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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汕尾市委办公室 2023年 6月 30日

【领导批示】

编者按：1-5 月，全市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71.48 亿元，同

比增长 5.9%,排名全省第 5 位；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24.67

亿元，增长 4.7%，排名全省第 9 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 204.59 亿元，增长 5.9%，排名全省第 9 位；全市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26.4 亿元，增长 23.6%，排名全省第 3 位；全市

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68.4 亿元，增长 6.0%，排名全省第 4 位。

根据市委主要领导指示要求，现将 2023 年 1-5 月全市各地经济

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梳理，形成专报，呈各领导参阅，并发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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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5 月全市及各地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一、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全市总体情况：1-5 月，全市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71.5 亿

元，同比增长 5.9%，低于全年目标（10%）4.1 个百分点，高

于全省增速（1.4%）4.5 个百分点，排名全省第 5 位。

各县（市、区）指标完成情况：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看，

各县（市、区）均为正增长，增速最快的是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增长 18.5%。对照全年增速目标，仅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达到目标

值，高于目标值（15.0%）3.5 个百分点；华侨管理区距目标值

（20.0%）差距最大，相差 14.6 个百分点。

指标

县区

1-5 月全市及各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绝对值（亿元）

（全市排名）

同比增长（%）

（全市排名）

年度

目标

（%）

完成情况（%）

（全市排名） 原因分析

全市 71.5 5.9 10 — -

市城区

（含市

直、高新

区）

22.78
(2)

1
(6)

10
-9
(4)

受国际环境和终端产品市场萎缩影

响，部分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订货量

下跌，利润减少，信利集团、天贸等

重点企业产值及企业增加值率均未

能达到预期目标。

陆丰市
13.75
(3)

6.2
(3)

20
-13.8
(5)

受国家统计核查影响因素仍然存在，

新上规企业拉动作用较弱。

海丰县
25.05
(1)

5.9
(4)

12
-6.1
(3)

目前全县工业企业中龙头企业少，传

统产业比例大，以劳动密集型企业、

家庭作坊为主，具备进行工业投资、

技改投资条件的企业较少。

陆河县
3.97
(5)

12.7
(2)

13
-0.3
(2)

重点企业比亚迪汽车生产经营情况

转好，带动工业增长作用明显。

红海湾

开发区

5.87
(4)

18.5
(1)

15
3.5
(1)

去年新上规企业中电建(汕尾)绿色

建材有限公司由于没同期基数，且企

业发展较快，拉动作用明显。电厂生

产经营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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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管

理区

0.056
(6)

5.4
(5)

20
-14.6
(6)

规上工业企业家数极少，受个别企业

波动影响因素大。

二、投资增速小幅回升。

全市总体情况：1-5 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4.67 亿

元，同比增长 4.7%，低于全省增速（5.1%）0.4 个百分点，排名

全省第 9 位，低于年度目标值（10%）5.3 个百分点。

各县（市、区）指标完成情况：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除

城区和华侨管理区负增长（-1.7%、-7.7%）外，其余县（市、区）

均为正增长，增速最快的是红海湾开发区，增长 35.9%。对照全

年增速目标，1-5 月，所有县区均未达到全年目标值。其中华侨

区距目标值（30%）差距最大，相差 37.7 个百分点。

指标

县区

1-5 月全市及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绝对值（亿元）

（全市排名）

同比增长（%）

（全市排名）

全年

目标

（%）

完成情况（%）

（全市排名） 原因分析

全市 324.67 4.7 10 -5.3 -

市城区

（含市

直、高新

区）

66.36
(3)

-1.7
(5)

15
-16.7
(5)

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明显。

1-5月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23.7

亿元，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4.39亿元，

同比下降 37.8%。二是在库项目投资

支撑较少，支撑显得乏力。

陆丰市
90.88
(2)

7.8
(2)

12
-4.2
(2)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下滑，项目停

工多。陆丰 1-5 月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56.3 亿元。基础设施项目停工多，停

工项目占比高达 32%；1-5 月新入库

项目仅 26 个，增量严重不足。二是

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滑。三是对能

源等大项目极度依赖。

海丰县
132.04
(1)

6.0
(3)

10
-4
(1)

一是工业投资持续下滑。1-5 月完成

51.6 亿元，同比减少 3亿元，同比下

降 5.4%。二是投资稳增长后劲不足。

库内存量项目陆续投产，新入库项目

数量少，难以形成有效补给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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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
28
(4)

1.1
(4)

10
-8.9
(3)

一是房地产投资持续增长后劲不明

显。陆河房地产投资回暖，但房地产

投资一个项目就占 45%。二是库存项

目数据不足，新入库项目少。

红海湾

开发区

6.01
(5)

35.9
(1)

50
-14.1
(4)

汕尾市遮浪现代渔港（二级）二期工

程新增 1 亿元投资，带动红海湾固投

增长

华侨管

理区

1.38
(6)

-7.7
(6)

30
-37.7
(6)

固投体量小，对投资拉动作用弱。

三、消费市场小幅回落。

全市总体情况：1-5 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204.59 亿元，同比增长 5.9%，低于全省增速（8.3%）2.4 个百

分点，排名全省第 9 位，低于全年目标（8.0%）2.1 个百分点。

各县（市、区）指标完成情况：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看，汕尾市各县（市、区）均为正增长，其中增速最快的是海丰

县，增长 6.8%；对照全年增速目标，各地均未达目标值，其中

市城区距目标值（8%）差距最大，相差 3.7 个百分点。

指标

县区

1-5 月全市及各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亿元）

（全市排名）

同比增长（%）

（全市排名）

全年

目标

（%）

完成情况（%）

（全市排名） 原因分析

全市 204.59 5.9 8.0 -2.1 -

市城区

（含市

直、高新

区）

47.29
(3)

4.3
(6)

8.0
-3.7
(6)

群众收入减少，消费水平降低，购买

力减弱，特别是汽车销售同比下降；

其次，是城区限上商贸业连续 2年大

幅增长，造成现在企业增长乏力。

陆丰市
69.5
(1)

6.2
(2)

8.0
-1.8
(2)

一是网上购物抢占了本地传统消费

市场大部分份额，分流本地消费数据

增长。二是限上入统企业占比重较

小，影响社消零总额增幅。

海丰县
68.22
(2)

6.8
(1)

8.0
-1.2
(1)

一是社消零总额任务重、基数大，限

上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拉动社消零

增长的力度也低，缺少新的增长点。

二是企业上报数据的积极性不高。企

业担心报表和企业的纳税、缴纳费用

等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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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
16.88
(4)

5.9
(3)

8.0
-2.1
(3)

一是本地限上企业数少、规模小，没

有龙头企业带动，限上企业整体发展

后劲不足，拉动力不强。二是部分企

业由于担忧税费、成本上升等，纳统

意愿不强。

红海湾

开发区

2.18
(5)

4.7
(5)

8.0
-3.3
(5)

一是大部分企业经营规模小，难以产

生集群效应，对社消零总额的贡献较

低。二是消费能力波动性大，主要靠

旅游旺季游客带来消费增长。

华侨管

理区

0.52
(6)

5.1
(4)

8.0
-2.9
(4)

本地仅有 2 家限上企业，区域内居民

消费需求得不到释放，消费不足，餐

饮住宿业对旅游旺季依赖明显。

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全市总体情况：2023 年 1-5 月，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6.4 亿元（其中 5 月完成 3.52 亿元），自然口径同比增长

23.58%，高于全省增速（9.96%）13.62 个百分点，排名全省第 3

位，高于全年目标值（13%）10.58 个百分点。

各县（市、区）指标完成情况：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速看，除市城区（-20.67%）负增长外，其余县（市、区）均为

正增长，其中，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增长 135.8%，增速最快。对

照全年增速目标，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华侨区、红海湾区

均达到目标值，其中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目标完成情况最好，高于

目标值（13%）122.8 个百分点；市城区未达到目标值，其距目

标值（13%）差距达到 33.67 个百分点。

指标

县区

2023 年 1-5 月全市及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绝对值（亿元）

（全市排名）

同比增长（%）

（全市排名）

全年

目标

（%）

完成情况（%）

（全市排名）
原因分析

全市 26.4 23.58 13 10.58 -

市城区
2.68
（3）

-20.67
（6）

13
-33.67
（6）

一是税收收入减收 3241 万元，下降

12.64%。房地产市场低迷，本期土地

增值税减收 4542 万元。二是非税收

入减收 37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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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市
5.2

（2）
20.6
（3）

15
5.6

（4）

非税收入方面大幅增加，主要有：污

水设施建设配套费用、甲子渔港疏浚

物拍卖款、潮惠高速耕地开发指标以

及宝丽华耕地开发指标等。

海丰县
5.53
（1）

21.6
（2）

15
6.6

（2）

去年因留抵退税形成较低基数，今年

税收有所增长，拉高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速。

陆河县
2.17
（4）

14.08
（5）

13
1.08
（5）

一是加强房地产方面的税收征缴，做

到应收尽收，契税同季度同比增长

132%。二是非税收入中缴入罚没收入

366 万元。

红海湾

开发区

1.19
（5）

135.8
（1）

13
122.8
（1）

市级海砂“两权”出让调库收入 9660

万元，大幅拉高收入增速。

华侨管

理区

0.2
（6）

18.8
（4）

13
5.8

（3）

今年收到深圳支持前海市场等公共

设施建设资金一次性非税收入486万

元。

五、进出口增速加快。

全市总体情况：1-5 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68.4 亿

元，同比增长 6%，高于全省增速（-0.7%）6.7 个百分点，排名

全省第 4 位,低于全年目标（10%）4 个百分点。

各县（市、区）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业务数据测算，陆河、

红海湾、海丰、陆丰进出口保持正增长，分别增长 3533.2%、

115.1%、19.9%、9%，城区、华侨管理区为负增长，分别下降 18.8%、

39.4%。对照全年增速目标，1-5 月，城区、华侨管理区均未达

全年目标，其中华侨管理区距目标值（10%）差距最大，相差 49.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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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县区

1-5 月全市及各地外贸进出口总额

绝对值（亿元）

（全市排名）

同比增长（%）

（全市排名）

全年

目标

（%）

完成情况（%）

（全市排名） 原因分析

全市 68.4 6 10 -

市城区

（含市

直、高新

区）

36.6
(1)

-18.8
(5)

10
-28.8
(5)

受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低迷影

响，信利集团等重点企业进出口下降

较大

陆丰市
4.6
(5)

9
(4)

10
-1
(4)

国际煤炭价格略有下降，陆丰宝丽华

电厂煤炭进口有所恢复

海丰县
15.3
(2)

19.9
(3)

10
9.9
(3)

去年春节后，受香港疫情停产到 6月

的两家金银首饰企业，今年生产经营

正常，进出口呈现恢复性增长。

陆河县
7.3
(4)

3533.2
(1)

10
3523.2
(1)

陆河比亚迪出口拉动

红海湾

开发区

4.6
(3)

115.1
(2)

10
105.1
(2)

国际煤炭价格略有下降，红海湾电厂

煤炭进口有所恢复

华侨管

理区

0.1
(6)

-39.4
（6)

10
-49.4
(6)

华侨罗丹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转回广

州总公司统一办理，出口下降；华侨

飞扬实业有限公司刚开始扩展外贸

渠道。

（根据各县（市、区）党委，市统计局、市发改局、市工信

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提供材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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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主席、

副主席，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

分送：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市直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

中共汕尾市委办公室信息调研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