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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河 统 计
第 1期

陆河县统计局编 2025年 04月 15日

2024 年陆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汕尾全新发展定位，深入推进“百

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绿美陆河生态建设，高效完成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全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

一、综合

经汕尾市统计局统一核算，2024 年陆河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初步核算数）14800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3%。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195040 万元，增长 5.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 55.2%；第二产业增加值 442546 万元，下降 1.7%，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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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5%；第三产业增加值 842444 万元，增

长 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6.3%。三次产业结构为

13.2:29.9:56.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9118 元，增长 0.9%。

图 1 2019—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 2 2019—2024 年三次产业结构图

2024年末，全县常住人口25.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9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3.98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55.74%。年末户籍人口 351863 人，其中城

镇人口 155643 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 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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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170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270

人，年末城镇实有登记失业人员 599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38%。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持平。

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 324912 万元，比上年增长

8.6%。其中，农业产值 203042 万元，增长 8.3%；林业产值

47452 万元，增长 28.7%；牧业产值 56351 万元，下降 8.1%；

渔业产值 4274 万元，增长 1.9%；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3793

万元，增长 34.8%。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62353 亩，比上年增长 0.1%；蔬

菜种植面积 80096 亩，增长 2.1%；油料种植面积 24882 亩，

增长 0.3%。全年粮食产量 58000 吨，比上年增长 1.2%；稻谷

产量 51520 吨，增长 1.1%；蔬菜产量 120029 吨，增长 4.7%；

水果产量 141756 吨，增长 7%；油料产量 5697 吨，增长 0.3%。

图 3 2019 年—2024 年粮食产量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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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肉类总产量 15836 吨，比上年下降 8.3%。其中，猪

肉产量 10258 吨，下降 7.8%；家禽肉产量 4364 吨，下降 8%。

全年生猪出栏 125325 头，下降 8.2%；生猪年末存栏 55144

头，下降 11.9%。

全年水产品产量 4275 吨，增长 2.1%。淡水产量 4275 吨，

增长 2.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30.1%，其中，集体

企业增长 8.3%，股份制企业下降 30.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企业下降 45.0%。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下降 45.1%，重工业

增长 50.3%。

图4 2019—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46.9%，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 55.7%。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46.9%。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63.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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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的比重 18.9%。其中，先进轻纺制造业增长 13.7%，新材

料制造业增长 29.4%。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4.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 12.1%。其中，金属制品业增长 36.6%。

优势传统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7%，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 22.0%。其中，食品饮料业增长 13.7%，建筑材

料业增长 39.6%，金属制品业增长 13.2%。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7.6%，其中，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增长 52.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37.1%，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8.9%。

表 1 2024 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

建筑用天然石料 立方米 592636 0.4

鲜、冷藏肉 吨 2029 1.5

人造板 立方米 69413 -5.4

铸铁件 吨 13989 72.5

金属门窗及类似制品 吨 54 -81.3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 台（套） 148 322.9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417645 -8.7

夹层玻璃 平方米 101157 11.7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76559 万元，比上年下

降 23.2%。亏损企业亏损额 9315 万元，下降 50.8%。亏损企

业亏损面 35.5%，比上年下降 17.8 个百分点。

全县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12456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9%。全县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14 个，

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54343 万元，增长 8.2%。

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97104 万元，比上年增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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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29004 万元，增长 3.3%；住

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27891 万元，下降 3.3%；金融业增加值

34657 万元，下降 2.4%；房地产业增加值 110628 万元，下降

7.0%。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9917 万元，比

上年增长 4.7%。分行业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3%，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降 66.9%，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下降 7.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358.3%。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78 万吨，比上年增长 3.6%；货物运输

周转量 9133 万吨公里，下降 2.7%。旅客运输总量 124 万人，

增长 11%；旅客运输周转量 9538 万人公里，增长 7.4%；公路

运输总周转量 10087 万吨公里，下降 1.8%。

表 2 2024 年货物和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总量 万吨 78 3.6
货物运输周转量 万吨公里 9133 -2.7
旅客运输总量 万人 124 11.0
旅客运输周转量 万人公里 9538 7.4
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万吨公里 10087 -1.8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1604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43

公里。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620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7%。分经营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1159 万元，增长

2.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 115042 万元，增长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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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202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六、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2.9%。分投资主体看，国

有经济投资下降 40.4%，民间投资下降 9%；港澳台商投资增

长 432.9%，外商投资下降 100%，私营个体经济增长 21.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61.2%，第二产业投资下降0.9%，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2.4%。

图 6 2019—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下降 3.8%，占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42.2%。工业投资下降 0.9%，占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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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的比重 44.4%。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38.9%，占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 0.9%。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下降 97.4%，占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 0.1%。

表 3 2024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2.9

农、林、牧、渔业 -53.6

制造业 18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8

批发和零售业 15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9.2

住宿和餐饮业 -35.6

房地产业 -6.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94.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9.2

教育 -1.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8.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7.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83091 万元，比上年下降 9.4%。全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74033 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75.8%。

七、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134166 万元，比上年下降 75.2%。

其中，出口 132544 万元，下降 75.5%；进口 1621 万元，增长

28.9%。进出口顺差（出口减进口）130923 万元。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2769 万元，下降 22%。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307 万元，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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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5.1%，其中，税收收入 27928 万元，下降 7.7%。全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94617 万元，下降 3.9%；其中，教育支出 77482

万元，增长 0.4%；卫生健康支出 36450 万元，下降 3.6%；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9005 万元，下降 2.3%。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158559 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 6.9%。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961313 万元，增长

6.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56398 万元，下降 9.6%。金融机

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905032 万元，增长 11.9%。其中，住

户贷款余额 583644 万元，增长 7.5%；企（事）业单位贷款余

额 319988 万元，增长 20.8%。

表 4 2024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绝对数（万元 ） 比上年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158559 6.9

其中：住户存款 961313 6.6

非金融企业存款 56398 -9.6

各项贷款余额 905032 11.9

其中：住户贷款 583644 7.5

企（事）业单位贷款 319988 20.8

图 7 2019—2024 年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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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192 元，比上年增长

5.8%。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393 元，增

长 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789 元，增长 6.5%。

图 8 2019—2024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年末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离退休）45521

人，比上年末增长 1.5%。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106292

人，下降 1.5%。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5667 人，增长 2%。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31462 人，下降 1.8%。参加失业

保险12252人，下降2.6%。参加工伤保险19331人，下降5.6%。

参加生育保险 18022 人，下降 2.4%。

全年全县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收入合计 57926 万元，

比上年增加 27 万元；年末累计结余 69418 万元。

全年城乡医疗救助 64130 人次。资助参保的人数达 11669

人次。年末城镇低保人数 326 人，农村低保人数 8456 人。全

年城镇职工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1471 人。

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床位 440 张。全县注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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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人数达 3.01 万人，注册志愿者人均参与志愿服务时数累

计达 174.7 小时。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全县各级基础教育（不含高等教育，不含中等职业

技术教育，不含技工学校）招生 15166 人，比上年下降 1.4%；

在校学生 54765 人，下降 2.2%；毕业生 16142 人，增长 5.9%。

其中，特殊教育学校招生 33 人，在校生 200 人；学前教育在

园幼儿 8733 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100%，初中毕业生升

学率 98.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6.6%。

表 5 2024 年各级各类教育招生、在校生、毕业生人数

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招生

（人）

比上年

增长

在校生

（人）

比上年

增长

毕业生

（人）

比上年

增长（%）

合计 17040 0.3% 59222 -1.6% 17458 2.5%

成人本专科 220 -46.1% 897 -32.5% 419 -54.8%

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不含技工学院）
1033 19.6% 2737 4.6% 897 3.2%

技工学校 621 77.9% 823 208.2% 0 -

普通高中 2269 3.1% 6782 1.8% 2134 9.0%

初中 4774 13.1% 13355 2.6% 4479 12.8%

小学 4053 -0.8% 25695 -2.0% 4703 12.5%

学前教育（在园儿童） 4037 -16.7% 8733 -11.9% 4809 -6.3%

特殊教育 33 57.1% 200 11.1% 17 -

年末全县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6 家，比上年增加 1 家。

全年专利授权量 106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2 件。

截至 2024 年底，全县共有建成或在建省级授权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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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机构 1 个。获得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三大管理体

系认证企业分别为 29、20 和 20 家，获得 3C 产品认证的企业

3 家。

十一、文化、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县共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 2 个，县级及以上公

共图书馆 1 个，博物馆 1 个。全县有广播电台 1 座，电视台 1

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为 100.0%。

有线广播电视用户 1.96 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1.96 万户，

均比上年同期下降 4.5%。全县图书馆共有藏书 32.4 万册，人

均图书拥有量 1.3 册。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卫生机构 191 个（含村卫生室），其

中医院 7 个、卫生院 8 个，妇幼保健机构 1 个，专科疾病防

治机构 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个，村卫生室 153 个。

全县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1439 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

业助理医师 494 人，注册护士 586 人。拥有医疗床位 1133 张，

其中医院 705 张，妇幼保健院 100 张，卫生院 323 张。全县

乡镇卫生院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592 人，床位 323 张；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9 人。

十二、资源和环境

全年平均降水量 2966.6 毫米。年末全县水库蓄水总量

5170 万立方米，增长 15.2%；全县总用水量 10227 万立方米，

下降 2.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2.23 万吨标准煤，比

上年下降 8.2%。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64739 万千瓦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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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中工业用电量 22498 万千瓦时，下降 5.2%。

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61 天；其中，优秀 292 天，良

好 69 天。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比例平均为 99.2%。年

末全县建成污水处理厂8座，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5.87万吨；

城市污水处理率 97.7%；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全年完成营造林2924.8公顷，其中人工造林134.4公顷，

当年新封山（沙）育林 536 公顷、退化林修复 1038.93 公顷、

森林抚育 1215.47 公顷。
注：

1、本公报中 2024 年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

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速度按可比口径计算。

3、2011 年起，规模以上工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口径为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增

速为可比口径。

4、规模以上服务业范围是：（1）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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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2）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

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

个行业小类；（3）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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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2012 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 年起

按照新的调查口径对外发布城乡一体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分城镇、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由于新老调查方案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城乡划分

标准、样本抽选、计算和汇总方式、指标口径等方面变化较大，改革后新口径数

据和旧口径数据存在不可比的差异。

6、2015 年起，“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名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各项存款余额中，“单位存款”更名为“非金融企业存款”、“储蓄存款”更名

为“住户存款”。

7、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修订，农业相关

历史数据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修订。

8、先进制造业包括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

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装备制造业包括

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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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9、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含外资银行，增速为可比口径。

10、部分数据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做机械调

整。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进出口、外商直接投

资数据来自县科工局；公路里程、运输数据来自县交通运输局；教育数据来自县

教育局；企业研发中心数据来自县科工局；质量检验、专利数据来自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文化、体育数据来自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生健康

局；志愿者数据来自团县委；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县公安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县水

务局；气象数据来自县气象服务中心；环境监测数据来自县生态环境局；污水处

理和生活垃圾数据来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林业数据来自县林业局；其他数据

来自陆河县统计局及上级部门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