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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城市圈”視角下的

2023 年珠三角經濟展望

閱讀摘要

受地產下行、出口承壓、疫情反復等不利因素影響，2022

年廣東前 3 季度經濟增速（2.3%）低於全國（3.0%）水平

0.7 個百分點，其中惠州、深圳、江門 3 市 GDP 增速高於全

國平均水平，惠州 GDP 增速區域最高；珠海、東莞、肇慶、

中山 4 市 GDP 增速不及全省均值，中山 GDP 增速區域最低。

整體而言，地產拖累多城投資表現，先進制造業投資高增

是最大亮點，外貿普遍承壓下 RCEP 提振深圳中山佛山出口

延續較高增長韌性。分城市圈看，“深莞惠”區域 GDP 貢獻

占比上升 0.4 個百分點至 37.86%，“廣佛肇”和“珠中江”

區域 GDP 貢獻占比分別回落 0.2、0.02 個百分點至 34.3%

和 8.88%。

展望 2023 年，工業升級投資和重大項目建設仍是經濟增長

提質重要引擎，核心城市制造業升級並向周邊城市輻射，

制造業產業集群正在加速形成。疫情擾動消退和積極政策

提振下消費和地產景氣度有望漸次恢復，RCEP 和“出海搶

單”助力外貿大市延續相對高出口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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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城市圈”視角下的 2023 年珠三角經濟展望

一、2022 年經濟回顧：地產拖累多城投資表現，先進制

造業投資高增是最大亮點，外貿普遍承壓下 RCEP 提振深圳

中山佛山出口延續較高增長韌性

受地產下行、出口承壓、疫情反復等不利因素影響，2022

年廣東前 3 季度經濟增速（2.3%）低於全國（3.0%）水平 0.7

個百分點，其中：惠州、深圳、江門 3 市 GDP增速高於全國

平均水平，惠州 GDP增速區域最高、高於全國均值 1.3 個百

分點；珠海、東莞、肇慶、中山 4 市 GDP 增速不及全省均值，

中山 GDP增速區域最低、低於全國均值 1.8個百分點（見圖

表 1）。

圖表 1：2022 年前 10 月灣區九市經濟表現總覽
1

數據來源：統計局、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1
本文表格中的 GDP 數據均為前 3季度，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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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市圈來看，廣佛肇和珠中江城市圈 GDP貢獻有所下

降，深莞惠 GDP貢獻提升，具體看：

（一）廣佛肇：區域 GDP 貢獻占比回落 0.2 個百分點至

34.3%，廣州汽車產業鏈高景氣是亮點，RCEP 提振佛山出口

維持韌性

2022 年前 3 季度，“廣佛肇”城市圈為廣東貢獻 34.3%

的 GDP 總量、較去年同期下降 0.2 個百分點，前 10 月為廣

東貢獻 22.1%的出口、33.8%的消費，分別較去年同期變動

-1.6、-0.02 個百分點（見圖表 2）。

圖表 2：2022 年前 10 月“廣佛肇”城市圈經濟概覽

數據來源：統計局、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廣州前 3 季度 GDP 增長 2.3%，汽車產銷兩旺是消費和制

造業投資亮點。2022 年廣州圍繞發放購車補貼、放寬車牌競

標、提升購車便利等出臺政策鼓勵汽車消費，前 10 月廣州

限額以上汽車類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 9.5%，其中新能源汽車

零售額同比增長 96.5%。汽車消費持續向好帶動廣州社會零

售銷售總額逐月回暖，前 10 月累計同比增長 3.2%；汽車消

費亦帶動廣州整車制造和零部件產業發展，前 10 月汽車制

造業實現增加值同比增長 13.6%，為廣州工業增長的重要支

撐，其中新能源汽車產業實現產值 348.25億元、產量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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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1.2 倍和 1.3 倍。

佛山前 3 季度 GDP 同比增長 2.9%，出口韌性維持、地產

拖累總體表現。2022年前 10 月佛山外貿出口 4,710.6 億元、

入圍中國出口貿易十強城市
2
，出口總額同比增長 9.6%、高

出廣東整體增速水平 2.8 個百分點；受 RCEP 生效的帶動，

對東盟出口保持暢旺、同比增長 29.4%。年內佛山地產表現

相對疲弱，前 10 月地產投資同比減少 15.0%、珠三角排名居

後；地產交投清淡，前 11 月商住地成交宗數、成交面積同

比分別下滑 50.7%、62.4%，雙雙創近 7 年新低。

肇慶前 3 季度 GDP 同比增長 1.9%，地產投資下滑明顯，

出口、消費亦維持負增。投資方面，前 10 月基建（+25.8%）、

工業投資（+19.7%）維持兩位數增長，地產投資（-40.3%）

受行業景氣度下行影響同比跌幅逐月擴大。此外，受需求不

振影響，消費（-2.6%）、出口（-1.3%）亦表現相對疲弱，

對整體經濟形成拖累。

（二）深莞惠：區域 GDP 貢獻占比上升 0.4 個百分點至

37.9%，惠州、深圳 GDP 增速高於全省及全國水平、先進制

造業投資表現靚眼，深圳出口保持高韌性

2022 年前 3 季度，“深莞惠”城市圈為廣東貢獻 37.9%

的 GDP 總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0.4 個百分點，前 10 月為廣

東貢獻 62.3%的出口、35.3%的消費，分別較去年同期變動

+2.0、-0.03 個百分點（見圖表 3）。

2
依據 2022 年前 10 月出口總額排序，中國出口貿易十強城市分別為深圳、上海、蘇州、東莞、寧波、金

華、廣州、佛山、北京、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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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2022 年前 10 月“深莞惠”城市圈經濟概覽

數據來源：統計局、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深圳前 3 季度 GDP 增長 3.3％，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創

近 4 年新高。年初深圳疫情反復時點性拖累經濟增長，隨後

生產生活有序恢復、經濟恢復性增長，前 3 季度 GDP 同比增

長 3.3%，增速分別較 1 季度、上半年擴大 1.3、0.3 個百分

點。前 10 月投資（+10.1%）、工業（+6.2%）、出口（+17%）

等多項指標增速珠三角居前，工業發展尤為值得關注，前 10

月深圳工業投資同比增長 31.3%，有力對沖地產週期下行壓

力，同時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也創下近 4 年來的新高，高技

術產品產量持續快速增長，新能源汽車、充電樁、5G智能手

機、民用無人機產量分別增長 212.7%、124.4%、35.4%、31.4%。

東莞前 3 季度 GDP 增長 1.9％，消費及外貿偏弱、投資

托底經濟。相較於廣佛深，東莞的人口結構戶籍人口占比低

3
、城鎮消費優於農村消費的特征更突出，疫情反復抑制城鎮

消費、加速務工人口流動，疊加去年同期高基數影響，東莞

年內消費表現總體偏弱、前 10 月同比增長 1.6%。此外，東

莞產業以加工制造為主，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斷鏈影響較大，

部分加工制造企業向東南亞轉移，疊加海外需求減弱等因素

3
截至 2021 年末，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的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分別為 53%、31%、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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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累，東莞前 10 月出口僅同比增長 0.2%。在消費和外貿承

壓背景下，投資成為東莞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前 10 月同比

增長 3.5%、增速珠三角居前。

惠州前 3 季度 GDP 增長 4.3％，增速領跑珠三角 9 市。

惠州工業生產投資延續 2021 年以來的強勢增長，前 10 月規

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8.2%，先進制造業占規上工業增加值

比重較去年同期提升 1.8 個百分點至 66.2%；工業投資同比

高增 47.8%，其中先進制造業投資、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分別

同比增長 66.2%、55.2%，帶動整體投資同比增長 12.1%，增

速表現珠三角居首。

（三）珠中江：區域 GDP 貢獻同比下降 0.02 個百分點，

江門 GDP 增速優於全省及全國均值，消費呈恢復態勢、地產

拖累投資表現

2022 年前 3 季度，“珠中江”城市圈為廣東貢獻 8.9%

的 GDP 總量、較去年同期下降 0.02 個百分點，前 10 月為廣

東貢獻 10.9%的出口、8.9%的消費，分別較去年同期變動-0.1、

+0.08 個百分點（見圖表 4）。

圖表 4：2022 年前 10 月“珠中江”城市圈經濟概覽

數據來源：統計局、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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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工業發展支持經濟增長，但地產下行拖累投資表現、

內外需疲弱掣肘出口及消費修復。2022 年前 3 季度珠海 GDP

同比增長 2.1%，增速低於廣東省水平 0.2 個百分點。工業經

濟發揮“壓艙石”作用，前 10 月規上工業增加值及工業投

資分別同比增長 8.9%、64.9%，其中制造業投資強勁增長

84.9%、高於全省 68 個百分點。基建下半年回暖（+10.7%），

然而地產投資（-32.4%）跌幅逐月擴大，拖累固定資產投資

整體低位運行，前 10 月累計同比減少 8.0%。內外需走弱，

消費（+0.9%）、出口（+2.9%）修復亦受阻。

中山經濟承壓運行，出口、消費較優表現不敵地產投資

對增長的拖累。2022年前 3季度中山 GDP累計同比增長 1.2%，

增速珠三角居末。前 10 月，中山出口（+10.5%）、消費（+5.3%）

增速珠三角居前，分別高於全省 3.7、2.9 個百分點，但不

敵投資對經濟的整體拖累。投資結構上看，中山對房地產投

資依賴度較高，2019年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已超過 50%

的水平，年內中山地產投資跌幅逐月擴大，前 10 月同比減

少 24.7%、跌幅創下近 20 年的紀錄，拖累固定資產投資跌幅

擴至-1.6%。

江門經濟增速居前，“三駕馬車”平穩前行。2022 年前

3季度江門 GDP累計同比增長 3.3%，增速高於廣東省水平 1.0

個百分點。促消費政策激勵社零同比增長 3.1%、增速高於全

省 0.7 個百分點。基建景氣維持（+16.9%）、制造業投資提

速（+17.6%），共同支持固定資產呈現回穩態勢（+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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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速放緩（+1.9%）但結構優化，一般貿易出口占比提

升 0.8 個百分點；開放紅利持續釋放，對“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RCEP 貿易夥伴出口累計同比增長 13.4%、10.4%。

二、2023 年經濟展望：工業升級投資和重大項目建設仍

是經濟增長提質重要引擎，疫情擾動消退和積極政策提振下

消費和地產景氣度有望漸次恢復，RCEP 和“出海搶單”助力

外貿大市延續相對高出口韌性

（一）廣佛肇：廣州肇慶傾力推動汽車產業鏈聚集，佛

山加快推動產業轉型

廣州繼續發力汽車產業，加快“兩業融合”。《廣州市汽

車產業 2025 戰略規劃》明確提出“2025 年汽車總產能達 500

萬輛,力爭產銷規模在中國汽車制造基地中排名第一,力爭

實現汽車制造業年產值 1 萬億元”，約為 2021 年產值的 1.6

倍。此外，廣州還在積極推進“兩業融合”，加快先進制造

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制造業加速向價值鏈高

端延伸，從而衍生關聯投資增長。

佛山繼續發力工業轉型，建設制造業創新高地。相對而

言，佛山家電、家具等傳統工業占比偏高，近年大力推進工

業轉型升級，2022 年佛山先進制造業占比保持在五成以上。

佛山提出要“推動產業創新和科技創新協同發展，建設具有

國際影響力的制造業創新高地”，有望進一步加快傳統家電

轉型升級、高耗能行業轉型發展步伐。

產業聚集效應有望助力肇慶經濟持續提質。近年肇慶秉

持產業強市、制造業優先的發展目標，引項目、強龍頭、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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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條、搭平臺、聚集群，著力建設大型產業集聚區、打造萬

億級產業集聚區，建立以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為第一梯隊、

金屬加工、綠色建材、電子信息等產業為第二梯隊的發展結

構。2022年在小鵬汽車等鏈主企業帶動下，初步形成覆蓋整

車和電池、電機、電線等關鍵零部件產業生態鏈，未來隨著

汽車零部件企業進一步集聚，產業競爭力有望進一步提升。

（二）深莞惠：工業投資增長預計繼續承擔區域增長引

擎作用，東莞發力大項目建設

深圳積極實踐“工業立市，制造業強市”戰略藍圖。

2011-2020年的 10年間深圳地產投資增速連年維持兩位數以

上的高速增長，在拉動經濟的同時也推升企業用工及運營成

本。2020年以來深圳密集出臺地產調控政策，同時大力推動

先進制造業、新興產業集群建設。2022 年深圳提出“20+8”

產業發展藍圖，打造萬億級、千億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目標

到 2025 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將超過 1.5 萬億元。

重大項目投資有望帶動東莞世界工廠產業轉型。東莞出

口依存度偏高，外需下行令經濟承壓，2023年重大項目有望

繼續發揮支撐帶動作用：一是產業項目，東莞將“科技創新

+先進制造”定義為城市特色，通過引進建設重點項目加速

先進制造業、優質企業集群發展，推動世界工廠科創轉型；

二是基建項目，2022年東莞提出未來三年推進重大基建項目

建設、投資超 6600 億元，其中交通運輸為重點領域，投資

占比近 7 成，此外以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大灣區綜合性

國家科學中心等為代表的新基建投資亦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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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產業承接有望推動惠州加速發展。2022 年惠州實施

八大專項行動融入灣區，加快承接深圳產業轉移，傑普特激

光、聯贏激光等深圳頭部激光企業，以及比亞迪、欣旺達、

德賽電池、鋰威新能源等深圳新能源龍頭企業均已落戶惠州，

未來或有望成為石化、電子信息兩大支柱之後的新工業增長

極。

（三）珠中江：積極推動制造業升級，珠海中山基建投

資規劃落地有較廣闊空間，江門積極打造科技創新城市

珠海工業經濟發展可期，基建投資景氣料延續。珠海提

出加速邁向“萬億工業強市
4
”，2022 年前 10 月七大支柱產

業增加值同比增 12.5%；同時積極推動“5.0 產業新空間
5
”

招商引資。此外，交通基礎設施作為珠海近年基建投資的重

點領域，連續三年投資占比超過半數
6
，未來基建也有望持續

支持珠海建設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
7
，助力經濟提質提速。

中山推動“制造業強市”，大力度規劃基建項目。中山

對房地產和土地財政依賴度較高，目前仍處於轉型陣痛期。

圍繞“制造業強市”願景，中山著力打造“12+1”戰略性新

興產業集群、推進企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目前已官宣計劃

2023 年動工的 457億項目投資，以基建、產業類投資為主。

4
2022 年 4 月，珠海市產業發展大會明確提出“萬億工業強市”目標：到 2025 年全市工業總產值突破 1萬

億元，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不低於 40%；全市新增 15家以上百億級制造業企業，高新技術企業

總數突破 4000 家。
5
2022 年 4 月，珠海市產業發展大會明確提出“5.0 產業新空間”：今明兩年珠海將統籌建設 2000 萬平方

米的高質量標准廠房，具有快速承接並賦能中小微科技型創新型企業的顯著優勢，對加速形成具有明顯區

域競爭優勢的集群化供應鏈和生態鏈體系具有重大意義。
6
2020-2022 年，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計劃投資分別為 104.7 億元、100 億元、112.57 億元，占總投資的比重

分別高達 67.3%、61%和 56.5%。
7
根據《珠海市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十四五”規劃》，珠海市計劃到 2025 年將初步建成全國性綜合交

通樞紐，形成“3060 通勤圈”和“12312 交通時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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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組團、科技引領助力江門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
8
。

“工業振興”“園區再造”工程深入推進，2022 年前 10 月

江門大型產業集聚區工業增加值對全市的貢獻達到 60.4%；

同時，在“科技引領”工程下積極布局重點實驗室
9
，推動建

設研發機構
10
，截至 2022 年 5 月 23 日，江門市高新技術企

業存量達 2,194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存量達到 2,111 家，均

排名全省第六，科技創新預將持續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

（四）以廣深兩城為核心輻射帶動，三大城市圈產業集

群特色化梯次發展

珠三角產業集群“組團”發展，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代表

的“深莞惠”、以汽車制造為代表的“廣佛肇”產業集群已

初具規模，以機電裝備為發展願景的珠中江產業升級正在積

極推進，三大城市圈產業集群特色化發展特點較為突出。

隨著深圳、東莞、佛山、廣州的土地開發強度超過或接

近國際公認的 30%警戒線，部分產業向周邊城市轉移，產業

擴散效應在城市圈內和跨城市圈發生。例如，佛山承接廣州

汽車產業形成佛山南海汽車產業基地，肇慶打造“萬畝千億”

新能源智能汽車產業城；深圳的高端電子信息產業向東莞、

惠州遷移擴散，“華為入莞”便是典型案例，惠州也在加大

招商引資力度吸引企業落戶。江門提出要加強與深圳、廣州

8
依據《江門市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實施方案（2021 年-2023 年）》，江門市要完成“五大任務”，實施“八

大工程”，重點抓好 24 項工作，用 3年時間打造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區和人才高地，全

面建成國家創新型城市。
9
2021 年，江門市政府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籌）發起共建江門雙碳實驗室。2015 年，由中科院和廣

東省共同發起建設（江門）中微子實驗站，目前實驗站反符合探測器主支撐結構項目已完工，計劃 2023 年

建成運行。
10
2021 年江門市新增省重點實驗室 2 家、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21 家（累計達到 406 家，居全省第五），

省級創新平臺達 504 家。新增市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26家、科技特派員工作站 5家，市級創新平臺累計

1762 家，規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覆蓋率達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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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接合作，形成“廣深總部江門基地”“廣深研發+江

門制造”合作模式，推動江門產業嵌入中心城市產業鏈和價

值鏈。

圖表 5：廣佛肇產業示意圖 圖表 6：深莞惠產業示意圖

广州
石化
汽车制造
电子产品制造

佛山
机械设备
家电
陶瓷
金属加工
家具
汽车制造

肇庆
金属加工
电子信息
汽车零配件
食品饮料
生物制药
林产化工
农业

汽车制造
产业集群

外
溢

惠州
电子信息
石化

深圳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能源
新材料

东莞
电子信息
电器机械
纺织服装
家具
玩具
造纸及纸制品
食品饮料
化工

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

外
溢

數據來源：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數據來源：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圖表 7：珠中江產業示意圖

數據來源：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五）疫情擾動消退及積極政策支持下，地產低位回暖

及消費恢復節奏加速可期，積極作為為外貿大市延續相對出

口韌性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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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投資低位回暖有望明顯減輕對珠三角 2023 年增長

的拖累。在中央密集出臺穩地產政策的同時，珠三角多地亦

積極出臺穩地產新政（見圖表 8），部分城市房市逐步回暖：

6 月江門“限購”變“限售”，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增速

轉正上漲 14.2%（5 月：-37.3%），帶動地產投資跌幅逐月收

窄（6 月至 9 月：-24.6%、-22.2%、-22.5%、-20.5%）；東莞

7 月“解限”促成交，當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增長

79%，地產投資跌幅自-3.1%收窄至-0.8%。12 月佛山發文全

域解除地產限購，為首個全面放開的特大城市（見圖表 8），

考慮到 2022 年珠海、中山、佛山等市地產投資明顯拖累經

濟表現，伴隨疫情擾動減退、收入和購房信心回暖，政策穩

地產投資的效果有望逐步顯現。

圖表 8：珠三角多城積極調整購房政策

城市 發布時間 政策概要

珠海 6 月 提高公積金貸款審批額度上限；一人購房全家幫

江門 6 月 暫停區域限購、改為限售 3 年

東莞 7 月 縮小住房限購區域

中山 9 月 大專（含）及以上學歷無社保可購房

佛山 12 月 全域解除限購

數據來源：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消費券等積極政策為提高珠三角消費回暖節奏提供助

力。疫情下消費場景受限、民營經濟活力不足，掣肘珠三角

城鎮消費主導的消費回暖節奏，當前，珠三角作為人員密集

和高流動地區，在防疫政策放開後有望較早迎來疫情高峰，

也有望相對更早迎來消費場景恢復和消費回暖。根據國際經

驗，感染人數自峰值下行階段消費難以立即反彈，而是存在



13

1-2月的平臺期，以此推測珠三角 9 市消費預計將於 2023年

年初分梯隊復蘇。廣州、深圳等 6 市作為第一梯隊，將於 2022

年 12月底疫情達峰、2023 年 2 月底消費反彈；東莞、珠海、

江門 3 市復蘇稍遲，預計 2023年初進入感染高峰、3 月初出

現消費反彈（見圖表 9）。同時，珠三角城市財政基礎較好，

為地方政府積極醞釀促消費政策奠定基礎，相應為消費回暖

提供額外支持，比如 12 月初廣州深圳已經率先發放新一波

消費券（見圖表 10）。

圖表 9：預計珠三角 9市首輪疫情達峰進度

梯隊 高峰開啟時間 消費復蘇時間 城市 感染高峰到達日 感染高峰結束日

1
2022年

12月底

2023年

2月底

廣州 2022/12/22 2023/1/15

佛山 2022/12/23 2023/1/13

深圳 2022/12/23 2023/1/14

中山 2022/12/24 2023/1/19

惠州 2022/12/25 2023/1/19

肇慶 2022/12/25 2023/1/20

2
2023年

1月初

2023年

3月初

東莞 2023/1/1 2023/2/5

珠海 2023/1/9 2023/2/24

江門 2023/1/10 2023/2/26

數據來源：城市數據團、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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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廣深兩城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復蘇

城市 發布時間 政策概要

廣州 12月 8日
消費券涵蓋超市、電商、百貨、正餐住宿、輕茶餐飲等 5

大類，面值從 10-100元不等。

深圳 12月 8日
連發 5 條措施促文旅消費，實行工會會員專享文旅項目一票

通。

數據來源：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積極挖掘 RCEP 政策紅利的同時，主動“出海訂單”為

外貿大市保持相對出口韌性提供支持。比如，受益於 RCEP

釋放紅利帶動優勢產業、特色產業出口增長強勁
11
，中山外

貿主體活力加快激發
12
。為應對外需收縮壓力，2022年 11 月

深圳率先組團包機出海開拓市場。佛山加快建設貿易強市，

年末亦積極組織外貿企業參加境外重點展會、開展對外經貿

交流活動（見圖表 11）。

圖表 11：珠三角多城“出海搶單”

城市 出發時間 目的地 主要活動

深圳
11月 9日 印尼 2022雅加達智能科技展

11月 11日 德國 國際醫院及醫療設備展覽會

佛山 11月 24日 波蘭、德國、匈牙利 開展經貿行動

廣州 11 月 東南亞 參展，擴訂單

東莞 12月 8日 阿聯酋 參展，擴訂單

中山
10-12月

德國、馬來西亞、

阿聯酋
參展，擴訂單

12月 5日 法國、德國、意大利 參展，擴訂單

數據來源：工銀亞洲東南亞研究中心

11
據中山海關統計，截至 2022 年 9 月底，中山海關共為中山市 110 家企業簽發 RCEP 項下優惠原產地證書

近 1900 份，涉及貨值超 6.6 億元，出口目的國主要為日本，出口主要商品為運動用品及配件、塑料及其制

品、紡織制品、家具燈飾制品等。受此帶動，今年前 3季度勞動密集型產品、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

件、燈具照明裝置及其零部件出口分別增長 18%、37.4%、38.5%，合計拉高整體出口 7.9 個百分點。
12
據中山海關統計，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中山市有效備案進出口企業突破 1.3 萬家。其中，2022 年 1 至

11 月，中山市新增進出口企業備案 1500 家，比 2021 年同期增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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