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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生产

运行情况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20 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

行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下半年工业经济形势进

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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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3931.88 亿

元，同比下降 6.4%，降幅比 1-5 月收窄 2.1 个百分点，比一季

度收窄 8.7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当月同比增长 3.9%，增速实现

由负转正。全省工业各行业增速普遍比一季度明显回升，其中电

子行业恢复较好；现代产业增长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工业企业出

口情况仍然堪忧。预计全年工业经济将保持稳步复苏态势。

一、全省规上工业经济总体概况

（一）行业增长面扩大，电子行业回升显著。

分行业看，上半年全省在产的 40 个行业大类中，共有 9 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22.5%；增速比 1-5 月回升的

行业共 30 个，其中回升幅度较高的行业分别是化学纤维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分别回升 9.7 个、5.9 个和

5.5 个百分点。

从支柱产业看，广东省四大支柱行业(电子、电气、电力和

汽车行业)完成增加值 6743.56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 48.4%。四大支柱行业降幅均有所收窄，分别比一季度收窄

10.8 个、7.6 个、9.7 个和 17.4 个百分点。

（二）重工业占比较高，生产优于轻工业。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实现增加值 4560.46 亿元，

同比下降 10.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9 个百分点，比 1-5 月收

窄 0.8 个百分点，拉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3.4 个百分点；重

工业实现增加值 9371.42 亿元，同比下降 4.6%，降幅比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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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 10.0 个百分点，比 1-5 月收窄 2.6 个百分点，拉低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速 3.1 个百分点。

（三）国有控股企业生产情况较好。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 2373.20 亿元，占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7.0%，同比下降 2.7%，降幅比一季

度收窄 9.9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7 个百分点；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企业完成增加值 4709.15 亿元，占 33.8%，同比下降

10.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2 个百分点，拉低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 3.7 个百分点；集体企业总量少降幅大，同比下降 24.2%，

降幅比上月收窄 8.2 个百分点。

（四）大型企业生产情况稍好，中型企业回升较慢。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稍好于中型和小微企业。大型企业

下降 5.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8 个百分点，比 1-5 月收窄 3.3

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下降 7.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6 个百分

点，比 1-5 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下降 8.1%，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 10.3 个百分点。

（五）销售产值降幅收窄，6 月当月实现正增长。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销售产值 60113.59 亿元，

同比下降 8.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5 个百分点，比 1-5 月收

窄 2.0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当月同比增长 1.8%，比 5 月回升 5.9

个百分点，实现由负转正。

分行业看,全省共有 2 个行业销售产值实现正增长，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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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53.7%和

3.2%；共有 18 个行业下降超过 10.0%，其中皮革、毛皮、羽毛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降幅最大，下降 33.1%。6 月当月，全省共有

12 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增长面为 30.0%，增速超过 10.0%的行业

共 6 个，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

其他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17.6%、15.3%、14.4%、12.0%、11.8%

和 10.7%。

（六）现代产业增长情况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先进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7874.38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56.5%，比一季度

提高 0.1 个百分点；增加值同比下降 4.2%，比一季度收窄 9.8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4578.01 亿元，占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32.9%，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增加值

下降 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1.1 个百分点。

（七）珠三角工业生产稳步回升，东西两翼仍需加快步伐。

分经济区域看，珠三角核心区增加值同比下降 6.4%，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 9.1 个百分点，比 1-5 月（下降 9.0%）收窄 2.6

个百分点；北部生态发展区下降 3.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2

个百分点，比 1-5 月（下降 4.7%）收窄 1.7 个百分点；沿海经

济带（东西两翼）降幅最大，下降 6.8%。分地市看，上半年实

现正增长的地市共有 3 个，分别为韶关、汕尾和阳江，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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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3%和 16.5%。其中 6 月当月，全省共有 12 个地市实现

正增长，增长面为 57.1%。阳江、深圳和清远增长超过 10.0%，

分别为 27.1%、17.5%和 11.2%。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制造业回升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下降 7.0%，降幅大于

全省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收窄 8.6 个百分点，收窄

幅度小于全省平均水平。31 个制造业行业大类中，有 26 个行业

负增长，其中 20 个行业降幅大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中制造业占比为 90.8%，是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

业恢复缓慢，导致工业经济回升乏力。

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完成销售产值 55968.92 亿元，同比下

降 8.0%，比一季度收窄 8.7 个百分点；完成出口交货值 14622.65

亿元，下降 9.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5 个百分点。

（二）“三资”企业和集体企业恢复较慢。

上半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集体企业增加值降幅均在

两位数以上，同比分别下降 10.6%、和下降 24.2%。其中，外商

及港澳台投资企业销售下滑，降幅收窄幅度小于全省平均水平，

完成销售产值 20273.79 亿元，下降 12.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4 个百分点；累计完成出口交货值 7620.99 亿元，下降 14.1%，

降幅仅比一季度收窄 5.5 个百分点。

（三）汽车行业降幅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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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汽车制造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716.02 亿元，占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5.1%，同比下降 14.6%，降幅大于全省平

均水平 8.2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收窄 17.4 个百分点，比 1-5 月

收窄5.9个百分点；其中6月当月增长10.0%，比一季度回升37.7

个百分点。

从汽车制造业中类行业看，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分别完成增加值 328.35 亿元和 362.36 亿元，分别占汽车

制造业增加值的 45.9%和 50.6%，增速同比分别下降 17.4%和

14.4%。上半年，全省汽车完成生产 118.40 万辆，下降 17.8%；

其中 6 月当月完成生产 30.45 万辆，增长 21.9%。

（四）工业出口交货值降幅较大。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14723.72 亿元，

同比下降 9.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5 个百分点，比 1-5 月收

窄 3.4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当月增长 5.5%，比 5 月回升 12.2 个

百分点。分行业看，上半年全省在产的 40 个大类行业，有 12 个

行业出口交货值实现正增长，其中增速较高的行业为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168.4%、

71.9%和 69.3%。

（五）部分产品产量降幅有所收窄，但仍然为负增长。

上半年，广东代表性产品中，汽车、计算机整机、移动通信

基站设备、光电子器件等产品增速较低，同比分别下降 17.8%、

11.6%、25.0%和 38.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7.9 个、13.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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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和 5.8 个百分点。

三、下半年工业经济趋势判断

上半年，广东不断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全省上下齐心协力，

全力以赴复工复产，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步复苏态势。但是也要

看到，国外疫情发展对广东工业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未来出口

订单的不确定性还存在；制造业回升的幅度还有待提升；预期订

单情况不容乐观，市场需求还有待进一步激发。从部分先行指标

看，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 0.7%，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3%。下半年，要坚持把疫情防控和经济

建设统筹贯通，抓重点，补短板，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

刺激产能恢复，提高产品产量；另一方面刺激国内外市场需求，

确保企业的订单增长，实现产销两旺。预计全年工业经济将保持

稳步复苏态势。

撰稿单位：工业交通统计处

撰 稿：王慧艳

责任编辑：邱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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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 2020 年上半年分行业增加值及增速

单位：亿元

行业名称 6月
上半年
累计

6月增长（%）
上半年
增长（%）

全省总计 2973.09 13931.88 3.9 -6.4
采矿业 49.78 288.36 32.2 2.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0 0.00 -100.0 -10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39.87 245.68 39.0 3.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71 3.07 -32.6 -28.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81 12.20 33.5 17.3
非金属矿采选业 5.13 21.71 -6.1 -12.7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24 5.64 -10.8 45.0
其他采矿业 0.02 0.06 -2.3 -43.3
制造业 2708.63 12654.17 2.8 -7.0
农副食品加工业 30.22 156.51 2.6 -7.4
食品制造业 60.16 313.23 3.5 -1.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2.18 128.14 -5.1 -16.5
烟草制品业 24.56 211.16 7.5 1.1
纺织业 45.28 216.96 -1.9 -5.7
纺织服装、服饰业 50.62 261.33 -24.7 -21.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6.35 141.69 -37.4 -34.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8.37 42.03 -23.4 -25.9
家具制造业 36.00 176.33 -22.4 -25.2
造纸和纸制品业 42.05 223.21 -2.5 -6.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4.90 126.26 -10.0 -11.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47.27 212.51 -14.2 -22.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53.82 305.50 9.2 -9.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2.32 481.92 -1.3 -7.7
医药制造业 53.70 275.84 9.6 0.6
化学纤维制造业 3.23 17.64 16.6 1.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8.46 493.34 -8.1 -12.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2.85 602.66 -0.9 -9.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64 171.72 -3.0 -5.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24 155.45 -3.2 -8.9
金属制品业 117.16 590.65 -9.3 -9.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8.23 510.36 5.0 -7.2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11 497.97 10.5 1.6
汽车制造业 188.28 716.02 10.0 -14.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4.84 70.85 -8.7 -9.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98.26 1437.14 1.7 -5.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92.75 3832.70 14.6 -0.9
仪器仪表制造业 28.59 136.34 -1.4 -9.2
其他制造业 10.88 49.63 -2.9 -19.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70 50.24 -35.8 -14.2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8.63 48.84 8.8 14.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14.68 989.36 8.8 -1.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69.40 757.70 9.3 -2.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3.08 121.25 3.6 -1.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2.20 110.41 11.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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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上半年分行业出口交货值及增速

单位：亿元

行业名称 6月 上半年累计
6月增长

（%）

上半年增

长（%）

全省总计 3087.03 14723.72 5.5 -9.3
采矿业 5.20 22.53 192.6 140.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0 0.00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94 21.16 240.4 168.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100.0 -100.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100.0 -44.9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6 1.37 -19.9 -7.2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00 0.00 - -
其他采矿业 0.00 0.00 - -
制造业 3066.26 14622.65 5.3 -9.5
农副食品加工业 17.39 87.40 -12.5 -22.3
食品制造业 10.57 59.94 -17.0 -10.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1 5.54 0.9 13.7
烟草制品业 0.28 1.73 24.6 71.9
纺织业 23.87 132.96 -24.8 -23.9
纺织服装、服饰业 36.64 178.01 -41.7 -40.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0.04 223.30 -40.0 -37.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98 11.74 -43.5 -42.8
家具制造业 38.24 191.56 -26.2 -37.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2.04 65.89 -10.7 -12.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2.96 116.73 -15.3 -16.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85.18 372.25 -19.8 -29.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59 37.16 -88.5 -50.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8.73 169.03 -7.8 -5.9
医药制造业 20.19 76.12 123.7 69.3
化学纤维制造业 2.24 10.14 35.0 -8.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7.15 509.65 -6.6 -1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91 181.67 2.6 -9.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58 36.66 1.1 9.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86 61.50 -23.4 -27.4
金属制品业 79.16 407.15 -5.1 -13.9
通用设备制造业 96.98 527.98 -7.1 -15.2
专用设备制造业 92.62 430.20 33.8 13.6
汽车制造业 75.42 220.48 87.6 1.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27.69 133.98 -10.1 -11.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22.70 2194.57 2.4 -5.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718.86 7891.92 14.5 -6.1
仪器仪表制造业 39.24 179.09 9.7 -7.6
其他制造业 14.24 66.27 6.1 -6.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91 3.85 20.6 18.6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98 38.17 -48.3 7.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5.57 78.54 20.4 12.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36 47.41 24.8 12.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94 5.89 19.2 20.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27 25.24 11.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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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 年上半年广东省代表性产品产量增速情况表

产品名称 上半年增长（%） 一季度增长（%） 变化情况（百分点）

汽车 -17.8 -45.7 27.9

家用电冰箱 11.0 -10.0 21.0

房间空气调节器 -9.7 -19.7 10.0

家用洗衣机 -7.6 -29.9 22.3

电子计算机整机 -11.6 -25.5 13.9

显示器 12.4 10.9 1.5

程控交换机 2.5 -28.1 30.5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25.0 -28.6 3.6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1.1 -9.7 8.7

其中：智能手机 6.4 -4.9 11.3

智能电视 0.5 -12.5 13.0

集成电路 -5.8 -18.3 12.5

光电子器件 -38.2 -44.0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