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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莞市把科技创新作

为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的源动力，坚持

创新驱动、加大科技投入、实施专利导航、加快标准化

建设、优化创新环境，推动城市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9年2月，国家基于顶层设计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对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具体要求。2021年发布的

《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2025年）》，明确提

出要在数字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创新、数字双创等领域加

强支持，促进广东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

在数字化背景之下，如何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智造”

转变，稳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改善管理效

率，提高社会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莞制造业发展沿革

从历年东莞市政府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市统

计局公布的《东莞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总结东莞市

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其发展沿革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初始起步时期（1978-1993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莞制造业发展相对比较慢，

主 要 依 靠 在 华 南 地 区 传 统 手 工 业 的 基 础 上 逐 渐 发 展 而

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莞市开始吸引外资发展工

业经济。首家来料加工工厂在该市成立，标志着外资经

济的崛起。通过“三来一补”独特的贸易方式，东莞市

制 造 业 不 断 吸 收 外 来 资 本 ， 学 习 先 进 的 生 产 和 管 理 手

段，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该市新建了标准

厂房及其配套设施，发展了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

施，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发展。另外，东莞还施行“向农

村工业化进军”的战略举措，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进

程中，全力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兴建标

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利用外资方式形成纺织、服装、电

子、食品、机械等行业的外资企业群体。在外资的推动

下，东莞市的工业化发展迅猛。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

期，该市工业总产值由4.2亿元增长到167.67亿元，增长

了近40倍。此时，东莞市已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制造业

城市之一，在玩具、服装、鞋帽、皮具、家具等领域占

据了较大比重，并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

（二）成长时期（90年代中期-2008年） 

在 9 0 年 代 中 期 到 2 0 0 8 年 期 间 ， 伴 随 着 投 资 环 境 的

不断优化，该市第二产业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与资

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转变。由于前期工业体

系种类完备，以电子信息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

制造业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新兴产业占据的比例也不断

增大。截至2008年，东莞市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1954

亿元，而此时农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3%，制造业已成为东莞经济的核心。在“第二次工业革

命”的带动下，东莞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信息制造业得到

了蓬勃发展。全球90%以上的IT配套产品可以在东莞配

齐，“东莞制造”因其高质量、高效率和低成本而响誉

海内外。

（三）转型阶段（2009-2015年） 

在 转 型 升 级 阶 段 ， 东 莞 在 加 强 制 造 业 创 新 驱 动 、

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进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促进了制造业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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