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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马当先：排头兵为什么是广东？》及《一省三世界：2020 年广东地市及

以上城市财政经济分析》分别从全国视角及广东省内视角看广东的成就与问

题。2020 年广东省以全国 1.9%的土地，集聚了 8.2%的人口，创造了 10.9%

的 GDP，经济总量自 1989 年以来连续 32 年位于全国第一，产业结构、财政

实力及公共服务不断改善，但广东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区域经济呈

“一省三世界”格局，富省弱市现象仍然存在。 

本文聚焦广东省内 122 个区县的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产业结构、财政负债、

公共服务、人口结构等角度，观察广东发展不均衡的特征，是为《粤港澳大

湾区区域经济研究系列报告（三）》；其后将在《广东省区域发展不平衡：表

现、成因及破解之道》中从区位差异、制度差异和政策差异等角度寻找原因

和解决之道。“抽肥补瘦”是静态思维下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法，站在人口流动、

乡村振兴、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考虑发展的平

衡性则是广东“十四五”需要重点破解的难题，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研

究系列报告（四）》。 

摘要 

在“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布局下，已形成以广深为核心，茂湛及汕头两个副中心

的三大增长极，但在区县视角下，广东区域经济的结构分化与发展不平衡的

“顽疾”仍未根治，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人口结构仍为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单核

分布结构。 

第一，广东“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初具成效，但经济总量及人均 GDP 区域分化

问题仍有待改善。珠三角作为广东的核心增长极，85%的广深区县 GDP 已超

千亿规模，在广深两市的辐射作用下，佛山（除高明区外）、惠州（除龙门县

外）及清城区经济增长迅速。同时西部及东部沿海经济带分别形成了以茂名

及汕头为核心的新增长极，但后者的规模总量及辐射效果仍有待提高。从人

均 GDP 来看，“一省三世界”的广东经济分化格局更为明显。珠三角大部分区

县已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其中南山区已达到美国各州人均 GDP 的中游水

平，但紫金县、雷州市、惠来县等 7 区县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 

第二，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推进较缓慢，珠三角区县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迅速。

从产业规模来看，广东第一产业主要聚集在粤西地区，第二产业向“一核一带

一区”战略的三大增长极聚集，第三产业则均聚集在珠三角地区。从产业结构

来看，44.9%的广东区县仍以第一产业为主，16.1%的区县以第二产业为主，

16.1%的区县正在由工业化城市向现代化都市转型，22.9%的区县以第三产业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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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20 年广东消费及对外贸易受疫情影响较大，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

为主。受疫情影响，91.7%的广东区县社零总额增速为负值，超一半以上的

广东区县进出口总额发生负增长。为维持经济稳定，广东地方政府加大了固

定投资力度，2020 年 79.2%广东的区县固定投资增速为正。 

第四，大部分珠三角区县财政收入规模、财政自给率及财政质量均高于非珠

地区区县。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规模分化严重，预算收入与支出的首末位

之比分别达到 195 倍及 31 倍。财政自给率超 80%的区县均位于深圳及佛山。

但值得注意的是，较 2015 年末，广东 80%的区县财政自给率发生恶化，其

中包括 41 个珠三角区县。 

第五，珠三角区县政府债务总量规模较高，但整体债务压力较小，且处于全

国较低水平。珠三角区县债务余额之和为 4305.8 亿元，占全省区县债务总规

模的 68.5%。但从债务率来看，珠三角整体债务压力较小，在全省债务率小

于 50%的 15 个区县中，珠三角独占 14 席。 

第六，非珠地区劳动力持续向珠三角地区流动，非珠地区老龄化问题突出。

在 2010-2020 年常住人口平均增速超 3%的 22 个广东区县中，珠三角区县占

据了 20 席。从总抚养比来看，珠三角区县总抚养比大部分在 20-50 之间，而

位于广东边缘的区县总抚养比则达到了 70-88%的水平。从受教育水平来看，

77%的广东区县受教育水平超过初中，义务教育推进质量较高。从城镇化指

标来看，广东城镇化建设分化严重，仍有 44.6%的区县城镇化率不及 50%，

其中大部分为粤北区县。 

第七，珠三角具有总量资源优势，但人均教育资源紧缺。广东公共服务资源

总量排名可大致按照珠三角>粤西≥粤东＞粤北，顺德区、白云区及龙岗区学

校数量最多，分别为 776 所、754 所及 694 所；白云区、龙岗区及天河区医

院数量最多，分别为 47、40、38 家。但珠三角地区人均公共服务资源紧缺，

大部分处于全省中下游水平，在人均学校数排名后 50 名中，珠三角占据了

37 位。 

风险提示：文中部分数据为快报数，受疫情影响或有失真，结论或存偶然性；

公共服务数据均为地图 POI 数据，数据或有所偏差；部分区县未公布相关数

据，结论全面性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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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基本情况：全国经济的“排头兵”，省内经济呈“一省

三世界”格局 

广东省下辖 2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含两个副省级城市），共划分 122 个县级行政区，

包括 65 个市辖区、21 个县级市、34 个县及 3 个自治县。广东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深圳、

珠海分别与香港、澳门接壤，湛江与海南隔海相望，且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是

中国的对外贸易“南大门”。 

广东省可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及粤北四大区域。珠三角地区包含广州、深圳、

东莞、佛山、中山、惠州、珠海、江门及肇庆，是广东省内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

高的地区；粤东地区包含汕头、揭阳、潮州及汕尾，其中汕头及揭阳经济发展较快，已

成为粤东地区两大核心城市；粤西地区包括湛江、茂名及阳江，其中湛江及茂名户籍人

口多且地理位置优越，但人口流失严重及城镇化进程缓慢问题突出，粤西地区省内地位

不断下滑，但近年此问题已有改善迹象；粤北地区包含韶关、清远、梅州、河源及云浮，

5 市均位于山区，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整体经济仍处于工业化转型初期，近年依靠

其他城市扶持，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提升。 

图表1：广东下辖 122 个县级行政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粤开证券研究院 

《一马当先：排头兵为什么是广东？》从全国视角和时代演化视角看广东四十余年

的成就，2020年广东省以全国 1.9%的土地，集聚了 8.2%的人口，创造了 10.9%的GDP。

具体可概括为“七大成绩”，包括经济总量连续 32 年位于全国第一、科技创新指标远超其

他省份、财政实力全国最强、金融资源充裕、人口规模及结构持续优化提升、人均可支

配收入处于全国上游水平、公共服务不断改善。 

《一省三世界：2020 年广东地市及以上城市财政经济分析》从广东 21 个地市视角

指出广东区域经济的结构分化和发展不平衡越发明显，不仅体现在城乡、东西、南北差

距，省内的不平衡发展亦较为明显，呈现出“一省三世界”的格局。具体而言“一省三世界”

体现在八大方面： 

第一，广东各地市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明显分化。深圳人均 GDP 为 2.99 万美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TM4MzQ5Mw==&mid=2650273967&idx=1&sn=db9c785f1645c9a6939b1922e84b6e3b&chksm=82d9d585b5ae5c933baf6031a0ff90afbd44ab768df3e99caae6775b21fb7e9406ab83a71d18&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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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两倍以上，但广东仍有 14 个地市人均 GDP 不及全国水平，其

中梅州的人均 GDP 为 3996 美元，尚处于中等偏低收入经济体。 

第二，广东省整体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工业实力强劲，但各地市间产业结构差异较

大。广深莞佛占据全省 46.7%的工业企业及 68.3%的工业增加值，但湛江、茂名、阳江、

云浮及梅州 5 市第一产业占比均在 20%左右，广东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任重道远。 

第三，珠三角地区研发持续发力，先进制造业占比高，粤北山区研发强度和现代制

造业占比明显偏低。从研发投入来看，2019 年广东省研发支出规模全国第一，其中广深

两市研发支出规模合计占广东省总量的 64.7%，但粤北山区研发支出规模极小，河源、

梅州及云浮 3 市研发支出总额不及 10 亿元。从现代制造业来看，2019 年广东省 74.7%

的先进制造业和 86.7%的高科技制造业集中在广深莞佛，而粤北山区各地市现代制造业

占全省比例不及 3%。 

第四，珠三角核心城市已逐步摆脱投资驱动，全省消费受疫情影响下滑较大，进出

口受疫情影响程度差异性较大。2020 年广州、深圳及佛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 10%、

7.2%及1%，低于珠三角其他城市固定投资增速。2020年进出口总额增速数据分化交大，

但贸易体量较大的广深莞佛，除广州下降 4.8%外，其余三市均呈增长态势。 

第五，珠三角核心城市财政自给率高，财政收入规模和收入质量均高于其他地区。

2020 年广深莞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省的 73.1%，4 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在 70%-83%，高于非珠地区水平（53%-75%）除肇庆外的珠三角城市财政自给

率均在 55%以上，远高于非珠地区的 17%-33%。 

第六，广深两市金融活力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广深两市共占据了全省 66.8%的上市

公司，87.4%的信用债存量规模，89.4%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 100%的公募基金管理人。 

第七，公共服务资源总量向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州倾斜，但考虑庞大的人口基数后，

广州、深圳的人均医疗、教育资源排名靠后，从中长期看将制约人口持续流入。医疗方

面，广州占据了全省 16%的医院、33%的三甲医院、21%的病床及 21%的医护人员，教

育方面，广州占据了全省 46.3%的高等院校及 16.8%的专职教师。但就人均指标来看，

广州的人均资源处于全省中位水平。 

第八，广东城镇化发展不均衡，非珠地区人口流失问题未得到明显改善。珠三角核

心城市城镇化程度已达发达国家水平，但部分非珠三角地区却仍处于城镇化初期，城镇

化率仍不及 50%。非珠地区人口流失问题未得到明显改善，其中茂名、湛江及梅州人口

流失问题最为严重，2019 年流出人口（户籍人口减常住人口）均在百万人以上。 

 

二、经济：区县视角下广东区域经济分化更为明显 

（一）经济总量及人均 GDP：“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初具成效，但区

域分化仍有待改善 

从 2020 年经济总量来看，“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布局已逐步成型。广深作为广东的两

大核心增长极，85%的广深区县 GDP 已超千亿规模，其中南山区以 6502.2 亿元位列第

一，其规模与粤东 19 区县 GDP 之和（不含市直，6697.36 亿元）规模相当。在广深两

市的辐射作用下，佛山（除高明区外）各区县 GDP 迈入千亿规模；惠州（除龙门县外）

各区县 2020 年 GDP 均已超过 600 亿元；清城区则依托广清城乡融合发展区，成为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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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唯一超 600 亿元 GDP 的区县。茂名作为西部沿海经济带的战略核心，已形成以茂

南区为中心带动高州区、电白区、化州市等周边区县，再逐步辐射至湛江及阳江部分区

县的发展格局。东部沿海经济带也初步形成以汕头市金平区为中心的增长极，但相较于

粤西，粤东中心区的 GDP 总量及辐射效果仍有待提高。粤北地区作为生态发展区，除清

城区及英德市外，各区县经济总量均处于全省中位数（328.3 亿元）之下，在全省区县

GDP 排名后 25 位中，粤北区县共占据了 22 位。 

图表2：2020 年广东 122 区县 GDP 分布呈双核心+双副中心格局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网站、粤开证券研究院（注：不含中山市、东莞市） 

从 2020 年 GDP 增速来看，珠三角及粤北区县 GDP 增速优于粤东及粤西区县。珠

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各区县 2020 年 GDP 平均增速分别为 2.6%、2.3%、2.3%、2.9%。

共有 68 个区县 2020 年 GDP 增速超过 2.3%，其中湛江坡头区及广州南沙区增长势头强

劲，2020 年增速超 7%；和平县、龙川县、澄海区、荔湾区四区县则发生负增长。 

从人均 GDP 来看，区县视角下的广东“一省三世界”的分化格局更为明显。广州（除

白云、从化及增城）、深圳及佛山全部区县、珠海、江门、湛江、茂名、汕头核心区县均

已跨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12535 美元），其中南山区以 55703.7 美元位列全省首位，此

规模已达到美国各州人均 GDP 中游水平。紫金县、雷州市、惠来县、梅江区、丰顺县、

兴宁市及五华县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广东其余 85 区县均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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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20 年广东区县人均 GDP 呈“一省三世界”态势（美元）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网站、粤开证券研究院（注：不含武江区、中山市、东莞市） 

（一）产业结构：44.9%的广东区县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珠三角区

县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更快 

从第一产业增加值来看，广东第一产业主要聚集在粤西地区，珠三角地区（尤其是

广深两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较低。在 10 个第一产业增加值超过百亿规模的区县中，茂名

及湛江两市占据了 8 席，其中茂名 4 区县（高州市、电白区、信宜市、化州市）分别以

170.4 亿元、153.7 亿元、143.1 亿元、141.6 亿元位列前四位。在 10 个第一产业增加值

不及 1 亿元的区县中，珠三角地区共占 9 席，而深圳就独占了其中 5 席。 

图表4：广东第一产业集中在粤西地区（2020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网站、粤开证券研究院（注：不含武江区、连山县、龙川县、茂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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