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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伟梁 石名钰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广东这片沃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历史巨变，完成了从经济相对落后农

业省份到全国第一大经济强省的惊人跨

越，成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生动缩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东勇立潮头敢

争先，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描绘改革发展的绚丽图卷。

经济总量稳居全国首位，综合实
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经济总量不断实现新跨越。1950-2023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3%。

2023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135673.16 亿

元，成为全国首个超13万亿元的省份，占全

国比重由 1952 年的 4.3%上升到 2023 年的

10.8%。自1989年以来，广东经济总量连续

35年位居全国首位。2023年，广东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106985元，是1949年的163倍，

1949-2023年年均增长7.1%。

就业规模显著扩大。2023 年，广东全

社会就业人员达 7057.00万人，较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 1001.36万人大幅增长，年均增长

2.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2023
年广东劳动生产率达19.44万元/人。

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2023 年，广

东地方财政收入 13851.30亿元，1950-2023
年年均增长12.1%，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

比重由 5.2%提高到 11.8%。截至 2023 年

末，广东市场主体达 1806.7万户，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 71013家；2023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575.18 亿元，是

1979年的695.3倍。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更加协
调和可持续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广东坚持巩固

加强第一产业、优化升级第二产业、积极

发展第三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不断

优化。1949-2023 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

比 由 60.1∶12.9∶27.0 调整为 4.1∶40.1∶55.8。
2023年，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4.4%、40.0%、55.6%。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广东着力发挥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

用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2023 年广东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为 51.9%，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1950-2023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年均增长 11.8%。

所有制结构相互促进。在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广东不断深化国企国

资改革，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2023年末，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中 ，国 有 控 股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占

18.4%，利润总额占15.5%，规模以上私营工

业企业数量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67.2%；民间投资活力迸发，2013-2023年民

间投资年均增长6.3%。

分配结构、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

2023年，广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

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

净收入的比值为 70.1∶10.8∶14.6∶4.5；农村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

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的比值为

57.6∶24.3∶3.8∶14.4。
区域经济布局不断优化。近年来，广东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系数从 1993 年

0.8061的峰值逐步下降至 2023年0.5441。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供给
能力实现重大转变

农业经济稳步提升。2023 年，广东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达 9202.09亿元，位居全国

第四位。在占全国 1.9%的土地面积上，广

东生产了约占全国 4.9%的蔬菜、6.5%的水

果、5.2%的肉类和 13%的水产品，实现了占

全国5.8%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工业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23 年，广

东全部工业增加值 4.87 万亿元，是 1952
年的 3469 倍，年均增长 12.2%，占全国比

重 为 12.2% ，比 1978 年 提 高 7.5 个 百 分

点。2023 年，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

达 55.7%、29.4%。

服务业量增质提。新中国成立之初至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

服务业增加值从1949年的5.48亿元增加到

1978年的43.92亿元，年均增长5.6%。改革

开放以后，服务业增加值增加到 2023年的

7.57万亿元，比 1978年增长 176倍，年均增

长12.2%。

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效卓著，外贸
大省地位稳固

外贸大省地位稳固。1962-2023年，广

东进出口从 1.91亿美元增长到 11799.20亿

美元，增长6177倍，年均增长15.4%，占全国

比重提高到 19.9%。2023 年，广东外贸进

出口总额达 11799.20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

达19.9%。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广东出口产品

从最初的以农产品、轻工产品为主转变为

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2023年，出

口 机 电 产 品 占 当 年 商 品 出 口 总 值 的

65.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30.6%；跨境电商进出口占全省外贸总量

超 10%，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比重超

过 1/3。

对外贸易伙伴更趋多元。1991 年，亚

洲市场外贸进出口占广东进出口总量的

88.3%。2001-2023 年，广东对非洲贸易额

年均增长14.5%，对拉丁美洲贸易年均增长

14.5%，对欧洲贸易年均增长9.8%。

双向投资水平不断提升。1979 年，

广东外商直接投资 0.31 亿美元；2023 年，

广东实际利用外资 225.87 亿美元，占全国

的 14%，外商投资企业达 19.9 万户，签订

企业项目21685个，对外直接投资238.32亿

美元。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成为经
济增长第一动力

科技投入持续创新高。广东研发经

费投入从 1995年的 10.57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4411.90 亿元，年均增长 25%。2022
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上升到3.42%，比1995年提升3.24个百

分点。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实现飞跃。2023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超 7.5万家，拥有

全国重点实验室 31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2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家、国

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38家。

专利事业发展日新月异。1985年，广东

专利申请量仅为 286 件，授权量仅有 1 件；

2023 年，全省专利授权总量达 70.37 万件，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达 66.56万件，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为52.59件。

发展新动能茁壮成长。2023 年，广东

新经济实现增加值 34736.46 亿元，新经济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5.6%。

2023年广东按卖家所在地统计的网上零售

额达 3.15 万亿元，占全国的 20.4%，稳居全

国第一。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人
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教 育 事 业 取 得 巨 大 历 史 性 跨 越 。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广东全省总人口中，大专及以上、高中、

初中、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分别占 3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的 16.27% 、18.88% 、36.76%
和 21.42%。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2022 年，广东文

化产业增加值达 6986.76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广东建有博物馆 277个、公共图书馆

150个，分别是 1952年的 139倍和 38倍；每

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1496.06 平方

米，位居全国前列。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显著提升。1950-2023
年，全省医疗机构从 512 个增加到 6.29 万

个，医疗机构床位从 1.1万张增加到 62.9万

张，卫生技术人员从 3.70万人增加到 97.91
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1 岁提

高至2020年的79.3岁。

体育事业腾飞发展。截至 2023年底，

全省体育场地总场地面积 3.56 亿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平方米，每万人拥有

体育场地数量26.82个。2023年，广东体育

产业增加值超2300亿元，增速约9%。

社会保障网织密兜牢。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

高。2023年，广东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

人数为 8129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379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4270万人，

养老、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潮起珠江再出发，奋楫扬帆正当时。

75 年筚路蓝缕，75 年披荆斩棘，迈步新征

程，广东将全面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

动力，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史机

遇，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奋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中继续走在

前列，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

大奇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波澜壮阔波澜壮阔7575载载 奋楫奋楫扬帆谋新篇扬帆谋新篇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7575周年广东经济社会周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发展成就综述

■ 赛雪 陈怡佳

珠江源头，入滇锁钥。作为云南省第二大经

济体和第二大城市，曲靖市工业基础好，经济活

力强。在我国“两新”政策落实以来，曲靖抢抓机

遇，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核心，以工业领域为

重点突破，持续做大做优做强循环经济。当地大

规模设备更新组织有效、运行良好、成效初显，营

造出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的良好氛围，为产业发展数据化、智能化注入了

蓬勃动力。

真抓实干，推动“上门服务”制度化

为全面推动以旧换新工作，曲靖专门谋划

“上门服务”制度，由市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工作专班办公室牵头，成立 10个项目

谋划储备帮扶组，聚焦工业、交通、教育等重点领

域，先后两轮下沉园区、走访企业，累计对217户

重点工业企业、97家县直部门开展了大规模设

备更新项目谋划储备“上门服务”，帮扶做好设备

更新项目谋划、前期准备、资金申报等工作。

目前，曲靖已主动谋划储备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回收循环利用项目近 700个。如曲靖某服饰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组建智能工

厂，打通量体、打版、裁剪、缝制、流转、分拣、包

装、仓储、物流等“数据通路”，智能裁剪节约用

工、面料等生产成本约30%左右。曲靖某矿山配

件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申报了加热

炉节能技改项目，改成之后每年节能量将比现在

增加624.2吨标准煤。”

多方发力，开拓多元化资金来源

为争取资金支持设备更新，曲靖先后组织两

次底数调查，召开4次项目谋划包装业务培训会

议，聚焦“财政支持+税收支持+金融支持”多元

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和指导。

在财政支持政策方面，曲靖积极组织申报超

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各类专项资金支持，认真落实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补贴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当地认真执行节能

节水、环境保护等免征、扣除、即征即退等政策，

积极推广“反向开票”创新措施；在金融支持方

面，积极组织项目申报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贷

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

今年4月29日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向

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报废品，符合条件的资源回收

企业可以向出售者开具发票，出售者无需代开发

票并寄给回收企业，再也不用“多头跑”。这项政

策大幅提升了出售者回收利用的积极性。截至

今年二季度，曲靖已对具备“反向开票”资格要件

的1679户企业全部开展了“一对一”精准政策推

送和辅导。

搭建网络，畅通回收循环利用链条

曲靖鼓励龙头企业延伸回收业务，打造回

收、加工、利用一体化模式，培优一批废旧物资专

业回收企业。目前已建成的绿巨能环保科技（云

南）集团有限公司线上回收平台，业务范围覆盖

全市各县（市、区）。

此外，曲靖依托垃圾分类融合一批、因地制

宜建设一批、市场化运作一批，推进废旧物资回

收网点建设。截至目前，共建成回收站点 1371
余个、回收市场主体 1453户以及若干个标准化

废旧物资分拣中心。

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持续推进全国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曲靖结合实际情

况，合理布局钢铁、报废汽车、建筑垃圾等专业化

分拣中心建设，提高低值再生资源分拣处置能

力。同时，推进线上渠道建设，加强信息化数字

化应用平台应用。

今后，曲靖将继续提高政策宣传解读的广度

和深度，深入做好政策衔接、工作对接、项目承

接，分行业、分领域加快制定出台项目化的专项

行动方案，并通过组织召开工作专班会议，调度

工作进展、评估工作成效，全力推进大规模设备

更新各项重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上门服务”制度化、资金保障多元化、回收循环利用网络化——

曲靖全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更“智”

本报讯 近年来，湖南凭借地处东西部结合

区的位置优势，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今

年 2月份，湖南印发《湖南省进一步强化招商引

资工作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明确促进招商引资

和加工贸易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湖南各地实

施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建链、

延链、补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强队伍瞄准重

点区域招大引强，推动湘商回归和返乡创业专项

行动，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工作实效，细化招商引

资工作流程，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成效明显。

据了解，湖南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各地

积极承接沿海及粤港澳产业转移，并且已经形成

了一定的发展规模，不仅解决了沿海地区资源、

市场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也促进了湖南经济发

展和对外贸易增长。如长株潭一体化作为湖南

区域发展的突破口正在全面提速；衡阳、郴州、永

州、邵阳、怀化、湘西 6个市州发展成“湘南湘西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示范区”；岳阳、常德、益阳、衡

阳、郴州、永州、娄底发展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重点承接地”。数据显示，2023年湖南进出口总

额比2019年增长42.2%，其中出口增长30.3%；今

年 1-8月，湖南进出口总额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7.8%，其中出口增长14.3%。

从各地情况来看，湘潭2019-2023年共签订

招商引资合同 80个，投资金额达 100亿元，引进

企业280个，其中外省企业265个，占当地引进企

业总数的 95%。永州近 5 年来共承接产业转移

签约项目1396个，累计利用外资5428亿元，引进

投资 2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 558个，引进中国稀

土集团、运达风电、紫金锂业、首衡城、鲁力木业、

国家能源集团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落户。张家界

2021年以来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29个，签约金

额达1392.43亿元。岳阳今年1-8月新签约项目

383个，签约总投资额达 933.41亿元。娄底围绕

“材料谷”产业链重点延链、补链、强链，形成以

钢铁新材和工程机械为龙头的主导产业，目前

正式签约项目 83个，投资额达 457.3亿元，已履

约 67个、履约率为 80.72%，已开工 55个、开工率

为66.27%。

从项目来源区域看，株洲 2023 年新签约

合同项目 311 个，其中省内项目 198 个、投资额

达 338.57 亿 元 ，省 外 项 目 113 个 、投 资 额 达

463.09亿元。在省外项目中，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有 42个，投资额达 94.89亿元；京津冀地区项目

有23个，投资额达137.12亿元；长三角地区项目

有 23个，投资额达 55.94亿元；其他地区项目有

25个，投资额达178.34亿元。

从招商引资的数量和规模看，今年 1-8月，

长沙引进投资额 100 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

8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12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30 个，引进“三类 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30个以

上，湘商回归新注册企业 120家以上，项目招引

的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2023 年，怀化新引进

项目 479 个、总投资金额达 468.16 亿元，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45个、总投资金额达 665.95亿

元，“三类 500强”企业项目 28个；实际利用外资

6118万美元、增长42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益阳积极构建跨境电商

交易平台，实现了跨境电商平台交易的快速增

长。数据显示，今年1-7月益阳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同比增长约 17 倍。当地通过阿里巴巴国际

站、中国制造、速卖通、亚马逊、敦煌网、虾皮等电

商平台，主销竹木制品、鞋服、医美设备、汽车配

件和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产品。据益阳市南县

南洲镇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反映，今年借助跨

境电商平台，该公司打通了东南亚国家的市场，

公司成品鞋外贸销售额达 6000多万元，同比增

长5倍。 周杰韩

湖南加速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1950-2023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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