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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光、
通讯员汕宣报道：记者 1 月 28
日从汕头市统计局获悉，根据
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果，2022 年汕头市的地区生
产总值为 3017.44 亿元，在粤东
地区率先突破3000亿元大关。

在坚定不移走好“工业立
市、产业强市”之路的部署下，汕
头“制造业当家”已初见成效
——2022年，汕头市全部工业增
加值1229.45亿元，占GDP总量
40.7%，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75%。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1%，其
中医药制造业增长44.6%、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27.4%、
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74.8%。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达到37.8%，其中
高端电子信息制造

业增长26.1%、生物医药及高性
能医疗器械增长 31%。尤为可
喜的是，去年1至11月，“三新两
特一大”产业实现利润总额达
110.36亿元，占汕头全市规模以
上 工 业 比 重 逾 八 成 ，达 到
84.7%。

卓有成效的要素保障，同样
有力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市”
迈出坚实步伐。去年，汕头市划
定 163 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控制
线，实施“工改工”6799亩，推进
工业产业“标准地”、新型产业用
地供应，新建在建标准厂房105
万平方米。

2022 年，汕头通过制定实
施“稳经济68条”“助企纾困13
条”，力促投资运行趋稳、消费
逐步回升、外贸持续增长，不断
夯实经济发展后劲。

春节期间，粤东城际铁路、
新建汕头站及站区工程、潮汕

环线京灶大桥……一个个重点
项目工地上，无数建设者留守
一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数
据显示，2022 年汕头投入交通
基础设施近150亿元，公路通车
里程超过 4000 公里，港口货物
吞吐量4019万吨。

大年初二，漫天璀璨的迎
春焰火，让汕头在这个春节假
期 火 爆 出 圈 ，人 气 旺 、旅 游
热、市场暖，印证着这座城市
的经济韧性，也满载着对汕头
未来的美好期许和祝福。数
据显示，2022 年汕头“真金白
银”促消费，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485.03 亿元，限额
以 上 零 售 业 销 售 额 增 长
8.5% ；带 动 快 递 业 务 量 达 到
24.6 亿件，增长 13.6%，快递业
务量规模在全国排第 8 位；全
市进出口总额达 771.0 亿元，
增长 2.3%。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
李洪宝报道：主营手机、智能穿
戴、汽车电子等智能产品制造
的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正将公司的高新技术和优势资
源不断带入东莞，为东莞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这家隶属
于华勤技术的全资子公司把东
莞作为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
已在东莞投资建设了一个研发
中心、三大制造中心，在东莞的
人员规模突破 1.5 万人，将助力
东莞一起构建“硬件制造”与

“软件支撑”协同发展的数字经
济产业体系。

像华贝这样的高新技术企
业将在东莞不断增加，为这个
制造业名城的发展赋以更多科
创力量。1 月 28 日，广东召开
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为广东
经济高质量发展描绘奋进蓝

图。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东
莞市委书记肖亚非表示，省委
吹响高质量发展冲锋号，东莞
作为全省第四个万亿城市责无
旁贷。他提出，东莞将坚持制
造业当家，坚持“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以“快干、实干、苦干”
不折不扣执行省委决策部署，
争取实现全年增长6%的目标。

据介绍，东莞把2023年定为
“招商年”，实施“全员招商”，加快
产业立新柱，力争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产值破千亿元。东莞
把工业投资作为生命线，努力完
成全年工业投资1200亿元，力争

“小巨人”企业增至140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9500家。此外，东
莞投入2.4亿元支持企业春节前
后稳工促产，打好“五外联动”组
合拳，全面提振民企信心，全力确
保一季度开门红。

当天，东莞市召开多个专题
会议，围绕建设制造强市、“五外
联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等主
题开展，在新春伊始为东莞高质
量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活力。
据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介绍，
2023年是东莞市加快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一年，东莞将坚持科技
创新+先进制造，突出制造业当
家，全力推动制造业集群化、高
端化、数字化、品牌化、绿色化发
展，力争东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长 6%、工业投资增长 15%以
上，推动 1000 家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东莞市科学技术局相
关负责人也作出表态，将在科技
创新开辟发展新赛道、科技重大
专项赋能先进制造、科技招商质
效以及创新型企业培育服务等
领域发力，进一步提升科技对东
莞制造产业的支撑力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报
道：1月 28日，佛山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举行。20个佛山市重大
项目在会上签约。佛山市政府
与金融机构签订金融支持佛山
市十大制造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合作协议。

当天会议上，佛山道氏科
技、广东开利暖通、格兰仕、广
东中旗新材料、广东邦普循环
五家企业相关负责人现场发
言，表达了对2023年“全力以赴
拼经济”的满满信心。禅城、南
海、顺德、高明、三水五区区委
书记通过视频进行表态发言。

会议现场，20 个佛山市重
大项目正式签约。佛山市政府
还与金融机构签订金融支持佛
山市十大制造业园区高质量发
展合作协议。

省政协副主席、佛山市委书
记郑轲表示，去年，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佛山放手去干，全力
去拼，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在经济总量方面，全市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2698.39 亿

元，增长2.1%，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796.94
亿元，增长2.32%。在区域协调
方面，高明区GDP突破千亿元，
在全省 21 个市中，佛山成为所
辖县（市、区）均超过千亿元的
唯一城市；北滘镇成为继狮山
后第二个 GDP 超千亿元的镇，
在全国4个千亿镇中，佛山有两
个。在制造强市方面，规上工
业增加值 5761.84 亿元、增长
1.6%，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
双双提升至全国第五位；40.7%
的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这些企业生产效率
平均提升16.5%、产品交付周期
缩短 20.2%；广东制造业 500强
榜单中，佛山90家入选，居全省
第一。

郑轲表示，今年全市经济工
作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6%；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6.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进
出口总额增长 5.5%，实际利用

外资增长 16%；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 5%。“我们一定
要抓住制造业当家不松手，紧
紧围绕‘强固优化在全市的支
柱性地位、发展壮大在全国的
标志性地位、奋力实现在全球
的样本性地位’的目标，引导各
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聚
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干出
形象、干出大成，推动佛山制造
业生机盎然、基业长青，为争当
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夯实
产业基础。”为此，佛山要加力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要培育壮
大战新产业、要积极布局未来
产业、要加快发展制造服务业、
要优化产业空间载体。

此外，郑轲也要求牢牢把握
拉动经济基础性力量，把扩大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牢牢把握“两
个毫不动摇”，打造便利各类市
场主体发展的营商环境；牢牢把
握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保持外经
贸稳定健康发展；牢牢把握党对
经济工作的领导，确保完成今年
经济工作目标任务。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海生、
通讯员周盼报道：1 月 28 日下
午，惠州举行《惠州市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未来 3年，惠州将坚持
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目
标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突
破2万亿元。

现场，惠州市政府副市长黎
炳盛介绍了《行动方案》的相关
情况，主要包括总体要求、发展
重点、五大行动、要素保障及环
境高地等五个部分，23 条具体
措施。

其中第一部分是总体要
求，提出“到 2025 年，全市工业
总产值突破 2 万亿元，工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50% ”。 第 二 部 分 是 发 展 重
点，分别是石化能源新材料产
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
生命健康产业集群。第三部
分是实施五大行动。共 5 项内
容 16 条措施，分别是实施区域
协同发展行动、补链延链强链
行动、园区提档升级行动、项
目建设提速行动、产业提质增
效行动。第四部分是推动要
素保障向制造业集中。包括
加大土地供给力度、强化财政
资 金 支 持、优 化 金 融 供 给 结
构、加 强 制 造 业 人 才 队 伍 建
设。第五部分是全力打造高
质量发展环境新高地。主要
包括强化“制造业当家”意识、
建立健全会商协调督办机制、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
环境等 3方面内容。

新闻发布会透露，从惠州
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要坚持发
展“2+1”现代产业集群，集中
力量加快打造石化能源新材料
和电子信息两个万亿级产业集
群，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长
足发展。

2022 年，惠州全市工业投
资完成 1397 亿元、增长 42%，
总量、增速均居全省第 2。规
上工业总产值达 1.11 万亿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 2425 亿元、增
长 6.3%（总量持续位居全省第
5，增速位居全省第 2），其中规
上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
的比重达 94%。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近 4 千家，产值超百亿
工业企业达 16 家，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达 36 家。此
外，惠州还荣获国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产品 2 个，实现“零”的
突破。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获悉，
2022 年，惠州石化能源新材料
产业集群规模达3450亿元。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总产值首次突
破 5000 亿元大关，规模位列全
省第三。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形
成中医药制药、生物医药材料、
医疗器械等产业布局。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惠州支柱产业集群效应更加
凸显。石化能源新材料、电子信
息两大产业集群产值分别达
6000亿元、8500亿元，规模分别
较2020年翻一番，为打造2个万
亿级产业集群奠定坚实基
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长
足发展，实现规模
300亿元以上。

加快打造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
道：1 月 28日上午，全省高质量
发展大会开幕。28 日下午，在
分会场，广东省委横琴工委委
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
简称“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
符永革代表合作区，介绍了揭
牌以来的发展概况和下一步重
点工作计划。2023年合作区将
着力实施“三大工程”，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合作区全口径税
收收入完成 353.89 亿元，区内
澳资企业达 5323 户，生活就业
的澳门居民达到6909人。合作
区共商共建、产业多元、琴澳一
体化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符
永革介绍道。

据悉，合作区揭牌成立一年
多来，创新创业势能充足，粤澳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粤澳先
进智能计算联合实验室等高能

级平台落地，国家级、省级科创
平台达 26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335 家。产业扶持体系基本
构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企
业及个人“双 15%”税收优惠政
策落地实施。联合澳门实施琴
澳跨境人才工程。出台力度空
前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全链
条产业扶持政策，集成电路重
点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近
60%。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
注册企业已达 233 家。合作区
在中基协存续登记的私募管理
规模超 6100 亿元。万达商管、
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等知名
企业上岛实体运作。

符永革表示，当前合作区正
加快推动货物“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政
策落地，朝着物理“封关运作”
和构建金融“电子围网”的目标
全力冲刺。今年，合作区将围

绕产业发展、规则衔接、民生融
合重点实施“三大工程”。

一是精准实施“特色产业
牵引工程”。积极构建“澳门
平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
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发展新
模式。支持集成电路企业与
澳门大学集成电路国家重点
实验室共建研发平台，联手澳
门、珠海推进产学研转化。协
同澳门、珠海加快筹建中医药
广东省实验室。推进元宇宙
超级试验场建设落成。与澳
门、珠海联合组团赴日韩、东
南亚、葡语系国家招商。创新
实施合作区商事登记注册官
制度，打造与澳门趋同的商事
登记审批机制。

二是稳步实施“要素跨境流
动工程”。全面建成“分线管
理”软硬件设施，推动合作区海
关监管办法、“分线管理”配套

税收政策落地实施。试点人员
“非接触”高效便捷通关。加快
开通金融岛码头至澳门内港航
线，推进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连
接横琴口岸通道桥建设。配合
建设资金“电子围网”系统。便
利“澳门新街坊”项目内澳门居
民有序使用国际互联网和收看
境外电视频道。

三是加快实施“民生深度融
合工程”。全力推动“澳门新街
坊”项目年内整体竣工，力争各
项澳门标准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同步配套到位。落实在合作
区就读的澳门学生同等享受澳
门本地学生的学费书簿津贴等
教育福利待遇。争取在合作区
指定医疗机构内使用澳门已上
市部分药品及医疗器械。推动
在合作区创新创业就业的澳门
青年同步享受粤澳两地的扶持
政策。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
李旭、钱瑜报道：1 月 28 日，
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
召开。当天，狠抓重点项目、
重 大 平 台 建 设 ，全 力 推 动 有
效 投 资 落 地 落 实 主 题 分 会 ；
珠 海 落 实“ 百 县 千 镇 万 村 高
质量发展工程”主题分会；珠
海坚持“五外联动”开创对外
开 放 新 格 局 ，增 强 消 费 信 心
优 化 消 费 环 境 主 题 分 会 ；金
融 赋 能 珠 海 实 体 经 济 ，支 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主
题 分 会 ；珠 海 落 实“ 产 业 第
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 略 ，推 动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主题分会在珠海召开。

“ 在 今 年 及 今 后 一 段 时
期，我们将从科技企业培育、
科 技 平 台 建 设、科 技 金 融 融
合、科技人才引育、科技服务
支撑等五个方面来提升珠海

市科技创新综合效能，提升推
动制造业及其他重点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在
珠海落实“产业第一”，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分会上，
珠海市科技创新局局长王雷
介绍，目前珠海市独角兽培育
库入库企业 107 家，入库企业
估值近 1200 亿元，实现总体
营收约 270.2 亿元。去年新增
省重点实验室 3 家、省新型研
发机构 4 家。

在高质量发展大会珠海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分会场上，珠
海多部门围绕深入实施“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推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
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一主
题，为构建东西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向
着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建言献策。

“我们发改系统要围绕省
市的工作部署，全力把重点项
目抓好。今年共安排 510 个
重 点 项 目 ，年 度 投 资 超 过
1000 亿元，我们将按照要求，
三年工程瞄准两年来干，把这
些 项 目 全 力 推 动 起 来 。”

“2023 年，财政部门将继续发
力，根据目前编制的年度预算
草案，全市预算安排基本公共
服务支出约 354 亿元，占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0%以
上。”……会上，各部门纷纷表
态，提出未来的规划，助力高
质量发展。

在珠海坚持“五外联动”开
创对外开放新格局、增强消费
信心优化消费环境主题分会
上，珠海市商务局（口岸局）党

组书记、局长沈岩称，今年珠
海将围绕港珠澳大桥经贸新
通道，积极配置相应的政策和
资源载体，推动港珠澳大桥经
贸新通道发挥更大作用。同
时，珠海将推动粤港澳物流园
等载体建设，推进海关特殊监
管区整合优化，支持斗门区申
报斗门保税物流中心（B 型），
为珠海外贸提升新增量创造
条件。

沈岩提及，珠海在商务部
2021年度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申请综合评价中排名第1，今
年珠海将积极争创国家级服务
外包城市。

据悉，2022年，珠海市承接
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31.3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3.54%；承接服
务外包执行金额 16.4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0.43%，规模创历史
新高。

积极争创国家级服务外包城市

着力实施“三大工程”

20个重大项目签约

去年GDP首破3000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深圳市统计局 1 月 28 日公
布 2022 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2022 年深圳市地区
生产总值为 32387.68 亿元，同
比增长3.3%。

数据显示，深圳 2022 年全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5.64 亿
元，同比增长0.8%；第二产业增
加值为 12405.88 亿元，同比增
长 4.8%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19956.16亿元，同比增长2.4%。

制造业当家，托稳深圳经济
大盘。2022 年，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主
要行业大类中，规模以上汽车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5%，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3.6%，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4.8%，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增长1.8%。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工业
规上总产值和全口径增加值首
次实现‘双第一’。”市统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深圳市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45500.27 亿
元，连续四年稳居全国城市首
位；全口径工业增加值11357.09

亿元，总量首次跃居全国城市
第一。

与此同时，2022 年深圳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 1 万
亿元大关；全年增速高于全国、
全省平均水平，居一线城市首
位。

统计显示，去年深圳市主要
高技术产品产量持续快速增
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民用无人机、5G智能手机产量
分 别 增 长 183.4% 、113.8% 、
34.7%、22.3%。

全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 个 产 业 集 群）增加值攀上
1.3 万亿元台阶，达 13324.02 亿
元；占 GDP 比重突破四成，达
41.1% ；同 比 增 长 6.9% ，高 于
GDP增速3.6个百分点。

固定投资带来对未来经济
增长的信心。2022 年，深圳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4%。固
投增速跃居一线城市第一，以
较大幅度高于全国和全省。

工业投资继续保持良好增
势，增长19.2%，其中，制造业投
资增长15.4%。

高技术产业投资活跃，高技
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7.0%，其

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投资
增长 21.0%；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投 资 增 长
43.8%。

2022年，深圳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9708.28 亿元，同比
增长 2.2%，比前三季度提高0.5
个百分点。全市社消零总额增
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2.4 个和
0.6个百分点，居一线城市首位。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2022 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2.3%，涨幅比 2021 年扩
大1.4个百分点。

2022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36737.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其中，出口 21944.80 亿
元，增长 13.9%；进口 14792.72
亿元，下降8.5%。其中，一般贸
易进出口增长 4.0%，占进出口
总额的 49.6%，比重较 2021 年
提高0.2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保持
较快增速。2022 年 12月末，全
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
款余额 123400.52 亿元，同比增
长9.7%。金融机构（含外资）本
外币贷款余额 83422.99 亿元，
同比增长8.0%。

广东各地奋勇争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去年GDP达32387.6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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