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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上半年走势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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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广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全

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为引领，靠前布局，分两批发布 18 项惠企助

企政策。随着各项政策精准落地，疫情防控政策调整转段，全省

经济运行加快自我修复，生产端、消费端逐渐回归常态，主要经

济指标持续稳步回升，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一、运行基本特征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30178.2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增速分别高于上

年同期和上年全年 0.7 个、2.1 个百分点，自 2022 年下探到 1.9%

的低点后明显抬升，呈“W”走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39.06

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11141.35 亿元，增长 2.4%；

第三产业增加值 17997.83 亿元，增长 5.0%。（见图 1）

图 1 2022 年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及增速

（一）主要指标实现增长，3 月当月指标恢复明显超预期。



从主要指标看，工业转正、进出口持平。一季度，广东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比 1—2 月加快 2.9 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总额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比 1—2 月加快 12.4 个百

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支、存贷款

余额增速加快，其中，投资、消费分别增长 7.4%、5.1%，比 1

—2 月加快 2.7 个、3.3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增长 3.4%、5.7%，比 1—2 月加快 3.2

个、2.1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增长 13.8%、11.6%，

比 1—2 月加快 0.9 个、0.7 个百分点。实物量指标同向稳步回

升。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3.0%、1.9%，比 1—2

月加快 1.9 个、1.6 个百分点，制造业用电量下降 0.2%，降幅收

窄 2.9 个百分点；货运量月度累计增速自 2021 年以来首次转正，

增长1.0%，比1—2月加快6.0个百分点，客运量大幅增长48.4%，

比 1—2 月加快 22.2 个百分点。（见表 1）

3 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2%，增速与上年 3 月

持平，剔除 2 月由于春节不同步带来的快速增长，为 2021 年 7

月以来的当月最快增速；进出口增长 25.7%，高于全国同期 10.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 42.9%，比 2021 年 5 月最高点的 26.1%

还快 16.8 个百分点；消费者出行意愿强烈、线下接触式服务业

快速恢复，3 月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 114.7%、167.9%，

餐饮收入增长 58.3%。



表 1 一季度广东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指标
1—2 月 一季度 3月

增长（%） 数值 增长（%） 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30178.23 4.0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1.5 9006.01 1.4 6.2

全社会用电量（亿度） 1.1 1624.55 3.0 5.9

工业用电量（亿度） 0.3 970.18 1.9 3.7

制造业用电量（亿度） -3.1 776.56 -0.2 3.6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4.7 — 7.4 —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8.5 2865.01 -8.2 —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0.2 2624.91 9.8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8 11770.23 5.1 12.8

进出口总额（亿元） -12.4 18400.7 0.03 25.7

其中：出口总额 -10.4 12177.4 6.2 42.9

进口总额 -15.8 6223.3 -10.2 0.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0.2 3581.67 3.4 13.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3.6 5207.36 5.7 8.7

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12.9 340954.09 13.8 —

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10.9 260785.12 11.6 —

（二）三大产业恢复程度不一，呈“一稳二缓三升”态势。

1.农业生产平稳增长。一季度，广东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4.1%，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3.7%。农林牧渔业产

值 1821.78 亿元，同比增长 4.2%。分行业看，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 3.3%、5.7%、

3.4%、5.6%和 7.1%。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生猪产能恢复正常。

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1057.28 万吨，增长 2.6%；园林水果产量

254.09 万吨，增长 2.5%。生猪出栏 991.93 万头，猪肉产量 77.15



万吨，分别增长 4.2%和 4.3%；季末生猪存栏 2075.77 万头，增

长 4.2%。家禽出栏 3.71 亿只，禽肉产量 49.64 万吨，分别增长

1.9%和 2.0%；季末家禽存栏 3.90 亿只，增长 2.1%。水产品产量

212.86 万吨，增长 2.9%，其中，海水产品增长 2.7%，淡水产品

增长 3.1%；水产养殖比重 83.3%，比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

2.工业生产增速转正。一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006.01 亿元，同比增长 1.4%，增速比 1—2 月提高 2.9 个百分

点，工业生产呈现回暖向好态势。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下降

11.9%，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增长

1.2%和 9.9%。分行业看，全省在产行业增长面 59.0%，比 1—2

月提高 5.2 个百分点。支柱行业中，消费电子产品销售改善、生

产加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2.3%，降幅

比 1—2 月收窄 4.4 个百分点，带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幅比 1—2 月回升 1.1 个百分点；传统燃油车产销情况好转，新

能源汽车产销两旺，汽车制造业增长 0.7%，增速转正，带动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比 1—2 月回升 0.4 个百分点；绿色

能源和锂电池等加快发展带动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9.7%，增幅提高 2.5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1.0 个百分点。

3.建筑业增加值、总产值两位数增长。一季度，广东建筑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0.25 个百分点。

建筑业企业总产值 4664.76 亿元，增长 11.8%，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 2.1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土木工程建筑业产值增长 14.4%，

增速同比提高 11.5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

工程建筑产值 924.10 亿元，增长 17.5%；水利和水运工程建筑

产值 219.30 亿元，增长 37.2%。市场景气度高，新签合同、新

开工面积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省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本

年新签合同额增长 20.5%，增速提高 19.0 个百分点；房屋建筑

新开工面积增长 2.9%，增速提高 13.6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季度

保持增长。

4.服务业生产迅速回升。一季度，广东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5.0%，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上年全年的 0.7 个百分点提高至

3.0 个百分点。接触性聚集性服务业经营情况明显改善，客运量、

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 48.4%和 65.8%，增幅分别比 1—2 月提高

22.2 个和 27.2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

0.6%，比上年全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

13.9%，在服务业各行业中增幅最大。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7.5%，增幅比上年全年、1—2 月提高 5.4 个、

1.8 个百分点。在统的 10 个行业门类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其他行业均实现增长。其中，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成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回升的

主要支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8.7%，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6.3 个百分点。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26.7%，比 1—2 月加快 6.9 个百分

点。房贷利率下降，前期积压的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二手楼市阶

段性回暖，带动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9.0%，其中，房地产中介服务营业收入增长 25.9%。商务活动稳

步恢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由 1—2 月下降 1.4%转

为增长 1.4%。新建商品房销售同步回暖。受部分城市限购政策

调整、政策持续优化以及上年以来的积压需求集中释放等诸多因

素影响，叠加上年同期基数较低，购房需求明显释放。一季度，

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9.8%，增速比 1—2 月回升 10.0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升 34.2 个百分点。

（三）投资、消费需求支撑有力，外贸进出口回升。

1.固定资产投资提速明显。一季度，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7.4%，增速比 1—2 月加快 2.7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升

10.0 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29.4%，拉动全部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7.6 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31.4%、59.0%和 33.8%，合计拉动工业投资增长 11.1 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3.4%，拉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3 个百

分点，其中，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30.1%，拉动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 8.9 个百分点，是基础设施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房地产

开发投资下降 8.2%，降幅比 1—2 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

全年收窄 6.1 个百分点，其中，建安工程下降 10.8%，降幅比 1—2



月收窄 5.6 个百分点，拉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6.2 个百分点，

拉低幅度比 1—2 月收窄 4.5 个百分点。

2.市场销售增势良好。一季度，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770.23 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比 1—2 月提高 3.3 个百分

点；其中，3 月当月增长 12.8%，增速比 1—2 月提高 11.0 个百

分点，消费市场加快回暖。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 4.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2.8%。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额增长 2.4%，增速较 1—2 月提高 2.4 个百分点。全省

18 类限额以上单位零售商品中，15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比 1—2 月

提高或降幅收窄，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拉动作用比 1—2

月提高 1.5 个百分点。其中，受金价上涨影响，金银珠宝类零售

额止跌回升，增长 4.6%，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0.04 个

百分点，比 1—2月提升 0.1个百分点。汽车类零售额下降 12.6%，

降幅较 1—2 月收窄 9.6 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下拉作用比 1—2 月减弱 0.9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34.1%，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0.7 个百分点。“烟火气”

迅速回归，餐饮收入增长 31.4%，增速较 1—2 月提高 12.6 个百

分点。

3.货物进出口显著回升。一季度，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

18400.7 亿元，总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增速比 1—2 月提高

12.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 6.2%，增速比 1—2 月提高 16.6

个百分点；进口下降 10.2%，比 1—2 月收窄 5.6 个百分点。3 月



当月，进出口总额增长 25.7%；其中，出口增长 42.9%，进口增

长 0.3%。民营外贸企业发展彰显韧性，进出口增长 5.0%，占全

省进出口总值的 59.5%，较上年同期提升 2.8 个百分点。贸易结

构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 57.5%，提升 2.0 个百

分点。

（四）物价涨幅处于低位，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一季度，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4%，涨

幅比 1—2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3 月当月，CPI 上涨 0.8%，涨

幅与上月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7%，非食品价格上涨 0.4%；

消费品价格上涨 0.8%，服务价格上涨 0.9%。

一季度，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1%，

与上年同期上涨 4.7%相比，涨跌幅差为 4.8 个百分点；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指数（IPI）同比下降 0.1%，与上年同期上涨 7.4%

相比，涨跌幅差为 7.5 个百分点。3 月当月，PPI 下降 0.7%，降

幅比 2 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IPI 下降 0.9%，比 2 月回落 1.0 个

百分点。

一季度，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67元，同比增长3.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4%；名义增速较上年全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但实际增速回升 0.1 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6758 元，同比增长 3.3%，实际增长 1.8%；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985 元，同比增长 5.2%，实际增长 4.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9 个百分点，城乡



居民收入比为 2.40：1。

财政收支改善。一季度，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81.67

亿元，同比增长 3.4%，增速比 1—2 月提高 3.2 个百分点。税收

收入增长 2.2%，比 1—2 月提高 6.1 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地方

公共一般预算收入的 75.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207.36 亿

元，增长 5.7%；其中，民生支出增长 5.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 70.2%。

（五）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恢复彰显韧性。

1.供需两端结构不断优化。从供给端看，一季度，广东现代

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67.7%，同比提高 0.6 个百分

点。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 55.0%，提高 0.7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装备增长

21.8%，智能制造装备增长 9.5%，智能节能型家电增长 7.5%，新

能源设备、智能节能型家电和智能制造装备合计拉动全省先进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1.9 个百分点，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重要增长

点。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 12.8%，其中，智能机

器人、新能源、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增加值分别增长 23.5%、21.7%

和 24.9%。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前沿高技术产品产量大幅增

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83.2%，风力发电机组增长 136.0%，

数字程控交换机增长 170.8%，智能手表增长 42.4%，工业控制计

算机及系统增长 37.3%。从需求端看，高技术、先进制造业投资

带动工业投资快速增长。一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29.4%，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1.3%，创 2018 年以来新高，其中，集成电

路补链强链项目快速推进，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35.1%，带动

工业投资增长 9.6 个百分点。升级类接触性消费需求迅速回暖，

线上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

书报杂志类、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7.0%、12.6%、38.8%；住宿餐饮业强势回暖，餐饮业、住宿业

营业额分别增长 16.6%、30.5%，其中，限额以上旅游饭店、露

营地服务营业额分别增长 32.3%、43.8%。

2.数字经济总体快速增长，保持较强的引领带动作用。一季

度，广东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3.7%和 27.5%；电信业务总量增长 17.3%，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 17.0%。居民消费加速向线上转移的趋

势进一步巩固，网络零售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限额以上单位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增长 13.6%，占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

的 35.2%，同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拉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额增长 4.2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助力外贸新业态发展，一季度全

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 106.1%，比重升至 9.4%。

3.要素保障助力高质量发展，信贷投向、财政支出契合重大

发展战略。一季度末，广东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5.4%，其

中，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 39.1%，双双保持高增长态势，为制造

业当家战略提供有力保障；信贷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助力绿美

广东建设，绿色贷款余额增长 49.5%，占各项贷款比重 10.0%，



比上年同期提升 2.5 个百分点，污染防治财政支出增长 12.9%，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1.8%；“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实施，农林水财政支出增长 6.5%，涉

农贷款余额增长 20.8%，其中，农户贷款增长 23.2%。

二、上半年走势研判

从主要指标看，工业方面，今年以来低碳和数字产业等新动

能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上年较为低迷的传统家电行业情况有所好

转，工业投资自 2021 年 2 月以来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工

业经济发展韧性犹在，3 月出口超预期，外需对工业的带动将有

所加强，但随着基数的抬升，工业经济的提升幅度取决于市场需

求的恢复程度。投资方面，今年以来，基础设施、工业投资均实

现较快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均明显收窄，

接下来，随着广州旧改新模式落地，有利于投资增长的红利将进

一步释放，若房地产开发投资能进一步提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资有望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从商品房销售情况看，2、3

月份市场虽然显著回暖，但城市分化行情仍将延续。前期积压的

购房需求陆续释放后，在现行市场环境下，4、5 月新房成交规

模预计将低于 2、3 月，市场热度趋于平稳，6 月进入上半年收

官节点，房企加大促销力度有望带动销售环比回升，考虑到上年

基数较高，上半年能否保持一季度的增长势头仍有待观察。消费

方面，今年以来，线下展会、出境游陆续恢复，商务出行、长途

旅行等需求大增。“五一”小长假，全省接待游客 4546.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77.9%（按可比口径，下同），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18.6%；实现旅游总收入 274.4 亿元，同比增长 101.1%，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7.7%。此外，各地陆续出台的汽车促消费政策

效应将于二季度显现，汽车消费降幅有望收窄，考虑到上年二季

度受疫情影响较低的基数，预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将有所提升。

三、几点建议

一是工业再提振。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比上

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分别低 3.5 个、0.8 个百分点，也低于 GDP 增

速 2.2 个百分点。下阶段要把提振工业经济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扩需求、促循环、助

企业、强动能、稳预期，巩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趋势，为下阶段

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进出口再巩固。当前全球通胀高企、主要经济体增长乏

力带来的外需减弱，对外贸形势形成了直接冲击，且二季度同期

进出口基数较高，进出口能否延续当前增长趋势有待观察。要通

过提质升级、提高创新能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撬动”外

贸发展新动能，助力外贸主体坚定迎难而上的信心，更好地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

三是消费再优化。当前，消费恢复呈现分化态势，住宿餐饮

等接触式消费迅速回暖，但受累于汽车、家电等大宗耐用品销售

不旺，批发业、零售业销售额仅增长 5.7%、3.7%。要针对当前



消费的薄弱环节，激活汽车和居住类商品消费，带动消费市场的

复苏。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提升居民消费便利度的同时，

助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挖掘消费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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