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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经济特区以来，珠海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全方位
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针对不同时期
的经济社会情况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第一产业经历了发展、巩固与优化调
整的阶段，第二产业始终是发展壮大
经济实力、夯实产业基础的强力抓
手，第三产业则是推动产业升级、提
升产业发展水平的方向。通过工业
的快速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尤其是
现代服务业的纵深发展，促进三次产
业在更新领域及更高层次上协调发
展与良性互动。三次产业结构由
1980 年的 36.4∶31.8∶31.8 调整为
2019年的1.7∶44.5∶53.8，三次产业年
平均增速分别为 5.8%、20.2%和
18.3%，工业经济40年发展经历了劳
动密集型产业、轻工业向资金密集型
产业及重工业转型，最后逐渐向技术
密集型产业转变，三次产业呈现良性
互动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建立经济特区伊始的珠海经济
更多表现为以农业生产和渔业为主，
第一产业占比明显高于二、三产业，

斗门历史上被称为“甘蔗大县”。珠
海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特色农业方
面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取得丰硕成
果。斗门区获得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区，培育了一批休闲农业
知名品牌，特色农业更具浓郁的特色
品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珠海工
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电子信息、家电电气、石油化工、电力
能源、精密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等

“六大工业支柱”产业，工业实体经济
基础得到夯实，发展活力逐渐增强。
近年来，工业经济增长动能更多依靠
高新技术产业，2019年全市实现先进
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分别为55.5%、29.6%和58.2%。格
力电器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
位列榜单414位，恩捷新材、格力电
工、奔图电子、华峰石化、万通化工均
呈现爆发性增长。新时代珠海正在
着力培育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重点的
五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开
放以来，通过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
务业，形成了以房地产、贸易、金融、
旅游会展、物流、交通运输、软件信
息、互联网为骨干，其他第三产业共
同发展的新格局。2015年开业的世
界顶级主题公园——珠海长隆海洋
王国，一直扮演着引领珠海第三产
业壮大经济规模及转型升级的重
任，2016-2018年，长隆海洋王国三

度问鼎世界主题娱乐“杰出成就
奖”，2018年成为中国唯一一家获奖
的主题公园，根据最新世界主题公
园排名，珠海长隆全球排名第五，从
2018年开始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接
待游客突破千万人，全面推动珠海
向全域旅游新模式深度拓展，使得
第三产业对全市宏观经济的拉动作
用日趋凸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逐渐平稳上升，推动珠海经济高质
量发展。（详见图三、图四）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建立经济特区40年来，珠海充分
发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善投
资环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张，
成为珠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1980年珠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仅为
0.58亿元，2019年增加到1971.88亿
元，年均增长24.0%。1980-2019年，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5181.98亿
元，投资水平和规模不断迈上新台
阶。一是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在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的同时，积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
快产业经济发展。从投资结构来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一产明显向二产
和三产转变，进入新世纪开始出现一
产、二产同时向三产转变，2019年全
市固定资产投资一、二、三产业占比为
0.1∶14.7∶85.2，第三产业成为投资的
重点产业。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
异。建立经济特区以来，政府投入大
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大批重
点工程项目建成投产，基础设施建设
成绩斐然，全市交通运输、信息传输、
城市公共设施、水利环境等事业日新
月异。2012年珠海步入铁路客运和
货运“双铁”时代，2018年举世瞩目的
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使珠海成为全

国唯一与港澳陆桥相连的城市。三是
投资主体多元化，民间投资活跃。伴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非公
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投资主体呈现多
元化特征。“十二五”以来，珠海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民间投
资增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和
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
用事业、生态环保、先进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进一步
加大财税、金融政策的扶持力度，打破
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资金瓶颈，民间

投资活力不断激发。四是房地产业蓬
勃发展。1991-2019年，房地产业开
发投资累计5783.69亿元，年均增长
24.9%，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年均增长率5.7个百分点。房地产
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由1990年的11.8%提高到2019年
的45.3%。五是工业投资支撑作用持
续增强。建立经济特区40年，珠海工
业经济发展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变，再向技术密集
型产业转变的全过程，2019年全市工
业投资完成291.68亿元，39年年均增
长10.9%。

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累计超过1.5万亿元

珠海建立经济特区40年，依靠
毗邻港澳地缘优势全方位对外开
放，引进了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
企业，首开内地吸引外资先河，兴办
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创建
了中国第一个跨境园区，涌现出了
一大批“第一”。40年来，珠海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越开越广，从邻近
的香港澳门，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珠海对外开放平台越来
越多，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中拉
国际博览会、中以加速器启动建设、
中拉经贸合作园开园、成功举办珠
澳企业家峰会等等，珠海对外开放

合作的“微信群”、朋友圈越来越
多。一是对外贸易总量快速攀升。
198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0.19亿
美元，2019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
410.72亿美元，年均增长22.1%，其
中，出口总额年均增速21.7%。二是
外贸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在
对外贸易发展历程中，外经贸主体
从国有外贸专业公司一枝独秀到地
方进出口公司、“三来一补企业”、私
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
型企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经营主
体不断向国际化、集团化、实业化、
股份化的方向发展。2019年外贸经

营主体发展到国有、集体、私营和外
商投资企业四分天下的格局。三是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呈现均衡化趋
势。建立经济特区初期，出口商品
主要以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
1985年后机电产品出口开始逐渐居
于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信
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越来越活跃。2019年全市出口商品
种类达132个，空气调节器、印刷电
路等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四是出口
国家越来越多。建立经济特区初
期，对外贸易主要以港澳为主，进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向日本、

韩国、美国、德国、土耳其等亚洲和
欧美市场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
展，到2019年珠海出口目的地国家
和地区已增加到214个，2019年珠
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
现进出口总额569.41 亿元，占全市
出口总额的34.4%。五是吸收外资
成绩斐然。建立经济特区后，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引进外资工作，坚
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大力引进外
资。截至2019年底，全市累计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20248家，合同外资金
额累计766.49 亿美元，实际外资金
额329.89亿美元。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对外经贸日新月异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经济
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建立经济特
区以来，珠海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
后开始强化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大力支
持区块链、金融云、金融 IT、金融大数据运用等金
融科技企业的聚集发展。2019年，全市金融业实
现增加值369.1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0.7%，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9047.24 亿元，低于深圳、
广州、佛山和东莞，位居全省第五位。开发横琴新
区前，珠海金融业发展一直缺少特色和突破口，而
如今以金融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
珠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截至2020年3月底，仅
横琴新区金融类企业合计 5541 家，注册资本
10287.8 亿元。纵观珠海建立经济特区40年金融
业发展史，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国内
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2013年横琴新区率先
发行银联多币种卡，这是我国境内首次推出自己品
牌的外币卡，在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2015年横琴自贸片区在全国首次发
行商事主体电子证照银行卡，实现了企业办理商事
主体业务及银行金融服务的“一卡通”，为广东自贸
区推广改革创新经验；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在
珠海成功落地，为先行先试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作出
重要贡献。

金融变革引领珠海
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后，珠海市委、市政府决定首次对有突
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实行重奖，如同平地惊雷首开全国
先河，掀起“人才东南飞”的热潮。建立经济特区40
年，珠海科技创新从零起步，认真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科研队伍不断壮大，高
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研发经费（R&D）呈现逐年增
加势头，2018年全社会研发经费（R&D）支出92.15
亿元，占同期GDP比重达3.16%，R&D占GDP比重
位居珠三角九市第二位，仅次于深圳，位居全省第二
位。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机构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
R&D项目人员3.43万人。2019年专利申请总量为
33137件，其中，发明专利14251件，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拥有量70.42件，《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
申请量561件。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政策引导下，
企业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增强，2019年全
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2203家，共有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16家，省级以上孵化器17家，71家企
业进入我市独角兽企业培育库。拥有广东省战略新
型产业基地5个。拥有省级以上“名牌名标”189个。
截至2019年底，珠海境内外上市公司38家，其中，高
新技术企业占八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新
型经济加快成长。承担国家及省重大科技专项14
项，2019年高新技术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60.24亿元，同比增长4.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58.2%，接近六成。新引进各类人才4.2万人。
2020年出台《珠海市珠港澳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管理
办法》，明确对珠港澳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给予扶持，这
是全国首个从市级层面支持港澳科技创新合作的政
策，政策的出台颇具深意。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

图三：1980年三次产业比重统计图 图四：2019年三次产业比重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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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