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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科技創新改革佈局科技創新改革 擺脫傳統路徑依賴擺脫傳統路徑依賴

升級產業引擎升級產業引擎
廣東蓄新動能廣東蓄新動能

去年去年33月月77日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明確表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明確表

示示「「廣東既是展示我國改革開放成就的重要窗口廣東既是展示我國改革開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國際社也是國際社

會觀察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會觀察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勉勵廣東勉勵廣東「「繼續深化改繼續深化改

革革、、擴大開放擴大開放，，為全國提供新鮮經驗為全國提供新鮮經驗」。」。一年來一年來，，在外部環在外部環

境複雜嚴峻境複雜嚴峻，，國內需求增長緩慢等不利因素下國內需求增長緩慢等不利因素下，，廣東加大改廣東加大改

革開放力度革開放力度，，新材料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生物醫藥生物醫藥、、55GG研發研發、、機器機器

人……一系列新興產業茁壯成長人……一系列新興產業茁壯成長。。經濟大省廣東正逐漸擺經濟大省廣東正逐漸擺

脫土地脫土地、、資源資源、、人口人口、、環境等路徑依賴環境等路徑依賴，，新動能不斷發展新動能不斷發展

壯大壯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廣東報道廣東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甫一
公佈，廣東省委便主持召開專題會議。
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強調，要嚴格對標中
央要求，大膽創新路徑、方法、措施，
把《規劃綱要》各項任務落到實處。要
主動加強與港澳協同，對接「中央要
求」「港澳所需」「灣區所向」「廣東
所能」，與港澳攜起手來，共同努力推
進大灣區建設。今年廣東省政府推動的
十項重點工作中，「舉全省之力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在更高水平上擴大開
放」亦是重中之重。
在廣東省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省

長馬興瑞表示，廣東建立健全推進大
灣區建設領導協調機制，聚焦體制機
制創新，落實便利港澳居民到內地發
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在科研經費跨
境使用、取消辦理就業許可證、實施

港澳居民居住證政策等方面取得突
破。

機制設施「軟硬」兼施
同時，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

設，積極打造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
廊；加快標誌性基礎設施建設，廣深
港高鐵順利開通運營，「一地兩檢」
通關政策落地，蓮塘/香園圍口岸、粵
澳新通道等項目建設加快；成立粵澳
合作發展基金並啟動運營。
為促進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

息流便捷有序流動，廣東今年將在設施
「硬聯通」和機制「軟聯通」上發力。
另外，廣東還將在大力推進自貿試驗區
改革創新、以「一帶一路」為重點加強
對外合作、推動外貿強省建設等方面，
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作為全國外貿第一大省，廣東貿易額佔全
國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去年，由於國際形
勢、中美經貿摩擦等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
多，多名業內專家當年年初預測，廣東年內
外貿進出口增幅將在0%至5%之間，甚至大
概率出現負增長的情況。然而，最終數據顯
示，去年廣東進出口總額71,618.4億元，首
破7萬億元並創歷史新高，比上年增長
5.1%。
綜合數據來看，穩中向好仍是廣東省外貿
進出口的主基調，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專家表
示，去年「一般貿易+民營企業+外貿新業
態」在當中支撐作用明顯。一般貿易進出口
增長10.7%，佔全省比重較去年同期提升
2.8個百分點至48.3%，創歷史同期新高；
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10.5%，佔比同比提高
2.7個百分點至48.5%；跨境電商進出口增
長72%，市場採購出口增長7.6倍，二者合

計佔全省比重較去年同期提高3.4個百分
點。
廣東對「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進出口保

持穩定增長，對相關國家和地區進出口達
8,654.4億元、增長3.5%。其中對東盟進出口
增長7.3%，對美國、歐盟、韓國和日本等主
要貿易夥伴均保持正增長。

吸引外資 優化營商環境
此外，廣東相繼出台了「實體經濟十條

（修訂版）」、「外資十條（修訂版）」、
《廣東省穩外貿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在
降低實體經濟成本、促進利用外資、穩定外
貿發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舉措，優化
營商環境，提振企業信心。
去年7月，德國巴斯夫集團決定投資100
億美元，在湛江建設全球第三大石化一體化
基地。這是中國首例重化工行業外商獨資項

目。8月，富士康科技集團與珠海簽署半導
體戰略合作協議，這是其繼去年落戶廣州增
城的第10.5代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之後的又
一個重大項目。
「一流的營商環境為創新構建提供了便捷

高效的保障，這在去除一些發展瓶頸的方面
特別突出。」廣州知識城騰飛科技園開發有
限公司總經理黃國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對接灣區所向 謀求重點突破多舉措穩貿易 進出口創新高

■■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以人工智能為代以人工智能為代
表的新興產業迅速發展表的新興產業迅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廣東舉全省之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廣東舉全省之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圖為圖為
南沙自貿區局部南沙自貿區局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廣東多措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外資廣東多措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外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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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達9.7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6.8%，繼續保持經濟總量全國第一
的位置。 細分統計項可見，2018年頭10
個月，廣東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59
萬億元，先進製造業約佔六成，而10年前
這一佔比僅一成多。「先進性」和「智能
化」，是廣東培育新動能的兩大着力點。
「你們能想像，一根小天線涉及多少高
科技嗎？」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取
得近千項核心技術專利，突破了天線小型
化、輕型化、一體化等難關，研發出多制
式融合天線、多系統共用天線。到2015
年，京信通信專利技術數量躍居全球前
列，移動通信天線業務穩居全球前三，擠
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移動網絡業務。
「兩年少建鐵塔45萬座，節約土地兩萬
畝。」公司執行總裁卜斌龍說。

培育骨幹企業引領創新
面對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廣東首先瞄準
戰略性新興產業，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
先後建起66個省市共建戰略性新興產業基
地，培育361家省級戰略性新興骨幹（培
育）企業，並在全國率先發展超高清視頻
（4K）產業。華為、騰訊、科大訊飛、邁
普醫學、華大基因、光啟研究院等創新型
企業脫穎而出。
「新舊動能轉換不掛空擋，新興產業異
軍突起，傳統產業攻堅克難重煥生機。這
是廣東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原因。」廣東
省社科院研究員丁力說。
產業升級的背後，是廣東舉全省之

力，佈局科技創新改革的決
心。為推進關鍵核心技

術攻關和基

礎研究，去年首次出台《廣東省關於加強
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的若干意見》，作為
全面系統部署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工作的
政策文件，提出了多項改革創新措施。同
時，廣東還加快省實驗室佈局，目前已建
設兩批7家省實驗室，自主設立72個科研
項目，項目總經費投入近40億元。在構建
協同創新新格局方面，系統化、建制化、
機構化地推動太赫茲國家科學中心、人工
智能研究院、集成電路技術孵化平台等重
大平台落地建設。

打造人工智能產業集群
去年8月，廣東省又發佈《廣東省新一

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積極謀劃新一代
人工智能產業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系統性戰
略佈局，明確分三步走，逐步將廣東打造
成為國際先進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
戰略高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統計局獲悉，

去年廣東新舊動能轉換接續，新經濟增加
值比上年增長8.9%，增幅高於同期地區生
產總值2.1個百分點，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
重為25.5%，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壯大，
新興工業產品產量快速增長。其中，新能
源汽車比上年增長206.1%，碳纖維增強複
合材料增長49.4%，服務器增長35.4%，
工業機器人增長28.3%，智能電視增長
17%。
廣東省工信廳相關負責人透露，今年，

廣東將繼續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
端裝備製造、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
經濟、新材料、海洋經濟等七大戰略性新
興產業。同時，高起點建設電子信息、汽
車、智能家電、機器人、綠色石化5個世
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

11 廣東GDP達9.73萬億元，同比增長 6.8%

22 新經濟增加值同比 8.9%，增幅高於GDP 2.1個
百分點，佔GDP比重為25.5%

33 創新後勁增強：

■全年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 26.4%和 43.7%

■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約佔全國一半

44 新產業加快發展：

■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
以上工業比重達56.4%和31.5%

■新能源汽車比上年 206.1%

■工業機器人 28.3%

55 新業態蓬勃發展：

■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 10.8%

■跨境電商進出口 72%

■快遞業完成業務量 26.0%

■高鐵出行客運量 27.1%

■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 162.9%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