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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作为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国际贸易、对外经

济交流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也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秋风送爽，秋意令珠海这个处处泛绿的城市更多了几分宜人的味道。我们

沿美丽的海岸线乘车前行，一路上空气清新、花香扑鼻。这次我们到珠海调研，主要了

解了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现状，调研了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刚刚上市的一家科技创
新企业———全志科技。这次调研收获颇丰，不仅了解了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

发展和企业创新现状，而且为教学、科研积累了很好的第一手资料和素材。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珠海被认为是 “珠三角”地区环境质量最好、土地开发强

度最小、人口密度最合适的城市。我们调研期间听到更多的是“珠海充满着自然之

美，很舒适”的评价。横琴岛已不见了昔日的野趣荒芜，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格局。

宽阔的环岛路，平坦宁静，两旁绿化精美惬意。我们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几年前还门

可罗雀的横琴口岸，如今的国庆假期日均验放客流超过２万人次，车辆超过２０００辆
次，临时停车场也是爆满。

一、珠海经济发展现状

珠海于１９８０年成为经济特区。按总工业输出额计，主要工业依次为：电子及通信
设备、电子仪器及机械、办公室仪器。以高科技为重点的工业体系，综合发展的外向型

经济，使珠海从昔日一个经济落后的边陲小县，一跃成为新型花园城市。

珠海市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有５２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商投资珠海，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达７３０３项。日本的三菱、三井、伊藤忠、松下、东
芝、佳能、日通、珠海紫翔，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塞拉尼斯、伟创力、壳牌，英国的 ＢＰ公
司，德国的戴姆勒—克莱斯勒、西门子，法国的家乐福，荷兰的飞利浦等３０多家著名跨
国公司落户珠海。

２０１４年，珠海市经济运行良好，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１８５７３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３％，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从全年走势看，增速逐季提升，经济发
展呈现稳步升温的良好态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珠海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２６∶５０６∶４６８。２０１５年珠海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２４９８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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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００％，增速居全省首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４６６３亿元，同比增长
３０％；第二产业增加值１００６０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２％；第三产业增加值
９７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０％。三次产业比例为 ２３∶４９７∶４８０。珠海经济主
要运行特点如下：

（一）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２０１４年，虽有外需疲软、日资企业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但在新投产项目及生物
医药行业快速增长拉动下，珠海市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珠海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１１２％，比前三季度提高了１５个百分点，增速在珠三角居第三位。生物医药
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速达１６２％，远高于同期珠海市平均水平。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推
进，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珠海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４７３％和２５９％，占
比分别比上年提升２０和１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５年珠海市工业发展呈现位次提升和结
构优化的两大特点。珠海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９８０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９６％，
增速在珠三角居第二位，高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增速。工业继续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４９６％和２７３％。
从六大支柱产业看，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和电力能源业增长较快，同比

分别增长２０５％，１５７％，１４９％和１２９％，增速高于珠海市平均水平；而石油化工和
家电电气业仅实现个位数增长。从企业效益看，１—１１月珠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２３６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０％。

（二）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突破千亿大关，增速连续第四年居珠三角首位

２０１４年，珠海市固定投资总量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１１３５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５％，总量超过了江门和中山，在珠三角各市的位次由末位升至第七，增速连续四年
居珠三角首位。从结构上看，第二产业完成投资２７６０４亿元，增长１５６％；第三产业
完成投资８５７３３亿元，增长２６２％，其中，房地产投资３８８３０亿元，增长４２５％。从
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３９４８４亿元，增长５５７％。工业技术改造完成投资５８３亿元，
同比增长１５６７％，增势表现抢眼。近年依靠重点项目和房地产投资的带动，珠海市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连续四年稳居珠三角首位，“十二五”期间珠海市固
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达２１３％，总量实现翻番，增速居珠三角首位。２０１５年，珠海市
固定资产投资延续增长势头，完成投资１３０５１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０％。分行业看，工
业投资 ２５８６９亿元，下降 ６３％；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５２４１２亿元，同比增长
３５０％；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１３０％。

（三）消费增速逐步加快，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收窄

２０１４年珠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１５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比前三季度
提高１２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看，汽车消费仍是热点，同比增长２８１％，食品类、服
装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分别增长１６６％，１７２％，２０３％。在横琴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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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公园２０１４年正式运营和航展盛事拉动下，珠海市住宿餐饮业增长加快，其
中，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８７１％和１０７％。２０１４年，珠海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为３３６０９万平方米，同比下降１８％，降幅明显收窄。２０１５年，珠海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１３２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２％。分行业看，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
餐饮业分别实现零售额１９８５６亿元、６１０８２亿元、１９３６亿元和８４４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５％，１１３％，２３４％和１５２％。从限额以上企业的消费商品类别看，汽车消费
依旧是热点，同比增长２５５％；基本生活用品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日用品类、食品
类、服装类商品零售额预计分别增长４３２％，１９３％和２４９％；房地产销售保持畅旺，
与之相关的商品销售较好，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额增长２９７％。

二、珠海对外开放情况

珠海市２０１５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２９６２０５亿元，同比下降１２２％。其中：出口
１７９４８４亿元，增长０７％；进口１１６７２１亿元，下降２６７％。从结构上看，以加工贸易
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逐步下降，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对珠海市进

口造成较大影响。２０１５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珠海市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２１７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８％。

２０１４年，珠海市全面启动第三代国际港口建设。此前，珠海市港口管理局表示，
将积极争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支持，推进珠海港与瓜达尔港等海上新丝绸之路沿

线港口以及黔南等沿铁区域陆港物流园合作。

在“一带一路”远景与规划中，珠海是重要节点城市，珠海横琴更是肩负着自贸区

建设重任。珠海正全力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２０１５年启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
合作示范区申报工作；推动珠海港控股集团参与开发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合作项目，参

与贵州黔南州无水港建设，探索与巴西港口合作的途径及方式；支持华发集团在瓜达

尔自贸区投资建设中国南方产品展示交易中心。其中，珠海港控股集团、华发集团分

别是上市公司珠海港、华发股份的控股股东。

除了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珠海将以横琴自贸区综合改革为契机，以优势产品和

重大项目为抓手，以搭建前瞻性、综合性发展平台为切入点，大力加强国内国际合作。

其中一大重点是加强与欧美国家经贸合作。２０１５年珠海落实与巴伐利亚州化学产业
集群合作协议，加快建设“巴伐利亚州—广东省精细化工产业园”。发挥珠海市驻欧

洲—北美洲经贸代表处作用，编制欧美先进装备制造业目标企业目录，定期收集欧美

市场信息，开展精准招商和产业对接活动。

在加快“走出去”方面，珠海２０１５年将建立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鼓励中航通飞、
银通新能源公司深化对外合作，支持博康药业等重点企业实施对外并购业务，支持格

力公司在境外建立产品展销中心和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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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志科技调研情况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从事系统级超大规模

数模混合ＳｏＣ及智能电源管理芯片的设计，主要产品为智能终端应用处理器芯片和智
能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产品广泛应用于平板电脑、互联网机顶盒、学生电脑、游戏机、行

车记录仪等智能终端领域。公司的应用处理器芯片产品在集成了多种功能模块的同

时，优化多媒体处理能力以及用户的输入输出方式。应用处理器芯片与公司的电源管

理芯片模块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这对于解决目前消费电子领域普遍存在的“性能与

电源不可得兼”的痛点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５０％，每年从海外进口巨
额的ＩＣ产品。根据海关统计数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内地进口２１７６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产
品，与原油进口额相当。２０１４年６月，工信部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以最大力度扶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

期。国家将集成电路列为重大专项，积极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各项政策的实施，包括由

中央财政预算安排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

研究开发活动，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推进产业整合和发展。

全志科技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具备所谓 Ｆａｂｌｅｓｓ模式，即公司专注做设计，芯片
的制造、封装和测试均通过委托外包方式实现。公司拥有由多名业内资深技术人员组

成的技术专家团队，团队成员在ＩＣ设计领域拥有近２０年从业经验，具备扎实的研发
功底、前瞻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市场嗅觉，构成公司技术研发的核心支柱力量。截至

２０１４年年末，公司拥有技术研发人员４６２人，占员工总数的七成。公司公开发行４０００
万股股票，拟募集资金４２９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应用处理器
技术升级项目、消费类电子产品ＰＭＵ技术升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集成通信功
能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升级项目。

２０１５年，全志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寻求技术突破。其
中，处理器及ＰＭＵ升级项目将提升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研发中心建设将进一步扩
展研发实力。集成通信智能终端处理器项目基于ＡＲＭ芯片，将打造公司通信芯片实
力。公司早在２０１２年年初就启动了募投项目的前期工作，目前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
应用处理器技术升级项目、消费类电子产品 ＰＭＵ技术升级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已实施完成，集成通信智能终端处理器升级项目已开始前期设计规划。成功上市有效

解决了制约公司发展的资金瓶颈，为公司未来三五年把握消费电子浪潮提供了绝佳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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