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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TANK
智库

增强广东“第三梯队”工业基础实力的
对策研究

问题的提出

区域协调发展是广东发展的突出难题。2002

年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均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

为战略任务，但广东区域发展格局并未得到扭转，

两翼、山区与珠三角的梯度差异不断强化。2000-

2022 年，粤东西北 12 地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

的比重从 25% 下降到 19%，其中粤北 5 市从 7%

叶嘉国

广东区域发展格局尚未得到扭转，区域差距仍在扩大，第三梯队很多市县尚未实现本质性工

业化，工业基础实力普遍很弱，工业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缺乏必要的依托条件，实现制造业当家还

需很长的时间。古人云，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只有循序渐进，脚踏实地，狠抓工业企业培育、

工业人才储备、工业基地建设，促进小微工业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厚植规模型和科技型企业发

展基础，推动工业更广泛地分布，提高农村地区工业化参与率，扎实地为工业经济起飞创造条件，

才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竞赛中后来居上，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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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5.7%。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发

现区域差距久攻不消的主要因素，是两翼、山区大

多数市县工业基础实力不足，工业经济快速扩张缺

乏必要的依托条件，各市县工业经济体量始终没有

较大级别的突破。2022 年，粤北、粤东、粤西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为 1601 亿元、1621 亿元、

1594 亿元，依次相当于珠三角的 4.93%、4.99%、

4.91%，粤北平均每个县（市、区）只有 43.3 亿元。

为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本文将

全省各地以工业经济体量之大小分成三个梯队，对

增强第三梯队工业基础实力进行专题研究，为各地

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制造业当家，为全省深化区

域协调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工业基础实力

本研究所指“工业基础实力”，主要从工业经

济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角度定义，是指一个地区

发展工业、形成工业生产力的主要依托力量和各种

基础性支撑条件。工业基础实力涵盖的内容丰富，

包括市场主体、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工业承

载空间、工业人力资源。没有这些基本条件，吸引、

集聚、链接、优化、利用工业生产要素就很被动。

本文限于篇幅，重点考察以下五个方面。

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是现代工业生产活动的推

动者、组织者、承担者。单位面积拥有的工业企业

数量和单位人口拥有的工业企业数量，反映了工业

活动的密度和强度。大中型企业通常由小微企业成

长而来，没有大批小微工业企业，一个地区的工业

发展就缺乏社会基础。

规模型企业。本文将规模以上工业简称“规上

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简称“规上工业企业”，

其数量是反映一个地区工业基础实力的重要指标，

无论对于国民经济统计还是生产力实践，都具有决

定性意义。很多小微企业一旦实现规模化发展，即

开始出现加速发展的势头。

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泛指产品（服务）的

技术含量较高、具有核心竞争力、成长性较强的企

业。科技型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依托力量。科技型企业中的高新技术

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对一个地区的工

业产业结构和工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

工业人力资源。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意

义的因素，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工业、尤其是

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总量、质量和结构，对世界各国、

各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极大。工业人力资源数量不

足，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工业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工业人力资源质量不高，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无法

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工业分布（工业基地建设）。工业分布是观察

和评价各地工业基础实力的重要维度。经典理论家

十分重视工业分布，视为生产力理论和经济计划的

重要问题，认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的更平衡地分

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 [1]，根据工农结

合、城乡结合的原则，把企业适当分散地建设在全

国广大的地区，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2]。本研

究重点关注工业基地的布局和建设。工业基地包括

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各类产业集中区，如

开发区、工业园区、专业镇、工业型城镇、小型工

业区、工业集聚点。工业基地的布局和建设，对各

地改善营商环境、集聚生产要素、引进和留住工业

企业，具有重要作用。

广东第三梯队

本研究所指“广东第三梯队”，属于理论研究

的概念，并非官方用语。鉴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

尤其是支柱产业存在较大差异，工业活动的最终成

果容易受到内外经济形势、行业周期性等因素的影

响，故选择工业总产值（代表工业生产的总规模水

平）而非工业增加值（代表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对全省 21 地市进行划分，可以明确地分为三

个梯队。本文所用数据主要为 2022 年度官方公开

数据。

第一梯队：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

州 5 市。各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均超过 1 万亿元，有

4 个市进入中国工业经济前 10 强。其中，深圳是

全国工业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超

过 4 万亿元，比上海多出 5785.7 亿元。东莞是全

国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比第二名苏州

多出 567 个。惠州是后起之秀，工业经济呈现出追

赶型增长和跨越式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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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数量

（个）

制造业法人
单位数量

（个）

规上工业企业
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个）

规上工业企
业职工规模

（万人）总数（个） 大型工业企
业个数（个）

中型工业企
业个数（个）

工业总产值
（亿元）

韶关 5081 3559 641 14 59 1618 421 11.9

清远 6743 4799 1034 30 134 2833 514 12.4

河源 4701 3734 627 20 91 1460 348 16.7

梅州 5537 4420 547 7 54 859 277 8.8

云浮 4951 4420 426 11 46 717 159 7.8

阳江 8859 8149 512 8 57 2321 156 8.8

茂名 5512 4496 674 5 33 2478 178 7.2

潮州 10734 10458 1075 5 43 1388 219 12.4

揭阳 9091 8736 1572 7 88 2503 324 16.4

汕尾 2352 2103 316 21 25 1251 76 8.1

合计 63291 54874 7424 128 630 17426 2672 110.4

表 2   广东第三梯队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23 年）；2022 年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广

东统计年鉴（2023 年）的统计数据与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统计数据可能略有差异。

第二梯队：包括中山、珠海、江门、肇庆、

汕头、湛江 6 市。各市规上工业总产值位于 3000

亿元 -7000 亿元的区间，其中中山、珠海、江门

3 市在 5900 亿元 -6800 亿元之间，肇庆、汕头、

湛江 3 市在 3400 亿元 -4400 亿元之间。6 市平

均值为 4913.5 亿元，总体上与第一梯队存在明显

差距。

第 三 梯 队： 清 远、 揭 阳、 茂 名、 阳 江、 河

源、韶关、梅州、潮州、汕尾、云浮 10 市。各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在 700 亿元 -2800 亿元之间，

其中清远、揭阳、茂名、阳江 4 市在 2300 亿元

-2800 亿元之间，其余 6 市在 700 亿 -1600 亿

元之间。10 市平均值为 1742.7 亿元，总体上与

第二梯队存在明显差距。

智库THINK TANK

工业企业法人
单位总数（个）

规上工业企业
数量（个）

规上工业总产
值（亿元）

第二产业从业
人员规模（万

人）

规上工业企业数
量占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总数的比

重（%）

规上工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

广州 90351 6878 23928.6 255.7   7.62 20.53

深圳 129134 13790 46259.4 468.0 10.68 21.85

佛山 81719 9851 27965.4 295.7 12.06 20.04

东莞 176985 13844 24773.0 435.9   7.83 20.02

惠州 36749 4365 11099.5 151.5 11.88 19.69

表 1   广东第一梯队基本情况

注释：规上工业企业用工规模：参照国民经济统计中的“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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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第三梯队工业基础实力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重点对标深圳、

东莞、惠州等工业强市，发现第三梯队各市的具体

差距。通过数据分析，探寻工业强市在工业发展方

面的一些共有现象或共同经验，基于这些共有现象

或共同经验，提出广东第三梯队增强工业基础实力

应注意的问题。

1. 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基

本支撑条件。虽然极少数国家或地区可能依靠为

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也能创造出一定的工业经济

规模，但中国工业化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地区要

促进工业经济腾飞，必须扩大工业化的区域覆盖

面，增加工业企业数量，拓宽工业行业门类。拥

有大批工业企业，轻重工业、大中小型工业结构

相对均衡，形成多元支柱产业，是工业强省（市、

县）的共性特征。

工业企业数量偏少，是广东第三梯队的突出问

题。2022 年，全省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总量超

过 72 万个，第三梯队 10 市合计 63291 个，只占

全省总数的 8.76%。全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总量达到70.85万个，第三梯队10市合计54874个，

只占全省总数的 7.7%。第三梯队平均每市拥有的

工业企业个数仅相当于第一梯队惠州的 17.2%，东

莞的 3.58%。

进一步考察镇域工业企业密度。2022 年，第

三梯队共有 58 个县（市、区）、812 个乡镇（街

道）。如果不考虑县域工业集中于少数乡镇（如

开发区所在乡镇）的情况，平均每个镇域拥有工

业企业 78 个。此数值与第一梯队的镇域工业密度

差距巨大。东莞镇域工业企业高度密集，2022 年，

平均每个镇域拥有工业企业 5531 个。惠州镇域工

业企业密度远不及广、深、佛、莞，但远高于第

三梯队各市。2022 年，惠州平均每个镇域拥有工

业企业 518 个。

2. 规模型企业。我国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普遍很多。江苏和广东作为中国

工业经济最强两省，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众多是突出

的特点和优势。江苏省在 2003-2022 的 20 年间，

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从 23862 个增加到 61504 个。

该省 13 个地市平均每市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4731

个。2022 年， 广 东 省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总 数 70725

个，第一梯队 5 市合计 48728 个，占全省总数的

68.9%。

广东第三梯队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偏少。2022

年，第三梯队 10 市合计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7424 个，

仅占全省总数的 10.5%，只相当于东莞的 53.6%。

以粤北和苏北比较，2022 年，苏北 5 市和粤北 5

市分别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12880 个、3275 个，苏

北平均每个地市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2576 个，粤北

平均每个地市拥有规上工业企业 655 个，只有苏北

各地市平均数的 1/5。

大中型工业企业方面。广东全省共有中型企

业 6449 个，第三梯队 10 市合计拥有 630 个，占

全省总数的 9.8%，只相当于东莞（1394 个）的

45.2%。全省共有大型工业企业 1438 个，第三梯

队 10 市合计拥有 128 个，占全省总数的 8.9%，只

相当于东莞（269 个）的 47.6%。总体上看，第三

梯队 10 市不仅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偏少，而且大中

型工业企业数量占比更低。

表 3   广东第一梯队各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个）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广州 4531 6969 4644 6208 6757 6878

深圳 1834 8249 6539 11255 13027 13790

佛山 2180 7684 5787 8020 9370 9851

东莞 1663 5899 5688 11525 12778 13844

惠州 689 1853 1893 3055 3873 4365

合计 10897 30654 24551 40063 45805 4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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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和表 3 的数据中可窥探出第一梯队工

业发展的经验，即要增强工业经济实力，必须大

规模地增加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而拥有数量庞

大的工业企业（主要是小微企业），是增加规上

工业企业数量的重要条件。2022 年，广州、深

圳、佛山、东莞、惠州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市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比重分别为 7.62%、

10.68%、12.06%、7.83%、11.88%，整体平均值

为 9.5%，即大约每十个工业企业中可出一个规上

工业企业。可见，各地小微工业企业数量，基本

代表其工业发展的后备力量。

近几年，全国很多地区工业经济增速下滑，而

深圳工业经济却逆势持续快速增长并领涨于一线城

市，其工业增长的支撑条件非常明显，尤其是规上

工业企业存量、增量都很大。2019-2023 年 5 年

间，深圳共实现工业企业“小升规”9727 个，其

中2021、2022、2023各年份分别新增“小升规”2342

个、1654 个、1726 个。2022 年 8 月， 深 圳 市 工

信局发布《深圳市关于推动小型微型工业企业上规

模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确定

三年期间全市累计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6000 家。

3. 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按创新能力积累情

况和企业发展阶段，可分为四个梯次，即初创型科

技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

军企业。每个梯次的科技型企业拥有量，对一个地

区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拥有大批初创型科技企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保障。

拥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是增强产

业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科技型企业亦是各地

区参与资本市场建设、推动政产学研合作的重要依

托力量。

科技型企业存量很少，且每年增量不多，亦是

广东第三梯队各市的普遍问题。（1）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2022 年，第三梯队各地市入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个数普遍处于 150-350 之间，合计不到

2400 个，占全省总数的比重不到 4%，只相当于

佛山市已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的 45%。（2）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2022 年，第三梯队 10 市拥

有的高新技术企业合计 2672 个，只相当于佛山市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 30.7%。2023 年，各市新增

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普遍不足 100

个，部分地市不足 50 个，而佛山市全年新增科技

型中小企业超过 1700 个，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600 个。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市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均超过 1 万个，惠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

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增长迅速，目前超过 3400 个。

2023 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7.67 万个，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7.5 万个，第三梯队科技型企业数

量占全省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4. 工业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丰富且训练有素，

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工业人力资源泛指可为工

业企业使用的普通劳动力、技能型人才、专业技术

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其中，全部工业企业从业人

员规模（或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规模）、规上工业企

业用工规模、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数量，是衡

量一个地区工业人力资源丰度、储备情况和调节能

表 4   广东第三梯队各市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个）

表 3、表 4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23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韶关 406 559 628 504 603 641
清远 304 813 611 834 949 1034
河源 148 440 575 581 623 627
梅州 371 521 440 505 536 547
云浮 320 604 830 383 433 426
阳江 250 596 571 386 461 512
茂名 447 792 957 751 652 674
潮州 326 1245 890 939 1035 1075
揭阳 455 2525 2030 1376 1464 1572
汕尾 94 452 238 258 289 316
合计 3121 8547 7770 6517 7045 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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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主要指标。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2022 年，广东第二产业

从业人员占全省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 2010 年的

42.4% 下降到 36.6%，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退出制造

业，转向服务业，工业企业招用工问题逐步显现，

其中粤东西北地区更为突出。第三梯队 10 市第二

产业从业人员合计只有 391 万人，相当于 10 市第

三产业从业人员（774 万人）的 50.5%，仅占全省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 15.5%。其中韶关、阳江、云

浮三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只有 25 万人左右，河源

和汕尾只有 30 万人左右。

规上工业职工规模。2022 年，第三梯队 10 市

规上工业企业职工总数（全年平均数）约为 110.4

万人，占 10 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28.2%，

平均每个地市规上工业职工规模约为 11 万人，其

中有 5 个市处于 7 万 -9 万人之间。对比工业强市，

第三梯队规上工业职工规模很小。

工业企业 R&D 人员。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企业研发人员是一个地区最核心、最重要的创新

资源。2020-2022 年，第三梯队 10 市规上工业

企业 R&D 人员总数变化不大，分别为 40032 人、

44604 人、45199 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 4.39%、

4.66%、4.4%。2022 年，10 市平均值约为 4520

人，只相当于惠州的 5.52%、东莞的 2.61%、深

圳的 1.19%。全社会每万人口拥有研发人员数量，

一二三梯队分别为 167 人、49 人、15 人。规上工

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合计数，一二三

梯队分别为 2779.1 亿元、339.1 亿元、100.5 亿元，

第三梯队平均每个地市仅有 10 亿元，平均每个县

不足 2 亿元。上述数据表明，第三梯队各市工业

创新资源积累非常有限，工业高质量发展缺乏人

才支撑。

5. 工业分布（工业基地建设）。经济学家往

往单纯从经济层面考察工业布局问题，如阿尔弗

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认为运输成本和工

资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 [3]。如果以学科视

野去审视，我国有许多工业区不符合工业布局的

基本原理，但它们已成功地建立起来。现代工业

是国民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现代工业对推动基础设施改善、提供就业机会、

促进城镇发展、带动农村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在中国各地，工业的发展普遍受到重视，工

业基地建设的主要驱动因素，可能并非因为当地

非常适合发展工业，而在于地方政府推动工业化

和打造工业发展平台的决心。

目前，可供横向比较的数据主要集中于工业

类专业镇和开发区（工业园区）方面。广东第三

梯队 10 市共有各类专业镇 122 个，占全部镇域（乡

镇和街道）总数的 15%；其中工业类、农产品种

植和加工类专业镇共有 66 个，占全部镇域（乡镇

和街道）总数的 8%。第三梯队 10 市共有 74 个

经省级以上政府审核认定的开发区（包括工业园

区、经济合作区），基本实现“一县一开发区（工

业园区）”的办园格局。地级市主办的开发区投

资环境相对较好，但仍然深受用地指标的困扰。

各县（市、区）主办的开发区规模普遍较小。

根据《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

2035 年）》，粤北 38 个省级开发区（含产业转

移工业园）经省级政府核准的面积合计 19710 公

顷，平均每个开发区核准面积 518.7 公顷（约合

7780 亩）。考虑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和生态

建设用地需求，实际每个园区可容纳的工业项目

估计在 80-130 个之间（按平均每个项目 30-50

亩的用地需求测算）。由于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建设比较落后。例如，

大多数县办园区没有超前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

园区土地开发依靠落地项目自建厂区；缺乏科技

企业孵化育成载体，无法吸引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驻。由于各市县坚持“工业入园”的政策，而园

区只位于个别乡镇，因而大部分乡镇没有工业集

聚发展平台。

广东第三梯队增强工业基础实力的有利因素

目前，广东第三梯队各地市增强工业基础实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制造业当家，具有诸

多优势。

1. 坚持“制造业当家”成为普遍共识。经济界、

学术界长期把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尤其是第

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占比，作为经济现代化的

评价指标，但部分工业化国家因制造业过早衰退导

致产业空心化、经济发展乏力、就业机会和税收来

源减少等问题，特别是新冠疫情对服务业的打击，

促使各界重新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中央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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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明确提出制造业当家，为广东第三梯队着重发

展制造业，坚定了信念，增强了动力。

2.“一个牵引”+“四个突出”提供战略指引。

2024 年 9 月，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提出，

以优化完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集成

式改革为牵引，突出强县健全动力机制，突出富民

强化制度保障，突出融合促进区域协调，突出向海

拓展发展空间，从体制机制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持续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活力 [4]。“强县”意味着必

须重视工业发展，增强工业经济实力。“富民”必

须依靠产业，引入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促进农工

贸一体化发展，支持群众创业，扶持民营企业。“融

合”的内涵丰富，是发展经济、强县富民的手段。

如促进工农融合，推动现代工业向农业扩散渗透，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源型加工制造产业。又如

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鼓励外出

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引导城市资本到乡村投资，促

进城市部分产业向乡村转移。

3. 区位优势突出。粤东西北环绕珠三角，各地

以构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为主的交通建设取

得巨大成就，大多数县（市、区）进入广州、深圳

1-2 小时生活圈，是珠三角大都会的重要腹地、辐

射带动的最近圈层。虽然部分县（市）属于广东的

边陲县，但面向内地，属于省际合作的前沿；放在

中国、亚洲、世界经济地理中观察，所有地区均属

沿海地区，具有沿海地区的优势。

4. 新一轮产业转移高潮正在到来。珠三角作为

中国制造业的先发地和高成本地区，目前已成为国

内最大的工业产业输出地。受国家促进统一大市场

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战略腹地建设、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政策推动，珠三角将出现新

一轮产业转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推动东部沿海

城市群等“过密”地区适度疏解功能，优化“过密”

和“过疏”地区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国土空间适

度均衡开发保护 [5]。笔者认为，先进制造业、高技

术制造业将是珠三角新一轮产业转移的主体，全力

承接珠三角新一轮产业转移，对于广东第三梯队各

市县至关重要。另外，国内外各地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十分活跃，大批省外、境外企业有意在广东

增加投资或设立新公司，有利于广东第三梯队承接

省外、境外产业转移。

广东第三梯队增强工业基础实力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广东第三梯队工业基础实力普遍很

弱。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6]，第三梯队

的工业发展普遍处于“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的阶

段”，这个阶段属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或者由初

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走完

这个阶段所需时间通常较长。对各地区增强工业基

础实力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 激发和支持群众创办企业。各地增加工业

企业数量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引导创业型居民

创办经营实体；二是政府招商引进企业；三是骨

干企业实施增资扩产或多元化发展战略而裂变出

更多新企业；四是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培

育科技型企业。其中，激发和支持群众创办企业，

激活本地工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迅速和大规模

地增加工业企业数量的根本途径。目前全省各地

都在推进“个转企、小升规”工作。实现“转企”“升

规”，“个”“小”是前提和基础。各市、县、

镇应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城乡居民和有关组织创

办小微型加工制造经营实体，辅导和支持小微经

营主体向现代企业转变提升。

支持群众创办小微企业有很多具体方式和策

略。可借鉴江苏、浙江、山东部分骨干企业把车间

延伸到乡间的做法。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以产业兴

旺为目标，支持多类型、多模式创办乡村就业工厂，

吸纳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7]。引导珠三角部分企

业把车间设在第三梯队有关村镇，支持当地在这些

车间的基础上创办小型生产加工类企业。引导城市

产业资本与乡镇、行政村合作，创建基于当地资源

优势的加工制造类企业。设立城乡居民创业风险补

偿基金，对创业失败者给予一定补偿和保护。

2. 促进乡贤回流创业。广东第三梯队各市均

系侨乡，旅外侨胞规模很大，如河源有海外华侨华

人、港澳台同胞近百万人，有归侨侨眷、港澳台眷

属 66 万多人（2010 年数据）。第三梯队各市又均

为劳务输出大市，仅汕尾市在深圳务工经商人员就

超过 70 万人，创办各类企业超过 1 万家。深入实

施乡贤反哺工程，支持乡贤回（到）来源地（籍贯

地）创办企业或设立子公司，鼓励乡贤实控（管理）

的企业把部分业务分解、转移到来源地（籍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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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把

返乡入乡创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紧密结

合，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支持回

乡人员引进或创办加工制造类企业。

3. 全力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一是把促进工业

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作为招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建议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县、镇坚持全员招

商（或全民招商），重视小微工业项目，力争批量

化引入。二是以融合、合作的思路承接珠三角产业

转移。建议第三梯队各市、县、镇与珠三角各地政

府、行业组织、企业、工业园、工业村加强战略合

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共推产业转移。建议省级

政府层面对促成珠三角的产业项目落户到粤东西北

的行为给予奖励，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定期征集和发

布珠三角工业企业增资扩产、平行转移、业务外包、

车间下乡、合作共建等项目计划。三是利用国内各

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利形势，争取省外知

名企业到本地创建和经营工业园区，发展园区经济。

当地政府可通过共建托管特色园区、合作设立与运

作产业基金、引入项目税收分成等办法，与开发主

体深化合作。

4. 优化工业布局。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

路，发展工业是推进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坚持城

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全面发展，我们要做到的工业

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

业化的农村 [8]。工业进园发展已成为普遍经验，

优化园区型工业基地分布是优化工业分布的首要

任务。建议各地市主办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

幅扩容，在辖内各县（市、区）创办分园区，实

行“一区多园”办园格局。各县（市、区）主办

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在扩大中心园区办园规模

的同时，向各乡镇延伸，争取到 2030 年，第三梯

队 90% 以上的乡镇依托市、县中心园区（开发区） 

建立起小型工业区，大多数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

乡镇，建成一个农工贸一体化的小型产业集聚区。

充分利用交通现代化对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依托

重要交通干线打造特色产业带。以交通干线为纽带，

鼓励沿线多个相邻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基地。以创建

“工业化城镇”为目标，推进城镇及周边农村的交

通、能源、水务、环保、物流、信息化等基础设施

完善升级，有条件的县、镇适度超前规划建设一批

标准化工业厂房。

5. 加强工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储备。人才对新型

工业化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必须倾力做好人才储

备。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重点提升、

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办学层次、规模。深化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着重培养现代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以地

市为主，创办创业培训学院，对城乡各类经营主体、

有创业计划的人员、新型农民开展大规模培训，普

及现代企业管理、营销、投融资、电子商务、法律

法规等知识和技能，加快培养和储备创业型、经营

型人才。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重视发展就业友好型

企业，既要大力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又要

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创

造就业机会。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防止本地年青

劳动力继续大量外流。实施就业支持计划，引导本

地青年优先到工业企业工作，提高城乡妇女就业参

与率，对在本地工业企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中青

年劳动力，分类分级给予津贴或奖励。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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