 亿元，增长

17.4%，占全区投资总额的 63.6%；非房地产项目完成投资 52.34

亿元，占全区投资总额的 36.4%，增长 27.5%，增速较一季度提

升了 34.2 个百分点。从投资项目看，上半年我区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排名前二十项目共完成投资合计 113.11 亿元，占全区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的 78.8%。其中房地产项目共有 12 个，完成投资

合计 70.11 亿元，占前二十项目投资总额的 62%。从细分行业看，

交通运输业投资额为26.98亿元，下降28.8%；工业投资额为1.04

亿元，下降 11.1%。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上半年我区工

业技改不足，未能形成新生产能力。

【预警提示】

一是房地产开发在我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超过六成，过度

依赖房地产拉动，使得我区投资极易受到政策冲击和房地产市场

波动影响，保持投资增速高位运行存在隐忧。

二是重大项目储备不足，随着地铁 7、9、11 号线进入投资

后期，平安总部大厦及各 CBD金融机构大楼相继建成，我区大型

基建项目数量日渐紧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情况亟需重点关注。

三是今年上半年我区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27.29 万平方米，

增长 10.1%，低于一季度 16.8 个百分点，增速全市第六。商品

房销售面积难以维持高速增长（如滨河时代、虹湾等项目销售已

处尾盘阶段），土地储备不足制约房地产业发展，下滑风险加大。

【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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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市里支持下，布局一批重大项目及重点工程；以重点

项目建设为抓手，建立重大项目储备库，强化投资项目统筹管理。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深挖潜在项目；从规划角度对老旧片区

加大开发力度，形成大体量项目，拓展产业空间。

三是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民间投资是经济持续向好的

关键，政府要以有形之手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制度的优化激

发发展的动力。

4、规模以上服务业（“3+2”行业）保持增长

今年 1-5 月，我区规上服务业实现营收 993.01 亿元，增长

13.2%。其中，全区“3+2”
1
企业 710家实现营收 375.31 亿元，

增长 17.1%，较上年同期提高 4.8个百分点，占整体营收 37.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营收 274.7 亿元，增长 20.8%，较上

年同期提高 7.9 个百分点。前十强企业实现营收 150.36 亿元，

增长 45.6%。光汇、正威、创捷等龙头企业高速增长对行业拉动

作用明显。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9.95 亿

元，增长 7.4%。以禾田物业为龙头的前十强企业实现营收 5.25

亿元，增长 13.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实现营收 27.92 亿元，

增长 8.2%。骨干企业广东大地影院上半年票房收入稳增，支撑

行业发展。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收

62.77 亿元，增长 8.4%。前十强企业实现营收 33.48 亿元，增长

58.8%。行业龙头平安科技增长 63.3%。

【预警提示】

一是缺乏高成长性龙头企业。在其他服务业的九大门类1300

余家限上企业中，规模整体偏小，既缺乏像腾讯这样的国际、国

1 “3+2”行业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述行业是 GDP构成的营利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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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知名企业，也缺乏品牌，部分当前增势良好的企业未来成长性

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二是龙头企业的业务外迁（如捷信金融）和经营大幅波动（如

正威集团）需引起重视。

【措施与建议】

一是加快孵化高成长性的骨干企业，支持基础较好的新兴行

业快速发展，不断提升“3+2”行业的体量和增速，形成拉动 GDP

增长的强动力。

二是集中有限财力，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重

点企业的扶持力度，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尽快形成行业引领态

势，带动辖区经济质量快速提升。

三是充分发挥福田专业服务业集聚的比较优势，重点关注香

港和北京等地专门专业服务业转移合作机遇，以“一带一路”和

自贸区发展战略为重点，打造专门专业对外开放高地。

5、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

上半年我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558.01 亿美元，增长 1.5%，与

一季度相比实现了由负转正。其中出口总额 250.53 亿美元，下

降 0.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5 个百分点。我区不断完善外贸

扶持政策，助力外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持续加大重点外贸企业

的服务力度，外贸稳增长措施效果初显。

【预警提示】

一是以欧盟、北美、日本为代表的经济体仍然低迷，俄罗斯、

巴西等新经济体出现负增长，英国脱欧等不稳定因素持续发酵，

国际市场需求乏力。

二是我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占比较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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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调研，查找原因，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措施与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产业资金撬动作用；推进新兴市场政治风险统

保，加大小微企业信用保险支持；建立外贸企业台账制度，积极

推动扶持跨境电商发展。

6、财税收入平稳，“八项支出”增速难乐观

上半年我区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3.79亿元，增长15.0%，

完成年度预算的 55.5%，其中：税收分成收入累计完成 80.96 亿

元，增长 13.8%，完成年度预算的 55.6%。今年上半年我区“八

项支出”累计完成 67.12 亿元，占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总量

96.4%；增速 43.8%，低于全市平均（63.4%）19.6 个百分点，全

市排名第六。实现税收 676.82 亿元，增长 12.8%。其中，地税

439.60 亿元，增长 20.6%；国税 237.22 亿元，增长 0.7%

二是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投资

建立境内外展示展销平台，助推辖区企业开拓市场。

。

【预警提示】

一是我区“八项支出”增速全市第六，排名不理想，需引起

高度关注。

二是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区“八项支出”增速加快，累积较

大基数，这对我区今年下半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造成较大压力。

三是“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行后，我区财税收入持续增长存

在压力，需予以关注。

【措施与建议】

一是高度关注财政支出进度，想方设法提高增速，以免拖累

我区完成全年增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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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财税联动做好纳税服务工作，及时掌握税源变动信

息，推动“营改增”扩大范围后政策的平稳落地。

（三）新经济业态情况分析

上半年新业态发展良好，对我区经济形成强大支撑。初步核

算，总部企业实现增加值 597.94 亿元，增长 8.7%，高于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 0.5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7.3%；专门专

业服务业预计实现增加值 171.6 亿元，增长 10.8%，高于 GDP 增

速 2.6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0.7%；现代服务业实现

增加值 1031.96 亿元，增长 9.6%，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4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64.3%，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68.8%；高新技术产业预计实现增加值 178.25 亿元，增长 8.4%，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1.1%。新业态中供应链企业整体向好，前

十强商业供应链企业实现销售额 591.91 亿元，增长 31.7%，远

高于其他商业模式增速。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限上商业企业实现

网上销售额 193.21 亿元，增长 1.2 倍。8 家大型城市商业综合

体引领消费市场，共承载商户 1204 家，营业面积 59.83 万平方

米，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约 44 亿元，增长 23.0%，较好地拉

动我区商业市场发展。

二、区域比较

（一）全市十区比较

2016 年上半年福田区经济量质齐升，与全市其他区相比，

呈经济总量领先，质量效益突出，增长速度平稳特点。

1、经济总量稳居前列。从总量指标比较看，福田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税收总额、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四项主要经济

指标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区分别高 215.58 亿元、88.1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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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27.76 亿美元、86.29 亿美元 ；地区生产总值比排名第一

的南山区少 59.23 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额比排名第一的罗湖区少

0.09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第四，低于龙岗区、宝安区

和南山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位居第六

和第七。

2、质量效益领跑全市。从效益指标比较看，福田区地均生

产总值 20.39 亿元/平方公里和地均税收 8.60 亿元/平方公里均

领跑全市各区，比排名第二的区分别高 87.1%和 1.3 倍。我区以

不到全市 4%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全市近两成的GDP产出，集约化

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在兄弟城区中名列前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建设用地为全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万元GDP水耗、电耗大大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3、增长动力略有不足。从速度指标比较看，福田区除了进

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增速排名第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排名第三

外，其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处中后位次，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排名第五，均比一季度上升两位，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摆脱垫底位置；实际使用外资增速排名第

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税收总额增速排

名第九。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既有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影响，我区

经济增长速度稍缓，经济发展后劲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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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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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量指标相对靠前。与北京东城、西城，广州天河、越

秀相比，2016 年上半年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第 2，地区

生产总值和规上工业总产值均排第 3名。从数据可比的区域看，

我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均排第 2名，进出口总额

和出口总额稳居首位，高出广州天河、越秀区 13.5 倍、9.9 倍

和 11.5 倍、6.4倍。

2、外向型经济发达。福田区毗邻港澳，坐拥皇岗、福田双

口岸及亚洲最大的地下高铁站，凭借特殊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支

持，在进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上占据绝对优势。2016 年上半年

我区出口总额 250.53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3.50 亿美元，在全

国中心城区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3、部分指标存在差距。与发展更为成熟的国内中心城区相

比，我区部分指标仍存在差距，地区生产总值地均集约度等指标

相对较低，需要我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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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6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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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13 1785.70 939 1695.29 1407.77

增长率 8.2 6.6 6.7 8.8 7.5

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绝对值 490.97 515.98 89.93 677.00 17.32

增长率 -2.7 2.3 -5.2 6.6 2.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 745.50 460.29 472.85 865.53 604.20

增长率 8.0 2.8 2.7 3.1 8.6

固定资产

投资额

绝对值 143.63 92.59 111.05 195.02 -

增长率 20.9 0.7 16.1 24.7 -

进出口总额
绝对值 558.01 - - 38.48 51.32

增长率 1.5 - - -10.1 -17.2

出口总额
绝对值 250.53 - - 19.99 33.71

增长率 -0.6 - - -13.0 -21.0

实际使用

外资

绝对值 3.50 3.20 2.33 7.20 -

增长率 -53.5 1563.1 - 18.6 -

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绝对值 83.79 247.40 - 33.24 25.96

增长率 15.0 -0.3 - 10.9 2.9

税收总额
绝对值 676.82 - - 337.78 184.80

增长率 12.8 - - 9.6 13.3

地均 GDP（亿元/平方公里） 20.39 35.22 22.44 12.34 41.65

面积（平方公里） 78.66 50.70 41.84 137.38 33.80

（三）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比较

福田区作为深圳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会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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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口密度影响，福田区呈现地

均集 约度高、人均指标较低的特点。2016 年中国香港、新加坡

受房地产市场滑坡、信贷增长放缓以及结构性问题影响，经济

表现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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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分析，2016 年一季度福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0%，分

别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高7.2和6.2个百分点。福田区地均生产

总值9.80 亿元/平方公里，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别高1.2 倍和

50.1%；人均生产总值5.51万元，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别

低18.4%和35.5%。

表 5 2016年一季度福田区与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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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79 4926.80 4698.58

增速 % 8.0 0.8 1.8

地均生产总值 亿元/平方公里 9.80 4.46 6.53

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5.51 6.75 8.54

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1.78 0.66 0.77

面积 平方公里 78.66 1104.43 719.10

年均常住人口 万人 139.89 729.54 550.24

注：汇率换算：1 港元=0.8345 元 RMB, 1 新元=4.6856 元 RMB。

中国香港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以 2014 年为基期。

三、2016年下半年我区经济形势展望

下半年是冲刺“十三五”首年目标的关键时期，从当前形势

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利与不利因素交替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总体形势看：我区经济发展基数高，同时面临土地空间瓶

颈、结构亟需优化、企业成本上升、新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增

量引进困难等多重约束,紧约束、高成本、高投入时代来临。

从经济环境看：一是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仍处后金

融危机的深度调整之中，呈低增长、不平衡、宽震荡、多风险特

征。美元加息的外溢影响及英国脱欧的不利因素持续发酵，新兴

经济体增长逐步放缓。最近，IMF又一次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预

期至3.2%。世界贸易低迷，对我国出口产生压力。二是国内经济

环境总体平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三期”叠加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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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我国不断加大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快行政体制“放管服”

改革，促进民营资本进入；另一方面，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抓“三去一降一补”，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总体而言，上半年

全国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达6.7%，广东经济增长

7.4%。

从经济指标看：我区作为金融强区、商业大区地位稳固，总

体看，我区经济平稳向好，但部分指标发展仍存隐忧。一是投资

潜力不够。当前我区大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储备相对不足，房地

产开发项目投资难于维持高速增长；二是消费后劲仍显不足。尽

管我区社零指标总量居全市之首，但社零增速仍不稳固，受跨境

消费、电商冲击等制约消费局面未能在短期改变。

综合判断：2016年下半年，我区经济发展压力仍然较大，不

能掉以轻心。各经济产业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能主动作为、精准发

力，有针对性、切有实效地狠抓经济增长点，同时积极取得上级

经济主管部门的支持，方能“下好先手棋”，圆满完成“十三五”

首年经济发展目标。

（撰稿：区统计局综合核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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