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 2019 年广东工业经济运行特点，指

出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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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和各种严峻挑战，省委、

省政府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出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系列

政策措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高端产业发展良好，结构调

整持续推进，工业发展具备较强支撑。

一、工业经济运行的特点

（一）总体增速比上年回落，年内各月呈向好趋势。

2019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33616.10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7%，比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全省工业生产增速虽比

上年有所回落，但全年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比1-11

月提高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出现向好的趋势。从各月当月增速

变动来看，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2019 年各月增速波动较大，整

体增速虽低于2018年，但部分月份增速高于上年同期，且除3月

因季节性因素及税改政策影响外，各月增速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

12月当月增长7.1%，比上月有明显回升。（见图1）

图 1 2018-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增速



（二）民营企业保持较快发展,“三资”企业增速下降。

民营企业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

企业实现增加值 17937.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增幅比前三

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2.9 个

百分点；对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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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前三季度提高 3.8 个和 0.4

个百分点。2019年，民营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3.4%，

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增速下降，占比持续萎缩。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增加值

11749.34亿元，下降0.1%，增加值总量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为35.0%，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见表1）

表 1 2019 年规模以上民营和“三资”企业增加值情况

分类
增加值
（亿元）

增长
（%）

占比
（%）

贡献率
（%）

拉动
（%）

规模以上工业 33616.10 4.7 100.0 100.0 4.7

其中：民营企业 17937.15 7.6 53.4 84.3 4.0

“三资”企业 11749.34 -0.1 35.0 -0.5 -0.02

（三）行业增长面扩大，龙头行业贡献率高。

从三大门类看，2019 年，采矿业比上年增长 7.7%，制造业

增长 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9.8%，除

制造业增速低于上年外，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增速均高于上年同期。全省在产的 40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 27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有 13 个行业增加值下降，行业增

长面为 67.5%，比前三季度提高 5.0 个百分点；虽然全省总体增

速低于上年，但仍有 18 个大类行业增速高于上年。电子、电气、

汽车三大支柱产业中，除汽车制造业增速下降外，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均增长较快，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4%，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2.7 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8.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1 个百分点，两大龙头行业合计对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60.1%，合计拉动增长

2.8 个百分点。

（四）高端产业发展良好，传统行业增速相对较低。

高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均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9 年，先进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8935.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0.4 个百分点，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56.3%，比前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10746.61 亿元，增长 7.3%，增幅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 2.6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32.0%，

比前三季度和上年均提高 0.5 个百分点。2019 年，全省规模以

上优势传统产业实现增加值 7907.96 亿元，增长 4.7%，仅为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增速相对较低。其中，纺织业、纺织

服装服饰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等均为负增长，分别



下降 2.0%、3.4%、1.4%和 2.0%。

（五）珠三角增幅回落较大，部分地市较快增长。

2019 年，珠三角核心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0%，增幅比前三季度提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 2.0 个百

分点；沿海经济带增长 2.6%，比前三季度提高 0.8 个百分点，

比上年回落 2.1 个百分点；北部生态发展区增长 5.1%，比前三

季度提高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全省 21 个

地市中，有 11 个地市增速高于前三季度，有 6 个地市增速高于

上年，其中东莞和阳江两地市增速比前三季度和上年均有提高；

有 1 个地市（阳江）实现两位数增长，有 9 个地市增速高于 5.0%，

有 3 个地市（中山、湛江、揭阳）为负增长。

（六）百强企业较快增长，贡献率超一半。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百强企业合计实现增加

值 11534.24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34.3%，比上

年增长 8.3%，增幅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3.6 个百分

点，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百强企业合计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的贡献率达 57.9%，拉动全省增长 2.7 个百分点，是全省工业经

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七）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效益好于上年。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指标看，企业经营状况好于上年。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 5.6%，增

速比上年加快 5.7 个百分点。与上年利润总额负增长的情况相



比，2019 年企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明显增强，显示全省工业

经济发展态势向好。

二、工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广东工业增速相对较低。

2019 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工业生产增速较上年有一定幅度的

回落，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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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靠后。与全国主要省份相比，

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低于江苏（6.2%）1.5 个百分点，低于浙

江（6.6%）1.9 个百分点。

（二）制造业主要行业增速回落较大。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3%，低于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且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在制造业

主要行业中，电子、汽车和石化增速回落对全省影响较大。其中，

电子行业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增幅比上年回落 2.0 个百分点，影

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0.5 个百分点；汽车行业受销售市场低

迷影响增速比上年回落 9.7 个百分点，影响全省 0.6 个百分点；

石化行业受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及重点企业检修影响增幅比上年

大幅回落 19.8 个百分点，影响全省 0.6 个百分点。三个行业增

速回落合计影响全省增速比上年回落 1.7 个百分点。

（三）“三资”企业增速继续下滑。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

增加值 11749.34 亿元，比上年下降 0.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35.0%，比上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全省 21 个地市中，有 11 个地市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增加值为负增长，深圳、东莞、惠州三大地市外商及港

澳台商增加值合计占全省的 45.3%，也均为负增长。

（四）工业品出口下降。

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 35248.86

亿元，比上年下降 2.6%，与上年（7.8%）相比大幅下滑。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值的比重为 24.7%，比上年下

降 1.8 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对销售产值的拉动比上年下降 2.7

个百分点，可见出口下滑对全省工业生产增速有较大影响。

三、对 2020 年工业经济形势预判及相关建议

在当前国内外背景下，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广

东工业生产增速回落，工业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稳增长、促发展

仍是重要任务。但同时也要看到广东工业基础相对较好，民营工

业、龙头行业、高端产业、重点企业仍保持较高增速，全省工业

发展具备较强支撑。预计 2020 年全省工业发展与 2019 年相比基

本保持稳定，但 2020 年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多变，需要做好应

对各种困难的准备。一是采取措施进一步振兴实体经济，更好的

服务和引导企业，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全省工业经济稳步发

展；二是找准短板，精准施策，对增速较低的部分地市、相关行

业、重点企业等有针对性的解决；三是在促进出口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内需对经济拉动的决定性作用。



附表 2019 年广东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行业
2019 年 2019 年前三季度 2018 年

增加值 增长 拉动点数 增长 拉动点数 增长 拉动点数

总计 33616.10 4.7 4.70 4.5 4.50 6.3 6.30

采矿业 720.03 7.7 0.17 7.8 0.17 1.9 0.0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608.20 8.4 0.16 8.6 0.16 2.5 0.0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9.00 5.5 0.00 -4.1 0.00 -14.5 -0.0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9.92 16.0 0.02 18.7 0.02 -5.7 -0.01

非金属矿采选业 63.50 -0.5 0.00 -2.6 0.00 -3.8 -0.01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9.40 11.6 0.00 13.1 0.00 53.6 0.01

其他采矿业 0.02 -89.9 0.00 -88.7 0.00 2.1 0.00

制造业 30600.23 4.3 3.90 4.1 3.71 6.2 5.68

农副食品加工业 359.21 -1.4 -0.02 0.6 0.01 5.1 0.06

食品制造业 728.67 10.2 0.21 8.8 0.18 8.3 0.1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88.44 -2.0 -0.02 -4.6 -0.05 2.4 0.02

烟草制品业 366.29 1.5 0.02 4.8 0.06 0.8 0.01

纺织业 520.25 -2.0 -0.03 -3.7 -0.06 3.2 0.05

纺织服装、服饰业 719.14 -3.4 -0.08 -3.3 -0.08 2.6 0.0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48.63 -8.8 -0.13 -7.8 -0.12 -4.9 -0.0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27.41 3.7 0.01 1.5 0.01 -14.5 -0.07

家具制造业 530.65 0.2 0.00 -1.0 -0.02 2.6 0.04

造纸和纸制品业 523.96 3.3 0.05 1.9 0.03 -0.2 0.0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20.44 -1.5 -0.01 -0.2 0.00 9.9 0.1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617.00 -2.4 -0.05 -1.6 -0.03 3.4 0.0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967.03 -4.1 -0.14 -3.5 -0.12 15.7 0.4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180.22 2.2 0.08 1.0 0.04 0.9 0.03

医药制造业 545.99 0.5 0.01 0.0 0.00 11.9 0.18

化学纤维制造业 35.81 0.0 0.00 0.4 0.00 3.9 0.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209.56 1.0 0.04 2.3 0.08 5.5 0.2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04.42 9.7 0.39 10.8 0.42 4.2 0.1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46.63 5.9 0.08 5.9 0.08 -2.5 -0.0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02.65 -2.1 -0.02 10.6 0.11 -2.0 -0.02

金属制品业 1491.94 5.3 0.23 4.1 0.18 2.9 0.1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75.41 3.7 0.13 3.5 0.12 6.2 0.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72.93 4.8 0.15 2.9 0.09 6.6 0.19

汽车制造业 1768.35 -2.3 -0.12 -1.9 -0.11 7.4 0.4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68.81 7.9 0.04 5.0 0.02 -3.6 -0.0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315.89 8.8 0.85 8.2 0.79 7.1 0.6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227.08 7.4 1.99 7.5 1.95 9.4 2.51

仪器仪表制造业 330.62 5.4 0.05 15.2 0.13 10.8 0.10

其他制造业 128.67 -2.3 -0.01 -6.0 -0.03 17.1 0.0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00.09 37.7 0.17 -1.5 -0.01 -2.8 -0.0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78.03 21.9 0.04 19.1 0.04 8.0 0.0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295.83 9.8 0.64 9.4 0.64 8.6 0.6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781.80 7.6 0.39 6.8 0.37 7.3 0.4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74.25 23.6 0.17 28.3 0.19 25.1 0.1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39.79 12.0 0.08 10.4 0.07 7.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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