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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东莞市注重科技投入，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建设，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通过引进外资企

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主开发和研制了一系列高

新技术产品，推动了“东莞制造”的向智能化、高端化

转型升级。其次，东莞市注重提高产业附加值，加强品

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挺进。

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装备选型和产业配套方面进行

优化调整，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知名度，努力成

为“中国制造”的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表。此外，东

莞市还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技

术，鼓励企业加强环保意识，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

制造。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东莞市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

益，也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可持续发展

的方式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四）高质量发展阶段（2016-2023年）

“ 十 三 五 ” 期 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了 “ 高 质 量

发展”的新要求，东莞也将发展目标从简单的规模扩张

转向了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等多重指标的发展。

此时，东莞制造业开始注重提升产品品牌、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积极培育自主品牌，打造高端制造业集群。在

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东莞市围绕数字化建设，

积极探索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

整。在数字化转型阶段，东莞市提出了“智造东莞”计

划，加强数字化系统建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制造”。同时，东莞市还大力

推广3D打印、机器人等先进装备，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

新能力的建设。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这些企业在产

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不 断 提 高 着 自 身 的 竞 争 力 ， 加 快 了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动

力。

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东 莞 市 在 转 型 升 级 的 过 程 中 取 得 的 成 果 显 著 ， 运

行质量得以提升，对本市经济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但

是，现阶段不可忽视的是东莞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取得

一 定 成 效 的 同 时 ， 也 面 临 着 许 多 不 利 因 素 的 制 约 和 挑

战。如果不主动进一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就容

易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丧失现阶段的优势。

（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在 制 造 业 行 业 ， 东 莞 市 大 部 分 企 业 仍 然 处 于 “ 跟

随生产”的状态，缺乏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企业自主

研发能力相对较弱。虽然东莞市目前有多家知名工业设

计 中 心 和 研 发 中 心 ， 但 是 企 业 对 于 人 才 的 创 新 意 识 培

养，以及对于研发投入和产学研合作的推广力度较小。

其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东莞市的企业在科技成果转

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专

利保护机制不健全、人才流失等原因，许多技术成果最

终难以得到落地和应用。另外，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普遍较低，在东莞市的制造业企业中，尤其是中小企业

中，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认知仍然较为薄弱，知识产

权意识不够明晰，一些企业的产品设计和创新研发容易

被 盗 用 或 模 仿 ， 这 大 大 挫 伤 了 部 分 企 业 科 技 创 新 的 动

力。最后，东莞市虽然拥有高校众多，但是对于人才的

吸引和留存能力较差，很多科技人才面临着待遇、晋升

空间、创新平台等方面的困境，无法在当地得到更好的

发展机会，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科技创新之路

举步维艰。

（二）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提升 

为 了 衡 量 制 造 业 的 质 量 和 效 益 ， 可 以 通 过 工 业 增

加值率这一指标来对比分析。工业增加值是指企业在经

营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增量部分，而工业增加值率则反

映出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在整体工业价值增加中的比例。

该指标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企业产品创造的附加值部分，

利于企业之间的比较和分析。当工业增加值率越高时，

说明企业所创造的附加值部分越大，即单位产出值也就

越高。这一指标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发展水

平 。 根 据 东 莞 市 发 布 的 统 计 年 鉴 数 据 ， 2 0 2 1 年 电 子 信

息、纺织、电气机械、食品、造纸等行业以及文体、家

具、化工、包装等行业合计工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88%。这些行业涉及到13类制造业。工业增加

值率的平均值为27.3%，而化学相关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率

只有21.4%，低于平均值4.9%。而东莞支柱产业的电子

信息制造业，其工业增加值率只有19.2%，远低于平均值

27.3%。六类代表先进制造的制造业中，高端电子信息制

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也低于平均水平。在高技术制造业

方面，除了医药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为59.3%，其他行

业的工业增加值甚至低于传统制造业水平。这些数据表

明，位于东莞市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仍处于产品生产

价值链的下游，无法从生产过程中获取高技术产品的高

附加值部分所带来的利润。尽管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

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但它们能够带动的工业增加值有

限，仍然无法有效地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此外，

许多企业的生产模式仍停留在劳动密集型阶段，这也导

致东莞制造业整体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

（三）缺乏政策引导，数字化转型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