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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中国后WTO过渡期条件下，广州市外向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
战。
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必须对广州市的产业结构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以继续推进广
州市外向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开放经济中，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广州市通过实施协调农轻重产业比例结构、“三二一”产业策略等结构调整措施，增加了农产品出口
量，增强了轻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了第三产业的对外贸易服务水平，产品结构实现
了有序升级换代，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业组织规模跳跃式扩张。
    外向型产业发展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易是广州市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动力60％以上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
的快速增长，扩大了社会就业。
改善了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外向型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二
者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互为影响，相互依存。
要更好地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外向化，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
化条件下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经验。
依赖于资源禀赋结构和面向国际市场的科技进步，与按照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规律，积极参与国际分
工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建立和优化外向型产业结构的必要条件。
经济要素的选择性与双向流动性，是外向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充分条件。
    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优先排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广州市外向型产业结构的优先排序是以新型工业化为首，进而促进和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水平与规模，
并最终实现广州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动态优化是广州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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