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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就不断的进行产业的改革，优化产业布局，

满足各阶段的消费需求。作为首批改革开放地区，对比国际工业发展结构，广东

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为了加快广东省的工业发展，提升国际工业地位，

最后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 ；改革； 优化升级    

 

  一、广东的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升的主要表现  

  一是支柱产业带动效果明显。九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

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汽车、医药、造纸形成并加速发展，成为

广东结构优化的重点。2006 年九大产业完成增加值 6081.22 亿元，比 2000 年增

长 1.42 倍，年均增长 23.77％，占全省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52.8％上升到 2004

年的 62.29％。  

  二是重工业化趋势明显加快。随着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也相应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2006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重工业比例由 2000 年

的 47.6：52.4 调整为 2005 年的 40.1：59.9。汽车业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

是广东工业产业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的缩影。  

  三是高技术制造业高速增长，产业竞争力明显加强。2006 年各类规模以上

高技术制造业共有企业 3877 家，比 2000 年增加 2139 家，资产总计 5485.37 亿

元，比 2000 年增长 1.33 倍，资产占全省工业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6.4％提高到

2006 年 23.0％。其完成增加值 1885.85 亿元，是 2000 年的 2.45 倍，年均增幅

25.1％，明显高于同期全省平均增幅，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20.1

％提高到 2006 年 25.3％。2005 年全省新产品生产中，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占

67.0％，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对全省新产品生产贡献率达 75.9％。  

  四是服务业加快发展，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2001 年到 2006 年，广东服

务业年均增长 12.48%，比“九五”期间快 1.08%，广东服务业投资达 3826.0 亿

元，其中新兴服务业 292.9 亿元，占整个服务业固定资产的 7.7%不仅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2.1%，更高于上海（4.1%）苏州（4.1%） 的水平。上规模的企业增多、

大企业带动作用更明显、规模效应更突出。  

  二、广东产业结构偏差  

  尽管广东的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升级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

不可小视。在众多的问题中，结构偏差、区域差距与投资冲动应该是广东产业结

构优化的最为关键的难题。结构偏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的构成呈现不协调的状态；二是随着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同结构呈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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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情形。应该说广东的结构偏差在这两个方面都较为明显。  

  第一，产值结构滞后于 GDP 水平。广东 2006 年的产值结构为

6.1∶51.7∶42.2。与标准结构中“3000 美元”的水平较为接近，处于工业化的

中期，大体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水平，不仅与 GDP 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

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高达 44.6。  

  第二，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广东 2004 年的就业结构为

34.7∶36.9∶28.4，相当于标准结构中“500—800 美元”的水平，与“1000 美

元”水平的结构差为 27.8，与“3000 美元”水平的结构差高达 54.8。由此可见，

广东产业结构演变的非均衡性特征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

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不足等问题。  

  第三，产业层次低。与结构偏差相关联的是产业层次低。根据 2004 年全省

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产业结构的“三为主”（以轻型，偏轻型为主，以资源消

耗型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问题突出。从第二产业内部看，产业轻型化依

然明显，技术含量低，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品附加值不

高，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较低端位置。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

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  

 
 因此，从目前广东的产值结构来看，结构比重还是“二三一”，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期阶段；

就业结构更是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两类结构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变动明显滞后于产

值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表明广东产业的结构效益低下，另一方面表明广东的发展面临工

业化升级与城市化推进的双重压力。  
  三、产业结构升级经验总结  
  当前, 广东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个基

本的战略选择是, 广东的工业化进程要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城市化，以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和创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主要表现为：  
  第一，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农业的有效竞争能力。

就目前而言，增强广东农业竞争能力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农业结构，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

生态、安全农业,大力发展园艺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为重点。  
  第二，大力推进城市化，使其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相适应。实证分析表明, 广东

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是反向的: 当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每变动 1%, 经
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 0130%; 而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每变动 1%, 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

变动 2123%。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我们不仅要注意降低第一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变化,
而且要注意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变化, 降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 推动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有利于促进广东的经济增长。  
  第三，以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从信息化实践看, 信息化广泛涉及到提高技

术水平扩大经济活动范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推动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 信息化带动工

业具有全面性和全过程性，形成以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新兴支柱业为依托、高新技术产业

为龙头的工业体系,改变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模式,以信息化带工业化,充分发挥

信息化在工业化、现代化中的“增器”和“催化剂”作用,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工业化中后期，第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步超过制造业发展速

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重点发展物流配送产业、信息服务业、以旅游为龙头的

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推进第三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重视

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优势的发挥与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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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减低加工成本,弱化投资依赖, 更重要的是

能够减低交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动产业向高技术化与高附加值化发展的重要基

础,因此,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要发展现代流通业,建立集

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于一体的现代工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一批以电子商务、会议

展览、信息咨询、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为重点的信息服务业,广泛地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

服务业,大力推行网上销售、连锁经营、信贷消费等新型的营销方式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

量和经营效益，形成具有 “三新” 即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 和 “三高” 高人力资本含量、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特征，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连接产销、贯穿城乡、功能齐全的

现代化商贸体系，这是第三产业内容结构升级优化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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