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特

点，总结广东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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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广东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

极作为，精准发力，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技术层次，实现广东工业经济总量提

升、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改善，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一、工业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一）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总量突破四万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广东工业经济

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2013—2021 年广东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6.3%，其中，2017—2021 年年均增长 5.4%，较 2012

—2016 年回落 2.0 个百分点，较 2007—2011 年回落 7.4 个百分

点。从增速运行轨迹看，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提质的态势。

受疫情冲击，2020 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至 1.4%，为近 40 年来

最低点。2021 年，疫情防控得力，广东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快速

恢复，增加值增长 9.3%，高出同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增

速 1.3 个百分点，近 7 年来首次高于全省 GDP 增速。（见图 1）



图 1 2010—2021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与工业增加值情况

稳中求进，工业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2013—2015 年，

广东工业增加值从 27142.10 亿元增加到 31315.46 亿元，年均增

量超 2000 亿，完成两万亿到三万亿的跨越，2021 年达 45142.95

亿元，总量突破四万亿，实现“十四五”时期的良好开局。（见

图 2）



图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工业增加值总量情况

（二）市场主体增加，为工业带来源头活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坚持优化存量与提升增量并举，推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创新高。2013—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增幅达 75.4%，年均增长 6.4%。与 2012

年末比，企业数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53.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31.6%），通用设备制造业

（增长 185.0%），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8%），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25.8%）等。

（三）重工业撑起广东工业发展脊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排头兵，重工业持

续推进，发展速度快于轻工业，支撑作用较为明显。2017 年，

广东规模以上重工业增加值突破两万亿元，2021 年达到

24833.56 亿元。2013—2021 年，规模以上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7.5%，较同期轻工业高 2.4 个百分点，较同期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高 0.9 个百分点。2021 年，重工业占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 66.6%，比 2012 年提高 5.8 个百分点。（见图 3）

图 3 2013—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轻、重工业增速

（四）工业主要产品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

2021 年，列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目录的 595 种工业产

品中，广东生产涉及的产品有 503
①
种，产品覆盖率为 84.5%。党

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在终端消费品领域快速突破，电子、小家电、

汽车及其零部件等众多产品蓬勃发展，主要工业品占据全国半壁

江山。电子企业中逐渐形成了华为、OPPO、VIVO、中兴等技术底

蕴雄厚、知名度较高的民族企业，主要电子产品品牌知名度高，

畅销海内外。2021 年，广东数字程控交换机、手机等高技术制

造业产品产量分别为 586.60 万线和 6.70 亿台，占全国产量的

①
产品产量相关数据均为快报数。



86.8%和 40.3%。电气企业中涌现出美的、格力、格兰仕、TCL 等

国内知名电器品牌，并成为中国制造的响亮名片。2021 年，广

东生产家用电风扇 21170.92 万台、电饭锅 10357.51 万台、彩色

电视机 9810.91 万个，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86.5%、67.6%和 53.0%。

作为全国汽车重要生产基地，广东汽车产量稳步提升。2021 年，

广东生产汽车 338.46 万辆，占全国产量的 12.8%，与 2012 年相

比产量增长 112.0%。同时，广东传统优势产品生产规模持续扩

大，制造强省地位进一步巩固。2021 年，广东生产乙烯 417.75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78.0%；生产微型电子计算设备 5935.41

万台，比 2012 年增长 10.3%；生产集成电路产量 539.39 亿块，

是 2012 年的 3.1 倍；生产家用电冰箱 2091.56 万台，比 2012 年

增长 26.4%。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制造业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广东坚持

制造业立省不动摇，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制造业始终占据主导地

位。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 34319.83 亿元，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 92.0%，比 2013 年提升 2.9 个百分点；采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比分别回落1.1个和1.8个百

分点。与2012年相比，2021年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2%，

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3 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同期采矿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 30.2 个和 4.4 个百分



点。

（二）先进制造业引领广东工业向高端化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

遇，先后出台一系列规划方案，积极推进工业从规模向质量转变。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企业 39240 家，比 2012 年增

加近两倍，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超五成，比 2012 年提高 23.8

个百分点；增加值由 2012 年的 10923.69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20869.3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 2012 年的 48.1%

提高至 2021 年的 55.9%。2021 年，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实现利

润总额 6955.9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的 42.6%，资产

总计 93035.92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资产总计的 52.9%。广东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5G、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

取得重大突破。2021 年，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突破 80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2.3%；2021 年，作为先进制造

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资本与技术密集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突

破 60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6.4%；石油化工产业

突破 20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6.3%。新能源汽车发

展取得长足发展，汽车制造业表现亮眼。2021 年，广东汽车制

造业企业 1064 家，比 2012 年翻了一番；实现增加值 2007.74 亿

元，比 2012 年增加 925.89 亿元。

（三）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如破竹。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认真贯彻落实



高技术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战略规划，认真落实《广东省智能

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大力推进医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

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企业 12372 家，比 2012 年增加 7508 家，增长 154.4%，增

幅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高 78.9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比重提升至 18.7%，比 2012 年提高 5.8 个百分点；

实现工业增加值 11672.3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115.6%，增幅

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7.7 个百分点，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的 31.3%，比 2012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资产总计

40879.15 亿元，比 2012 年翻了一番；实现利润总额 4124.2 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 36.6%，比 2012 年提高 16.3 个百分

点。医药相关行业蓬勃发展。2021 年，广东医疗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企业 1734 家，比 2012 年增加 499 家，增长四成多，实

现工业增加值 850.26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219.33 亿元；2021

年，医药制造业企业 592 家，比 2012 年增长近七成，实现利润

总额 423.68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288.86 亿元。

（四）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果丰硕。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由 2012

年的 8017.24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20859.05 亿元，增加

12841.81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55.9%，比 2012 年



提升 20.6 个百分点。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

33783 家，比 2012 年增加 23247 家，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五

成，比 2012 年提高 23.0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6634.81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 55.9%，比 2012 年提高 22.8 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中占比最大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由 2012 年的 3491.58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9555.10 亿元，

增加 6063.52 亿元，是推动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支柱行业。

（五）内销开拓工业发展空间。

国际形势转变，工业出口放缓。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市场

环境不断变化，工业品出口受阻，出口交货值增长缓慢。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 37553.99 亿元
②
，比 2012 年

增加 8497.48 亿元，2013—2021 年年均增长 3.1%，同期销售产

值年均增长 7.4%，快于出口交货值 4.3 个百分点。其中，2015

年工业出口交货值 32593.19 亿元，同比下降 2.4%，为 2012 年

以来第一次出现下降。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19—2020 年广东工业出口交货值连续两年出现下降。（见图 4）

②
出口交货值、销售产值、内销产值均为快报数。



图 4 2013—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情况

内销保持增长，占比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降低海外需

求收缩、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广东主动作为，出台出口退

税政策，鼓励行业自救，扶持电商直播发展，国内工业品销路有

所扩大。2017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内销产值首次突破 10 万亿

元，2021 年实现 127106.78 亿元，比 2012 年翻了近一番，占销

售产值的 77.2%，比 2012 年提高 8.4 个百分点。2013—2021 年

规模以上工业内销产值年均增长 9.1%，高于同期出口交货值增

速 1.7 个百分点。

三、工业效益持续改善

（一）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支柱行业支撑作用较强。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173649.71 亿元，

比 2012 年增加 79827.97 亿元，营业收入超千亿的行业由 2012



年的 22 个增加到 37 个，营业收入超万亿的行业增加到 2 个，分

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2021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6395.14 亿元、19904.06 亿元。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继

2017 年后再次突破 10%，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点。2013—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7.1%，整体呈波

动上涨态势。（见图 5）

图 5 2013—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分行业看，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2013—2021 年年均增速分别达

21.3%、10.9%和 10.2%，为增速最高的三个行业。支柱行业发展

势头较好。2021 年，汽车、电子、电气和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

共实现营业收入 84337.70 亿元，占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的 48.6%，比 2012 年提升 4.4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速较快，2013—2021 年年均分别



增长 10.0%和 8.2%，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2.9 个

和 1.2 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贡献

大，营业收入由 2012 年的 22540.98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46395.14 亿元，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25.4%。

（二）利润总额取得突破，实现万亿目标。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278.35 亿

元，较 2012 年翻一番，2013—2021 年年平均增长 10.4%。一是

大型企业利润总额占比进一步提高。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

大型企业数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2.4%，实现利润总额

6547.82 亿元，与 2012 年相比增长 141.6%，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的 58.1%，比 2012 年提升 12.1 个百分点。二是重点

行业贡献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对 5G、云计算和数

字经济支持力度，电子信息行业发展内生动力增强，增长态势较

好。2021 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总

额 3222.42 亿元，增长 40.2%，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增长贡

献率达 54.2%。2019 年，“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

入政府工作报告，电气机械制造业需求大幅提升，电气行业利润

总额快速增长。2013—2021 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利润总

额年均增长 11.5%，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 1.1 个百分点，2021

年实现利润总额 1351.35 亿元，增长 10.7%，对广东规模以上工

业利润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 7.6%。



（三）适应经济新常态，企业运营效益平稳向好。

一是成本费用利润率保持较高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

积极推进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印发“实体经济十条”，

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工业企业成本费用率一直保持在 6.4%以上

的较高水平，2021 年工业企业成本费用率为 6.9%，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二是全员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

广东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提高劳动力质量，生产设备升级换代，发展方式向高质量转变。

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18.23 万元/人.年，

2015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突破 20 万元，实现 20.46 万元/人.年，

2021 年达到 27.77 万元/人.年。2013—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

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6%。三是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党

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落实“三

去一降一补”政策，积极引入战略投资，提高企业资产中股权比

重。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资产负债率 57.3%，比 2012 年降低

0.9 个百分点。企业资产结构得到优化，偿债能力增强，经营风

险降低。四是劳动者报酬大幅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付职工

薪酬由2012年的6510.58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 15585.50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由 6.8%提高到 9.0%。

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对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工业

发展步伐加快，总量不断扩大，规模持续扩张，产业结构、质量



效益均有所提升，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加明显，为稳经济

促发展注入新动力。广东将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引领作用和经济挑

大梁作用，为全国工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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