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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

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與此同時，經濟結構不合理

的矛盾長期積累，突出表現在需求結構失衡、供給結構

不協調、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環境損害大、空間佈局不

夠合理等方面。因此，在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經

濟轉型升級被擺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

2008年至今，廣東通過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內外市場並舉擴

大內需、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三招齊施，為廣東經濟探索了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廣東的轉型升級，亦為

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唐苗苗、藺廣凱

人均GDP是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平均收入水平、
工資成本的重要指標。中國最富裕的省份是，人

均GDP一直排全國第一的浙江，中國最窮的省份則
是，人均GDP排名倒數第一的貴州。1995年，浙江省
的人均GDP是貴州的4.46倍，2004年，這個數字擴大到
了5.64倍，由此可見中國區域差距之大。
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既有位於全國發達城

市序列的廣州、深圳，位於全國經濟最發達區域序列
的珠三角，同時又有位於全國最貧困縣序列的東西兩

翼及山區縣。用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
袁持平的話來說，廣東經濟發展遇到的問題，就是當
下中國經濟發展遇到問題的集中體現。因為率先發
展，廣東也率先觸碰到了傳統發展模式的天花板。
最終，從產業和勞動力入手的「雙轉移」發展戰略

得以實施，廣東正是借助「雙轉移」這個有力的支
點，撬動了經濟結構全面調整的齒輪。廣東消除其轄
區內富庶的珠三角地區和貧困的粵北及東西兩翼之間
的差距，對於中國經濟均衡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

汪洋倡解放思想 粵重拾改革魄力
2007年底，剛剛主政的中

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
記汪洋，經過一番調研之
後，就在全省掀起了一場解
放思想的熱潮。時值廣東歷
經改革開放30年，經濟正遭
遇發展瓶頸：地區之間發展
極不均衡，而珠三角地區也

面臨 產業層次偏低、綜合競爭力欠缺、土地開發強
度過高、資源消耗速度加劇、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等問
題。隨後的2008年5月，廣東提出產業和勞動力「雙轉
移」發展戰略，經濟轉型的大幕由此拉開。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見圖)，是主持

起草廣東「雙轉移」發展戰略文本的「高參」。他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當時的廣東，因為長期
處在經濟總量全國第一的位置，幹部隊伍從上到下都
逐漸失去了改革開放之初「殺出一條血路」的魄力。

而與此同時，廣東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經濟增長方式
已經走到了盡頭。「這個時候，汪洋書記提出解放思
想，要有膽有識，要有世界眼光，讓全省上下為之一
振。」汪一洋說，正是因為那場被海內外輿論多次談
論的廣東思想解放大討論，為之後廣東推行「雙轉
移」，全面推進經濟轉型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轉型升級 從量到質
汪一洋說，廣東經濟轉型的經驗表明，「要真正意

識到當前這種拚資源、拚消耗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
繼，在還沒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趕緊另闢蹊徑，走全
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汪一洋說，其次是要具備改革的勇氣和智慧。「改

革有風險，先驅不小心會變成先烈，所以要有勇氣。
同時，制定改革措施要有智慧，要從實際出發，要有
操作性。」汪一洋指出，當前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程度
不一，經濟轉型升級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廣東
的經濟總量很大，轉型升級要解決的是質的問題，而
內地很多省份還在追求量的增長。」

廣東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這一次，作

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舉 「先行先試」的

尚方寶劍，在轉型升級的大方向裡也探索出了自己

的發展道路。數據與事實證明，廣東的經濟轉型升

級是卓有成效的。三年多來，多位中央領導人親下

廣東調研，對廣東的轉型升級給予了高度肯定。

改革需要勇氣和智慧，是「殺出一條血路」的壯

舉，廣東要從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中突圍，更需要

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

多位中央領導 親下廣東調研
廣東在經濟轉型的探索之中，不僅遭遇海內外輿

論的質疑，空前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更是首當其

衝。改革攻堅，危急之下，也獲得了中央領導的支

持和肯定。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錦濤親臨廣東代表團，為廣東打氣、鼓勁。

2009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再次視察廣東，分析廣

東形勢，又為廣東支招。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國際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三次親赴南粵大地視察指導。

他「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的論斷，給廣東注入了一

支強心針。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則

不斷為廣東的幹部增強決心，他在多個場合強調：

「廣東應對金融危機投入的每一分錢，都要立足科學

發展，堅決不再回到傳統發展老路上去。」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向記者透

露，胡總書記回京後，就馬上把各省的主要領導召

集到北京，開了一個研討班，專題研討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就是因為胡總在廣東看了後，覺得廣東

這條路走得對，要在全國層面推廣。」

汪一洋告訴記者，2008年7月份，國家副主席習近

平聽了廣東省委的匯報，也認為雙轉移是一個大主

意，他說「廣東的『雙轉移』很有魄力，很有創

意，很有前途，很有幹頭，一定要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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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分析

對於珠三角來說，「雙轉移」就是一場騰籠換鳥。
據廣東省經信委稱，廣東一方面採取有力措施推動勞
動密集型等低端產業轉移，騰出發展空間；另一方面
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力引進和發展先進製造業、高
技術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5月底，珠三角地區2008

年以來累計轉出企業5,983家，通過淘汰落後產能、關
停並轉等方式騰出企業72,489家，新引進企業18,769
家，產業發展水平整體得到提升。這樣一來，珠三角
地區加快了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步伐，增強了產業發展

後勁，為區域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雙轉移」也帶動粵東西北地區經濟增長，使廣東

區域經濟發展逐步協調。截至今年6月底，廣東省遍
佈珠三角以外的35個產業轉移工業園，累計吸引各類
項目2,988個，總投資約7,030億元，園區共吸納就業
人數達56.7萬人，七成是本地勞動力。三年來廣東省
產業轉移工業園累計為欠發達地區創造產值超過
5,000億元，園區工業增加值佔粵東西北地區工業增
加值比重從2007年不足1%，上升到2010年的13.5%，
成為欠發達地區新的增長極。

「雙轉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如果說「雙轉移」是廣東省撬
動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力支點，那
麼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就是倒
逼轉型的市場推動力。金融危機
對當時外貿依存度高達133%的廣
東來說，可謂首當其衝：國際需
求萎靡不振，對外出口舉步維
艱，企業效益大幅下滑，中小企
業減產停工，工業增速明顯回
落，消費信心嚴重不足。危中尋
機，擴大內需成了以外向型經濟
為主的廣東轉型升級的又一發展
戰略。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廣東實

施了「廣東產品全國行」戰略，
省委書記汪洋和省長黃華華，親
自帶隊，為廣貨開闢全國市場

「站台」。除此之外，又利用中博
會、外博會等展會搭建內銷平
台，在中西部、北部地區打造廣
東產品全國行長期陣地等一系列
舉措，讓廣東製造內銷增長旺
盛：2008∼2010年，廣東省工業
品內銷年均增長21.7%，比亞洲金
融危機時期（1998∼2000年）年
均增速快7.9個百分點。
就在不久前，廣東省經信委主

任楊建初向媒體披露，今年上半
年廣東工業品內銷3,0676.6億元，
增速高於年度預期目標8.2個百分
點；內銷對工業銷售增長的貢獻
率達76.6%，拉動工業銷售產值增
長17.8%，珠三角減少對出口市場
依賴的跡象逐漸顯現。

金融危機 倒逼出內銷大市場

相對於騰龍換鳥的「雙轉移」，廣東提升產業競爭
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雙提升」工作，也同期穩
步推進。
據了解，目前廣東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初步形成了以

珠三角為主體，以高端新型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和
LED等產業為重點的產業發展格局。珠三角地區已成
為新一代通信、新型顯示、半導體照明、生物醫藥、
太陽能光伏等新興產業的聚集地。
按照廣東「十二五」的規劃，從今年起廣東將安排

220億元專項資金推動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力

爭5年創1,000億元科技新產值，而廣東省自主創新條
例也有望在年內頒布。
三招並舉，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廣東經濟轉型升

級的面目日漸清晰。即使在金融危機期間，也實現了
「調結構、保增長」。翻看過去3年多，廣東的經濟增
長仍然保持了一個較高的增長幅度。從2008年到2010
年，廣東經濟社會發展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地區生
產總值預計增長23.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預計增
長25.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預計增長43.6%，地
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預計增長39.6%。

「雙提升」大力培育高端產業

■廣東省經信委主任楊建初。

■中山(河源)產業轉移園。

中央高度肯定 組織各地研討

■粵北首個精細化工基地於2008年12月成功創
建。基地可容納企業100家，產值可達100億元，
創稅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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