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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区域

经济发展能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贡

献什么力量？

陆续举行的地方两会传来好消

息 ：江 苏 常 州 、山 东 烟 台 2023 年

GDP 突破万亿元，万亿城市“家庭”

迎来“新面孔”。与此同时，一些原

有的万亿城市实现进阶。重庆成为

中西部首个 GDP 突破 3 万亿元的城

市，杭州、武汉的 GDP 双双突破 2 万

亿元。

GDP 万亿城市从原来的 24 座

扩容至 26 座，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

跃升，更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

活力……

18 年前，上海成为全国第一座

GDP 万亿城市。十几年间，GDP 万

亿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从东部扩展

到中部、西部。

在中国，城市块头有大有小，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在创新

上找绝活，向差异化要动力，不同规

模的城市就能“舞”出风采。

——在“进”字上发力。“吨位”

决定“地位”，没有一定的经济体量，

就难以产生辐射力和影响力。对于

一些省份和区域来说，只有“火车

头”够强，整趟车才能跑得更快。

以中西部首个 GDP 超 3 万亿元

的城市重庆为例，2023年重庆制定新

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汽车

产量升至全国第二，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到 50 万辆，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占

全国 6.7％。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有的持

续向好突破，有的加紧向上生长。拆

篱笆、破障碍，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的推进，经济“蛋糕”越做越大。

——在“新”字上挖潜。 经济发

展不是“冲刺”，而是“长跑”。不断

优化经济结构，求新求变，才能在长

跑中展现后劲。

新晋级的常州、烟台，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上各有“绝活”。常州集聚

了理想、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企业，

2023 年整车产量达 68 万辆，不断筑

牢“工业家底”；烟台拥

有先进结构材料、生物

医药两大国家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新旧动

能转换稳步推进。

近日，福耀玻璃宣

布，将投资 57.5 亿元建

设汽车玻璃项目，助力

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作为安徽首个 GDP
万亿城市，过去十年合

肥从“没有存在感的省

会之一”，到如今形成

“芯屏汽合”新兴产业集

群，跻身国家创新型城市前十名。

——在“实”字上下功夫。GDP
万亿城市“上新”受关注，因为经济

总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还连着公共

服务、就业岗位等百姓关切事。经济

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要更多用

来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解决百姓急

难愁盼问题。

GDP首破 2万亿元的杭州，2023
年新引进 35岁以下大学生接近 40万

人，连续多年人才净流入率位于全国

前列；从开发汽车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的算法人才，到带动农户共建莲藕产

业园的“藕专家”，武汉加快把科教

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放眼全国，常州、烟台之后，江

苏徐州、河北唐山、辽宁大连和浙江

温州正在冲刺万亿 GDP 城市的路

上。区域发展的新动能，必将为中国

经济注入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扩容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26座！GDP万亿城市“上新”折射新活力
□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周闻韬

多领域数据勾勒经济运行平稳图景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中国

证券报》3 日刊发文章《多领域数据

勾勒经济运行平稳图景》。文章称，

近日，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高频数据、财政支出、服务贸易等多

个领域都传来好消息，一组组数据

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图景。

景气水平回升

PMI 作为经济先行指标，率先

传递出经济运行平稳的积极信号。

1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显示，1 月份，制造业 PMI 比上月

上升 0.2 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三个

月下降势头；综合 PMI 产出指数比

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景气水

平有所回升。”国家统计

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认为，1 月份，

制造业 PMI 小幅回升，

结束了连续三个月的回

落势头，表明经济趋稳

因素有所增加。

物流指标作为反映经济活力的

指标之一，也传递出经济运行平稳

的信号。

2 月 2 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发布数据显示，1 月份，中国物流

业景气指数为 52.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

师何辉说，1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

基本稳定。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

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等主要指标均处于扩张区

间，总体反映出年初物流运行趋稳。

企稳迹象增多

除先行指标外，高频数据总体

向好折射出经济企稳迹象。

根据国联证券报告，1月份高频

数据亮点较多：多数工业行业表现

都有所改善，钢铁、全钢胎、半钢胎、

纺织及 PTA 行业的开工率均出现回

升，较 2019 年同期的复合平均增速

分别较上月上升 3.6 个、1.0 个、3.0
个、1.7个、2.3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

继续表现出边际改善迹象，30 城新

房销售面积较 2019 年同期的复合平

均增速较上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人

口流动环比回升。此外，基建相关

的高频指标也保持平稳。

“从近期实体经济高频数据改

善情况看，1月份工业生产有望环比

回升。”国联证券分析师樊磊认为。

红塔证券宏观研究员杨欣认

为，在扩需求政策发力、假期消费和

春节消费预期的带动下，国内制造

业和服务业需求出现改善，市场需

求不足问题有所缓解，这进一步带

动了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领域改善

迹象较为明显。广发证券发布的 1
月高频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1 月 28
日，国内港口完成货物、集装箱吞吐

量 均 值 同 比 增 速 达 到 19.2％ 、

16.9％，均为去年 5月份以来高点。

“近期国外对我国船舶、汽车、

基础原材料以及计算机通信电子设

备需求较快增长，带动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和基础原材料行业出

口都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分析。

金融数据料“开门红”

金融数据即将发布。不少机构

预测，1 月份金融数据将实现“开门

红”。

“近期稳增长政策加力，同时各

地加快推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

制落地，一批房地产项目‘白名单’

已经公布，这会带动银行加大房地

产开发贷投放力度。由此判断‘信

贷均衡投放’对 1月份新增信贷的影

响将低于预期，1月份新增信贷仍将

是仅次于去年同期的历史次高水

平，体现当前稳增长政策正在持续

发力。”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分析。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

示，在宏观调控政策显效、经济内生

动力修复及新动能加快形成背景

下，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有望进一步

巩固，这将为企业和居民信心带来

支撑，从而带动金融数据走强。

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人民币

贷 款 增 加 4.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6％；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5.98 万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