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19 年全年广东经济运行情况、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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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面临多年少见的复杂严峻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扎

实落实“1+1+9”工作部署，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奋力拼搏，顶

压前行。全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为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打下坚实基础。

一、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2019 年，广东全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107671.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广东经济总量连续

31 年居全国首位，是全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元的省份，

根据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56 万亿美元。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4351.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43546.43

亿元，增长 4.7%；第三产业增加值 59773.38 亿元，增长 7.5%。

图 1 2018-2019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情况图



（一）增速：全年稳住经济基本盘。

2019 年全年，广东经济增速在 6%-6.5%的年度预期目标的

中限。反映生产端和需求端的六个主要经济指标全年增速走势

可以概括为：一稳两快三回升。农林牧渔业生产平稳，固定资

产投资和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升，进出口降幅

收窄。从需求端看：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1%，各月的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高于年度预期目标 1.5-2.3 个百分点；四

季度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月回升，全年达到年度最高

增速 8.0%；货物进出口下降 0.2%，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从

生产端看：农林牧渔增加值增速稳定在 4%左右；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4.7%，比前三季度回升 0.2 个百分点，是近 6

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全年各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累计增速保持在 10%以上，全年增长 11.8%。

主要经济指标的积极变化增多。2019 年四季度，尤其是 11

月、12 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积极变化。从生产看，1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比 10 月、11 月份分别

加快了 4.6、2.2 个百分点。从需求看，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9.3%，比 10 月、11 月份分别加快 1.6、0.3 个百

分点。



表 1 2019 年广东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对比情况表

指标
2019 年累计
增速（%）

2019 年前三
季度累计增
速（%）

变化情况
(百分点)

2018 年累计
增速（%）

变化情况
(百分点)

地区生产总值 6.2 6.4 -0.2 6.8 -0.6

第一产业 4.1 3.6 0.5 4.2 -0.1

第二产业 4.7 4.6 0.1 5.9 -1.2

第三产业 7.5 7.9 -0.4 7.8 -0.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7 4.5 0.2 6.3 -1.6

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 3.2 2.6 0.6 3.0 0.2

固定资产投资 11.1 11.3 -0.2 10.7 0.4

其中：工业投资 6.3 4.4 1.9 0.8 5.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0 7.8 0.2 8.8 -0.8

进出口总额 -0.2 -1.3 1.1 5.1 -5.3

出口总额 1.6 2.1 -0.5 1.2 0.4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 4.6 -0.1 7.9 -3.4

税收收入 3.3 1.5 1.8 9.8 -6.5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1.7 10.5 1.2 7.0 4.7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15.7 15.1 0.6 15.2 0.5

全社会用电量 5.9 5.2 0.7 6.1 -0.2

其中：工业用电量 3.0 1.9 1.1 5.2 -2.2

与全国和经济总量相近省份相比，全年广东的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山东 0.1 个、0.1 个和 0.7

个百分点，低于浙江 0.6 个百分点。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全

国排第 17 位，比前三季度退后三位。但经济总量优势继续扩大，

全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比江苏多 8039.55 亿元，比上年同期



扩大 1301.88 亿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调整后数据）。四省中，

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逆势回

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增速

高于江苏、山东，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高于山东，进出

口总额增速仅高于江苏。（见表 2）

表 2 2019 年全国和粤苏鲁浙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对比情况表

单位：%

指 标 全国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地区生产总值

2019 年 6.1 6.2 6.1 5.5 6.8

2019 年前三季度 6.2 6.4 6.4 5.4 6.6

2018 年 6.6 6.8 6.7 6.4 7.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19 年 5.7 4.7 6.2 1.2 6.6

2019 年前三季度 5.6 4.5 5.8 0.0 5.8

2018 年 6.2 6.3 5.1 5.2 7.3

固定资产投资

2019 年 5.4 11.1 5.1 -8.4 10.1

2019 年前三季度 5.4 11.3 4.7 -9.6 10.1

2018 年 5.9 10.7 5.5 4.1 7.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9 年 8.0 8.0 6.2 6.4 8.7

2019 年前三季度 8.2 7.8 6.7 6.7 8.5

2018 年 9.0 8.8 7.9 8.8 9.0

进出口总额

2019 年 3.4 -0.2 -1.0 5.8 8.1

2019 年前三季度 2.8 -1.3 0.0 6.4 6.3

2018 年 9.7 5.1 9.5 7.7 11.4

其中：出口

2019 年 5.0 1.6 2.1 5.3 9.0

2019 年前三季度 5.2 2.1 4.3 5.4 7.5

2018 年 7.1 1.2 8.4 6.1 9.0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9 年 — 4.5 2.0 0.6 6.8

2019 年前三季度 3.1 4.6 3.8 0.7 9.2

2018 年 — 7.9 5.6 6.3 13.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19 年 — 10.0 7.9 6.3 16.5

2019 年前三季度 9.4 10.9 9.9 3.8 15.0

2018 年 — 4.6 9.8 9.1 14.6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2019 年 8.6 11.7 9.0 8.6 12.7

2019 年前三季度 8.1 10.5 9.0 8.9 11.5

2018 年 7.8 7.0 7.0 5.9 8.6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019 年 11.9 15.7 14.7 10.9 15.1

2019 年前三季度 12.0 15.1 14.7 11.3 15.8

2018 年 12.9 15.2 13.3 9.8 17.2



（二）结构：“进”的特征更加凸显。

1.2019 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 4.0:40.5:55.5，服务业比

重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产业协同性增强。在三次产业结构

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内部的行业结构趋于分化，不断优化调整。

（1）第一产业中，随着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2019 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4478.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其中，农业和林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6%、

9.5%，较好地抵消了受非洲猪瘟影响的畜牧业增加值下降 4.7%，

以及四季度增速放缓的渔业（当季下降 0.4%，全年增长 3.5%）

影响。农业生产增速逐季提升，第四季度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5.0%，增幅分别比三季度、二季度和一季度提高 0.8 个、0.9 个、

1.1 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喜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同比增长 4.0%。

经济作物提质增效，蔬菜产量增长 5.9%；园林水果产量增长

6.1%，其中香蕉（增长 10.3%）、百香果（增长 61.4%）、番石

榴（增长 20.9%）等特色岭南水果产量大幅增长，填补了荔枝（减

产 22.4%）、龙眼（减产 2.6%）的缺口；茶叶、鲜切花、盆栽植

物等特色经济作物的产量增速都在 10%以上，中草药材播种面积

增长 13.8%。家禽生产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猪产能下

降，全年禽肉产量 176.24 万吨，增长 15.0%；猪肉产量 221.93

万吨，下降 21.2%。

（2）第二产业中，工业增速虽然比上年放缓，但中高端行

业发展较好，传统产业占比下降，内部结构有升有降，此消彼长。



建筑业发展速度比上年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0.5 个百

分点。

全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33616.10 亿元，同比

增长 4.7%，比前三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是近 6 个月以来的

最高增速。工业内部结构有升有降，此消彼长，发展仍具备较强

支撑。分类别看，全年民营工业企业增长 7.6%，对规模以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达84.3%，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4.0个百分点，

较好地弥补了“三资”下降 0.1%的缺口。分行业看，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行业增长面（67.5%）比前三季度提高 5.0 个百分点；

虽然总体增速低于上年，但有 18 个大类行业增速比上年提高，

行业间分化趋于明显。分产业链看，中高端产业发展较好地抵消

了增速较低的传统行业（增长 4.7%）部分下拉力，全年先进制

造业增长 5.1%，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56.3%；高技术制造业

增长 7.3%，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32.0%。百强工业企业贡献

率近 6 成，全年百强工业企业合计实现增加值占全省的 34.3%，

增加值增长 8.3%，拉动全省工业增长 2.7 个百分点。万亿产业

支撑强，全年全省有三个制造业行业产值超 1 万亿元，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4.31 万亿元，占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29.3%；石化行业实现产值 1.51 万亿

元，占比 10.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实现产值 1.49 万亿元，

占比 10.1%；三大超万亿的行业合计占比 49.7%，对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62.9%。



图 2 2019 年以来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增速图

建筑业总产值逐季上升。2019 年，建筑业总产值四个季度的

增速分别为19.3%、20.6%、20.9%和 21.3%。新增资质企业数量增

长快，总承包和专业分包企业中，净增资质建筑业企业987家，同

比增加158家。企业持有合同量比较充足，总承包和专业分包建筑

企业本年新签合同额增长 13.2%。大型企业贡献突出，全省前 20

强的建筑业企业总产值占全省比重21.5%，完成的总产值增速高于

全部建筑业增速4.5个百分点。广州、深圳两市份额扩大，建筑业

总产值合计占全省的58.1%，比上年提高5.7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发展更快。2019 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增

长9.7%）高于服务业增加值 2.2个百分点，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

重（63.8%）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金融业发展较快，全年金

融业增加值8881.41亿元，增长9.3%，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8.2%）

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发展较快、质量较高，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达31468.1亿元；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元，占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总量的31.9%；出现单个企业营业收入首

次突破1000亿元，其中，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060亿元和1055亿元。技

术含量高的信息服务业是主要推动力，该行业的营业收入对规模以

上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达38.5%，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4.5个百

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平稳发展，全年实现增加值增长

5.9%。全年完成货运量比上年增长5.0%；完成客运量增长 0.7%；

高铁客运量增长18.1%，占全部铁路客运量比重的83.0%。选择航

空出行的人数稳步增加，全年实现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

7.9%和 9.2%。邮政业在快递业的拉动下发展态势良好，全年完成

邮政业务总量（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36.9%，其中，

实现快递业务量增长29.7%，占全国比重的26.5%。

2.看需求结构，内需支撑有力，外需结构优化。

（1）投资需求保持旺盛。2019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

年增长 11.1%，相邻月度间的波动幅度在 0.5 个百分点以内，连

续 19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高于年度预期目标 2.1 个百分点。

“补短板”步伐加快，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增速创年内新高。

2019 年，广东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 6.3%和 12.9%，

均创全年最高增速。制造业投资由负转正，增长 1.0%，比前三

季度加快 1.8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



车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投资分别增长 40.5%、37.1%

和 23.1%。广汽丰田整车生产三期、20 万辆（新能源车）产能扩

建项目、恒大智能汽车零部件项目、肇庆国信通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基地进展顺利，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 1.8 个百分点。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投资增长 32.2%，比前三季度加

快 2.8 个百分点。在全省核电装机容量突破 1500 万千瓦，穗深

城际铁路正式投入运营，广州地铁运营里程突破 500 公里，深圳

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等带动下，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 22.3%。2019 年年末，广东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2.0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 9495 公里，当年新增高速公路 493 公里，

新增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吞吐能力 1440 万吨；新增投产骨干电

源装机 1162.65 万千瓦。

图 3 2019 年以来广东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图

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2019 年，广东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15852.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增幅稳中趋缓，比上年和前



三季度分别回落 9.3 个、1.4 个百分点。分类型看，商品住宅、

办公楼投资增速在两位数以上，分别增长 11.2%，11.5%，商业

营业用房投资和其他投资分别增长 4.0%、7.4%。分地市看，汕

尾、揭阳、肇庆的增速均在 30%以上，分别增长 41.9%、35.7%

和 31.2%。商品房销售面积略有下降，销售额上涨。全年商品房

销售面积下降 3.4%，其中商品住宅下降 1.7%。商品房销售额增

长 5.4%，其中商品住宅增长 7.5%。

（2）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居民消费需求有所回升。2019 年，

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波动上行，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42664.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0%，比前三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为 2019 年以来最高增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全国 10.4%，其中网上零售额占全国的比重超五分之一。农村

市场的消费潜力充分挖掘，全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8%，

增幅快于城镇市场 2.0 个百分点。餐饮消费好于商品零售，全年

实现餐饮收入增长 11.0%，增速高于商品零售 3.3 个百分点，餐

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10.1%）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小微企业（个体户）餐饮发展较好，全年限额以

下单位餐饮收入增速（增长 13.4%）高于限额以上 8.5 个百分点。

消费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全年限额以上单位中西药品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

增长 18.3%、10.8%和 10.7%。从限额以上零售业业态看，限额以

上单位无店铺零售业态零售额增长 9.5%。网络消费高速增长，



截至 12 月底，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长 62.0%。从地市看，广

州、深圳和佛山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近五成，分别占

23.4%、15.4%和 8.2%；东莞、湛江增速较快，分别增长 9.4%和

8.4%。2019 年，广东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995 元，比上年增长

11.3%。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4424 元）

比农村多 17475 元，增速（11.3%）略高于农村 1.3 个百分点。

图 4 2019 年以来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图

（3）开放型经济不断注入新活力。广东积极主动扩大进

口、推进出口多元化等措施取得积极效果，2019 年，广东实

现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 7 万亿元，达 71436.8 亿元，比上年

下降 0.2%，降幅连续三个月收窄。其中，出口总额 43379.3

亿元，增长 1.6%；进口 28057.4 亿元，下降 2.9%。进出口

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 22.6%、25.2%和



19.6%。全年出口增速快于进口 4.5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为

1.53 万亿元，比上年扩大 0.15 万亿元。全省纳入统计的跨

境电子商务进出口 1107.9 亿元，增长 45.8%。“一带一路”

沿线市场是广东出口的“增长极”，全年的出口额占全部出

口总额的 24.9%，增幅（增长 10.3%）高于全部出口总额 8.7

个百分点。对俄罗斯和欧盟（28 国）的出口增速也在两位数，

分别为 11.2%和 10.0%。一般贸易占比持续提高，占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为 49.0%，比上年提高 2.0 个百分点。重点出口

的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 51.0%。重

点进口的产品中侧重于国内市场需要的工业原材料、能源和

提高生活品质的商品增速较快，铁矿砂及其精矿、天然气、

美容化妆品护肤品进口额分别增长 57.4%、15.4%和 36.5%。

从俄罗斯进口大幅增长 31.8%。

利用外资结构优化调整。2019 年，广东实际使用外商直接

投资金额 1522.0 亿元,增长 4.9%。从地区看，“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对广东直接投资金额增长 123.8%。从行业看，产业链条

相对高端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长 65.5%，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增长 73.8%。



图 5 2019 年以来广东进出口总额及增速图

3.看新动力，新经济引领新动能聚集。

创新驱动扎实推进，2019 年广东有效发明专利量、PCT 国际

专利申请量稳居全国首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 5 万家。

市场主体迸发市场活力。2019 年广东各类市场主体 1253 万户，

超过全国的 1/10，其中新登记市场主体 221 万户。科技研发活

动不断加快，对新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新经济发展

不断壮大。2019 年，广东新经济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0%，增速

比同期地区生产总值高 1.8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5.3%，比前三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的背景下，较有效地对冲了传统经济的下拉力。新经济增加值

中第二产业占比超过一半，达 51.0%；制造业的新动能持续稳固

扩大，全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含研发）增加值为 9678.9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1%；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和

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3%、19.6%和 9.7%。工业新产品

产量较快增长，动车组增长 383.3%，3D 打印设备增长 215.2%，

城市轨道车辆增长 123.5%，新能源汽车增长 17.5%。服务业新动

能不断积聚壮大，互联网平台、现代金融服务不断拓宽经济新路

径，数字经济、新消费业务蓬勃发展。2019 年，广东的新服务

业企业、互联网平台、现代金融服务占新经济增加值比重为

36.6%、1.5%和 8.8%。全省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的交易额

比上年增长10.5%，其中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4.世界级城市群加速崛起。2019 年，广东两个中心城市广

州、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3628.60亿元和26927.09亿元，

经济总量之和超 5 万亿元，佛山新加入万亿元城市行列，达到

10751.02 亿元。“一核”（珠三角地区）是全省发展的核心和

主引擎，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6.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的 80.7%，同时集中了 85.3%

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5.5%的进出口总额、96.0%的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贡献了 88.4%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

带”（东翼和西翼）作为新时代全省发展的主战场，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临港产业布局，东翼的固定资产增长 12.7%，在四个区

域中最高；西翼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和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也在四个区域中领先。北部生态区的各项主

要经济指标较为平稳，其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基数较



小，增长 10.1%。

表 3 2019 年广东分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表

单位：%

指标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北部

生态区
粤东
西北

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6.2 6.4 5.0 4.9 5.5 5.1

占全省比重 100.0 80.7 6.5 7.1 5.8 19.3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同比增长 4.7 5.0 2.3 2.9 5.1 3.3

占全省比重 100.0 85.3 5.4 5.0 4.3 14.7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1.1 12.3 12.7 -1.3 10.2 8.3

占全省比重 100.0 73.1 11.9 6.4 8.5 26.9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8.0 7.3 7.3 8.2 7.5 7.7

占全省比重 100.0 71.2 10.4 10.2 8.2 28.8

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0.2 -0.5 2.1 14.3 4.6 5.7

占全省比重 100.0 95.5 1.8 1.1 1.6 4.5

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1.6 1.3 5.1 13.1 5.4 6.9

占全省比重 100.0 94.8 2.4 1.1 1.6 5.2

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

同比增长 4.9 8.1 -13.4 -64.9 10.1 -37.8

占全省比重 100.0 96.0 1.0 1.3 1.7 4.0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 4.5 4.5 1.6 4.6 2.5 2.9

占全省比重 100.0 88.4 3.2 3.6 4.8 11.6

（三）效益：经济质量效益不断提高。

1.地方财政收入平稳增长。2019年 5月份以来，广东地方财

政收入增速开始稳定在4%以上，全年在新增减税降费超过3000亿

元以上情况下，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651.46亿元，比上

年增长4.5%，约占全国的1/8。其中，全年税收收入突破1万亿元

大关，达10062.35亿元，比上年增长3.3%。分税种看，在个人所

得税大幅下降24.4%的情况下，随着企业效益有所好转，企业所得

税和中小税种收入分别增长6.6%和 11.7%。广东充分运用积极财政



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314.12亿

元，比上年增长10.0%。财政资金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教育、科技

等方面的发展，分别增长31.4%、14.4%和 14.9%；对教育和科技的

支出分别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8.4%和 6.8%。

图 6 2019 年以来广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图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前低后稳。2019 年，广东规

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8915.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增

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2.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9 个百分

点，分别比山东、江苏、浙江高 14.5 个、11.0 个和 0.2 个百分

点。分登记注册类型看，民营工业企业增长 10.3%，增速比前三

季度加快高 2.7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电力、电气主要行

业利润总额实现两位数增长。2019 年，电子、汽车、电力、家

电四大主要行业利润总额 4372.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这

四大行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 49.0%。企业亏损



面持续收窄。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16.3%，

比前三季度收窄 3.3 个百分点。从规模以上工业的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看，2019 年逐季提高，全年为 264.72%，分别比一季度、上

半年和前三季度分别提高 26.84 个、17.94 个和 10.53 个百分点。

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26.70 万元/人，比上年增长 10.5%，

是拉动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减税降费效果明显，

工业企业成本有所下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为 83.46 元,比上年减少 0.58 元。

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广东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9014 元，比上年增长 8.9%，增速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7.3%，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达 68.1%；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 15.6%。分城乡看，农村

常住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2019 年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118 元，比上年增长 8.5%。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818 元，比上年增长 9.6%。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上年的 2.58 缩小到 2.56。

4.就业保持稳定。截至12月末，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失业人

员再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127.2%、

122.5%和 138.9%。各季度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 2.16%—

2.25%；四季度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2.25%，同比下降0.16个

百分点，控制在3.5%的年度目标范围内。从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情

况看，全年一、二、三、四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4.6%、4.6%、



4.8%、4.8%，各季波动幅度稳定在0.2个百分点。

二、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

从近两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逐季增速看，年度内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但稳中趋缓的态势非常明显，2018 年全年比一季度增速相

差 0.2 个百分点，2019 年全年比一季度相差 0.4 个百分点。从年

度增速看，仅两年的时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从7.5%放缓到6.2%；

2019全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与2018年和2017年分别相差0.6

个和 1.3个百分点。2019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最低增速。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加大后速度

会有所放缓，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东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还不够

快，制造业新动能的拉动力仍不够强，投资的边际效益有所弱化，

消费的新热点尚未形成，出口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有所下滑，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完成

2020年全年经济增长6%的目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三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放缓速度较快。

从产业看，广东经济下行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实体经济困难较

多，尤其是制造业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明显减弱。

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看，2019 年全年的增速比 2017 年

（7.2%）放缓 2.5个百分点。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1.0个百分点，在全国的排位从上

年的17位下降为21位。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以下简



称“三资”工业企业）生产下滑是主因。近三年，全省规模以上“三

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不断下滑且幅度不断扩大，2017 年（增

长5.6%）、2018年（增长2.0%）和 2019年（下降0.1%）的增速

分别比同期的规模以上工业低1.6个、4.3个、4.8个百分点，“三

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39.0%下降到 2019 年的 35.0%。全省有 11个地市的“三资”工业

企业增加值下降，占全省比重较大的深圳、东莞和惠州分别下降

1.0%、1.8%和 1.3%；下降幅度较大的有中山（下降6.1%）、湛江

（下降4.4%）。值得关注的是，产业链条较长的电子（ 主要是惠

州“三星”电子搬迁）和汽车两大行业中的“三资”工业企业均为

负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下降2.4%，

汽车制造业下降0.3%，这两个行业拉低“三资”工业企业增速0.7

个百分点。“三资”工业企业的下滑，对工业品出口有较大影响。

（三）出口增速持续下滑。

从需求看，近年广东进出口增速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6

个、3.6 个百分点，2019 年增速在全国居第 23 位，其中出口增

速居第 20 位；占全国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24.5%下滑到 2019 年

的 22.6%，其中出口比重从 27.5%下滑到 25.2%。广东出口增速

下滑的主要原因，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美贸易摩擦有关，也

与工业企业工业出口交货值下降密切相关。2019 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下降 2.6%，比上年大幅下

滑 10.4 个百分点。从出口的商品看，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数量



和金额分别下降 18.8%和 17.0%，液晶显示板分别下降 11.6%和

1.6%。随着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的外迁，服装及衣着附件出

口金额下降 8.8%，家具及零件下降 2.6%。

2019 年全年，广东对美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下降 5.9%、

14.9%，对美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17 年 17.4%下降到

16.1%，对美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2017 年 5.0%下降到

4.0%。中美贸易摩擦对部分工业企业生产影响较大，从 2019 年

重点监测对美出口的 180 家工业企业情况看，全年产值同比下降

的有 112 家，出口交货值下降的有 118 家，利润总额下降的 104

家。与上半年相比，产值下降的企业增加 21 家，出口交货值下

降的企业增加 23 家，利润总额下降的企业增加 23 家。（见表 4）

表 4 全年 180 家工业企业情况变动表

地 市
产值下降 出口交货值减少 利润总额下降

全年 前三季度 上半年 全年 前三季度 上半年 全年 前三季度上半年

广州（17 家） 10 11 8 9 9 7 7 7 8

深圳（42 家） 23 18 16 26 22 16 20 17 17

珠海（8 家） 6 5 4 7 5 5 4 3 2

汕头（3 家） 2 2 1 2 2 1 1 0 1

佛山（17 家） 10 9 8 11 10 9 10 10 9

韶关（2 家） 1 0 0 1 1 1 2 2 2

河源（1 家） 1 1 1 1 1 1 1 0 0

梅州（4 家） 4 3 2 4 4 4 3 3 2

惠州（6 家） 4 4 4 4 3 3 5 5 2

东莞（46 家） 31 26 28 32 30 29 31 26 24

中山（16 家） 11 11 11 12 12 10 8 10 8

江门（10 家） 6 6 6 5 6 6 7 5 5

湛江（1 家） 1 1 1 1 1 1 1 1 1

茂名（1 家） 0 0 0 1 0 0 1 1 0

肇庆（3 家） 2 0 0 2 1 1 2 2 0

揭阳（1 家） 0 1 1 0 1 1 1 0 0

（四）物价涨幅扩大。



居民消费价格呈结构性上涨，且涨幅超过 3%的年度预期目

标。2019 年，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 3.4%，涨幅比

上年扩大 1.2 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

翘尾因素约为 0.64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2.72 个百分点。

从月同比看，广东居民消费价格在 1.7%—5.3%区间运行，波动

幅度大于上年的 1.1%—3.3%。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服务）

价格“7 涨 1 降”；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8.1%，影响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上涨 2.62 个百分点。从具体的商品看，以猪肉、蔬

菜、水果为代表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同比涨幅较大，物价结构性

上涨问题较为突出；2019 年食品类价格上涨 10.3%，涨幅比上年

扩大 8.5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上涨 37.6%，鲜瓜果上涨 14.2%。

这些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有的是受非洲猪瘟疫情因素

的影响，有的是受天气因素影响，有的则是受其他商品价格上涨

带动效应影响。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诱发，这些商品价格上涨都给

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对 2020 年广东经济发展预判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经济运行必须“稳”

在合理区间。但新冠肺炎疫情使广东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短期内，疫情的发生使生产和消费延后，加大了广东经济

下行的压力。疫情对全年经济的影响则总体基本可控。



短期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面广泛，从“三驾马车”进行观

察，投资链条压力主要来于需求端（建筑施工停滞），出口链条

压力主要来于供给端（延迟复工影响生产），消费链条则供需两

侧同时收缩。从三次产业进行观察，服务业如旅游、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娱乐等受直接冲击最大；其次是部分固定成本偏高、

对物流和渠道依赖程度较高，对劳动力依赖度较高和现金偿债能

力较差的工业行业；而农林牧渔业生产由于销售不畅也会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响。反映到具体的主要经济指标，预计一季度的地区

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

产投资、进出口总额等指标增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或下

降。

预计 2020 年全年广东经济增长趋势前低后稳。一季度经济

增速会到谷底，二季度开始回升，三、四季度恢复正常。随着消

费的恢复可期，投资热点加快形成，各级稳增长政策实施力度加

大，新经济加快发展，下半年和 2021 年增长有推升的动力。这

次疫情线上消费、娱乐、服务弥补了部分线下行业的大幅下滑，

内需和科技带来的升级潜力和对经济的托升减少了居家隔离交

通阻隔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此外，广东的经济基础扎实，韧性足，

潜力大，发展“土壤”比较厚实。全年全省净增“四上”入库企

业 15836 个，其中工业企业 4666 个。全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数已经超过 5.5 万家。据初步了解，这些企业普遍成长性较好，

增长潜力相对较大，为 2020 年经济平稳增长提供厚实土壤，仅



新增工业企业预计就可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0 个百分

点左右。随着各项“六稳”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发挥，外部环境预

期的改善，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双区驱动效应”充分释放，2020 年的经济稳定增长可

以预期，并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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