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贸表现强劲，工业生产、投资稳定增长 

 

摘要 

广东省在 2024 年第一季度经济保持稳健增长，GDP 总量继续领跑全国。但江

苏省在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下，经济总量与广东省的差距正在缩小。 

生产方面，广东省在电子信息产业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增长势头，

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但传统汽车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需加速转型以适应市

场变化。 

需求方面，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投资显著增长，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

资的主要力量，而房地产行业则持续面临下行压力。整体消费市场增速有所减缓，

但节日效应和政府推行的"以旧换新"政策有效提振了基本生活消费品及家电、通

讯器材等升级品类的销售。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也因制造商降价而销量上升。进

出口方面，广东省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同时跨境

电商贸易助力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 

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显著，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贡献度进一步提升，而粤东西北地

区增速相对较低。广东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在珠三角地区效果显著，而粤东西北地区

则需加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广东省需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并重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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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一季度经济开局稳健，经济总量受江苏加速追赶 

2024 年第一季度，广东省经济迎来稳健开局，经济基本面保持了积极的向好

趋势，并实现了稳定增长。全省的生产总值超过 3.15 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经济

大省之首。GDP 同比增长 4.4%， 增速为三年来最高。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广

东省的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 5.3%的全国平均水平，也落后于同处“三万亿”

经济规模梯队的江苏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二的江苏省正在迅速逼近广东省。今

年一季度，江苏省不仅与广东省同步跨越了 GDP 三万亿的门槛，而且 GDP 同

比增长率高达 6.2%，使得其经济总量和增速均位列全国第二。今年一季度，两省

的总量差距为较去年和前年减少了一半左右。江苏省在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

的强劲增长，及较少受到房地产业负面影响，是其一季度在经济增速上相比广东表

现更为优异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领头羊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然而江苏省正在加

速追赶。按照过去十年的平均 GDP 增长率推算，江苏省有望在 12 年后与广

东省经济总量持平；而若以最近三年的平均增速为基准，江苏省可能仅需 7

年时间即可实现这一目标。但为了继续长期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广东省

需在产业结构优化、第二产业增长以及第三产业优势维持等方面采取更为精

准和有效的策略。  

 

二、工业生产：电子信息产业支撑明显，燃油车产业承压 

一季度，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0.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

相比去年全年提升 1.5 个百分点，且超出今年全年预期目标，与全国一季度

增速保持一致。分门类看，采矿业和制造业今年一季度增速均超过去年全年

以及去年同期，仅电热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增速有所回落。  

制造业作为广东省的支柱产业，贡献了 90%以上的工业增长（表 1）。其中

劳动密集型的部分传统制造业行业在去年年底至今年 2 月主要由于节日推动，

增长出现了短期反弹，但基本都在 3 月回落，整体趋势由于内需偏弱、出口

下滑等因素仍处于增速放缓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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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拉动广东省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的两大主要力

量，对规上工业增长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25.0%和 11.4%。前者一季度增长速度

尤为亮眼，同比增长 18.2%，较 2023 年全年和去年同期明显提升，反映出广东省

电子信息产业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表 1：制造业细分行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注：表 1 ：表格中数值是 2024年一季度主要制造业行业增加值的同比，绿色代表负值，红色

代表正值。曲线是 2023 年一季度至 2024 年一季度不同行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的走势，曲

线上的黑点表示负值。各个类别中，从上到下依次按各行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排序。 

数据来源：Wind，北大汇丰智库 

除开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季度的表现，广东省电子信息产

业的加速成长和其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也同样体现在各类各类电子信息产品及零

部件的产量的高速增长上。电子信息产业的成长既得益于广东省的政策支持和投

入，也受益于全球电子消费市场的整体回暖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 2023 年

底，《广东省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进一步明确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省内支柱产业的地位，并设定了到

2025 年将广东省建设成为全球新一代通信设备、新型网络、手机及新型智能

终端、半导体元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的集聚区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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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热潮，同时随着全

球电子消费市场的回暖， 消费者对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需求增

加，为广东省的电子制造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024 年第一季度，广东省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快速增长，领先全国；然而广东

省汽车制造业整体却面临负增长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广东省传统燃油车市场占

比较重，并且其产销持续下滑，导致了与全国汽车制造业一季度的正增长趋势相

反的情况。广东省一季度汽车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下降 7.8%、产量同比下降 8.8%，

与全国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7%、产量增长 6%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广东省新能

源汽车产量则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5.87 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 23.3%，位居全国第

一。 

广东省在 2024 年第一季度的传统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增长趋势呈现出鲜明对

比，这反映了一些传统汽车制造商在需求减少、市场分化以及新能源汽车价格竞争

等多重因素下所面临的挑战。而广东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今年一季度展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对广东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也创新高。从 2022 年一季度到 2024 年

一季度，随着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比从 22.2%增加到 49.9%，其对

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也随之从 1.43%提高到 2.78%，增幅约 95%。这不仅凸显了

该产业对经济越来越重要的积极影响，也证明了以新能源汽车生产为驱动，推动汽

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三、投资：制造业投资拉动增长，房地产行业持续承压 

一季度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4.0%，较去年全年有所回升，和

省政府 2024 年预期目标持平。分产业来看，今年一季度相比去年全年，第一产业

增速在 1-2 月跌幅扩大后 3 月有所反弹，第二产业投资高位运行，第三产业则基本

和去年下半年增速持平，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图 2）。第一、二、三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一季度月分别同比增长-11.1%、23.5%和-5.1%。 

在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引导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等

政策指引下，广东省第二产业投资一季度进一步加速增长，成为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季度工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 37.2%，同比增长 23.5%；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22%。制造业投资增长 21.4%，较去年全年提升了 0.7%；



 

 

其中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22.4%和 33.3%，较 2023 年全年上扬

4.2 和 11.1 个百分点（表 2）。 

表 2：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及下属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注：表 2 ：表格中数值是 2024年一季度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及其各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绿色代表负值，红色代表正值。曲线是 2023年 3月至 2024年 3月

不同行业投资累计同比的走势，曲线上的黑点表示负值。 

数据来源：iFind，北大汇丰智库 

今年 3 月，国务院和工信部等七部门分别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发起新一轮设备更

新，目标在 2027 年实现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综合考

虑政策推动效果及基数因素，预计今年内广东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电力、

机械、航空、船舶、轻纺、电子等重点行业的投资的增长或许较年初放缓，但仍会

延续。 

广东省一季度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去年底有所反弹；然而由于房地产投

资的持续疲软，第三产业的投资整体呈现下降趋势，降速与去年年末相比几乎没

有变化。一季度广东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8%，较去年 12 月回升 4.6 个百分

点。但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累计、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则同比分别下降 13.2%、

34.6%和 35.8%。住宅市场的情况更为严峻，显示出加速下滑的趋势。尽管政府正

在不断推出宽松性房地产政策，试图刺激市场复苏，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期将持续

多久，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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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增速有所回落，部分升级类消费依靠政策提振  

一季度广东省市场销售增长稳定，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有所回落，部分

消费类别有“以价换量”特点，居民消费信心仍需进一步提振。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3.8%，相比去年同期回落 1.3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餐饮收入

分别增长 3.6%和 4.9%，也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且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从商品类别看，主要有两类消费相对表现较好：首先是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受

到春节等节日假期需求推动，保持快速增长。此外，一季度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零

售也增势良好，其中家电和通讯类器材等产品应是受到以政府“以旧换新”政策积

极影响。新能源汽车增长 10.8%。除了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因素外，主要因为许多

汽车制造商实施降价策略以换取销量上升。随着政府新一轮大规模的“以旧换新”

持续聚焦汽车、家电产品和家具家装消费品进一步提振内需，预计这些类别商品的

销量可能继续回升。但由于汽车市场存在“量强价弱”的隐患，其零售额能否持续

增长存疑。 

 

五、进出口：规模、增速均创新高，出口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

变  

一季度广东省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由于同期基数较低大

幅反弹，创 6 个季度以来新高。从贸易产品来看，广东省一季度出口的增长主要

是受到各类电子、机电类产品以及钢材出口增长带动。这一增长趋势得益于人工

智能、物联网、5G 通信等领域发展对电子零部件需求的推动，以及美国在设备、

家具、家电等行业进入补库周期因素，还有东盟等经济体对我国中间品的增加进口。

但另一方面，广东省重点出口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则延续去年同期及全

年的下滑趋势，反映出广东省在出口结构上的升级和竞争优势转移。 

 广东省一季度的高额钢铁出口一方面可能受统计口径变化、开票地与实际出口

地不一致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近年部分钢铁产能向沿海转移有关。此外，由于

我国钢材出口价格的成本优势和国内钢铁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国内钢企更多地从

内销转向出口，从而推动了一季度钢铁出口的激增。但由于钢铁企业并未从出口提



 

 

升真正获益，随着各类对钢材出口的阶段性促进因素消除，其出口增速应会回调。 

此外，高基数下，今年 1-2 月广东省“新三样”总出口额同比下滑，但在新能

源汽车出口拉动下，3 月轻微反弹。由于 2023 年以来碳酸锂价格大幅下降影响，

锂电池出口单价降低，造成出口量未减少而出口额减少的情况。从 3 月趋势来看，

短期内锂电池的出口额可能受价格因素主导而难以有太大回升，而新能源汽车则

有可能因政策、需求以及成本下降、出口价格更有竞争等原因而获取出口量提升，

从而在短期持续带动出口额。 

 一季度广东省的进口主要受到机电产品、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

部件、金属矿及矿砂和原油等重点商品的带动。这其中有部分基数效应、外需拉动

电子产业链条以及国内设备更新投资的原因，同时也体现了广东省的产业发展需

求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一季度广东省重点进口商品中，农产品进口额同比下降

3.7%。广东省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肉类、干鲜瓜果及坚果和粮食，进口下降一方面和

内需整体仍然偏弱有关，另一方面也受一季度国内生猪产能提升、1-2 月猪肉价格

下降影响。 

 

六、区域增长：珠三角贡献度进一步提升，各区域经济增速分

化显著  

一季度，广东省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仍然十分显著。十年来，珠三角地区生产

总值占全省比重从 2014 年的 78.9%持续增长到 2023 年的 81.2%，今年一季度则进

一步提高到 81.7%（图 1）。其中仅深圳和广州两市就几乎占到广东省全省一季度

经济总量的二分之一，各自分别超过粤东西北 12 市的总和。粤东（潮州、揭阳、

汕头、汕尾），粤西（茂名、阳江、湛江），粤北（河源、梅州、清远、韶关、云浮）

三个地区一季度全部生产总值仅 5763.47 亿元，只有广州市一个市的约 80%，不足

深圳的 70%。 



 

 

 

图 1： 2024年一季度广东省 21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左轴，蓝色柱状图）及各市生

产总值累计同比（右轴，橙色散点）。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北大汇丰智库 

此外，省内各区域及各地市间增长分化都更为显著。珠三角地区 GDP 同比增

长 4.7%，较全省平均增速高出 0.3 个百分点，其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去年

的 82.7%进一步增至 86.3%。相比之下，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季度 GDP 增速分

别为 3.7%、3%、3.9%，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各地间增速差异性也在扩大，

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三地平均增速差距由去年同期的 0.36 个百分点增至 1.18 个百分

点；省内各地市增速极差从 6 个百分点增加至 7.8 个百分点，标准差从 1.6%提升

至 1.89%，均进一步凸显了区域经济增速的分化现象。 

 广东省各区域人均 GDP 的相对差异则大体呈现缩减趋势，但近年来这一趋势

有所放缓并出现反复。2024 年一季度，人均 GDP 最高的珠三角是最低的粤北的

2.99 倍。这一比值在 2014 年为 3.22，到 2020 年降至 2.80，2023 年又回升至 2.90。

粤东、西、北三地之间人均 GDP 的相对差距从长期看也在逐步收缩。 

 通过广东省各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图 2），可看出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升级

显著超越了粤东西北三地。珠三角第三产业的相对比重较高，而第一产业占比很

低。粤西该系数始终全省最低，因其在资源、气候和地势方面有发展海洋渔业和特

色农业的先天优势，使第一产业始终占比相对较高。粤北地区早期因基础设施、交

                                                      

* 参考袁航, 朱承亮. "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 中国工业经济 8 (2018): 60-77.。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由对三次产业分别占 GDP 的比重加权平均得到，其中对第一、二、三产业分别赋权 1、

2，3。该系数值越高则反映出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越高、产业结构也越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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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方面的缺陷而发展基础薄弱，但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的快速上升体现出其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粤东地区由于侨乡优势和地理便利，有利于吸引投资

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也比较便于和珠三角地区经济互动，因此第二、三产业发展

相对比较平衡。 

 
图 2：广东省各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北大汇丰智库 

今年一季度广东省各地市的产业构成和历史区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的分布也

较一致。第一产业在各地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大致从粤西、粤北向粤东、珠三角逐步

递减。第二产业占比则大致从粤北、粤西向粤东和珠三角（广州、深圳除外）依次

递增。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两市第三产业占比尤其突出，分别达到 76.5%和

66.1%，彰显其高度现代化水平。其服务业中，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交通

运输、软件信息、互联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与生活性服务业（餐饮住宿、零

售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修理等）相比也占比较高。而粤东西北部分第三产业占

比在 50%以上的城市中，服务业分布还是较多地集中在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

业。 

 今年一季度，粤北以 8.1%的工业增速领先，珠三角为 6.57%，粤西为 1.85%，

粤东则为-0.77%。粤北的清远市工业增加值占比超地区总值的三分之一，增速高达

14%，尤其在电热力、电子设备和高端建材行业表现突出。粤西湛江、茂名、阳江

得益于绿色石化、海上风电投资，增速由负转正。粤东揭阳虽增速达 24.5%，但整

体受潮汕纺织、服装业下滑影响。珠三角四大工业城市中深圳和东莞分别以 11.5%

和 10.1%的增长率领先，而佛山受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市场影响，增速下降 2.2%；

广州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表现欠佳，因此增速勉强为正。总体看，快速增长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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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粤北地区依靠从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迅速增长；

而增速较慢的地区则需加强产业升级，完善产业链并提升产品技术附加值。 

 一季度，广东省区域固定投资增长粤西以 10%领先，珠三角次之，粤北和粤东

增长缓慢。粤西得益于茂名绿色石化和阳江绿色能源项目，增长率提升 1.4 个百分

点。珠三角内部深圳工业投资增长 1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翻番，中山、东莞、广

州、珠海增速加快，而佛山受房地产投资影响下降 12.1%。粤北投资增速仅 0.1%，

受房地产市场和高基数影响。粤东投资下降 6.1%，主要因潮汕地区传统产业投资

不足和揭阳市房地产投资下滑。广东省工业投资受政策和地理条件影响，产业导向

明显。粤东、西沿海侧重绿色石化和海上风电，粤北注重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升级，

珠三角以深圳、东莞为代表，聚焦电子通信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体现技术发展前

沿战略。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显示，珠三角和粤东地区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3.93%

和 3.88%，领先于粤北的 2.48%和粤西的 1.46%。根据 2023 年数据，粤东、西、北

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近，分别为 29598、29829 和 29746 元，而珠三角是粤东的 2.22

倍。珠三角因高人均收入，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著，电子类产品消费回

暖，通讯器材消费由负转正，服装、珠宝和化妆品消费快速增长。粤北梅州市通讯

器材和二手汽车消费一季度分别大增 1075%和 115%，但清远、河源等地节日效应

带动餐饮和住宿业务增长，家电、汽车等升级类消费出现下滑，反映出区域消费结

构和增长动力的差异性。 

一季度，粤东地区以进口增长 109.6%和出口增长 22%领涨，其次是粤西、珠

三角和粤北。揭阳市进口额激增 261%，占粤东进口超四成。汕头和潮州跨境电商

贸易促进服装及陶瓷出口，与机电产品出口一同助力粤东出口增长。粤西地区进口

同比增长 28.4%，湛江市贡献突出，其机电产品进口同比激增 1437.8%；湛江、阳

江钢材出口大幅增长推动地区出口额同比上升 16%。珠三角地区进出口额同比分

别增长 20%和 13.8%，深圳贡献超半；而佛山因传统制造业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

业链转移影响，出口下降 40.4%。粤北地区一季度进出口额分别增长 9.6%和 12.7%，

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大头，进口以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和铜材为主，显示出

产业高端化和技术升级需求。总体上，广东一季度出口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

值产品转型，跨境电商贸易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



 

 

需求强劲，显示技术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的积极投入。 

 

七、结论 

2024 年一季度，广东省经济展现了积极恢复的态势，经济积极因素持续积累。

然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省内发展的不均衡性，对经济的全面向好构成了挑战。 

 首先，面对江苏省的迅速追赶以及广东省内部区域经济增速的差异，广东省必

须加快传统制造业的技术革新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这不仅涉及到产品的

更新换代和设备的现代化，更关乎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以及产业链高端化的战略布

局。与江苏在集成电路、芯片、光伏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量上的领先地位相比，广

东省仍需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产业链的完整性。深圳、东莞的一季度经

济表现，正是得益于其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而佛山、广州的相对滞后，则凸

显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第二，作为国内外贸第一大省，为了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全球市场需求和产

业链布局变化所带来的出口不确定性，广东省需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技术含量

和附加值，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充分挖掘跨境电商贸易的潜力，将

其打造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动力。一季度广东省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强劲表

现，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的下降，反映了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市场需

求和供应链变化下外贸出口的必然趋势。而广州、汕头、潮州等地在家具、陶瓷、

服饰等产品出口上的增长，均与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最后，广东省区域经济不平衡、主要依靠珠三角地区单核发展的问题仍需重视。

首先，粤北地区的快速增长证明了产业转移政策的有效性。对于粤北这样土地资源

丰富的地区，应积极吸改善营商环境和产业配套以更好引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

移，同时结合当地优势，进行长远规划，避免盲目发展和损害当地生态环境。对于

粤东这样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地区，可以更多地探索反向飞地模式，充分利用珠

三角地区的创新资源和市场优势。此外，地方政府应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加强地方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省政府则需统筹全省产业布局，

引导产业合理分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粤西地区为例，湛江和茂名两市在

绿色石化产业的发展上，可以通过加强产业合作，形成跨市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

应，提升区域竞争力。 



北大汇丰智库（The PHBS Think Tank）成立于 2020年 7月，

旨在整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各院属研究中心，统筹协调资

源，重点从事有关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金融改革与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城市与乡村发展、海上丝

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与合作等领域的实证分析与政策研究，

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新型智库平台。北大汇丰智库主任为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教授，智库副主任为王鹏

飞、巴曙松、任颋、魏炜、林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