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 2023 年上半年广东工业经济运行特点，

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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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大力实施以实体经济

为本、制造业当家发展战略，稳工业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生

产逐季回升，制造业支撑作用显现。

一、运行特点

（一）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9306.03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2.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二季度，月

度增速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4 月下降 0.4%，5 月增长 1.9%，6

月增长 7.2%。

分门类看，采矿业降幅收窄，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加快。上半年，油气开采企业基数逐步降低，

采矿业完成增加值 493.48 亿元，下降 5.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0 个百分点；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17338.81 亿元，增长 2.1%，增

幅提高 0.9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 个

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完成增加值 1473.75

亿元，增长 12.2%，增幅提高 2.3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0.8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石化、汽车、电气和电力等行业增长加快，电子

行业降幅收窄。上半年，全省在产的 39 个行业大类中，有 21 个



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53.8%。其中，重大新投产企业产能持

续释放，部分重点企业停产检修企业逐步恢复，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6.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23.1 个百分点，拉

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提高 0.7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不断提高叠加上年二季度基数较低，汽车制造业增长

10.9%，增幅提高 10.2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提高 0.6 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增加，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增长 10.3%，增幅提高 3.2 个百分点；风电、光伏、动力

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增长，促家电消费政策持续发力，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8.8%，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个百分点；通讯设备制造有所回暖，电子智能消费增长较快，

液晶面板行业价格触底反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下降 1.5%，降幅收窄 0.8 个百分点。（见表 1）

表 1 2023 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增加值

行业名称

上半年增加

值（亿元）

上半年增

长（%）

一季度增长

（%）

增速增减

（百分点）

总计 19306.03 2.5 1.4 1.1

采矿业 493.48 -5.9 -11.9 6.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17.72 -6.8 -15.5 8.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80 -0.8 27.5 -28.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7.67 1.7 12.3 -10.6

非金属矿采选业 37.43 -5.6 7.8 -13.4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8.86 31.8 44.9 -13.1

其他采矿业

制造业 17338.81 2.1 1.2 0.9

农副食品加工业 198.84 3.4 6.3 -2.9

食品制造业 388.66 3.8 5.6 -1.8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82.43 8.1 7.9 0.2

烟草制品业 403.06 28.6 28.1 0.5

纺织业 268.29 -4.2 -0.1 -4.1

纺织服装、服饰业 313.47 -2.7 -4.6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68.28 -14.3 -8.6 -5.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9.56 -17.3 -16.3 -1.0

家具制造业 220.90 -12.8 -11.3 -1.5

造纸和纸制品业 269.77 -3.5 -3.0 -0.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3.84 -9.3 -4.2 -5.1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20.08 -7.6 -2.1 -5.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549.32 6.9 -16.2 23.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41.75 3.8 9.1 -5.3

医药制造业 354.25 -7.3 -7.0 -0.3

化学纤维制造业 25.60 8.9 21.5 -12.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95.06 -1.7 -5.0 3.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04.91 0.0 1.5 -1.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2.95 2.1 4.3 -2.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40.97 4.9 3.9 1.0

金属制品业 900.28 4.6 2.5 2.1

通用设备制造业 708.82 -0.9 1.2 -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813.67 8.4 9.1 -0.7

汽车制造业 1236.40 10.9 0.7 10.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06.28 2.8 -1.3 4.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302.74 8.8 9.7 -0.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310.38 -1.5 -2.3 0.8

仪器仪表制造业 184.00 -5.5 -1.7 -3.8

其他制造业 67.43 -21.7 -12.3 -9.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6.12 7.9 28.7 -20.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50.71 13.6 6.2 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73.75 12.2 9.9 2.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64.74 10.3 7.1 3.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52.88 24.7 25.0 -0.3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6.13 6.5 5.8 0.7

（二）内销明显回暖。



内需回暖，销售产值降幅收窄。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完成销售产值 83483.68 万亿元，同比下降 0.7%，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 0.7 个百分点，其中，内销产值增长 1.9%，增幅提高 1.6 个

百分点，带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增速提高 1.3 个百分点。

分行业大类看，全省在产的 39 个行业大类中，有 20 个行业增幅

提高或降幅收窄，回升面为 51.3%。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8.0%，

增幅提高 11.0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销售产值增速提高

0.7 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增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3%，增幅提高 1.5 个百分点；天然气价格回落，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 20.9%；重大石化项目投产产能持续释放，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0.8%，增幅提高 2.1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1.9%，降幅收窄 1.7 个百分点；食品消费

持续增长，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5.6%，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增长 5.9%。

（三）现代产业稳中向好。

上半年，全省先进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10635.57 亿元，同比增

长 3.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2.2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1.8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55.1%，比一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

8.2%，增幅提高 3.2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5 个百分点；重大石化项目产能持续释放，石油化工产业增长

5.0%，增幅提高 7.1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0.6 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乙烯增长 6.5%，增幅提高 10.3

个百分点；汽车增长 16.1%，增幅提高 12.7 个百分点；汽车用发

动机下降 3.8%，降幅收窄 10.5 个百分点；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增

长 2.6%，增幅提高 9.7 个百分点；包装专用设备增长 15.3%，增

幅提高 20.7 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5514.68 亿元，同比

下降 0.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0.3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 28.6%，比一季度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

产品需求不足，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下降 19.9%，降幅扩大

5.0 个百分点，拉低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1.7 个百分点；

药品需求回落，医药制造业下降 7.3%，降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8%，增幅回落 5.9 个百分

点。从产品产量看，微型计算机设备下降 10.4%，增幅回落 46.3

个百分点；打印机下降 21.4%，降幅扩大 8.8 个百分点；化学药

品原药下降 50.8%，降幅扩大 9.3 个百分点。

二、对策建议

为促进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促内需，激发国内市场需求。优化完善促消费政策，继

续加大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的补贴力度，完善汽车上路、

报废管理规章制度，提高家电环保要求，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

升消费体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鼓励行业龙头、高精尖科技企

业举办线上、线下展销会，聚集优势资源，带动产业链、供应链、



终端消费等上下游资源互换互补，带动产业向上发展。加大老房

危房、老旧公共设施的更新改造力度，引导建筑、房屋配套产业

健康发展。

二是强外资外贸，继续扩大开放水平。加强把握 RCEP 国家及

“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加大对东南亚、日韩、非洲、拉丁美洲

等国家地区的出口力度，并对整机和自有品牌出口企业给予运费

补贴、贴息奖励或加大出口退税等支持。进一步发挥好深圳前海、

珠海横琴等深度合作区桥梁纽带作用，完善对外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加大力度引

进国外科技龙头、行业领军企业入驻，优化外贸产业结构，积极

加入重构世界新发展格局。

三是加快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为工业生产提供新动能。优化

营商环境，做好高新技术科研项目、新动能产业、行业龙头企业

的招商引资与产业规划工作，加大产业园区的扩产工作，形成产

业聚集发展优势，加快统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推进，解决企业

投产痛点难点，实现尽快投产、达产。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与

产品创新，抓住 AI、智能穿戴等新兴需求，提供差异化优质产品，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激发居民消费意愿，打造增量市

场。

四是落实惠企政策落地生根，激发企业生产积极性。提高对

企业服务水平，及时兑现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优化企业生产环

境，改善企业现金流，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企业发展生产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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