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 2024 年广东经济运行基本情况和特点，

对明年经济形势作出预判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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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广东

改革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

的复杂严峻形势，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

任担当，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在规模总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绿色转型等方面都呈现出诸

多的积极变化，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经济总量实现新突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4 年，广东经济规模跃升至新高度，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14 万

亿元的新台阶，达 14.16 万亿元，经济韧性和经济实力全面提升，

支撑广东经济行稳致远；总量连续 36年稳居全国首位，占全国经

济总量的 10.5%，为全国经济稳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第一产业

增加值 5837.03 亿元，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54365.47 亿

元，增长 4.4%；第三产业增加值 81431.31 亿元，增长 2.8%。三

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1%、48.0%和 47.9%，分

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0.1 个、1.7 个和 1.7 个百分点。大湾

区城市群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珠三角经济总量超 11.5 万亿元，其

中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个万亿元城市经济总量继续扩大，

惠州经济总量突破 6000 亿元，中山、茂名经济总量均突破 4000

亿元。



稳健态势有效延续。一揽子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及时落实，

有效提振了社会信心，特别是促进了经济的回升，全年 GDP 同比

增长 3.5%，增速比前三季度回升 0.1 个百分点。从主要宏观指标

看，2024 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8%，比前三季度

回升 0.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2%，其中 12 月

份增长 4.0%，增幅比 11 月份提高 1.9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 8.1%，增幅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

资降幅比 1—11 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结束 6月以来逐月放缓的

态势，扣除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7%；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0.8%，比前三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外贸成绩斐然，

全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 9万亿元，连续 39 年居全国首位，增长

9.8%，增速比全国高 4.8 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

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1.8%，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 5.6 个百分点，

降幅连续 9个月收窄，到位资金降幅连续 6个月收窄。

表 1 2024 年广东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指标 2023 年
2024 年
一季度

2024年
上半年

2024 年前
三季度

2024 年
全年与
前三季
度相比

地区生产总值 4.8 4.4 3.9 3.4 3.5 0.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0 3.9 3.5 3.4 3.8 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4 6.1 6.0 4.7 4.2 -0.5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8.1 9.5 8.3 8.1 8.1 0.0

固定资产投资 2.5 4.0 -1.5 -3.4 -4.5 -1.1

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 -13.2 -16.8 -17.2 -18.2 -1.0

商品房销售面积 -9.2 -34.6 -30.6 -27.4 -21.8 5.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 3.8 1.2 0.7 0.8 0.1

进出口总额 0.3 12.0 13.8 11.1 9.8 -1.3

出口总额 2.5 9.0 12.1 9.1 8.4 -0.7

进口总额 -3.6 17.6 17.1 15.0 12.5 -2.5



指标 2023 年
2024 年
一季度

2024年
上半年

2024 年前
三季度

2024 年
全年与
前三季
度相比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 -0.4 -1.2 -2.5 -2.3 0.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0 -6.0 -4.9 -5.3 -3.0 2.3

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

8.9 6.7 2.2 4.5 4.5 0.0

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

9.5 8.2 6.3 5.2 4.6 -0.6

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0.9 -8.4 -9.7 -10.3 -8.8 1.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4 -0.1 0.1 0.1 0.0 -0.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2.4 -2.3 -1.6 -1.3 -1.3 0.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1.5 -1.8 -1.5 -1.6 -1.6 0.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 6.1 4.5 4.4 4.4 0.0

扣除物价增长 4.4 6.2 4.4 4.2 4.4 0.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4.2 5.6 4.0 3.9 3.9 0.0

扣除物价增长 3.6 5.6 3.8 3.6 3.8 0.2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6.5 8.2 6.7 6.3 6.3 0.0

扣除物价增长 7.0 9.0 7.1 6.6 6.8 0.2

（一）三次产业协同并进，推动经济态势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

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农产品供给保障充足。2024 年，广东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有关决策部署，克服低温、强降雨和台风等灾害影响，全省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701.21 亿元，同比增长 3.8%，增速比前三季

度提高 0.4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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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3%、3.7%、

13.4%。粮食面积、单产、总产量实现“三增”，全省粮食播种面

积 3355.13 万亩，增长 0.3%；粮食单产 391.5 公斤/亩，增长 1.9%；

粮食总产量 1313.43 万吨，增长 2.2%，达到 2006 年以来历史高

位。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增长 3.6%；园



林水果产量增长 3.2%，其中柑橘类、香蕉、菠萝产量分别增长

6.9%、2.0%和 4.3%；茶叶产量增长 7.2%。生猪生产稳步回升，全

省生猪出栏增长 0.6%，猪肉产量增长 2.4%；家禽继续高位调整，

全省家禽出栏下降 3.6%，禽肉产量下降 2.6%。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2024 年，广东

坚持制造业当家，大力抓工业生产，切实发挥实体经济的“压舱

石”作用，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 47601.64 亿元，同比增长 4.4%，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3.6%，比重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2%。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1.2%，制造业增长 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5.2%。分行业看，全省在产工业行业大类增长面 51.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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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值分别增长 13.4%、2.7%，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3.5 个

百分点；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5.8%。新能源汽车

增速持续向好，带动汽车市场整体回暖，汽车制造业下降 1.2%，

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 4.0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收窄，其中 12

月汽车制造业增长 18.7%，增幅比 11 月份提高 13.3 个百分点。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保持万亿元规模，达 10367.23

亿元，下降 2.6%，降幅比 1—11 月份收窄 0.7 个百分点。

建筑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新增资质企业对总产值贡献显

著。2024 年，全省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26364.31 亿元，同比增长 3.8%，总产值在 2023 年超过浙江后，



2024 年继续保持全国第二位，且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全年有工

作量的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建筑企业 12334 家，比上年增长

6.5%，其中，新入库 1255 家，合计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849.46 亿

元，拉动总产值增长 3.3 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为 88.0%。

服务业平稳增长，规模以上服务业增势良好。2024 年，全省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其中，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6%、9.6%、6.3%、9.9%、4.0%。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8.1%。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4.5%、8.9%、7.3%。运输市场运行稳

健。全省货运量增长 0.5%，其中，民航、管道完成货运量分别增

长 18.8%、11.6%；货物周转量增长 4.8%，其中，水路、民航完成

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 5.4%、17.4%。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3.1%。

客运量增长 10.6%，其中，铁路、民航完成客运量分别增长 13.3%、

16.7%；旅客周转量增长 17.8%，其中，铁路、民航旅客周转量分

别增长 5.8%、24.5%。中心城市客运量增长 4.8%，居民出行活跃。

（二）国内需求相对较弱，对外贸易表现亮眼。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2024 年，全省各

地认真贯彻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

力，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872.80 亿元，同比增长 0.8%，

比前三季度小幅加快 0.1 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



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0.7%，乡村市场零售额增长 1.7%。按消费

类型分，商品零售增长 0.6%，餐饮收入增长 2.5%。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带动下，部分基本生活类和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

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1.0%、5.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具类，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6.7%、11.7%、12.7%、

16.6%。汽车类商品零售下降 10.6%，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6.1%，拉动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0.6 个百分点。

投资下行压力较大，工业投资占比持续提高。2024 年，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7%。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成效明显，设备工器具购

置投资增长 18.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1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

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17.9%。从投资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6.7%，占全部投资比重 37.2%，创 2007 年以来新高，其中制造业

投资增长 7.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2%，其中，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5.5%，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投资增长

214.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42.1%；房地产市场仍

在调整，完成开发投资下降 18.2%，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21.8%，

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 5.6 个百分点，降幅连续 9个月收窄，到位

资金连续 6个月降幅收窄，相关指标降幅收窄表明政策组合拳对

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

下降 5.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增长 4.7%，其中，制造业



民间投资增长 6.2%，占全部民间投资额比重 43.4%，比上年提高

5.5 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进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2024 年，

外贸顶压克难，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 9 万亿元，达 91126.4

亿元，同比增长 9.8%；占全国比重 20.8%，比重比上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近 4 成。其中，出口 58915.6

亿元，增长 8.4%；进口 32210.7 亿元，增长 12.5%。12 月当月，

全省进出口 8301.4 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增长 6.3%；其中，

出口 5068.7 亿元，增长 3.0%；进口 3232.7 亿元，增长 12.0%。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有效。

民生领域支出超七成。2024 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533.27 亿元，同比下降 2.3%，其中，税收收入下降 4.2%。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956.40 亿元，下降 3.0%。民生领域支出

下降 1.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71.2%，其中，住房保障、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农林水支出分别增长 15.8%、27.0%和 3.9%。

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2024 年，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474 元，同比名义增长 4.4%；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4.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1629 元，增长 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6729 元，增长 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4 年，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比



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超 143 万人、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 110 万人年度任务。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

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圈建设，建成首批 153 个标准化就业驿

站，4386 万异地务工人员稳定就业。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2024 年，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上年持平。12 月当月，CPI 同比下

降0.3%，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1%，

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4%，服务价格下降0.1%。

2024 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1.6%，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IPI）下降 1.3%。12 月当月，PPI 同

比下降 1.2%，降幅比上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IPI 下降 1.3%，降

幅与上月持平。

二、转型升级态势持续，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一）发展结构继续优化。

广东以改革为动力，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质效

稳步提升，产业结构更优。2024 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4.1：

38.4：57.5，第二产业比重比上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

占比 33.6%，对 GDP 增长贡献率为 42.6%，制造业当家更加“有底

气”。现代产业发展趋势向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32.0%和 58.3%，比上年分别提高 2.6

个、2.9 个百分点，分别比全国高 15.7 个和 23.7 个百分点。经

济发展向“新”而行，新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经济超四分之一，实



现增加值 37242.14 亿元，占 GDP 比重 26.3%，同比增长 7.6%，增

速比 GDP 高 4.1 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更优。工业投资增长 6.7%，

超1.5万亿元的规模创历史新高，占全部投资比重比上年提高3.9

个百分点。工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投资比重分别为

37.2%、29.4%、26.4%，工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一升一降”，

工业投资超过房地产投资 10.8 个百分点，实体经济支撑进一步增

强。大规模设备更新带动下，设备更新投资增长 18.5%，其中工

业设备更新投资增长 17.9%，增速创 9年来新高。消费结构更优。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升级类相关商品消费加速释放，限额

以上单位体育和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

用品类、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6.1%。贸易方式结构更优。一般贸易

进出口增长 10.9%，占全省进出口总额比重 58.2%，比重比上年提

升 0.6 个百分点。贸易主体活力增强，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进

出口总额的 63.6%，比重提升 3.0 个百分点，增长 15.2%。出口在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增长 8.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保

持较高增速。

（二）发展动能积聚增强。

广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创造新增长点，现代化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产业新模式快速发展。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不断深入。2024 年，全省规模以上先进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其中，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石油化工



产业、新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2.9%、9.0%、5.0%。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2%，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0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

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9%、

17.6%、6.4%。高技术服务业增速良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增长 8.0%，，其中信息服务业、检验检测服务业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 10.0%、7.7%。新消费模式保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

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7.0%，占整体限额以上单

位商品零售比重 39.6%，比重比上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拉动限

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2.5 个百分点。新动能产业快速培育，

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8.7%、10.0%。新产品

产量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361.78 万辆，增长 43.0%；工

业机器人、智能手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分别增

长 31.2%、12.5%、21.0%、10.4%。完备产业链优势凸显。广东产

业体系完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20个门类、97 个大类、473

个中类和 1380 个小类，广东覆盖面分别达到 95.0%、99.0%、97.5%

和 9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 7.4 万家，居全国第一，拥

有 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规模占 GDP 比重

为 34%，完备的产业链为广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基础性支

撑。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预计 2024 年广东 R&D 经费支出约 5100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 3.6%左右，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8年全国第一，

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有效量均居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企业达 7.7



万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和创新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广东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

（三）发展活力持续提升。

广东市场化程度高、开放型经济活跃、人口红利、改革红利

不断释放，持续为经济蓬勃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常住人口保持稳

定增加。广东人丁兴旺，人力资源供应丰富，同时也为消费市场

提供了广阔空间。2024 年，广东新出生人口 113 万人，数量居全

国第一，省外净流入人口保持增长，预计常住人口规模继续扩大。

物流客流持续活跃。全省客运量、旅客周转量保持两位数增长，

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 4.8%，其中，民航完成货运量、货物周转量

分别增长 18.8%、17.4%。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3.1%。快递业务量

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425.89亿件和3041.54亿元，均居全国第一。

市场主体活跃。2024 年，广东经营主体净增 98 万户、突破 1900

万户，其中企业超 830 万户，总量均居全国第一。累计培育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2089 家，数量居全国前列。这些是广东持续

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全省登记在册外商投资企业 21.51 万户，增长 8.0%，占

全国 1/4，位居全国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外资企业投资

优选地，大湾区内地九市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省的 92.9%，其中

港澳投资企业占比近 6成。

（四）高质量发展成色渐浓。



广东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绿

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随着“百

千万工程”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质效大力提升。

2024 年，全省 57 个县（市）整体经济增速快于全省平均水平，

县域对经济、人口聚集效应增强。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且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于城镇居民 2.4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

缩小至 2.31:1，比上年减小 0.05。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推进。

工业企业绿色化智能化稳步发展，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1.5%，其

中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11.6%；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逐步形成

广东新的优势产业，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超 1/4，达 27.5%，充

电桩、绿色家居家电等绿色低碳产品产量较快增长；节能降耗形

势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2.8%，天然气、水核

风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高，PM2.5 平均浓度降至 20.6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5.8%、创有记录以来最

好水平，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

三、2025 年走势预判及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2024 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经济总

量跃上 14 万亿元新台阶，新经济新动能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持续

调整和优化，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蓄。展望 2025 年，世界经

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有基础、有动能、有支撑，经

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



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广东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爬坡过坎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少，但向好

发展基础和有利条件不断累积增多，实体经济将继续发挥压舱石

作用，随着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加快落地显效，内需潜力将

进一步激活，稳外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利于应对外部环境不

确定性。综合来看，动力与压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经

济基础稳、结构优、活力足、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

本趋势没有变，经济向好发展有信心、有条件、有底气。

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再

造一个新广东”的雄心，更好展现“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责任

担当，持续促进广东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

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步伐。

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巩固和升级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石化钢铁、家电家居、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传统

产业，加快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集成电路、新型储能、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二是更大力度提振消

费扩大内需。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释放消费潜能，稳

定和扩大汽车、家电、家装、消费电子等大宗消费品消费，创新

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



愿和层级。三是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狠抓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形

成更多投资实物工作量，巩固加强工业投资支撑，积极采取有力

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四是大力激发市场活力和增强内

生动力。进一步支持民间投资发展，支持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多

措并举帮助解决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持续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

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大民营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支持力度，

畅通资金流转；加快数字化赋能，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五是深入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推进产业有序转移，优化生产力布局，

以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奋力实现“三年初

见成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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