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 年广东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18 年广东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分

析，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对 2019 年的经

济走势进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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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广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

及省委“1+1+9”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

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但在当前外部挑战变数明显增多，内部结构调整阵痛

继续显现情况下，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一、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

初步核算并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18 年，广东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97277.7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8%。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831.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2%；第

二产业增加值 40695.15 亿元，增长 5.9%；第三产业增加值

52751.18 亿元，增长 7.8%（见图 1）。三次产业结构为 4.0：41.8：

54.2，与上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不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比重“一降一升”，分别下降和提高 0.6 个百分点。

图 1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季度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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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总量优势继续扩大。

2018 年，广东每个季度的地区生产总值累计增速在 7%左右

的年度目标范围内，波动幅度为 0.3 个百分点。就业和物价控制

在目标范围内，2018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2.41%，比上年末下降

0.06 个百分点；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2%，低于 3%左右的预

期目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

上涨 1.8%、2.5%。经济增速与实物量指标相协调与匹配，全社

会用电量增长 6.1%，货运量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分别增长

6.0%和 6.8%。地方财政收入和金融机构存款稳定增长，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2102.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金融机

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突破 20 万亿元，达到 208051.16

亿元，增长 7.0%。

改革开放 40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连续 30 年居全国首

位。2018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 个

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高 0.1 个、4.8 个、0.9 个、4.0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

口总额、金融机构存款分别占全国的 12.4%、10.4%、23.5%和

11.4%，均居第一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86412 元，比全国平

均水平多 21891 万；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超过 1.3 万美元，达到

13058.30 美元。

与经济总量相近的江苏、山东、浙江相比，2018 年广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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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江苏、山东，低于浙江，经济总量优势继续

扩大；与江苏相比，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优势从上年的3835.47

亿元扩大到 4682.37 亿元，同比扩大 846.90 亿元；增幅比江苏

高 0.1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比江苏多

6270.77 亿元、27815.9 亿元、3472.74 亿元和 63823.78 亿元。

从其他主要指标看，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比最低的山

东快 6.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浙江 1 个百分

点，高于江苏、山东 1.2 个和 1.1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低于浙江 0.2 个百分点，与山东持平，高于江苏 0.9 个百

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浙江 5.8 个百分点，高于江苏、

山东 2.3 个和 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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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全国和粤苏鲁浙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对比情况表

单位：%

指 标 全国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地区生产总值

2018 年 6.6 6.8 6.7 6.4 7.1

2018 年

前三季度
6.7 6.9 6.7 6.5 7.5

2017 年 6.9 7.5 7.2 7.4 7.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18 年 6.2 6.3 5.1 5.2 7.3

2018 年

前三季度
6.4 6.0 5.5 5.5 8.0

2017 年 6.6 7.2 7.5 6.9 8.3

固定资产投资

2018 年 5.9 10.7 5.5 4.1 7.1

2018 年

前三季度
5.4 10.2 5.6 5.8 6.9

2017 年 7.2 13.5 7.5 7.3 8.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8 年 9.0 8.8 7.9 8.8 9.0

2018 年

前三季度
9.3 9.1 8.8 9.3 9.7

2017 年 10.2 10.0 10.6 9.8 10.6

进出口总额

2018 年 9.7 5.1 9.5 7.7 11.4

2018 年

前三季度
9.9 5.9 9.3 4.8 12.5

2017 年 14.2 8.0 19.0 15.2 15.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8 年 7.0 7.9 5.6 6.3 13.7

2018 年

前三季度
7.8 10.0 9.3 7.8 16.2

2017 年 7.7 10.9 4.6 6.6 11.5

（二）供给端质量不断提高，需求端结构持续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成效初步显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18 年，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是 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

平。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较快，全年全省水果产量增长 8.4%、中

草药材播种面积增长 18.0%；畜牧业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

产量增长 1.2%；渔业水产品养殖比重（82.8%）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全省新增 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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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超过 5 万家，跃居全国第一。广东进

入 500 强的企业达 12 家。工业生产平稳，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32305.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行业增

长面增加，全年实现增长的工业行业（31 个）比前三季度增加 2

个。产品产量增长面扩大，全年 271 种在产的工业产品实现增长，

增长面（56.3%）比前三季度扩大 0.2 个百分点。百强工业企业

贡献率超 7 成，全年百强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13.5%，对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70.5%。支柱产业支撑能力较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4%），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7.1%）和汽车制造业（7.4%）增加值增速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 3.1 个、0.8 个和 1.1 个百分点。粤东西北地区的产业园区

发展较快，东西两翼和山区产业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8.3%、7.1%。服务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18 年现代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 8.6%，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62.9%）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7.9%，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27.8%）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2018 年，广东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0.7%，比年度目标高 0.7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领域补

短板力度加强，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2%；其中城市建

设投资增长 19.2%；新增投产骨干电源装机 975 万千瓦，世界上

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台山核电1号机组成为全球首台具

备商运条件的 EPR 三代核电机组；新建高速公路 655 公里，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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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桥、汕昆高速广东段、武深高速广东段全线通车；城市公共

交通运输业快速增长 17.6%，广州市实现区区通地铁。工业投资

增幅逐月回升，全年增长 0.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8.1%，广州富士康、乐金和深圳华星光电等新型显示器件生产

线龙头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均超过百亿元，高端显示器制造产业链

正在形成。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房地产开发投资 14412.19 亿

元，同比增长 19.3%。消费需求持续扩大，2018 年广东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39501.12亿元，同比增长8.8%，农村消费（9.4%）

高于城镇（8.7%）0.7 个百分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分商品零

售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年限额以上单位中西药品类和日用品类商

品零售额增长 13.7%、14.7%。旅游业市场活跃，全年国内过夜

游客增长 11.1%。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 7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达 71618.3 亿，比上年增长 5.1%；其中，出口额 42718.3 亿元，

增长 1.2%；进口额 28900.0 亿元，增长 11.3%。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继续扩大，全年对“一带一路”国家累计进

出口增长 7.3%，占进出口总额的 22.5%；其中，越南增长 32.3%，

俄罗斯增长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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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和进出口总额月度累计增速

（三）新旧动能转换接续，经济新动能加快壮大。

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2018 年广东新经

济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9%，增幅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 2.1 个

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5.5%。创新动力加快孕育，

科技创新后劲不断增强，全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增长

26.4%和 43.7%，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增长 18.5%

和 16.4%。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一半，区域创新综合能

力排名保持全国第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占比达到

38.0%，比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超 4 万家；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7.4 万亿元，增长 10.0%。新增湛江、茂名 2

家国家级高新区，全省国家级高新区达到 14 家。技术成交合同

额突破 1000 亿元，专利质押融资规模居全国第一。

新产业加快发展，2018 年，广东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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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56.4%和 31.5%，比上年提高3.2个

和2.7个百分点。新兴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比上年

增长206.1%，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增长49.4%，服务器增长35.4%，

工业机器人增长28.3%，智能电视增长17.0%。部分技术含量较高

的新兴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9.6%，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8.8%，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长30.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9.8%。

新业态蓬勃发展，外贸新业态持续发展壮大，跨境电商进出

口比上年增长 72.0%，市场采购出口增长 2 倍。高新技术产品进

出口是进出口增长引擎，2018 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增长

10.8%，高于进出口总额增速 5.7 个百分点。高技术和先进制造

行业投资活跃，全年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投

资分别增长 11.0%、18.1%和 12.5%。新兴消费业态持续较快发展，

限额以上单位无店铺零售业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0.9%；“互联

网+支付”高速增长，限额以上餐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

费收入比上年增长 60.3%，增幅提高 18.1 个百分点；快递业完

成业务量增长 27.9%。高铁出行大幅增长，全年完成客运量增长

27.1%，占铁路客运量的比重达 67.4%。通信市场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全年广东 4G 用户期末数占移动电话用户比重达 81.0%；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 162.9%。

（四）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跃。

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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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大量增加，2018 年广东新增登记各

类市场主体 229.7 万户，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 6293 家。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对外吸引外资势头良好，2018 年，

广东全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35774 个，比上年增长 130.4%；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450.88 亿元，增长 4.9%，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4.0 个百分点；特别是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57.9%。“走出去”步伐加快，全年经核准境外新增中方实际投

资额比上年增长 57.7%。

代表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发展良好。2018 年，广东民营经济

实现增加值52611.59亿元，比上年增长7.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54.1%，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全省民营单位1120.12

万个，比上年增长12.0%，其中私营企业个数增长17.2%。民营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8个百分点，对规模以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成，达到70.8%。民营企业是第一大贸

易主体，全年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增幅高于进出口总额6.3个百

分点，占进出口总额的48.9%；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7.8%。

（五）绿色发展推进，老百姓获得感增强。

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加工

转换效率比上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2.35%。部分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增长较快，其中，垃圾焚烧、

太阳能和核能发电量分别增长 25.8%、37.2%、11.6%。全省平均

灰霾天气日数（27.6 天）比上年减少 2.9 天，空气质量连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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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全国二级标准。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投资增长 205.4%，重点投向黑臭河涌治理、水环境综合整治、

惰性物料处置等项目。

随着惠民生政策力度的加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稳定增加，2018 年，广东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5809.9 元，比上年增长 8.5%，扣除价格因素影响

实际增长 6.2%。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341.0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5.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67.7 元，增长 8.8%，扣除价

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6.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 2.58，比

上年缩小 0.02。民生保障力度加大，全省城镇、农村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分别达到年人均 14207 元和 11756 元。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 98%以上，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比上年增长 28.7%。居民消费升级提质，

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2.6%，比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

二、影响“稳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

虽然总体来看，2018 年广东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新

旧动能转换接续，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面临下行压力。

（一）时间维度对比，大部分主要指标增速不同程度放缓。

与 2018 年前三季度相比，反映供给、需求和效益的九个主

要指标是“一稳两升六放缓”，整体而言，供给的稳定性好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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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效益。供给方面，第一产业持平；第二产业略回升 0.1 个百

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回升 0.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回

落 0.2 个百分点。需求方面，除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提高 0.5 个百

分点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增速分别回落 0.3 个

和 0.8 个百分点。质量效益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

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分别回落 2.1 个，7.1 个和 0.1 个

百分点。与上年相比，除第一产业提升 0.6 个百分点外，其他指

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见表 2）

表 2 2018 年广东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对比情况

指标

2018 年

累计增速

（%）

2018 年前三

季度累计增

速（%）

变化情况

(百分点)

2017 年

累计增速

（%）

变化情况

(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 6.8 6.9 -0.1 7.5 -0.7

第一产业 4.2 4.2 0.0 3.6 0.6

第二产业 5.9 5.8 0.1 6.5 -0.6

第三产业 7.8 8.0 -0.2 8.7 -0.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3 6.0 0.3 7.2 -0.9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3.0 3.8 -0.8 4.3 -1.3

固定资产投资 10.7 10.2 0.5 13.5 -2.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8 9.1 -0.3 10.0 -1.2

进出口总额 5.1 5.9 -0.8 8.0 -2.9

出口总额 1.2 0.4 0.8 6.7 -5.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9 10.0 -2.1 10.9 -3.0

税收收入 9.8 12.1 -2.3 13.0 -3.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 5.9 -1.3 11.9 -7.3

财政预算中八项支出 9.2 11.8 -2.6 20.7 -11.5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0.1 7.0 -7.1 15.9 -16.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5 8.6 -0.1 8.9 -0.4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0 8.2 -1.2 8.2 -1.2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5.2 15.4 -0.2 13.6 1.6

全社会用电量 6.1 6.8 -0.7 6.2 -0.1

工业用电量 5.2 5.6 -0.4 5.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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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工业的基础不牢固。

2018 年，全省有 45%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速比上年有不同

幅度的下降。小微工业企业生产困难，规模以上小微型工业企业

增加值增速仅为 3.4%。“三资”企业萎缩，规模以上外商及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2.0%）增幅低于规模以上工业

4.3 个百分点。增长点支撑性单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仅

电子信息业的贡献率就近 40%，而电子行业又主要靠少数大企业

拉动，5700 多家电子行业企业中前 20 家总量占比超过一半

（51.9%），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35.2%。

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 8309.69 亿元，同比

下降 0.1%，其中，国有控股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

润分别下降 8.2%、3.8%。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主营业务成本（增长 8.1%）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0.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所耗用的成本比上年增加

0.10 元。企业亏损额增幅持续扩大，全年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

增长 77.9%，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三季度扩大 32.5 个、7.5

个和 10.2 个百分点。此外，由于近两年工业投资增速较低，新

增的工业产能不多，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工

业经济运行面临一定压力。

（三）“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压力较大。

2018 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 1-2 月的 9.9%逐

月放缓到全年的 8.8%，是近 10 年来月度最低增幅。当前消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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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热点不足，一是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总额近三分之一的汽车

销售趋于饱和，同时受“国六”标准推出可售车型有限，以及大

城市汽车限行限号影响，全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 1.0%，拉

低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增长 0.4 个百分点，拉动率比上年减弱

2.5 个百分点；二是受手机存量相对饱和，手机行业面临着从 4G

转换到 5G 的产品换挡期影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增幅同比回

落 4.6 个百分点，对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拉动率比上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三是随商品房屋销售建筑面积减少，全年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幅同比回落 7.9 个百分点，对限额

以上单位商品零售拉动率比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

（四）工业投资持续低迷影响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2018 年全年，工业投资累计增速有 7 个月负增长，制造业

投资比上年下降 0.1%，其中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分别下降 5.7%和 44.3%。10 个地市的工业

投资下降幅度在 10%以上，分别是佛山（-13.2%）、梅州（-26.0%）、

惠州（-12.2%）、中山（-10.3%）、湛江（-10.8%）、茂名（-37.3%）、

清远（-20.9%）、潮州（-13.9%）、揭阳（-17.1%）、云浮（-19.4%）。

新开工的工业投资项目偏少，全年新开工工业投资项目（增长

0.1%）增幅同比回落 14.6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对工业投资意愿

较弱，全年民间工业投资下降 5.4%。工业技改投资回落速度过

快。2018 年每个月的工业技改投资累计增速基本上在负增长区

间，全年工业技改投资（下降 0.7%）比上年回落 27.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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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

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于粤东西北，占全省比重较上年

提高。2018 年，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6.9%，快于粤

东西北地区 1.6 个百分点；与上年相比，珠三角地区的生产总值

占全省比重（80.2%）提高 0.1 个百分点，东翼（6.6%）和西翼

（7.4%）持平，山区（5.8%）减少 0.1 个百分点。粤东西北地区

的人均生产总值（39703 元）仅为珠三角的 30.5%；其中，东翼、

西翼和山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占珠三角的 29.5%、35.5%和

26.8%（见图 3）。从其他主要指标看，粤东西北的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增速均分别低于珠三角地区 2.7 个、0.4 个、7.0 个和 6.2 个

百分点。（见表 3）

表 3 2018 年广东分区域主要指标增速表

单位：%

全省 珠三角 粤东西北 粤东 粤西 粤北

地区生产总值 6.8 6.9 5.3 6.3 5.4 4.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3 7.0 4.3 6.1 2.6 3.9

固定资产投资 10.7 10.9 10.5 15.3 7.4 7.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8 7.9 9.1 9.0 9.4 8.9

进出口总额 5.1 5.4 -1.6 -10.5 6.8 5.8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4.9 3.7 42.0 -47.9 434.0 -3.9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9 6.2 0.04 -1.2 -1.6 2.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 2.8 11.5 10.3 9.7 13.6

税收总收入 8.1 8.2 7.0 4.6 7.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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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两年广东分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三、对 2019 年广东经济形势的预判和建议

展望 2019 年，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明显趋紧，内

部也面临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金融风险防控的压力，

经济形势可能更加严峻。从国际环境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

经济金融周期加快转换、大国利益复杂博奕、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演化过程中，呈现动能趋缓、分化明显、

下行风险上升、规则调整加快的特点，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

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合组织（OECD）下调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9%、3.5%、3.5%。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的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

展环境将有所改善。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核心转为稳杠杆，积极

财政政策实施空间更大，特别是在减税降费方面，环保“一刀切”

得到纠正，宏观调控政策有所改善。行政审批、投资审批以及商

事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负面清单制度有序推广，市场准入壁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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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降低，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

展，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环境将持续改善。但国内市场需

求增长放缓、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

暴露，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

界银行等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均下调 2019 年我国经济预期增长至

6.2%。

从广东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不断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持续增强，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具有较

强的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效应加快释放，基础设施、国际科创

中心、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生态环保将成为新一轮投资热点。

政策实施层面，国家新出台的降准、减税、加大关税退税力度等

各项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与广东新出台的“民营经济十条”、

实体经济“新十条”（修订版）、“外资十条”（修订版）以及

相关政策形成合力，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但

中美经贸摩擦形势错综复杂，企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原材料、

人工、融资成本持续上升；企业生产尚不能适应消费升级需要，

也不能适应更高质量、安全等监管标准要求。有效需求放缓，围

绕住房、汽车消费构建的现有产业体系，还不能与变化的消费需

求相适应，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同时，考虑到工业经济增长空间

有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财政八项支出增幅回落等

因素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配合，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形

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2019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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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可能会在 6.0—6.5%。

2019 年，广东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一是针对

主要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短板指标，各地各部门要尽快采取

更精准、更强有力的措施，以更大的责任担当，确保广东经济运

行的平稳健康发展。二是多措并举扩内需，加快推进各级重点项

目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加快乡村振兴项目进度，加大促进消费

增长和消费升级力度。三是千方百计稳外需，开拓多元化市场，

加大引资力度。四是把各项实体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真正落到实

处，加大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力度，加快现有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尽快形成新的产能。五是稳定企业预期和信心。从而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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