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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探索经验

传统优势产业推动了广东省制造业从“起家”

到“当家”，目前正在为广东省制造业“当好家”

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广东传统优势产业一直在谋求发展中解决问题，也

在解决问题中谋求发展。针对传统优势产业在不同

发展阶段呈现的发展特点和出现的发展问题，省委

省政府以产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作为政策发力点，

形成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发展经验。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政府引导产业实现提质升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邓小平提出“让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

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

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①。广东省以

“提质增效”作为切入点，即围绕制造业，大力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1988 年 5 月 3 日，国务院公布《关

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1991 年

3 月，国务院决定将广东省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深圳高新技

术产业园列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1 年

8 月 5 日，国家科委批准广东建立珠江三角洲高科

技产业带，范围包括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江

门、中山、珠海、惠州等 8 个市和宝安、番禺、南

海、顺德、新会、惠阳等 6 个县（市）。1991 年

11 月 15 日，省政府发出《关于建立珠江三角洲高

科技产业带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珠江三角洲高

科技产业带以电子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新材

料技术、高精细化工技术等高科技为主产业方向。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广东以广州和深圳为龙

头，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推进产业高级化和适度

重型化 , 发展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

2000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为 270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7%，占工业总产值的 16% ②。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这一重大事件一方面深刻改变了我国与世界

经济体系的关系，使我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

势，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

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产品要对接国际标准。广东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提质增效”成为融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金钥匙”，《广东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适应加入

WTO 的新形势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2002 年

12 月 23 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贯彻党的

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率先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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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广东特色的发展路径”专题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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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报告中指出：要巩固提高加工

贸易，大力发展自营出口，调整优化引资结构，

加快“走出去”步伐，全方面提高我省对外开放

水平③。加入 WTO 后，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

见证，广东省贸易结构得到优化。2005 年，一般

贸易出口 533 亿美元，五年年均增长 25.1%；机

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

别提高至 69.0% 和 35.1% ④。

打造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

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相比于计划

机制，市场机制的确能够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经

济总量、进出口、科技创新等均迈入全国前列，但

是市场作为“无形之手”只能解决市场能够解决的

问题，当一个产业发展出现“市场失灵”时，产业

发展就会陷入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例如：市场失

灵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因为信息不对称或

者市场垄断导致资源无法流动到最需要的领域，造

成资源的低效利用；市场失灵会阻碍资源的自由流

动和有效配置，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水平无

法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降低整体经济效益等等。

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分配，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

要。因此，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需要发

挥“有形之手”的作用，政府需要打造和提升有效

的资源配置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⑤，

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

委省政府为了给传统优势产业提供可靠的要素和资

源保障，针对传统优势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要素

和资源的不同需求特点和出现的发展问题，政府通

过打造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来提升要素和资源的配

置效率，以要素成本（比如劳动力、土地等）的阶

段变化衡量传统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变迁，以此夯实

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机制仍然发挥主导作

用，但市场机制的“提质增效”作用初步彰显，

面临资金和技术不足的难题，广东省充分利用中

央的政策优势，政府积极引导外资和技术引进，

通过开放政策和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源流

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优化。广东依靠“三

来一补”“前店后厂”模式，大力发展家电、纺

织服装、建筑材料等传统加工制造业，“珠江水、

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造就了广东制造业高

速增长的奇迹。如今，传统优势产业依旧是广东

制造业“顶梁柱”之一，占全省规上工业的三成

以上，部分行业规模在全球和国内具有较强影响

力和竞争力。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中，

有 6 个产业集群属传统产业范畴⑥。

面临消费升级、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

的冲击，广东省传统制造业“中低端产品严重过剩、

中高端产品严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即：传

统制造业占比过高、升级改造投资占比过低，同时

中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短缺的问题仍然存在。

此外，传统产业通常品牌效应不强，产品质量有待

提升。但是这一局面正在改变，通过加装“数字引

擎”，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大科技创新，促进传

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使传统产业变得不“传统”。

广东省政府致力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通过支持

科技创新、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提升产品质量，促

进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广东省工信厅印发《广东省纺织服装行业数字

化转型指引》和《广东省家具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指引》，到 2025 年，全省纺织服装行业两化融合

水平达到 60% 以上，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70% 以上；

全省家具行业两化融合水平达到 50%，规模以上

企业达到 85%。同时，还将在纺织服装和家具行业

培育一批 5G 全连接工厂、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优

秀应用场景⑦。除了数字化升级之外，为了解决纺

织服装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2023 年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培育纺织服装百名设计大师和万名熟练

技工”⑧。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以要素和资源的成本优势形成的产业比较优

势，终归难以在国际市场中形成核心能力。1988

年 9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

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

断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亦提出“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⑩。广东省传统优势走过或正在经历一条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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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创新之路。科

技进步不仅巩固了广东省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

中的市场地位，也为推动我省制造业“当家”到“当

好家”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颜色。广东省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从主要矛盾

作为切入点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制造业仍是传统的计划

经济体制机制，企业内部创新机制不够灵活，对创

新的支持程度不够，科技体制与产业发展“两张皮”。

1980 年 4 月 1 日，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

勋提出：一定要把科技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

程，党委的第一把手也要亲自抓科技工作⑪。党委

的高度重视为广东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研发提供了

环境。针对科技体制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日益明显，广东开始探索以科研与经济相结合的新

运行机制。

1984 年 7 月 26 日，省科技领导小组成立，由

省长担任省科技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担任副组长，

省科委、省计委、省经委等 10 个省直单位负责人

为小组成员，在政府管理机构层面推动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1986 年 7 月，广东省六届人大常委会通

过《广东省技术市场管理规定》，明确提出“技术

商品”“技术市场”概念。1991 年 7 月，全省科

技工作会议召开，在国内率先提出“第一把手抓第

一生产力”的要求。1991 年，《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

决定》发布，是全国第一个以省委、省政府名义颁

布的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文件。1995 年 7 月 11 日，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科学技

术进步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提出加速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

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95 年 9 月 19 日，省八届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

例》，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科学技术进步放

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1999-2011 年期间，广东优化重组科技资源，

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结合。2004 年，省委、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

首次提出建设科技强省的战略目标，建立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创新体系。2006 年，广

东省政府、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产学研合

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和《广东省促进

自主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在国内率先开展省部

产学研结合试点工作，并逐渐形成了“三部两院一

省”（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广东省）产学研合作模式。2008 年 9 月，

《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动纲要》和《广东自主

创新规划纲要》同时印发，提出建设创新型广东的

目标，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核心。2011 年 11 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全国第一

部地方性自主创新法规诞生，为广东的创新发展提

供了法规保障。

以市场化手段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指的是除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

之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企业、股

份合作企业、三资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私营企

业、三资企业等。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

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

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

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⑫。非公有制经济在

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促进市

场竞争、激发创新活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扩大

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市场经济

法治化建设，以及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

市场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而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是市场化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

期至改革开放初期，计划机制下广东工业经济所有

制结构较为单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经济结构

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 1981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开门路，

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建议》中首次

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

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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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项战略决策。⑬”在政策驱动下，广东省私

营企业迸发生机活力，大批港澳台商和外资企业纷

纷到广东投资建厂，私营企业港澳台外商企业的成

立和发展为广东工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工业经济

成分日趋多元化，多元化市场主体格局逐步形成，

成为推动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广东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走在全国前列，1978

年，第一位港商在广东投资了太平手袋厂之后，

一大批港澳台商乘着政策的东风纷纷来广东投资

兴业。到 2018 年，港澳台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共有

12708 家，占全省比重为 26.8%；港澳台外商企业

工业增加值为 11921.94 亿元，占规模以上企业的

36.9%。外资的进入，不仅是资金、技术及管理经

验的进入，更重要的是发展新理念进入，深刻地

影响及改变着广东各类型工业发展方式⑭。改革开

放以来，广东省民营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并

获得了迅猛发展，2018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民

营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6282.14 亿元，按现价计

算比 2012 年增长 83.9%，增幅明显高于同期“三

资”企业（8.5%）及国有控股企业（36.9%）；

民营企业增加值全省占比达 50.4%，比 2012 年

提高 11.4 个百分点，成为推动广东工业发展的主

动力。私营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广东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有 20061 家，

占全省比重为 42.3%；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工业增加

值为 6872.82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的

21.3%⑮。

综上所述，“有为政府”为传统优势产业提质

升级提供了服务保障，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为传统

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公平环境，重视科技创新

为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核心动力，促进非

公有制企业发展为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均

衡的产业结构。这些探索经验在未来传统优势产业

提质升级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66 页。

② 《广东改革开放史》课题组：《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2018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第 279-281 页。

③ 张德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02 年 12 月 23 日在

广东省委九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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