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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珠海GDP总值703.46亿元，同比下降9.2%

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疫情短期冲击
今年以来，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全市上下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各
项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疫情防控阶段性成
效进一步巩固，复工
复产取得积极进展，
主要经济指标降幅
收窄，经济社会发展
经受住了疫情短期
冲击，总体上保持稳
定和加快恢复态势。

□本报记者 宋雪梅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0年一季度
珠海市地区生产总值为703.46亿元，同比下降9.2%。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4.47亿元，同比下降6.9%；第二产
业增加值为253.39亿元，同比下降20.7%；第三产业增加
值为435.59亿元，同比增长0.7%。

一季度，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83.90 亿元，同比下降
22.1%。其中，3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59.40 亿元，同比下降
26.6%，降幅较2月份收窄0.7个百
分点，环比增长14.2%。

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额
164.24 亿元，下降 20.3%；餐饮收
入 零 售 额 19.66 亿 元 ，下 降
34.4%。与防疫和居民生活密切相

关商品零售呈现增长态势，限额以
上商品中的中西药品类、文化办公
用品类、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零
售分别增长 18.1%、5.9%、2.8%、
0.2%。

一季度，全市旅游接待过夜游
客 208.47 万人，同比下降 66.3%；
旅游总收入 41.88 亿元，同比下降
63.5%；酒店开房率24.5%，比上年
同期下降36.1个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同比下降63.5%

防疫和生活必需品零售额增长

一季度，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28.95亿元，同比下降7.4%，
其中渔业产值同比增长2.2%。

春耕备耕顺利开展。2019年
以来全市建设5.55万亩宜机化高
标准基本农田，为春耕生产夯实基
础。市财政下达种粮补贴907万
元，补贴标准和补贴金额居全省全
列。组织供销社、农资企业调运农
资，春耕农资保障充足，价格与去
年持平。

水稻良种准备充足，以“三澳
占”等优质高产品种为主。组织开
展农机具保养、调试和检修工作，
确保农机作业安全。全市共投入
春耕生产插秧机124台，大中型拖
拉机40台，小型拖拉机600多台，
准备秧盘40万个，全力满足机耕机
插所需。

市统计局统计分析认为，总的
来看，一季度疫情对珠海经济的短

期冲击影响明显，但影响将逐步减
弱，珠海发展面临粤港澳大湾区加
快建设、珠澳合作深入推进等发展
机遇，支撑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依
然存在，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
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
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
著增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下阶段，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
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
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
大“六稳”工作力度，维护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实现决
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

农业基本平稳

春耕备耕顺利开展

一季度，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
总额549.94亿元，同比下降17.4%，
降幅较1-2月收窄1.6个百分点。
其中，3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206.87
亿元，同比下降14.6%。出口总额
301.54亿元，下降16.1%；进口总额
248.40亿元，下降18.9%。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加工
贸易、其他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下降
18.6%、21.3%、2.7%。从商品结构
看，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额分别下降6.1%、3.1%。

一季度，全市实际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 8.9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8%。其中，3月份实际吸收外商
直接投资 5.27 亿美元，同比下降
38.1%，环比增长 76.6%。全市新
设合同外资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
11 个，合同外资金额 11.79 亿美
元。一季度全市新签约重点产业
项目34个，同比增长54.5%；签约
投 资 额 405.8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7%，其中投资额超10亿元项目
7个。

对外贸易降幅收窄

重点招商项目取得进展

一季度，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99.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3%。其中，3月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24.16亿元，同比下降4.2%，环
比增长29.6%。从收入类型看，税
收收入73.49亿元，下降6.3%，非税
收入25.80亿元，增长25.7%。

一季度，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159.23亿元，增长4.7%。其
中，3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7.51
亿元，同比增长 37.3%，环比增长

147.1%。财政支出进度的加快，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提供有
力支持。

截至3月底，全市共投入疫情
防控资金10.97亿元，用于凤凰山
将军山病区建设、病例患者救治
以及防疫物资采购等疫情防控工
作。全力落实并确保全市复工复
产扶持政策资金兑现，充分发挥
财政对全市复工复产的资金效
益。

财政支出进度加快

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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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底，全市共投入
疫情防控资金10.97亿元，
用于凤凰山将军山病区建设、
病例患者救治以及防疫物资采
购等疫情防控工作

市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经济运
行情况通报显示，一季度，全市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97.25亿元，
同比下降20.7%，降幅较1-2月收窄
3.9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5.9%，降幅
较2月份收窄8.5个百分点，现价环
比增长109.7%。

从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下降
0.2%，制造业增加值下降23.3%，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加值下降11.1%。

从支柱产业看，生物医药业增加
值增长2.5%，家电电气业、石油化工
业、精密机械制造业、电力能源业、电
子信息业增加值分别下降38.0%、
24.3%、21.4%、19.2%、16.8%。

从现代产业看，一季度，先进制
造业、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
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较1-
2月加快2.5个、5.1个、3.1个、6.2个
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分别提高1.1个、3.0个、0.9个、
3.4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逐步恢复

民生及部分重点行业支撑有力

市统计局通报显示，第三产业成
为我市经济加快恢复的助推器。其
中，金融业保持良好增势。3月末，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9520.65亿元，同比增长19.2%；本外
币各项贷款余额6976.08亿元，同比
增长23.3%。

新兴服务业韧性较强。受益线

上体验需求增加，邮电通信业务保持
较快增长态势，1-2月全市邮电业务
总量同比增长27.8%，其中电信业务
总量同比增长30.0%。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中的广告业和人力资源服务
业营业收入较快增长，其中广告业、
人力资源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82.9%和28.2%。

据统计，一季度，全市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额366.33亿元，同比下降
8.9%，降幅较1-2月收窄8.3个百分
点。其中，3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1.3%。

从产业看，第一、二产业投资分
别增长299.3%、0.2%；第三产业投
资下降10.4%，降幅较1-2月收窄
9.4个百分点。

从类型看，国有经济投资下降
11.1%；民间投资增长7.3%，增速较
1-2月加快14.6个百分点。

从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1.1%，
房地产投资增长18.2%，基础设施投
资下降15.2%。

从行业看，卫生和社会工作行
业增长121.8%，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117.0%，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32.9%。

一季度，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14.8%。其中，医药制造业、航
空航天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
造 业 分 别 增 长 5.1% 、881.8% 、
14.7%、405.8%。

一季度，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完
成投资259.5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的 21.6%。其中，3月份完成投资
11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9.3%，
比月时间进度快1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活力增强

重点项目投资加快推进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53.39亿元
同比下降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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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95亿元
同比下降7.4%

其中渔业产值同比增长2.2%

2019年以来，市财政下达种粮补贴907万元，
补贴标准和补贴金额居全省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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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保持良好增势

新兴服务业韧性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