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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珠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珠海改革发展

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珠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珠海系列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

市委“1313”思路举措，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的珠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一、综合

经广东省统计局统一核算，2024 年珠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初步核算数）4479.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73.61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对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的贡献率为1.47%；第二产业增加值1904.93亿元，增长4.9%，

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59.34%；第三产业增加值

2500.52 亿元，增长 2.4%，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39.19%。三次产业的比例为 1.64∶42.53∶55.83。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17.87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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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51.8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44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228.95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90.91%，比上年末提高 0.04 个百分点。全年

出生人口 2.32 万人，出生率 9.26‰；死亡人口 0.76 万人，死

亡率 3.03‰；自然增长人口 1.56 万人，自然增长率 6.22‰。

图 1 2020-2024 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48521 人，19119 名城镇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2142 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与上年相比持平。其中，食品烟酒、衣

着、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0.1%、0.4%、0.7%、2.0%、2.0%；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

通通信价格分别下降 0.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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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4 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指数

表 1 2024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指标 价格指数（上年=100） 比上年涨跌幅度（%）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0.0 0.0

食品烟酒 100.1 0.1

其中：粮食 98.2 -1.8

鲜菜 99.8 -0.2

畜肉 97.9 -2.1

水产品 100.8 0.8

蛋 96.9 -3.1

鲜果 99.6 -0.4

衣着 100.4 0.4

居住 99.6 -0.4

生活用品及服务 99.9 -0.1

交通通信 98.6 -1.4

教育文化娱乐 100.7 0.7

医疗保健 102.0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 102.0 2.0

在总指数中：服务价格指数 100.2 0.2

消费品价格指数 99.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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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 15.0%，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31.6%；装备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12.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37.8%；先进制造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58.6%。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中，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3.6%。全

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增长 5.8%，占限

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比重 34.4%。全年新登记经营主体 5.32 万

户，日均（从 2023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4 日统计，

按 251 个工作日计算）新登记企业 95.67 户，年末经营主体总

数 45.99 万户。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分区域看，香洲、金湾和斗

门三个行政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93.29 亿元、946.28 亿

元和 539.49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6%、4.0%和 1.6%。

表 2 2024 年分区域主要指标

区域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比上年

增长

（%）

香洲区 2993.29 3.6 12.5 -12.7 0.3

金湾区 946.28 4.0 6.9 -20.5 1.8

斗门区 539.49 1.6 2.7 -29.6 -3.3

绿美珠海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全市灰霾天气日数 9 天，与

上年持平。全年有效监测天数共 366 天，其中，212 天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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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一级（优），占 57.92%；131 天空气质量级别二级（良），

占35.79%。全市建成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19座，设计规模107.8

万吨/日，乡镇污水厂 2 座，设计规模 5.5 万吨/日。城镇污水

处理率为 100%。全市 5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Ⅰ-Ⅱ类水质的断

面比例 80%；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 20%，Ⅳ类水质的断面比例 0%，

无Ⅴ类水质和超过Ⅴ类水质的断面。9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达标率 100%。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3.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其中，农业产值 11.42 亿元，下降 16.2%；林业产值 0.57

亿元，增长 121.4%；畜牧业产值 4.11 亿元，下降 2.1%；渔业

产值 105.03 亿元，增长 6.2%；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2.70 亿元，

增长 9.2%。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20.84 万亩，比上年减少 0.23 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0.34 万亩，增加 2.29 万亩；油料种

植面积 0.31 万亩，增加 128 亩；蔬菜种植面积 10.53 万亩，减

少 0.13 万亩。水产养殖面积 37.61 万亩，增加 0.44 万亩。

全年粮食总产量 3.85 万吨，比上年增长 29.3%；油料产量

774 吨，增长 4.6%；蔬菜产量 13.34 万吨，下降 3.0%；水果产

量 5.86 万吨，下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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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2024 年粮食产量及增长速度

全年肉类总产量 1.16 万吨，比上年增长 7.8%。其中，猪肉

产量 0.91 万吨，增长 4.1%；禽肉产量 0.21 万吨，增长 5.5%。

年末生猪饲养量 17.97 万头，比上年下降 8.3%。其中，生猪存

栏 6.19 万头，下降 16.7%；生猪出栏 11.78 万头，下降 3.2%。

全年水产品产量 38.09 万吨，比上年增长 6.2%。其中，海

洋捕捞0.79万吨，下降6.5%；海水养殖18.84万吨，增长18.2%；

淡水捕捞 0.12 万吨，下降 6.4%；淡水养殖 18.10 万吨，下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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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0%。其中，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2.8%，民营企业增长 13.1%。港澳台及外商

投资企业增长 4.0%，股份制企业增长 11.2%。在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中，轻工业增长 9.5%，重工业增长 8.5%，规模以上轻重

工业比例为 46.1∶53.9。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长 3.4%，

中型企业增长 18.7%，小微型企业增长 11.1%。分地区看，香洲

区、金湾区和斗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12.5%、6.9%和 2.7%。

图 4 2020-2024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七大工业支柱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8%。其中，精密机

械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生物医药业、家电电气业、电子信息

业和电力能源业分别增长 43.2%、13.4%、9.6%、8.7%、7.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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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天然气开采业下降 2.3%。

“4+3”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7%。其中，高端装备制

造业、集成电路业、精细化工业、智能家电业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业分别增长 35.2%、21.4%、15.9%、12.8%和 7.2%，生物医药

与健康业和新能源业分别下降 2.2%和 6.5%。

全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增长 9.6%，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28.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

长 5.4%，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 11.2%，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74.7%。

全年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中，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1.7%，先进装备制造业下降 0.1%，石油化工业增长 5.5%，先进

轻纺制造业增长 11.9%，新材料制造业增长 17.7%，生物医药及

高性能医疗器械业增长 6.1%。

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增长 7.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 4.1%，通用设

备制造业增长 8.3%，汽车制造业增长 6.8%。

传统优势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3%。其中，纺织服装业

增长 13.9%，食品饮料业下降 15.7%，家具制造业下降 3.4%，建

筑材料业下降 14.7%，金属制品业增长 1.8%，家用电力器具制

造业增长 13.7%。

工作母机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5.5%。其中，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业下降 21.3%，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 9 -

业下降 7.8%，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业增长 22.2%，电子

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8.6%。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0%。其中，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下降 18.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3.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1.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业增长 3.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18.6%，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2.5%。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的 137 种产品中，产量比上年增

加的有 70 种，其中增幅较大的主要产品有：化学纤维、房间空

气调节器和工业机器人，分别比上年增长93.1%、30.1%和29.6%；

产量比上年减少的有 65 种，其中降幅较大的主要产品有:商品

混凝土和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材，分别比上年下降35.3%和16.4%。

表 3 2024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饲料 万吨 126.81 -2.0

饮料 万吨 64.72 6.2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75.35 -5.5

化学药品原药 吨 1713.90 8.9

初级形态塑料 万吨 16.69 13.5

合成纤维单体 万吨 225.68 7.0

化学纤维 万吨 27.58 93.1

塑料制品 万吨 20.00 -7.1

水泥 万吨 85.11 0.9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1072.26 -35.3

钢材 万吨 297.28 -0.3

气体压缩机 万台 2323.19 13.1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材 万台 123.27 -16.4

工业机器人 套 32197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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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 万只（自然只） 47338.62 -6.2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3550.04 30.1

灯具及照明装置 万套（台、个） 2526.54 28.6

打印机 万台 932.91 3.0

彩色电视机 万台 391.17 7.2

集成电路 万块 121362.90 -8.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 130.1%，资产负债率

54.1%。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639.9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8.1%。其中，盈利企业实现盈利 760.60 亿元，增长 9.5%；

亏损企业 590 家，亏损面 31.3%，亏损额合计 120.67 亿元，增

长 17.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0.39 元，比上年增加 0.76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9.27%，比

上年提升 0.51 百分点。

表 4 2024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利润总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639.93 8.1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28.04 -17.5

股份制企业 517.68 12.1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122.23 -5.9

其中：民营企业 441.56 15.6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0.17 7.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28.62 11.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78 7.7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296.19 亿元，比上年下降 7.9%。

全年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648 个，增长

7.2%；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359.24 亿元，下

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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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275.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07.53 亿元，增长 8.6%；住宿

和餐饮业增加值 54.37 亿元，增长 4.6%；金融业增加值 422.72

亿元，下降 3.7%；房地产业增加值 286.73 亿元，下降 4.7%。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1773.94 亿元，增长 2.5%。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85.4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5.1%；利润总额 434.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8%。分行业

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增长 8.2%，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9.9%，房地产业（不含房

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下降 4.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

入增长 2.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5.2%，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营业收入下降 39.6%，教育行业营业收入

增长 8.1%，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7.0%，

卫生和社会工作营业收入下降 11.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

收入下降 3.1%。

五、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18.2%。其中，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 11.4%。分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下降 59.9%，

民间投资下降 14.5%，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增长 13.7%。分地区看，

香洲区下降 12.7%，金湾区下降 20.5%，斗门区下降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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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490.2%，第

二产业投资下降 27.8%；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13.1%。民间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5.4%。工业投资下降 27.4%，占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 31.8%。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16.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9.5%，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下降 0.3%。

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17.6%，航空运输业投资下降 33.0%。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下降 22.4%，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8.1%。其中，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下降 19.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

造业投资下降 51.5%。先进制造业投资下降 30.4%，占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为 19.2%。

图 5 2020-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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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4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18.2

农、林、牧、渔业 659.4

采矿业 27.2

制造业 -30.8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3

建筑业 --

批发和零售业 85.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6

住宿和餐饮业 36.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2.7

金融业 --

房地产业 -13.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8.3

教育 -9.6

卫生和社会工作 -3.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9.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6.4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452.32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4%。按

地区分，香洲区投资 320.81 亿元，下降 6.0%；金湾区投资 81.95

亿元，下降 9.0%；斗门区投资 49.56 亿元，下降 37.2%。在房

地产开发投资中，商品房住宅投资 287.80 亿元，下降 10.6%。

其中，90 平方米及以下住宅投资 104.05 亿元，下降 15.6%；90～

144 平方米住宅投资 155.78 亿元，下降 2.3%；144 平方米及以

上住宅投资 27.97 亿元，下降 28.6%。按用途分，办公楼投资

58.31 亿元，下降 5.3%；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45.81 亿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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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2928.69 万平方米，下降 8.5%，其

中，商品住宅 1551.05 万平方米，下降 10.0%。商品房竣工面积

347.28 万平方米，下降 10.0%，其中，住宅 209.69 万平方米，

下降 21.4%。商品房销售面积 251.17 万平方米，下降 7.3%，其

中，住宅 203.46 万平方米，下降 6.2%。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793.59 万平方米，增长 16.8%，其中，住宅 313.51 万平方米，

增长 18.8%。

全年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 0 套，基本建成 1776 套；保障性

租赁住房开工建设和筹集 10055 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168 个，涉及居民 5.1 万户。

表 6 2024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452.32 -11.4

其中：土地购置费 亿元 112.61 6.4

其中：住宅 亿元 287.80 -10.6

其中：90 平方米及以下 亿元 104.05 -15.6

90～144 平方米 亿元 155.78 -2.3

144 平方米及以上 亿元 27.97 -28.6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2928.69 -8.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551.05 -10.0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198.69 -3.9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28.39 -13.4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347.28 -10.0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209.69 -21.4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251.17 -7.3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203.46 -6.2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520.31 -18.6

其中：住宅 亿元 455.01 -16.1

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亿元 763.95 -11.7

其中：国内贷款 亿元 124.42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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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按揭贷款 亿元 69.61 -41.0

待售面积 万平方米 793.59 16.8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313.51 18.8

六、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3.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0.2%。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494.18 亿元，下降 0.3%；限额以

上单位餐饮收入 72.51 亿元，增长 7.7%。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石油及制品类零售

额 69.07 亿元，比上年下降 7.4%；汽车类零售额 132.37 亿元，

下降 6.3%；粮油食品类零售额 54.50 亿元，增长 28.2%；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13.61 亿元，下降 14.3%；化妆品类零售

额 9.38 亿元，增长 15.2%；金银珠宝类零售额 3.98 亿元，增长

111.9%；日用品类零售额 12.09 亿元，增长 4.8%；体育、娱乐

用品类零售额 0.93 亿元，下降 23.6%；书报杂志类零售额 1.66

亿元，下降 4.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 110.07 亿元，

增长 4.2%；中西药品类零售额 9.13 亿元，下降 0.8%；文化办

公用品类零售额 12.29 亿元，增长 4.1%；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12.34 亿元，下降 6.9%；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0.41 亿元，

下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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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经济

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 3242.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其

中，出口 2295.59 亿元，增长 13.5%；进口 946.52 亿元，增长

0.5%。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1349.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6%。2024 年，珠海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315.80

亿元，同比增长 11.8%。

表 7 2024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金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进出口总额 3242.11 9.4

外贸出口额 2295.59 13.5

其中：一般贸易 1679.65 26.5

加工贸易 532.06 -14.6

其中：国有企业 30.63 -18.2

民营企业 1494.70 28.4

外商投资企业 769.57 -6.2

外贸进口额 946.52 0.5

其中：一般贸易 400.95 -5.1

加工贸易 346.60 9.2

其中：国有企业 18.81 -34.5

民营企业 341.50 27.7

外商投资企业 583.03 -9.1

外贸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 1349.07 24.6

表 8 2024 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额及其增长速度
国家和地区 外贸出口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东盟 336.51 7.1

欧盟 360.30 4.2

中国香港 256.75 -1.6

美国 294.19 47.9

印度 122.64 -3.6

德国 80.59 -4.6

马来西亚 94.6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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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4 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贸进口额及其增长速度
国家和地区 外贸进口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东盟 139.10 -11.0

欧盟 111.01 7.9

美国 124.82 35.1

日本 70.90 -11.1

中国台湾 77.81 15.4

澳大利亚 34.15 -37.0

韩国 45.10 -4.0

全年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438 个，比上年增长 9.9%；实际外

资金额 9.35 亿美元，下降 20.0%。实际吸收外资的来源地构成

中，中国香港占 42.8%，中国澳门占 27.9%，德国占 0.08%；行

业构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57.5%，制造业占 12.0%，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4.0%。截至 2024 年底，全市累计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33024 家，累计实际吸收外资 408.44 亿美元。登记为

在营状态的外商投资企业实有 19691 户。

全年境外非金融类投资新增备案项目 131 个，比上年增长

33.7%；对外协议投资额 19.36 亿美元，增长 203.1%；对外实际

投资额 5.55 亿美元，下降 45.0%。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年

末在外人员 30768 人，增长 4.4%。

表 10 2024 年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行业
新设企业
数(家)

比上年
增长(%)

实际吸收外
资(万美元)

比上年
增长(%)

总计 2438 9.9 93495 -20.0

农、林、牧、渔业 6 50.0 0 0.0

制造业 61 -3.2 11207 -31.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 0.0 0 -100.0

建筑业 53 -25.4 1435 1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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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 441 -2.0 2128 -11.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5 9.4 4460 357.0

住宿和餐饮业 141 42.4 2243 16.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9 61.6 1586 -26.3

金融业 9 -73.5 4264 -30.2

房地产业 49 -17.0 7599 -20.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46 4.9 53758 -7.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35 4.8 3779 -75.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 -14.3 0 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4 25.5 185 -59.2

教育 9 350.0 52 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 125.0 0 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4 35.5 799 -71.8

八、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107.5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6%。货物运输总量 9811.39 万吨，下降 7.7%。货物

运输周转量449.24亿吨公里，下降7.0%。旅客运输总量8120.30

万人，增长 26.7%。旅客运输周转量 84.05 亿人公里，增长 23.7%

（不包含铁路旅客运输周转量）。

表 11 2024 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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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39 -7.7

铁路 万吨 1374.62 19.7

公路 万吨 4821.12 -11.1

水路 万吨 3614.53 -11.0

民航 万吨 1.13 16.7

货物运输周转量 亿吨公里 449.24 -7.0

铁路 亿吨公里 26.05 31.5

公路 亿吨公里 39.92 -0.3

水路 亿吨公里 383.08 -9.4

民航 亿吨公里 0.19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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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4 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总量 万人 8120.30 26.7

铁路 万人 2751.07 16.6

公路 万人 4508.63 39.1

水路 万人 545.94 1.6

航空 万人 314.65 17.0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84.05 23.7

公路 亿人公里 31.72 40.1

水路 亿人公里 1.75 -2.4

航空 亿人公里 50.58 16.2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86.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3%。其

中，邮政业务总量34.18亿元，增长52.3%；快递业务量24529.11

万件，增长 21.4%；快递业务收入 28.37 亿元，增长 15.1%；电

信业务总量 52.53 亿元，增长 9.7%。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 1487.63 公里，比上年末减少 2.5%。其

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259.05 公里，增长 4.3%。轨道交通通车

里程 117.6 公里（2024 年珠机城际二期开通，有轨电车拆除）。

全年全市铁路客运量到发总数为 2751.07 万人次，其中，发送

1390.25 万人次，到达 1360.82 万人次；全年全市铁路货运量为

1374.62 万吨，其中，发送 1300.16 万吨，到达 74.46 万吨。

年末全市民用机动车保有量达 106.59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4.2%。其中，私人汽车 88.44 万辆，增长 4.8%。民用轿车保有

量 59.19 万辆，增长 3.1%。其中，私人轿车 55.31 万辆，增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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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市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2562 万吨，比上年增长

5.7%。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5803 万吨，增长 22.9%；内贸货

物吞吐量 6759 万吨，下降 5.7%。港口集装箱 128 万标箱，增长

4.5%。旅客吞吐量 491 万人次，下降 1.9%。截至 2024 年底，全

市共有泊位 144 个（其中生产性泊位 134 个、非生产性泊位 10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生产性泊位 34 个，设计年通过能力 1.72

亿吨、集装箱吞吐能力 353 万标准箱；干散货泊位 20 个，年吞

吐能力 8064 万吨；油、气、化工品液体散货泊位 36 个，年吞

吐能力 4901 万吨；多用途泊位 17 个，年吞吐能力货物 705 万

吨、集装箱 93 万标箱；集装箱专用泊位 5 个，年吞吐能力 260

万标箱；件杂货泊位 21 个，年吞吐能力 670 万吨；客运及陆岛

交通泊位 35 个，年吞吐能力旅客 1001 万人、货物 2 万吨。

全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533.69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6.9%。

其中，外国人 26.16 万人次，增长 130.2%；香港、澳门和台湾

同胞 507.53 万人次，增长 34.1%。在入境旅游人数中，过夜游

客 230.50 万人次，增长 57.7%。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7.35 亿美

元，增长 73.3%。接待国内游客 4546.01 万人次，增长 17.4%，

其中，过夜游客 1806.13 万人次，增长 12.8%。国内旅游收入

519.37 亿元，增长 13.2%。纳入统计范围的宾馆酒店平均开房

率 58.80%，比上年提高 2.28 个百分点。全年纳入统计范围的主

要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 3869.42 万人次，增长 12.7%。旅行社组

团国内游 78.85 万人次，下降 3.1%。实现旅游总收入 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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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21.4%。

九、财政金融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5.16 亿元，比上年下降 1.5%。

其中，税收收入 292.87 亿元，下降 2.5%。在税收收入中，增值

税 84.49 亿元，同比下降 3.8%；企业所得税 51.47 亿元，下降

5.2%；个人所得税 24.72 亿元，下降 3.1%；房产税 26.66 亿元，

增长 45.0%。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49.98 亿元，比上年下降 3.3%。

其中，教育支出 111.70 亿元，下降 1.9%；科学技术支出 46.53

亿元，下降 19.3%；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 6.89 亿元，下降

4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45 亿元，下降 30.1%；卫生健

康支出 31.66 亿元，下降 21.5%；节能环保支出 10.35 亿元，增

长 38.7%；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卫生健康、

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住房保障等

九项民生支出合计共 435.71 亿元，增长 2.0%，占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67.0%。

2024 年末全市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2764.05 亿元，比年初增长 4.9%。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3600.10

亿元，增长8.7%；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6211.86亿元，下降1.3%；

机关团体存款余额 1221.23 亿元，增长 7.8%；财政性存款余额

227.72 亿元，增长 12.2%；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793.41

亿元，增长 36.4%；境外存款余额 709.72 亿元，增长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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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末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1596.87

亿元，比年初增长 4.6%。其中，住户贷款余额 4034.89 亿元，

下降 0.9%；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7169.84 亿元，增长 6.8%；

境外贷款余额 392.14 亿元，增长 29.1%。

表13 2024年全市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年末数（亿元） 比年初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2764.05 4.9

其中：住户存款 3600.10 8.7

非金融企业存款 6211.86 -1.3

机关团体存款 1221.23 7.8

财政性存款 227.72 12.2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793.41 36.4

境外存款 709.72 10.0

其中：中资机构人民币 12163.19 3.0

各项贷款余额 11596.87 4.6

其中：住户贷款 4034.89 -0.9

企（事）业单位贷款 7169.84 6.8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0.00 0.0

境外贷款 392.14 29.1

其中：中资机构人民币 11224.32 3.6

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全市共有上市公司 50 家（其中，境

内上市公司 40 家，总市值 5863.89 亿元；境外上市公司 10 家）；

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企业 60 家。全市各类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筹

集资金 297.75 亿元；其中，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再融资 3.08 亿

元，公司债、可转债、可交债和资产支持证券（ABS）融资 294.32

亿元。证券公司 1 家，证券公司分支机构 65 家，股票账户数

1893314 户，增长 4.5%；代理股票交易额 14938.4 亿元，增长

22.0%；从业人员数 978 人。公募基金公司 2 家，共管理 82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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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基金规模 30800.82 亿份，增长 11.2%；基金净值

35204.36 亿元，增长 21.5%。期货公司营业部 4 家，全年代理

交易额 4880.09 亿元，增长 27.5%。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551 家，管理私募基金 4895 只，基金

规模 6790.24 亿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全市保险法人机构 2 家，分支机构

165 家。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195.13 亿元，比上年下降 0.6%。其

中，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 148.43 亿元，下降 1.0%；财产险公司

保费收入 46.70 亿元，增长 0.5%；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保

费收入 29.81 亿元，下降 0.5%。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4.36%。全年赔付支出共 70.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7%。其中，人身险公司赔（给）付支出 42.53 亿元，增长 37.9%；

财产险公司赔款支出 27.90 亿元，下降 3.9%；健康险和意外伤

害险业务赔付支出 5.72 亿元，增长 9.8%。

十、教育和科学技术

截至 2024 年 9 月，全市共有各级各类普通学校（包括幼儿

园）725 所，比上年增加 15 所。招生 16.30 万人，增长 0.5%；

在校生 61.45 万人，与上年持平；毕业生 15.59 万人，下降 1.7%。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 99.88%、

100%、99.94%。2024 年各级财政安排 12 年免费义务教育补贴资

金 4.66 亿元，惠及全市 234 间学校的 31.17 万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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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招生 3.71 万人，增长 24.2%；在

校生 12.61 万人，下降 3.9%；毕业生 3.63 万人，下降 13.7%。

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招生 1.26 万人，增长 7.0%；

在校生 3.47 万人，下降 5.9%；毕业生 1.10 万人，增长 4.5%。

普通中学（含初中和高中）招生 5.10 万人，增长 7.1%；在校生

14.12 万人，增长 8.2%；毕业生 3.93 万人，增长 3.5%。小学招

生 3.94 万人，下降 11.5%；在校生 22.64 万人，增长 3.2%；毕

业生 3.40 万人，增长 10.1%。特殊教育学校招生 125 人，在校

生 953 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 8.51 万人，下降 10.9%。全市小

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10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100%，初中毕业

生升学率 99%，高中毕业生升学率 92.37%。2024 年我市普通高

考考生总数为 13249 人，实考人数为 12695 人。

共有 5 个项目获得 2023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其中，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2 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2024 年，全市专利

授权量共 28027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11527 件。全年共

有 3445 家企业获得专利授权 26769 件。其中，1545 家企业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 11176 件。《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

请量 551 件，同比下降 2.3%。截至 2024 年底，全市有效专利量

162933 件，同比增长 9.1%，有效发明专利量 46921 件，同比增

长 28.2%，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 11536 件，同

比增长 27.0%。全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188.13 件。

全年技术合同 528 项，合同金额 53.62 亿元，技术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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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1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 2900 家。全市现有省级新型

研发机构 17 家，省级以上孵化器 16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02 家，拥有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1 家。已建立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 10 家、省级 123 家、市级 466 家，广东省工程研究中心

4 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2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22 家。拥

有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3个。2024年累计建成5G基站15156

座。

全市共有建成的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个，省级授

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6 个；获得省级资质认定计量认证的

检验检测机构 136 家。获得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三大管理体

系认证的企业分别为 4064、2262 和 1750 家，获得强制性产品

认证的企业 165 家。全市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5 件。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11 个，区级及以上文

化馆 4 个，公共图书馆 4 个。博物馆 11 个（国有 4 个，非国有

7 个），美术馆 5 个（国有 1 个，非国有 4 个），镇街文化站

25 个。年末全市共有正常营业电影院 44 家。电视台 2 个，电台

2 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达 100%。

年末有线广播电视用户 40.57 万户，比上年末减少 2.0%；4K 用

户数 26.18 万户，增长 11.0%。全年生产电视剧 1 部。全年出版

报纸 2018.86 万份，各类期刊 4.6 万册，公共图书馆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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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量 300.97 万册，群众文艺作品创作获省级奖 21 个。全市

共有综合档案馆 4 个。建成农家书屋 122 家，每万人公共文化

设施面积 1648.81 平方米。2023 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141.82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3%。

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263 个。其中，医院 49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3 个（妇幼保健机构 2 个、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 6 个、健康教育机构 1 个、急救中心 1 个、中心血站 1 个、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 2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185 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16 个，卫生院 12 个，村卫生室 138 个，

门诊部 230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689 个），其他卫生机

构 16 个，医疗卫生机构总数比上年增加 102 个。全市实有床位

13999 张，比上年末增长 4.1%。其中，医院 12687 张、妇幼保

健院 966 张、卫生院 256 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在岗职工

30296 人，增长 2.9%。其中，执业（助理）医师共 10129 人、

注册护士 12048 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2098 人、

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 974 人。2024 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报

告乙类传染病 15 种 22070 例，发病率为 891.02/10 万；报告死

亡 55 例，乙类传染病死亡率为 2.22/10 万。

2024 年共参加国际大赛获得 3 金 1 银 1 铜；参加全国级比

赛获得 17 金 3 银 4 铜。省青少年锦标赛共派出 35 个项目 1079

名运动员参赛，获得 32 金 47 银 64 铜，团体总分 3927 分，其

中社会力量队伍参加省锦标赛获得金牌 10 枚。全年共获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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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运动员称号 89 人次，国家二级运动员 396 人次。

十二、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7315 元，比上年名义（以

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名义增速）增长 3.6%，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3.6%。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052

元，比上年增长 3.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077 元，

比上年增长 5.4%。全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2616 元，比上

年增长 1.6%。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4125

元，比上年增长 1.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7588 元，

比上年增长 3.3%。全体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1.0%，比上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 30.7%，农村为 36.6%。

表 14 2024 年珠海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指标 绝对值（元） 占比(%)

消费支出 42616 100.0

食品烟酒 13226 31.0

衣着 1473 3.5

居住 11340 26.6

生活用品及服务 2346 5.5

交通通信 5230 12.3

教育文化娱乐 4655 10.9

医疗保健 3043 7.1

其他用品和服务 1303 3.1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离退休）161.84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2.5%。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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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含领取养老金人员），减少0.7%。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48.60

万人，增长 3.5%。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71.45 万人，

增长 4.7%；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77.15 万人，增长 0.9%。

参加生育保险 126.36 万人，减少 0.04%。参加工伤保险 130.93

万人，增长 0.2%。参加失业保险 123.40 万人，增长 0.3%。

表 15 2024 年末全市参加各类保险人数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参保人数（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离退休） 161.84 2.5

其中：企业职工（不含离退休） 130.76 1.2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含离退休） 5.29 0.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1.17 -0.7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248.60 3.5

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71.45 4.7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77.15 0.9

参加生育保险 126.36 -0.04

参加工伤保险 130.93 0.2

参加失业保险 123.40 0.3

全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60.55 亿元，增长 9.1%，基金支出

453.86 亿元，增长 9.9%；年末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609.44

亿元。2024 年度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幅度为 3.15%；失业

金标准达 1710 元/月。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43822 人，

增长 13.1%。全年珠海市医疗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77.44 亿元，增

长 2.6%，支出 72.55 亿元，增长 13.6%，当期结余 4.89 亿元，

年末累计结余 55.04 亿元。

至 2024 年底，全市共有在册低保对象 5494 人（其中，城

市低保 2910 人，农村低保 2584 人），特困人员 934 人。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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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机构床位 4084 张，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 2247 人次。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335 处。2024 年度，

珠海市共发行销售福利彩票 6.80 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 1.98

亿元，其中，本市留用 0.75 亿元。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为 2420

个。志愿服务组织及团体数达 5141 个，人均志愿服务时长 4.59

小时，发布并开展的志愿活动数达 326750 个。至 2024 年底，

全市志愿者注册总人数 795837 人，注册志愿者人均参与志愿服

务时数累计达 30.31 小时。

十三、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根据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全市土地面积为

1725.07 平方公里。其中，香洲区为 539.76 平方公里；金湾区

为 570.99 平方公里；斗门区为 614.32 平方公里。

2024 年全市因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8553.93 万元，

其中，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8502.79 万元，台风灾害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1.14万元。农作物受灾面积793.43公顷，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350.08 公顷。全市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点）

共 143 处，经工程治理及排险，已降为 63 处，未发生因地质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事件。全市近岸海域监测到赤

潮 3 次。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 9348 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

227.26 公里，拥有大小岛屿 262 个，其中，有居民海岛 10 个，

无居民海岛 25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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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水资源总量 17.87 亿立方米。年末 4 座中型水库蓄水

总量 0.48 亿立方米，减少 13.2%。全年总用水量 6.19 亿立方米

（含供给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0.22 亿立方米），增长 3.3%。其

中，居民生活用水增长 4.0%，工业用水增长 4.8%，农业用水增

长 4.3%，生态用水增长 0.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13.82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1.24 立方米。全市供水系统

供水量 4.84 亿立方米，上升 1.2%；售水量 4.35 亿立方米，上

升 3.1%；工业用水 1.44 亿立方米，上升 6.4%；居民生活用水

1.5 亿立方米，上升 3.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 100%。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778.83 万吨标准煤，比上年

下降 0.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8.4%。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275.00 亿千瓦时，增长 9.5%。其中，工业用电量 151.82 亿千

瓦时，增长 9.8%。

全年日照时数 1574.9 小时，降雨量 2456.5 毫米，平均气

温 24.0 摄氏度。全市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浓度年均值浓度分别为 19

微克/立方米、33 微克/立方米、6 微克/立方米、18 微克/立方

米，臭氧日最大 8 小时（O3-8h）平均值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为 146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均值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0.7

毫克/立方米。

全市共有天气雷达观测站 5 个，天气雷达 5 部。城乡生活

垃圾产生量 125.93 万吨（含厨余垃圾），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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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达到100%。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22.28

平方米/人，比上年减少 0.03 平方米/人。全年完成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共 34510 亩，其中，人工造林 2519 亩，低质低效林分改

造 5773 亩，封山育林 4445 亩，新造林抚育 12637 亩，森林抚

育 9136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2.16%。全市共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1 个，面积 4.6 万公顷。

2024 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71 宗，比上年下降 7.8%；

死亡 46 人，下降 11.5%；受伤 38 人，与上年持平；直接经济损

失 2869.8 万元，上升 33.5%。其中，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没有

发生事故；商贸制造业事故死亡 6 人，占 13.0%；建筑业事故死

亡13人，占 28.3%；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事故死亡16人，占 34.8%；

其他行业事故死亡 11 人，占 23.9%。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率为 0.0116 人/亿元，营运车辆万车死亡率为 3.932

人/万车（包含校车）。

2024 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329 起，比上年下降 3.8%；造

成死亡 97 人，下降 3.0%，其中，涉生产安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 12 人，下降 25.0%；受伤 22 人，上升 4.8%；直接经济损

失 5.73 万元，上升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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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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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统计起点为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项目，

增速为可比口径。

5.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标准为：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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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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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制造业共 8

个大类行业中属于重工业的部分加上船舶修理和航空航天器修理两个小

类行业。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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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9.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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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0.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

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11.高技术服务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服务业）

分类（2018）》，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

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与转化服务、知

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

类 63 个行业小类。

1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包括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

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和其他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

13.邮政业务总量按 2020 年不变价计算，电信业务总量按 2023 年不

变价计算。

14.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进行

修订。

15.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和受灾面积相关数据不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财政数据来自市财政局；科学技术奖、技术合同、高新技

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数据来自市科技

创新局；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业化示范基地、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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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等数据来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

数据来自市发展和改革局；商事登记、专利、质量检验、驰名商标数据

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外贸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市商务局；

轨道通车里程、铁路运输数据来自市轨道交通局；公路通车里程、港口

运输数据来自市交通运输局；民用汽车数据来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旅游、艺术表演团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图

书、体育等数据来自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电影院、农家书屋、报纸

期刊数据来自市委宣传部；档案馆数据来自市档案局；货币金融数据来

自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分行；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及交易

数据来自市委办（金融）；保险数据来自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珠海监管分

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育局；卫生数据来自市卫生健康局；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等数据来自市医疗保障局；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员、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数据来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低保、

社会福利、志愿服务团体和志愿者数据来自市民政局；社区设施数来自

市委社会工作部；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农作物和水产养殖受灾数据来

自市应急管理局；水资源、污水处理数据来自市水务局；公园绿地面积

来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数据来自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气象数据来自市气象局；环境监测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

赤潮、海域和海岛数据来自海洋发展局；土地面积、地质灾害、林业、

自然保护区数据来自市自然资源局；其他数据来自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

局珠海调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