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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显著冲击，对产
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造成打击。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技术和产业革新推动和引领，并加快对新能
源、生物医学、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发展规划、部署。对于我
国而言，当前全球产业技术发展趋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
面，随着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各项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变得越发困难 , 尖端技术的研发挑战重重；另一方面，我国也
可以借助经济相对平稳的优势，率先针对未来产业提前布局，
获得先机和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在此背景下，2022 年初， 广州市正式提出“坚持产业第一，
制造业立市”的发展路线，加快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业智能化、
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并打造自主可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
端高质产业集群。本报告将聚焦广州新兴产业链、基础建设、
科研资源等产业发展要素，深入探讨广州制造业的独特性，以
及其多样化的转型升级路径。通过研究广州新能源汽车、生物
医药产业和现代化港口建设，本报告将总结广州工业转型的成
功案例、发展成果和前景展望，并具象化地呈现广州产业空间
的发展格局变化与未来蓝图。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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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州工业制造现代化转型步伐较快，产业转型已经初
见成效。2021 年，广州先进制造业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
例已经达到 60%；在此基础上，同年广州先进制造业依然以 7%
的速度增长，该产业的整体发展势头喜人。从先进制造业细分
产业增长率来看，广州市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

制造业发展综述

2021 年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高达 30%；另外，
广州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业发展同样较快，2021 年生
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由此可见，
这上述两个细分行业对广州先进制造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
作用。

广州是传统制造业大市，产业结构蓄势蝶变
随着中国自 2017 年起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成为了工业发展的新方向。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称 “ 大
湾区 ”）是我国五大城市群之一，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
中起到支撑与引领作用，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果。
目前，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工业发展呈现出 “ 一超三强两梯队 ”
的格局。由深圳、佛山、东莞和广州组成的大湾区工业第一梯
队，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大湾区九市总值达约 80%。

从规上工业总产值角度而言，广州与大湾区 “ 一超 ” 城市深圳
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广州制造业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究其原
因，广州虽然工业终端产品的门类齐全、数量已呈一定规模，
但其优势主要集中于汽车制造、石油化学等传统工业领域；新
兴行业发展进程仍有待提速，尤其是新材料、高端装备、软件、
生物医药等产业核心技术掌控能力不足，导致广州制造业仍未
全面走向数字化、智能化、前沿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本地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这些企业在价值链的定位。

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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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内地九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仲量联行

“战略新兴产业”指明广州产业发展方向
广州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轨
道交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精细化工、数字创意在
内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且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以 2020
年为例，当年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约为 7,609 亿
元人民币，占同年全市 GDP 比重达 30%，其在广州经济中所
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其中，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
被定义为广州市的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具体而言，2020 年，
这三个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例分别为
19%、17% 和 17%，三者合计占比超过 50%，可见三大新兴支
柱产业对于广州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展望未来，在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 十四五 ” 的规划中，
2025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为 12,100 亿元，与 2020 年
水平相比增长幅度接近 60%，占 GDP 的比重也从 30% 上升
至 35%。其中，三大新兴支柱产业规模预计将持续壮大，三
者 2025 年目标增加值预计较 2020 年实际增加值增长约 67%，
占 202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预计将接近 60%。因此，未
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有望继续发挥引领广州工业转型升级的作
用，不断夯实广州产业基础，带动广州制造业走向 “ 质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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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工业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仲量联行

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发展目标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7,609

30% 35%

↑ 59%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注：*“2025 年增长目标”根据规划文件中的“2025 年目标值”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广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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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展阶段 转型升级阶段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广州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工业发
展步伐，工业生产总值稳步增长。

制造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量、绿色发展。寻求提升核心
竞争力的同时，产业发展目标
逐步由“量变”转向“质变”。

工业4.0
以互联网以及软硬件协
同驱动，将各个制造环节
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

0

3,000

6,000

9,000

12,000

15,000

18,000

21,000

24,000

27,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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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 1,301 ↑ 84%

智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值 1,471 ↑ 60%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增加值 1,318 ↑ 59%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产业增加值 509 ↑ 38%

轨道交通产业增加值 311 ↑ 93%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 728 ↑ 30%

新材料与精细化工产业增加值 684 ↑ 32%

数字创意产业增加值 1,287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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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入参与国际竞争，需持续提升自身竞争力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广州凭借优良的地理位置
和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一向是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窗
口之一，也是国际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广州海关数据显示，
2021 年广州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 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成为我国第 7 座 “ 外贸万亿之城 ”。然而，拥有着外向型经济

广州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广州制造业发展模式具有其独特性

产业类别较为多样，各行业转型进程不一
广州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包含了联合国认定的 41 个
工业行业类别中的 35 个。产业类别齐全的同时，企业数量众
多，截至 2021 年，市场主体数量已突破 300 万。值得注意的是，
广州拥有规模庞大的传统产业，包含汽车、电子、石化纺织服

的广州，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疲软、低端产业转移、保护主义
抬头、供应链紊乱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面对更为激烈的国
际竞争。因此，广州制造业更迫切地需要强化自身国际竞争力，
并打造更为稳定的制造业供应、产业链。

装、美妆日化、家居建材等多种细分产业。这些传统制造业对
于各自的供应链以及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的核心技术的把控和掌
握程度有差异，导致不同产业的转型和发展进程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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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两大特点，目前广州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已经初步呈现出三种有效的发展路径。在后文的章节之中，本文将结合
数个产业发展的案例，深入分析三大转型升级模式的特点。

打造优势先进产业链，拓宽传统产业发展赛道
通过引进或培育更多具备更强技术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在本地打
造更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备优势的先进产业链。一方面，
这可以强化本地制造业技术和终端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
可以促进本地传统产业与自身业务相关的先进产业链达成合作，
以拓宽未来发展的赛道。

加强基础科研能力，实现关键性自
主创新
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高科技、高技术
产业领域的发展与创新高度依赖于基
础研究水平。通过持续提升基础研究
投入，提升相关产业的自主创新和相
关技术的终端应用能力，推动广州制
造业的长足发展。

路径一

路径二

科技赋能，发展数字化新基建
随着 5G 通讯、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传统基础设施融合新技术、走向智能
化亦成为基础设施发展的一大趋势。通过数字化改
造，提升电力、交通、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运营
效率，加快本地生产要素的流通。

路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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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