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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工业投资“先手棋” 

深圳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2023 年深圳市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23 年，深圳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为 4.85 万亿元，增长 4.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1

万亿元，增长 6.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全口径工业增加值连

续两年全国城市“双第一”，坐稳“全国工业第一城”宝座。其

中，深圳工业投资增长 43%，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两成，创十

年新高。在高速增长的工业投资数据背后，深圳全年招引落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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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以上项目 8 个，10 亿以上项目超 80 个，投资金额合计超 4000

亿元。根据数据测算，深圳 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将超过上海、

西安，夺下“中国新能源第一城”称号。值得关注的是，深圳的

比亚迪夺得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2023 年，比亚迪以销售 3024417

辆汽车，捧得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冠，也创下了中国汽车年销售量

最高纪录。 

透过深圳 2023 年的工业发展路径，我们发现，下出工业投资

“先手棋”是保持工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深圳先后通过扩大项目

投资，赋能产业升级、打牢产业发展基础、为产业提供空间保障

等投资组合拳，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深圳的工业持续发展注

入更多动能。 

一、以数字化转型带领产业升级 

在全国各地推进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深圳市走得最快。

2023 年年初，深圳宣布，到 2025 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实

现数字化转型。深圳有多少规上工业企业？最新的统计数据是 1.3

万家。这是深圳 2023 年立下的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最新目标。 

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实

现这一目标，2023 年，深圳在投资侧频繁发力，不仅大手笔投入

真金白银，也聚焦产业升级难点，多维度破题。其中，技术改造

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但受制

于资金等问题，技术改造仍成为制约各地产业升级难点。 

https://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0617/nc.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002594/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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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掣肘，2023 年 11 月，深圳发布《深圳市关于新

形势下加快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的若干措施》。《若干技术措

施》不仅聚焦企业技改传统难点，如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加大企

业更新设备、企业智能化等项目缺乏资金的问题，还对重大项目

拿出 1 亿元的真金白银支持。对深圳企业技改中容易遇到的空间

问题，《若干技术措施》也进行了一定突破，提出鼓励实施“零

增地”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工业企业在现有用地上拓展产业发展

空间，按照促进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相关规定，对需要移交的

新增建筑，企业可优先选择自行持有，按不得转让条件市场地价

的两倍计收地价。 

技术改造之外，新基建作为场景应用支持的关键，也是产业

升级壮大的重头戏。2023 年，深圳抢先布局，年初政府工作报告

中，深圳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新基建。在随后的工作行动中，围绕

新基建，深圳更是提出多个新目标，超充之城、数字孪生城市、

急速先锋城市等，每一个目标的背后，都是深圳正在为形成与产

业发展相匹配的基建行动，为深圳的产业持续发展续力。 

比如超充之城。充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产业环节，调

查显示，续航里程与充电时间是电动汽车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

关键因素，它的配套完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天花

板。2023 年，深圳新增新能源充电桩 16.1 万个，累计建成 28.7

万个，但存在充电网络布局不够完善、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为

此，在 2023 年，深圳提出到 2023 年底，建成不少于 150 座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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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充站；2024 年 3 月底前，建成不少于 300 座公用超充站，公共

充电桩车桩比、超充桩占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23 年，深圳在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达 1223.0 亿元,增长 8.6%。 

与我国其他地方靠出售土地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不同，深圳由

于土地面积相对较小，在 2010 年后，深圳已无更多土地出售作为

财政来源，但是却依靠实体经济和产业经济仍保持高速的发展，

这便得益于深圳在新基建的早布局、强布局。 

二、以“工业上楼”提供空间保障 

不只为产业升级提供真金白银的弹药，为产业提供充足的空

间保障也成为深圳 2023 年投资重点。首当其冲就是“工业上楼”。 

作为全国面积最小的一线城市，深圳土地空间发展不足一直

是制约其产业发展的瓶颈。据了解，深圳面积 1997 平方公里，城

镇开发边界 1190 平方公里，现状开发 973.5 平方公里，开发强度

达 49%。为了解决空间问题，2022 年 11 月，深圳推出“工业上

楼”计划，在未来五年里，每年将提供不少于 2000 万平方米的工

业上楼空间，平均月租金仅为 35 元/平方米。 

如今，“工业上楼”行动的第一年已过， 2023 年深圳开工

建设“工业上楼”项目 75 个，完成投资 351.0 亿元。 

“工业上楼”的每个项目在消防、覆盖率、交通、建设标准

等方面，均需要突破相关政策制约。为此，深圳市进行了持续努

力，比如为加快项目审批流程，深圳市率先在全国发布“工业上

楼”项目审批实施方案；为解决项目无建筑设计指引，深圳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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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首个“工业上楼”设计指引，对生物医药产业工业上楼项

目建设提供明确规范指引。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 1 月 25 日，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作

为深圳市龙岗区进展较快的项目，已经进入企业入驻阶段，全国

首个全装备式智能产业园坪山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交付使用，工

业上楼在深圳落地实现。“上下游就是上下楼，产业园就是产业

链”的产业发展正在深圳成为现实。 

深圳实践表明，可以从“一专两精三特四新”方式破解“工

业上楼”项目遇到的成本高、招商易出现中层空置等发展难点。

具体来看，“一专”是打造专业主题园区，“两精”是指“精准

产业定位指引严格成本管控下的精细化产品打造”。“三特”指

“特色产业园区、特色产业政策、特色产品服务”。“四新”指

“新产业、新园区、新模式、新能力”。也就是说，“工业上楼”

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产业，需要打造新一代产业园区，面

临资产证券化与注册制上市政策红利，我们需要以资产管理新模

式发展工业上楼，着重发力产业服务、产业投资以及园区资产证

券化，而这就需要工业上楼投资企业具备新能力来操盘实施。 

三、以优质项目持续蓄力 

依托 2023 年下出的先手棋，迈入 2024 年，深圳如何将投资

效能持续转换成经济发力点？ 

在前不久召开的深圳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暨市委

经济工作会议中，深圳对 2024 年的投资指明了方向，即推动投资

https://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300832/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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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稳定较快增长。 

不只方向明确，深圳也已经先一步行动。在 2023 年末，深圳

已经吸引万亿元资本，布局一批重点优质项目，为 2024 年全年投

资发力下出先手棋。具体来看，中石化产融总部项目、德国巴斯

夫创迈思大中华区总部项目等一批大项目落地深圳。这批项目含

金量高。既有解决深圳多区面临的产业发展难点，也有为多区产

业发展赋能项目。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这批项目的开工建设，将

为深圳的产业发展再蓄力。比如在深圳龙华区在本轮招引落地的

项目中，就既有专注数字化软件服务的万兴科技、三六零安全科

技、企知道、宝德计算机，也有安保医疗、硅基传感等一批医疗

器械产业项目。 

拥有一批优势项目的背景下，深圳如何做好工业投资？深圳

在精细化上做文章，包括更加精准地对接市场需求、更加精细地

管理工业园区、更加精确地引导资金流向。 

具体来看，深圳一方面以机会促进工业投资。比如在新型基

础设施领域，深圳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特别是在 5G 网络、数

据中心等领域，由于民间机构在风险评估、项目管理等方面具有

专业优势，深圳将通过政府引导，民间管理机构管理项目具体流

程方式合作，推进深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以打造生态集聚为工业投资助力。在新技术、新

模式的快速发展环境下，投资、财务和法律咨询等服务机构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深圳将依托具有强链接关系的商协会平台或具有

https://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300624/nc.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360/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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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精神的服务机构，真正将政策落实到中小微企业，使更多的

企业受益。深圳将聚集更多这类机构，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技

术指导，助力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突破，也将成为深圳有效

投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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