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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情概括

（一）基本概况

广东省位于我国大陆的南部，东邻福建，北接江西、湖南，西连广西，南临南海，毗邻

港澳，西南端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全境位于北纬 20°13′~25°31′和东经 109°39′~117°19′

之间。陆地面积 17.9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85%；大陆海岸线总长 3368.1公里，沿海

岛屿 759个。有珠江、韩江、漠阳江和鉴江等江河，其中珠江全长 2122公里，为我国第三

大河流，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广东地处亚热带，全年草木葱绿、生机

盎然；面临浩瀚无际的大海，背负雄峻的南岭山脉，拥有“绿水丹崖”的秀丽景色。

（二）侨乡侨情

广东省自古就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近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重

点侨乡。

海外侨胞众多、归侨侨眷众多：

广东有 3000多万海外侨胞，遍及世界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尼、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欧美的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南

美洲的秘鲁、巴拿马、巴西、委内瑞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的毛里求斯、马

达加斯加、南非、留尼汪等国家和地区。

省内有 10.17万归侨、2000多万侨眷，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和梅州地区。

其中广府语系地区的归侨侨眷有 800万人，潮汕语系地区归侨侨眷有 700万人，客家语系地

区的归侨侨眷有 500万人。

侨捐项目众多、侨资企业众多：

广东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素有念祖爱乡的光荣传统，一向关注支持家乡的经济文化建

设和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至 2013年，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折合人民币 498亿元，

捐建道路、桥梁、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等逾 3.7万项。侨资企业是广东省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力量，全省侨资企业总数 5.8万家，其中港澳投资在册企业 5.3万家，华侨华人

投资在册企业 5000家，累计投资近 2000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吸收外资近七成。广东省以侨

为桥引进大量海外人才、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全省留学回国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5万多人，创办企业 3000多家，建成 18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其中国家级 4个。全省引进的

“千人计划”人才 183名，其中华侨华人 174 人，占 95%；全省引进的 4批创新科研团队

91个，其中华侨华人团队 76个，占 84%；全省引进的 4批领军人才 74人，其中华侨华人

58人，占 78%。

华侨文化、侨乡文化积淀深厚：

华侨文化与侨乡本土文化的结合，形成独特的侨乡文化。华侨文化、侨乡文化是岭南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是华侨

文化和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广东省的留学文化、商业文化、慈善文化等也都与华侨华人有

密切联系。

涌现大批近现代著名华侨先驱人物：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是广东的华侨先驱。在政界方面，有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叶剑英等；在实业界方面，有回国兴办第一家缫丝厂的南海籍华侨陈启沅，兴办“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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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葡萄酒公司”的大埔籍华侨张振勋，兴办新宁铁路的台山华侨陈宜禧等；在商业界方面，

有创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华侨郭乐、郭泉兄弟，创建先施百货公司的华侨马应彪等；在教

育界，有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珠海籍华侨容闳等。此外，还有“洪门元老、一生爱国”

的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集实业家、慈善家、领事、侨领一身的珠海籍华侨陈芳，为汕头

市政建设做出贡献的泰国米业大王澄海籍华侨陈慈黉等。他们对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做出突

出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是广东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亦发

生许多新变化：华人新移民人数增多、实力增强、作用增大，对海外华社生态带来重大影响；

华裔新生代、新华侨华人、社团新力量羽翼渐丰，各种商会组织、专业社团、校友会也日渐

发展，逐渐成为华社主体和主导力量；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发生重大变化，逐步走向团结联合，

国际化程度增强；华侨华人经济科技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提高，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拓

展对外友好关系的作用加大；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和家乡关系更加紧密，合作发展愿望更

加强烈迫切，内外依存度更高；华侨华人对祖（籍）国提出的新需求、新诉求增加，希望共

享祖（籍）国改革发展成果，调整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法规政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凝

聚力、向心力增强，生存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三）行政区划

2015年度，广东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

要求，严格审核各地上报的行政区划变更材料，对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经国务院批准，

全省撤销 1个县级市，设立了 1个市辖区；经省和市人民政府批准，全省撤销 5个街道办事

处，设立 2个街道办事处。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全省有 21个地级市，20个县级市、

34个县、3个自治县、62个市辖区，4个乡、7个民族乡、1128个镇、445个街道办事处。

（四）经济建设

广东省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2015年广东省实施稳增长调结构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内

需，稳定外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2812.55亿元，比上年

增长 80%，经济总量稳居全国首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是 3345.54 亿元、

32613.54 亿元、36853.47 亿元，分别增长 3.3%、7.0%和 9.5%，三次产业比重调整为

4.6:44.8:50.6，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 5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7503元，增长 7.0%。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9366.78亿元，增长 12.0%。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13.4%，税收占比达 78.8%。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7208.8亿元，增长 8.2%。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规模以上民

营工业增加值增长 11.8%，分别比国有、外资工业高 9.7 个、7.7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

19.9%，占比提高到 60.1%。企业健康发展。落实结构性减税和收费减免等支持企业发展的

各项政策，为企业减负超过 830亿元。年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亿元的企业 221家，比上年增

加 20家；超 1000亿元的企业 22家，增加 2家。

二、自然地理

（一）位置面积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东邻福建，北接江西、湖南，西连广西，南邻南海，珠江

口东西两侧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西南部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

全境位于北纬 20°09′~25°31′，和东经 109°45′~117°20′之间。根据 2015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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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陆地面积 17.97 万平方千米，其中岛屿面积 1916 平方千米。全省沿海有大小岛屿 1 431

个，数量仅次于浙江、福建两省，居全国第三位；其中面积 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 759个。

另有明礁和干出礁 956个。全省大陆海岸线 4114.3千米，居全国第一位。按照《联合国海

洋公约》关于领海、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归沿岸国家管辖的规定，全省海域总面积 41.93万

平方千米，其中内海 4.89 万平方千米，领海 1.64 万平方千米，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35.40

万平方千米。

（二）地貌

受地壳运动、岩性、褶皱和断裂构造以及外力作用的综合影响，广东省地貌类型复杂多

样，有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其面积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33.7%、24.9%、14.2% 和

21.7%，河流和湖泊等只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5.5%。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北部多为山地和高

丘陵，最高峰石坑崆海拔 1902米，位于阳山、乳源与湖南省的交界处；南部则为平原和台

地。全省山脉大多与地质构造的走向一致，以北东―南西走向居多，如斜贯粤西、粤中和粤

东北的罗平山脉和粤东的莲花山脉；粤北的山脉则多为向南拱出的弧形山脉，此外粤东和粤

西有少量北西―南东走向的山脉；山脉之间有大小谷地和盆地分布。平原以珠江三角洲平原

面积最大，潮汕平原次之，此外还有高要、清远、杨村和惠阳等冲积平原。台地以雷州半岛―

电白―阳江一带和海丰―潮阳一带分布较多。构成各类地貌的基岩岩石以花岗岩最为普遍，

砂岩和变质岩也较多，粤西北还有较大片的石灰岩分布，此外局部还有景色奇特的红色岩系

地貌，如丹霞山和金鸡岭等；丹霞山和粤西的湖光岩先后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沿海数量众

多的优质沙滩以及雷州半岛西南岸的珊瑚礁，也是十分重要的地貌旅游资源。沿海沿河地区

多为第四纪沉积层，是构成耕地资源的物质基础。

（三）气候

广东省属于东亚季风区，从北向南分别为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气候，是全国光、

热和水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且雨热同季，降水主要集中在 4~9月。全省年平均气温 21.8℃。

年平均气温分布呈南高北低，雷州半岛南端徐闻最高（23.8℃），粤北山区连山最低（18.9℃）。

月平均气温最冷的 1月为 13.3℃，最热的 7月为 28.5℃。全省 86个气象站中，历史极端最

高气温为 42.0℃，出现在韶关；极端最低气温﹣7.3℃，出现在梅州。年平均降水量为 1789.3

毫米，最少年份为 1314.1毫米，最多年份达 2254.1毫米。年降水量分布不均，呈多中心分

布。3个多雨中心分别是恩平—阳江、海丰和龙门—清远，其中年平均降水量恩平超过 2500

毫米，海丰接近 2500毫米，龙门为 2100 毫米。暴雨最频繁的是海丰，年平均暴雨日数达

13.5天。月平均降水量以 12月最少（32.0毫米），6月最多（313毫米）。最大日降水量 640.6

毫米，出现在清远。年平均日照时数自北向南增加，由不足 1500小时增加到 2300小时以上；

年太阳总辐射量在 4200~5400兆焦耳/平方米之间。广东省是各种气象灾害多发省份，主要

灾害有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强对流天气、雷击、高温、干旱及低温阴雨、寒露风、寒潮和

冰（霜）冻等低温灾害，灾种多，灾期长，发生频率高，灾害重。

三、历史人文

（一）历史沿革

广东，《吕氏春秋》称“百越”，《史记》称“南越”，《汉书》称“南粤”，“越”与“粤”

通，简称“粤”，泛指岭南一带地方。广东的先民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劳动、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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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中，广州、广东等地名次第出现，逐渐演化成广东省及其辖境。

距今约 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早期古人（马坝人）。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便与中

原商、周王朝有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

历史上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国语。楚语上》也有

“抚征南海”的记载，可见当时岭南与楚国有军事、政治关系。

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随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领 50万秦军

攻打岭南；公元前 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

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

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 4个县（据《汉书》记载），郡治番禺。今广东

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属象郡，粤西有一部分属桂林郡，粤北部分地区

属长沙郡。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划分行政区。

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危，委任龙川县令赵佗代职。任嚣死后，赵佗即起兵隔绝五岭通

中原的道路。秦亡之际，赵佗武力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公元前 204年至公元前

111年），自称“南越武王”。当时，广东除今连州及乐昌北境属长沙郡管辖外，都属南越国

地盘。南越国与汉朝一样实行郡县制。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汉朝将南越地划分为南海、苍梧、

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 9个郡。为了便于监督各郡官吏，汉朝又设立

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其中设在苍梧郡广信县（今封开）的交趾部，专门负

责纠核岭南九郡。东汉末，交趾部改为交州，除监察权外，还拥有军政大权，成为郡上一级

政府，地方行政制度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今广东省境包括交州辖下的整个

南海郡（粤中、粤东），还包括苍梧郡、和浦郡、荆州贵阳郡和扬州豫章郡的一部分。其中

南海郡较秦代增置 3个县:揭阳、中宿（今清远）和增城。

东汉末，赤壁之战后逐渐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 210年（汉献帝建安十

五年），吴国的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抵番禺。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步骘把交

州州治从广信东迁番禺。264年（吴景帝永安七年），东吴为便于治理，又把南海、苍梧、

郁林、高梁 4个郡（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广州由

此得名。东吴时期，今广东省境除广州辖下的 4郡外，还包括荆州始兴郡和海南岛。

西晋时，今广东省腹地属当时的广州，粤北属荆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属交州。

南北朝时期，中国政局南北分裂。北方战乱，南方人口大量增加。南朝统治者对俚人（越

族）实行“羁縻”政策，在原地大量封官，导致州、郡数猛增。增设的州、郡、县多集中在

粤中、粤西、粤北地区，粤东地区设置较少。因为当时粤东农业经济没有粤西发达，交通也

没有粤西方便。粤西有著名的“湘桂走廊”与中原相通。

隋初，设广州、循州（今惠州）两个总管府统领诸州。隋炀帝废州为郡，改为郡、县两

级，大加省并，今广东省境分属 10郡、74县。

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 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 5个都督府（又称

岭南五管）。655年（高宗永徽六年）以后，5府皆隶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

由广州刺史兼任。756年（肃宗至德元年），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862年（懿宗咸通

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东道治广州，广东属岭南东道，这是广东省名中“东”字

的由来，也是两广分为东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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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岭南为南汉王朝（公元 917年至 971年）刘氏占据，行政区划基本上继

承唐朝的建制。南汉升广州为兴王府，在州县稀疏的粤东和粤北，增置 1府 4州。南汉后期，

全境共辖 60州、214县。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府、军）、县三级。今广东省境包括广南东路 14州和广南

西路境内的 7州，共 61县。宋朝对唐制有所继承与调整。粤西及海南岛裁撤 8个州，而粤

东、粤北除循唐制外，仍保留南汉所增置的 4 个州。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广南路分

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东路治所在广州，西路治所在桂州，广东大部分属广南东路，“广

东”即广南东路的简称。

元朝地方行政制度分省、路、府（州、军）、县四级，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

承转机构。今广东省境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广东道道治在广州，海北海南道道治在今

雷州市。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隶广东，

广东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而且，过去长期与广西同属一个大区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划

拨广东统辖，结束了广东以往隶属不同政区的状况，广东省区域轮廓自此基本形成。终明之

世，广东设 10府 1直隶州，统辖 7州 75县。其中，属明代新置的有顺德、从化、高明、饶

平、惠来、大埔、普宁、澄海等 22县。这些新置的县大多集中在粤东地区，基本形成当今

县制的分布格局。

清初承袭明制，地方行政机关分省、道、府、县 4级，但将明时的布政使司正式改称为

省。“广东省”名称正式使用，所辖范围与明广东布政使司相同。清设总督管辖广东、广西

两省，称“两广总督”，初驻肇庆，1746年（乾隆十一年）移广州。清代广东省最南的辖境

是南海诸岛的曾母暗沙。西沙群岛（时称“千里长沙”）和南沙群岛（时称“万里石塘”）属

于广东省琼州府的万州管辖。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北宋时期中国政府已在此

行使主权，清政府更是经常派水师巡视。

1841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香港（时属新安县）正

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87年，葡萄牙诱逼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侵占澳门（时

属香山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广东省的名称和范围与清代相同，但将府直辖地

及州、厅皆改为县，成为省、县二级制，并于省、县之间分区设置绥靖区。民国初年，市建

置开始设置。1918年成立广州市政治公所，广州开始以省会设市。1921年，成立广州市政

厅。192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7月改广州市政厅为广州市政府。国民政府的

地方行政，分为省、行政区、县和市，实行委员制。广东省政府下设广州、北江、东江、西

江、南路、海南 6个行政区，每区设一行政委员，代表省政府处理本区事务。1938年 10月，

日本侵略者侵占广州，广东省府撤退到粤北（今连州市）；为适应战时需要，全省设 4个行

署。1940年全省改设为 9个区（包括沦陷区），到 1941年，复改设 9 个行政督察区。1945

年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把行政督察区分为省府直接督察区和专署行政督察区两种。省府直

接督察的有南海、番禺等 12个市县，专署行政督察区则分为 11个区，共辖 88个县。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政区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所

调整和变更，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全省设珠江、东江、西江、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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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中、南路、兴梅、潮汕、琼崖等 9专区，2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和 98个县，广州市为中

央直辖市。1952年，广东省和广州市由中南行政委员会领导，将北海市及钦州专区划归广

西，广西的怀集县划入广东。1954年，广东省改由中央直接领导，原由中央直辖的广州市

划归广东省管辖。1955年，广西的北海市和钦州专区所属各县划归广东省，并更名为合浦

专区。第二阶段是 1959年至 1982年，其间全省政区不断调整。1965年，北海市及合浦专

区所属各县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1979年，原属惠阳地区的宝安县改设深圳市，原属佛山

地区的珠海县改设珠海市，均由省直辖。广东省直辖广州、海口、汕头、湛江、茂名、佛山、

江门、深圳、珠海、韶关等 10市，分设韶关、惠阳、梅县、汕头、佛山、湛江、肇庆等 7

地区和海南行政区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辖 14市、92县、3自治县。1981年，设立

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由海南行政区直接领导。第三阶段是 1983年以后，开始实

行市管县、乡镇管村的新体制。1988年，中央政府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另设海南

省；同年，广东开始取消地区设置，另设 18个地级市（后增加到 21个地级市），全面实行

地级市管县体制、乡镇管村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二）民俗文化

广东主要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雷州文化等分支。有广雕、广彩、广绣、

潮州木雕、潮绣、潮汕抽纱、潮州工艺瓷等工艺精品。雷州半岛不仅有“天下四绝”之一的

雷州换鼓、“南方兵马俑”的雷州石狗，而且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州歌、雷剧、雷州音

乐、雷州姑娘歌、傩舞等。

饮食文化：

粤菜即广东地方风味菜，又称广东菜，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由广州、潮州、东江三地特

色菜点发展而成，广州菜是广东受众最多的菜系；潮州菜以精致典雅着称；客家菜则以原汁

原味见长。

广东人的饮食还离不开饮茶，饮茶离不开茶、点心、粥、粉、面，还有一些小菜，值得

一提的是潮汕工夫茶；广东点心是中国面点三大特式之一；广东粥特点是粥米煮开花和注意

调味，有滑鸡粥、鱼生粥、及第粥和艇仔粥；广东粉为沙河粉，软中带韧。广东面以“伊府

面”最为出名。湛江海鲜美食在中国久负盛名，2010年，湛江被授予中国首个“中国海鲜

美食之都”。

戏曲文化：

粤剧、潮剧、花朝戏广东汉剧、正字戏、西秦戏雷剧、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粤西

白戏等。粤剧、潮剧属于中国的十大地方剧种。

岭南音乐因其文化的多样化具有多重属性，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客家山歌、

广东汉乐）、雷州音乐和岭南的少数民族音乐，以及传播到海外的岭南音乐都属于岭南音乐

范畴。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为中国一流乐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为国际知名舞团。

粤语相声（南派相声）威震港澳，代表人物黄俊英。

标志性文化设施有广东省博物馆新馆、星海音乐厅、深圳音乐厅、东莞大剧院，东莞玉

兰大剧院等；广东省连续两年获得中国社会文化最高奖“群星奖”评选总成绩和金奖数全国

第一。

广东部分民俗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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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狮、佛山行通济、广州广府庙会、佛山秋色、潮州大锣鼓、英歌、烧塔、烧龙、飘色、

粤西年例、佛山北帝诞庙会、广州波罗诞庙会等。

方言：

广东语言状况复杂，除粤北、粤东、粤西有瑶语、壮语、畲语、标话及归属不明的汉方

言旧时正话、军话、韶州土话（粤北土话）等，主要流行 3种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特点、又

各有特色的汉语方言广东本土汉语方言粤语（包括亻能古话）、客家语（包括涯话）、闽语（包

括潮州话、雷州话、福佬话、学佬话、海话、隆都话等）。

（三）民族宗教

广东省是 56个民族成分齐全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 334.75万人，比上年减少 7.05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2.9%.世居少数民族有壮、瑶、畲、回、满族。壮族主要分布在连山、怀集、

廉江、信宜、化州、罗定等县（自治县、市）；瑶族主要分布在连南、连山、连州、阳山、

英德、乳源、乐昌、仁化、曲江、始兴、翁源、龙门、阳春等县（自治县、市、区）；畲族

主要分布在乳源、南雄、始兴、增城、和平、连平、龙川、东源、丰顺、饶平、潮安、海丰、

惠东、博罗等县（自治县、市、区）；回族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肇庆、汕头、佛

山、东莞等市；满族主要分布在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因人才流动、婚姻、务工经商等迁

移或暂住广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非户籍人口）逾 255.73万人，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

珠海、佛山、东莞、中山、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全省有县级范围（含县级）以上

少数民族社会团体 31个。根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广东省设立连南瑶族自治县、连

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 3个自治县和连州市瑶安瑶族乡、三水瑶族乡，龙门县

蓝田瑶族乡，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始兴县深渡水瑶族乡，阳山县秤架瑶族乡，东源县漳

溪畲族乡 7个民族乡。

广东省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齐全的省份。至 2013年底，

全省宗教徒 415.23万人，其中佛教徒 259.64万人，道教徒 44.12万人，穆斯林 27.67万人，

天主教徒 31.84万人，基督教徒 51.96万人；全省登记宗教活动场所 2941处，认定宗教教职

人员 6068人，其中佛教僧尼 4097人，道教乾道、坤道 824人，伊斯兰教阿訇 17人，天主

教主教、神父、执事、修女 193人，基督教牧师、长老、传道 937人。全省县级范围（含县

级）以上宗教社会团体 231个（各地凡设天主教、基督教团体的各按 1个统计），其中全省

性宗教团体 5 个，地市级范围宗教团体 74 个，县级范围宗教团体 152 个。宗教院校 2 所:

广东佛学院，2011年 7月设立，下设曹溪佛学院、尼众佛学院、岭东佛学院、云门佛学院 4

所分院；基督教广东协和神学院，1986年复办。

四、自然资源

（一）土地资源

根据 2015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2015年广东省陆地总面积 17971602.40公顷。其中，

农用地 14973000.82公顷；建设用地 2004462.40公顷；未利用地 994139.18公顷。农用地中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其他农用地面积分别为 2615887.97 公顷、1271328.55 公顷、

10034269.34公顷、3124.86 公顷和 1048390.10 公顷。建设用地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

运输用地、水库与水工建筑面积分别为 1631144.33公顷、179387.48公顷和 193930.59公顷。

未利用地中“未利用土地”和其他土地面积分别为 439244.06公顷和 554895.12公顷。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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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是国内人多地少的省份之一。土地资源的特点为：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土地复种指数高；

地势北高南低，海陆兼备，适合多元化经营；地缘人缘优势明显，有利于土地发展外向型经

济；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土地资源尚有一定潜力；土地资源分布与建设用地需求空间“错位”，

保护耕地与保障发展难以协调。

（二）水资源

广东省河流众多，以珠江流域（东江、西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及独流入海的韩江流

域和粤东沿海、粤西沿海诸河为主，集水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99.8%，其余属于长江流域的鄱

阳湖和洞庭湖水系。全省流域面积在 100平方千米以上的各级干支流 542条（其中，集水面

积在 1000平方千米以上的有 62条）。独流入海河流 52条，较大的有韩江、榕江、漠阳江、

鉴江、九洲江等。水文监测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 1771.2毫米，折合年均降水总量 3145亿立

方米。降水时程和地区上分布不均，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 4~10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0%~85%；年际之间相差较大，全省最大年降水量是最小年的 1.84倍，个别地区甚至达到

3倍。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83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820亿立方米，地下水

资源量 450亿立方米，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计算量 440亿立方米。除省内产水量外，还有来

自珠江、韩江等上游从邻省入境水量 2361亿立方米。广东省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夏秋易

洪涝，冬春常干旱。沿海台地和低丘陵区不利蓄水，缺水现象突出，尤以粤西的雷州半岛最

为典型。不少河流中下游河段由于城市污水排污造成污染，存在水质性缺水问题。

（三）矿产资源

广东省地处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接处，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种类较多，优

势矿种集中度高。至 2015年底，全省发现矿产 148（亚）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有 101

种。其中能源矿产 7种，黑色金属矿产 4种，有色金属矿产 11种，贵金属矿产 2种，稀有

稀土及分散元素矿产 15种，冶金辅助原料矿产 8种，化工原料矿产 9种，建材及其他非金

属矿产 41种，水气矿产 4种。广东省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前 10位的矿产 61种，居全国前

3位的矿产 26种，居全国第一位的矿产 7 种，分别为铌钽矿、碲矿、高岭土、建筑用花岗

岩、水泥用粗面岩、建筑用大理岩、泥炭。全省已开发利用的矿种主要有地下热水、矿泉水、

铁、铜、铅、锌、锡、锑、稀土、金、银、硫铁矿、高岭土、陶瓷土、水泥用灰岩、大理岩

等。

（四）植被和生物资源

广东省光、热、水资源丰富，四季常青，动植物种类繁多。全省有维管束植物 289科、

2051属、7717种。其中野生植物 6135种，栽培植物 1582种。此外， 还有真菌 1959种，

其中食用菌 185种，药用真菌 97种。植物种类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有仙湖苏

铁、南方红豆杉等 7种，属于二级的有桫椤、广东松、白豆杉、樟、凹叶厚朴、土沉香、丹

霞梧桐等 48种。在植被类型中，有属于地带性植被的北热带季雨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和沿海的热带红树林，还有非纬度地带性的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常绿针—阔叶混交林、常绿针叶林、竹林、灌丛和草坡，以及水稻、甘蔗和茶园等

栽培植被。香蕉、荔枝、龙眼和菠萝是岭南四大名果，经济价值可观。广东省动物种类多样。

陆生脊椎野生动物有 774种，其中兽类 110种、鸟类 507种、爬行类 112种、两栖类 45种。

此外，还有淡水水生动物的鱼类 281种、底栖动物 181种和浮游动物 256种，以及种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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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昆虫类动物。动物种类中，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有华南虎、云豹、熊猴和中华白海豚等

22种，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的有金猫、水鹿、穿山甲、猕猴和白鹇（省鸟）等 95种。广东

省开展对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重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至 2015年底，全省有森

林公园 1086个。广东省重视绿化荒山，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

（五）海洋资源

广东省海岸线长，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生物包括海洋动物和植物，共有浮游

植物 406种、浮游动物 416种、底栖生物 828种、游泳生物 1297种。远洋和近海捕捞，以

及海洋网箱养鱼和沿海养殖的牡蛎、虾类等海洋水产品年产量约 460万吨；可供海水养殖面

积 77.57万公顷，实际海水养殖面积 19.49万公顷，是全国著名的海洋水产大省。雷州半岛

的养殖海水珍珠产量居全国首位。沿海还拥有众多的优良港口资源。广州港、深圳港、汕头

港和湛江港成为国内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大亚湾、大鹏湾、碣石湾、博贺湾及南澳

岛等地还有可建大型深水良港的港址。珠江口外海域和北部湾的油气田己打出多口出油井。

沿海的风能、潮汐能和波浪能都有一定的开发潜力。广东省沿海沙滩众多，气候温暖，红树

林分布广、面积大，在大陆最南端的灯楼角有全国唯一的大陆缘型珊瑚礁，旅游资源开发潜

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