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廣東21個地市兩會期間公布的
數據顯示，去年，廣州、深圳和佛

山分別以12,380億元、11,000億元和6,600
億元的經濟總量位列全省三甲，深圳也是
廣東第二個GDP過萬億的城市。數據並顯
示，去年廣東的GDP增幅為10%，而21個
地市中除了深圳（10%）和東莞（8%）
外，其他19個地市GDP增速均高於全省平
均水平，其中，陽江市以16%的增幅領跑
全省，而東翼的揭陽、汕尾和雲浮市，去
年的GDP增幅也達到15%。

但和2010年相比，除了雲浮去年增長
15%高於上年的13.8%，河源及中山、梅
州與上年持平外，其他18個地市的GDP增
幅均低於上年，其中回落幅度最大的清

遠，比上年回落了6.3個百分點。在廣東
5.3萬億的經濟總量中，珠三角佔據的比
例超過了80%。在珠三角九市中，排名第
三的佛山與排名第四的東莞，總量差距在
拉大，去年兩市的差距接近2,000億元。
對於今年的GDP增幅，廣東省提出了

8.5%的增長目標，而在21個地市中，預期
目標最高的是省內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揭
陽市和汕尾市，都高達16%，而汕頭、陽
江和雲浮則制定15%的增長目標，唯獨東
莞的8%低於全省平均水平。
對於東莞今年繼續調低GDP增速，中山

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在接受本報
採訪時認為，這是東莞的產業結構決定
的，「如果經濟是內源性的，別說8%，
就是7%、6%，都是挺高的。如果它（東
莞）還沒有完成結構轉型，還是高度依賴

出口，這個8%就低了。東莞的GDP下調
一個百分點，就意味㠥很多工廠要倒閉，
很多工人要失業」。

林江分析說，以加工貿易製造業為支柱
的東莞市，大多數製造業處於全球產業鏈
的中低端環節，技術水平不高，缺乏自主
品牌，面臨㠥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約束、環
境壓力和區域競爭壓力。「東莞經濟的可

持續增長，需要完成產業結構調整。」
也有經濟學者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

機開始時，東莞剛好處於「騰籠換鳥」的
產業結構轉型期，但因海外市場持續萎
縮、內部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傳統製造業
不斷萎縮。東莞市外經貿局局長黃冠球早
前稱，2008年，東莞的外企關停了865
家，2009年有657家，2010年是585家，而
去年1月到10月，又有450多家外企倒閉，
其中80%是港台中小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

道）廣東不少企業在春節後普遍遭遇「用
工荒」問題。本報記者昨日到廣州市勞動
力招聘會了解，雖然各企業在現場提供合
共1,500個職位，但全日進場求職者僅有
1,000人，不足往年同期的一半。廣州市人
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主任張寶穎透露，今
年廣州節後用工缺口至少有11萬人，其中
製衣、電子電器和食品製造最缺人。
為吸引外來工前來應聘，不少企業做出

色彩鮮艷的招貼和宣傳單以吸引眼球，福
利待遇用水彩筆㠥重圈點。一家信息科技
公司稱，成功入職後公司將為每人配備一
台3G智能手機，還有話費補貼，有的企業
表示女工進廠還可以享受100至200元不等
的獎勵，一家光電科技公司去年還專門設
置了員工遊戲廳，供員工下班後免費娛
樂。此外，一家酒店表示工作一年後能享
受帶薪年假和四張（來回程）南航國內一
折優惠機票。

據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在去年12月到今
年1月對330家企業的調查顯示，46.95%的
外來工春節返鄉過節，90%以上計劃在一
個月內返回。按照比例推算，春節離崗回
鄉的農民工達169.2萬人。
在招聘會現場，白雲區紡織服裝廠的招

聘代表張先生大吐苦水說，公司集專業設
計、生產、銷售為一體，產品遠銷日本、
韓國、美國等國家，有300多名車間工人，
多是湖南、湖北、廣西等外省籍。年廿七
工人放假回鄉，原定初六返廠開工。但昨
日已是正月十一了，陸續回來的工人僅有
30%，「有些年前堆積的訂單根本沒人手
做，只能一拖再拖」。

而另一家企業的鄭先生說，從前日招聘

會開鑼到今天，他總共只收到了十多求職
簡介，還都不是熟手工，如果入職還得經
過一段時間的培訓。昨日他挑來挑去，才
勉強選中兩個。「年前廠裡有7、8個外省
籍的工人辭職，說在廣州打工工資不高還
很辛苦。年後又有幾個給我發來短信說不
想回來了，這次我們計劃要招20個工人。
看情況，真的很困難。」他直言，因為每
年春節就會損失一些外省籍的「精兵強
將」，工廠節後很難正常開工，所以不想再
招「說普通話的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

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日召
開新聞發佈會，解讀中央一號文件
的相關背景和主要內容。中央農村
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
陳錫文在會上表示，去年農民人均
純收入達到6,977元（人民幣，下
同），增加超過千元，創歷史新
高。此外，城鄉區域收入差距縮小
態勢開始顯現。
陳錫文稱，去年農民增收較快，

實際增長11.4%，創本世紀新高，
實現改革開放以來首次連續8年較
高增長。主要得益於「三多三
高」，即農產品產量多、價格高，

農民務工人數多、工資高，強農惠
農富農政策多、含金量高。此外，
2011年，農民收入增幅再次超過城
鎮居民，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速
普遍超過東部地區，開始顯現出城
鄉區域收入差距縮小的態勢。

針對外媒關注的農業領域用工荒
的問題，陳錫文指出，至少在目前
還沒有明顯出現，目前外出農民工
約為1億6千多萬人，進城的農民工
數量在不斷增加，農村勞動力有所
減少，但另一方面，農業機械的綜
合作業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很大程

度上可以替代勞動力。
同時，陳錫文表示，在工業化、

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存在一些與農
民在土地使用方面的矛盾，為此，
在今年的一號文件中，中央政府對
穩定農村的土地政策和保護農民土
地權益，提出了三件大事，即由國
土資源部牽頭，完成農村土地所有
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由農業部
牽頭，開始農村土地承包權的確權
登記頒證工作；由國務院有關部門
共同來研究，提出對土地管理法中
涉及到徵收農民土地條款的修改。

另外，陳錫文稱，中國農業科技
進步的貢獻率去年達到53.5%，雖
有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
大差距。他說，中國的糧食生產在

去年實現了八連增，但因受市場和
自然兩方面的影響，要保持穩定發
展極為不易。同時，中國農業的人
均佔有耕地僅為1.38畝左右，農業
基礎設施建設條件、農業科技發展
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有很大差
距，中國的有效灌溉面積所佔比重
剛剛超過50%，有將近一半的耕地
仍需靠天收成。
陳錫文表示，今年中央把1號文

件的主題確定為「加快推進農業科
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
能力」，主要是因為要穩住明年農
業生產，增加供給，必須依靠提高
單產。而提高單產的根本還是要依
靠發展生產力，通過科技進步，不
斷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
勞動生產率，實現增產增收、提質
增收、節本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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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網2日電 截至1月26日，全國已
有28個省份公佈了2011年GDP「成績
單」。在多個省份GDP總量躋身「2萬億
俱樂部」和「萬億俱樂部」的同時，關
於北京、上海等地人均GDP「接近富裕
國家水平」的報道也備受關注。由於
「接近富裕國家水平」只是一個統計標
準，要使GDP切實轉化為人均財富，還
須依賴國家各項還富於民政策的貫徹與
落實。

統計表明，去年上海、北京、杭州等
地的人均GDP均已超過8萬元人民幣，按
年平均匯率折合1.2萬美元，根據2010年

世界銀行劃分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貧富程度標準來看，已達到中上等國家
水平，接近富裕國家水平。經濟發展歸
根結底還是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GDP從生產總值轉為人均財富，還要依
賴國家各項還富於民、藏富於民政策的
貫徹與落實。
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

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牢牢把握保障
和改善民生。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袁鋼明教授認為，

沿㠥這個思路，經濟總量的增長將會讓
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而民生改善又將推動經濟總量的進一步
提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從2009-2011年同期廣

州市用工需求結構看，隨㠥廣東經

濟轉型升級加快，『退二進三』產

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速，二、三產

業吸納勞動力就業貢獻率在產業結

構的調整帶動下，就業結構持續向

第三產業傾斜。企業招聘意願與招

聘規模有所下降。就業將面臨總量性矛盾

不減，結構性矛盾加劇，兩種矛盾交織向

縱深發展等態勢。」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

服務中心主任張寶穎說，和以往強調技工

缺口大不同，廣州勞動力市場已開始呈現

出普工和技工同時缺乏的情況，而對於處

於中間的管理類、文員類等需求量不大。

據他分析，缺工現象主要有三種原因：

第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條件的挑

剔加劇了缺工現象。新生代農民工學歷和

技能有一定程度提高後，普遍對普工和動

手類的崗位不感興趣。第二，一些加工製

造企業利潤空間有限，對求職者提高工

資、改善待遇的要求不能滿足，導致工人

離去出現缺工。第三，信息不對稱。很多

內地勞動力對廣州這邊的用工信息和缺工

情況並不了解。張寶穎指出，招工難和就

業難一直存在，需理性看待。規範用工與

合理工資水平是留住員工的最有效方法。

對於廣東企業「用工荒」現象，張寶穎

表示，若按廣州市登記的363.9萬外來工計

算，節後流失的11.38萬。「應該說，外來

工今年來廣州求職，會比較容易找到工

作」。他預計節後一個月內招聘會的參會企

業和入場求職人員數量將會持續增長，在2

月中下旬將迎來招聘求職的首個高峰。

據中國經濟網2日報道 作為世界第二經
濟大國的中國有個「富可敵國」的大省不
是什麼新鮮事。然而究其細節，每個省在
世界上的地位（富裕程度和人均GDP等）
卻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和趣味性的對比。
前段時間，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其官
網上發佈了一篇文章，從中國各省區市的
GDP總量、人均GDP、人口和出口等方面
（採用2010年數據），分析了各省（未包含
台灣省）的經濟實力和世界上哪些國家最

接近。
分析顯示，在人均GDP方面，北京人均

GDP接近歐洲的斯洛伐克(見表)，上海人均
GDP和石油大國沙特阿拉伯比肩（按購買
力平價計算），中國第一GDP大省廣東人均
GDP接近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山東人均
GDP與非洲大國南非相當，浙江人均GDP
接近阿塞拜疆，福建人均GDP相當於拉丁
美洲的古巴，中國西部重鎮重慶人均GDP
接近於毛里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