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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第三產業比重首超五成
去年GDP破7萬億 同比增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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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國社科院昨天發佈的《工業化藍
皮書》顯示，中國已經在「十二五」時
期進入到工業化後期，預計將在2020年
基本實現工業化。
所謂工業化，主要是指工業在一國經濟
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以至取代農業，成為經
濟主體的過程。簡單的說就是傳統的農業
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

區域協調發展任務艱巨
藍皮書主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
所長黃群慧指出，從世界範圍來看，在
200多年工業化進程中，真正進入工業
化社會的國家只有30多個，其人口佔世
界總人口的20%左右。2014年中國的工
業化綜合指數為83.69，位於工業化後
期的中段，「十二五」（2010年-2014
年）時期中國的工業化年均增長速度為
4.4，「十二五」時期中國工業化水平有
了實質性的提高，從工業化中期步入了

工業化後期，這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具
有標誌性意義。
黃群慧表示，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
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即使考慮
到步入工業化後期，在經濟新常態的背
景下中國經濟增速將從高速轉向中高
速，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
合指數也將達到100，從而達到基本實
現工業化的目標。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呈現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特徵，上海、北
京、廣東、江蘇、浙江、天津等東部地
區大多已經步入後工業化時期，而大部
分中西部地區還處於工業化中期。「十
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推進中國工業化
進程的區域協調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黃群慧強調，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
化，並不意味着工業化的終結，當今整
個世界仍處於工業化時代，美國等發達
國家也在提再工業化，因為工業生產能

力和知識積累是關係一國經濟長期發展
績效的關鍵。因此，對於步入工業化後
期的中國而言，其工業化進程還遠未結
束，中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對於從工業大國向
強國轉變意義重大。此外，中國實現工
業化，是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工業化，
從工業化視角看，「一帶一路」戰略的
推出，表明中國工業化進程正在產生更
大的「外溢」效應，促進沿線國家產業
升級、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進一步
提升，這對世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意義
巨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昨天發佈的《工業化藍皮書》指出，65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體上仍處於工業化
進程中，且大多數國家處於工業化中後期階
段，大體呈現「倒梯形」的結構特徵。「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和產能合作潛力巨
大。

總體處於工業化進程中
藍皮書稱。65個國家之間工業化水平差距較
大，涵蓋了工業化進程的各個階段。其中，工
業化水平最高的是東南亞的新加坡和中東的以
色列，工業化綜合指數均為100，處於後工業化
時期；工業化水平最低的是位於南亞的尼泊
爾，工業化綜合指數為0，且各項指標評價均為
最低，處於前工業化時期。此外，處於工業化
初期階段的國家有14個，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
的國家有16個，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的國家有
32個。中國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與中國處於
同一工業化階段的國家有俄羅斯，中東歐的克
羅地亞、塞爾維亞及羅馬尼亞，西亞、中東的

巴林和約旦。
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體上仍

處於工業化進程中，且大多數國家處於工業化
中後期階段，大體呈現「倒梯形」的結構特
徵，這充分說明了「一帶一路」戰略「涵蓋面
寬」和「包容性強」的重要特徵。

雙邊貿易互補大於競爭
藍皮書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

貿易和產能合作潛力巨大。比如中尼（尼泊
爾）、中越、中印進出口相似程度均不高，雙
邊貿易互補性明顯大於競爭性，合作空間大；
中烏（烏克蘭）、中哈（哈薩克斯坦）礦產品
貿易，中哈、中埃油氣資源合作所體現出的強
大互補性，為互相之間經貿關係的增強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同時，能源領域的合作牽涉面
廣，還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環境等，中國與這
些國家要重點加強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
作，共同維護油氣運輸通道安全，推進輸電設
施建設等，實現合作雙方供需互補、各施所
長、各盡所能的良好狀態的互聯互通。

中國到2020年料基本實現工業化 「一帶一路」沿線國 產能合作潛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州市
政府正式發佈《廣州市通用航空發展規劃
（2016-2030年）》，這份規劃堪稱廣州的大手
筆，將最終實現15分鐘內所有市轄區通用航空
服務全覆蓋。記者從這份規劃看到，不僅南沙
大崗、從化溫泉鎮各規劃了規模較大的一類通
用機場，而且還將建3個二類、40個三類通用
機場，也就是說，廣州未來將擁有達45個通用
機場，這個目標要在2030年前實現，以後從廣
州坐直升機打「飛的」到深圳或成常態，不再
是個新鮮事。

形成輻射珠三角航空網
該規劃表示，南沙為國家級新區、自由貿易

試驗區，從化是國際旅遊目的地，這兩個區域
對通用航空服務的需求均較強烈。
據了解，這個大手筆規劃分兩個時段，近期

規劃從 2016 年 -2020 年，遠期規劃是 2021
年-2030年。近期目標是，廣州通用機場數量至
少達到37個，新建南沙、從化2個一類通用機

場，主要滿足廣州及珠三角地區商務飛行、短
途客貨運及航空旅遊等；再在增城、番禺和東
部新城建設3個二類通用機場，均為直升機場。
此外，至少32個三類通用機場，主要是指臨時
停機坪和起降點等，規劃中公佈的三類通用機
場不包括目前廣州市一些寫字樓頂的停機坪。
規劃稱，建設一批通用機場後，要基本實現

15分鐘內所有市轄區通用航空服務全覆蓋。
2020年飛行小時達到2萬小時，機隊規模達到

50架；2030年，飛行小時超過6萬小時，機隊
規模達到200架。
在產業規劃上，廣州將建立通用航空產業發

展體系，2020年實現通用航空器維修業務5億
元（人民幣，下同）的產值，通用航空關聯服
務體系也要實現2億元產值，通過相關產業投資
拉動社會經濟效益90億元。以廣州為中心，將
形成輻射珠三角地區及周邊重要城市的通用航
空服務網絡。

拓展特色低空旅遊線路
記者從規劃中看到，廣州要打造兩個服務聚

集區。其中，中部集聚區將構建通用航空金融
服務平台，發展成為內地重要的通用航空現代
金融服務中心。東北部集聚區則主要依托從化
溫泉、增城森林公園等旅遊資源，打造航空休
閒高地，重點開展直升機、熱氣球等空中遊
覽、飛行體驗項目，探索空中綠道旅遊，與陸
上、水上綠道形成三位一體的3D綠道新體驗，
形成多條特色低空旅遊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東報道）從廣東省
統計局20日發佈的數據看，2015年粵東西北地區
的發展出現趨緩的情況，經濟增速六年來首次低
於珠三角地區。同時，進出口形勢仍然嚴峻，但
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業態呈現了蓬勃發
展態勢，成為拉動廣東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廣東進出口形勢嚴峻
數據顯示，2015 年粵東西北地區GDP增長

8.1%，比珠三角地區低0.5個百分點，也改變了
2009年以來快於珠三角的局面，發展趨勢趨緩。

專家指出，該現象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解讀，一
方面是珠三角地區近年來一直在抓的經濟結構轉
型工作，已經開始顯現成效，但另一方面也意味
着「十三五」期間要補齊廣東地區之間發展差距
短板的壓力還比較大。

「新」因素作用日益增強
另外，由於國際大環境沒有明顯改觀，廣東進

出口形勢依然嚴峻，2015 年廣東進出口總額
63,559.7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了3.9%。廣東省
統計局局長幸曉維指出，2014年和2015年廣東進

出口均出現下降，預計今年廣東進出口形勢依然
比較嚴峻。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新商

業模式蓬勃發展，經濟發展中「新」因素的作用
日益增強。
2015年，廣東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營

業收入增長20.5%，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營業
收入增長17.6%。 居民生活質量提升，文體和健
康消費較快發展。2015年，規模以上廣播、電
視、電影和影視錄音製造業營業收入增長
15.5%。 外貿新業態增勢迅猛。全年全省旅遊購
物出口232.4億美元，增長1.1倍；38家外貿綜合
服務試點企業出口280億美元，增長22.3%。納入
統計的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21億美元，增長14.5
倍，規模居全國首位。

粵東西北增速低於珠三角

對比剛剛發
佈的 2015

全國GDP增速6.9%，廣
東經濟穩中有升，為全國經濟

發展提供支撐，高出1.1個百分點。

第三產業增加值達3.7萬億
2015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72,812.5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

同比增長8%，廣東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10%，為全國經濟保
持穩定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從GDP總量上看，早在2014年，廣東
GDP達6.8萬億元，連續26年位居全國之首，而2015年廣東地區生
產總值更是突破7萬億元大關。
分季度看，廣東一季度同比增長7.2%，二季度增長8.1%，三季度
增長8.3%，四季度增長8.3%。廣東省統計局局長、高級統計師幸曉
維表示，廣東實現了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經濟結構邁向中高端的
「雙中高」工作目標，為「十二五」發展作了圓滿的收官。
從統計數據看，廣東的產業格局進一步優化。其中，第一產業增

加值3,344.82億元，同比增長3.4%；第二產業增加值32,511.49億
元，增長6.8%；第三產業增加值36,956.24億元，增長9.7%，GDP
中的佔比達到了50.8%，首次突破了五成。專家指出，以服務業為
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勢頭良好，第三產業已成為驅動廣東經濟增長
的頭號引擎。

依靠金融房地產新經濟帶動
據了解，早在2013年，廣東的三次產業結構就開始發生重大轉
折，由原來的「二三一」結構轉變為「三二一」結構，幸曉維進一
步指出，廣東第三產業比重超越第二產業將成為一個長期趨勢。
業內學者總結稱，廣東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三個動力：一
是金融，二是房地產，三是新經濟。從金融領域看，全年證券市場
雖然波動較大，但證券交易額同比增長137.1%，2015年，全省金融
業增加值增長15.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2.3%；從房地產市場
看，2015年全年商品房銷售面積11,681.01萬平方米，同比增長
25.4%，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2%；從新經濟看，互聯網領域帶
動下的廣東的新興產業發展迅猛，其中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
業營業收入增長20.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東報道）根據廣東省統

計局2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

實現72,812.55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可比價格計

算，同比增長8%，比2014年提高了0.2個百分

點。其中第三產業比重達到50.8%，首次

突破50%，尤其是以「互聯網+」為

代表的新經濟表現頗為

搶眼。

廣州擬建45個通用機場
何忠友藍佛安
升任粵副省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
寧廣州報道）廣東省十二屆
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
昨日下午在廣州閉幕，會議
經表決任命何忠友、藍佛安
為廣東省副省長。
何忠友，男，漢族，現任

廣東省河源市委書記、市人
大常委會主任，曾任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廳長。1965年11月出
生，安徽無為人，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信息系統分析與管理專業
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理學碩士。
藍佛安，男，漢族，現任廣東省韶關市委書記，曾任廣東省

財政廳副廳長、省審計廳廳長。1962年6月出生，廣東惠東
人，湖北財經學院財政金融系財政專業畢業，大學學歷，管理
學碩士。

■■廣東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廣東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
金融金融、、房地產房地產、、新經濟推動新經濟推動。。圖為圖為
廣州國際金融中心夜景廣州國際金融中心夜景。。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從廣州坐直升機到深圳可能成常態從廣州坐直升機到深圳可能成常態。。圖為圖為
內地一處通用機場內地一處通用機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已進入到工業化後期中國已進入到工業化後期。。圖為圖為
河北一家工廠河北一家工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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