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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发布

3.6% 山东经济增速领衔三大强省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其

中二季度GDP同比增长0.4%。
分省份看，经济总量前三依旧是广东、江苏、山东三大经济和人口大省，但十强省份位次发生了一定变动，经济第一大市易主。从GDP

名义增速来看，山西、宁夏、内蒙古排名前三，今年上半年，这些资源大省纷纷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聚焦到山东，山东省二季度GDP为21791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GDP为41717亿元，同比增长3.6%。在三大经济强省中，无论是二

季度GDP增速，还是上半年GDP增速，山东都以绝对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可以看到，在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的当下，这样一份GDP“成绩单”看点颇多。

十强座次生变 经济第一大市易主

疫情当下，地区间的竞争格
局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随着上半年GDP十强城市
座次的基本落定，可以看到，十
强省份位次发生了一定变动：湖
北，湖南两省位次调换；安徽反
超上海，挤进全国前十。

今年上半年，因疫情冲击上
海停摆数月，遭受冲击较大，这
些冲击在经济数据中足以管窥。
上海上半年GDP为19349亿元，
同比增长-5.7%，二季度同比增
长-13.7%，由于疫情影响，二季
度上海经济遭遇重大挫折，相继
被安徽、河北、北京反超，跌出全
国十强。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的龙头
城市，世界第一大港口城市，长
三角经济重心，其经济的下滑也

牵连了周边省份的经济增长，比
如江苏和浙江，今年二季度，江
苏的经济增长为-1.1%，浙江二
季度的经济增长仅有0.1%，而被
誉为“苏大强”的江苏和“浙大
富”的浙江，两省都是我国经济
强省。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位次的
下降，也带来了经济第一大市易
主——— 北京首次赶超上海，晋升
为全国经济第一大市。

实际上，今年一季度，北京
GDP总量为9413.4亿元，同比增
长4 .8％，而上海GDP总量为
10010.25亿元，同比增长3.1%。
彼时的北京，对上海的GDP占比
达到94％，其经济总量正向上海
无限逼近，就在今年上半年，北
京实现了对上海的反超。

山东经济增速领衔三大强省

强者之间的对决，总是充满
看点。

从我国经济三大强省来看，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GDP稳居第
一位，达到59518亿元，江苏省则
以56909亿元紧随其后，山东以
41717亿元排在第三位。

从实际经济增速来看，上半
年山东经济增速领衔三大强省，
山东经济增速达到3.6%，排在第
一，广东以2.0%的增速排在第二
位，江苏位列第三，经济增速为
1.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统计部
门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增速”均为
实际增速，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
素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速，而
名义增速则包含了价格的变动。
价格变动是无处不在的城市的经
济总量变化，因此名义增速更为
直观。

今年上半年，山东经济名义

增速7.22%，高于广州的4%和江
苏的3.1%，也就是说，山东不仅
实际增速位居榜首，而且名义增
速也位居第一。

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山东
的经济增幅超过了广东、江苏两
省，和广东、江苏的差距再度拉
近。同样，山东的经济增幅超越
浙江，与浙江的差距拉远，这说明
了近年来山东的经济转型取得了
明显的进步，综合经济实力明显
提升，这背后，恰恰反应了山东市
场活力的明显增强。

山东是经济大省，而经济体
量大意味着经济发展空间大、回
旋余地大、手段工具更多。在国
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
多发散发的当下，如果说强大的
韧性让山东经济克服了各种艰难
险阻，那么奔涌的活力则是山东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蝶变的源泉。

能源城市成为受益者

随着上半年31省份GDP的
出炉，可以看到，能源、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让不少资源大省在
经济增速上成为了领跑者。

从名义增速看，今年上半
年，山西、宁夏、内蒙古三省份经
济增速最高，分别达到20.43%、
15.98%和14.95%。

究其根源，国际经济形势和
能源供给的变化，以及国内对于
能源需求的增长为这些省份的
发展带来巨大的变量，上半年，
这些资源大省纷纷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

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今
年1-5月份，山西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10.7％，从煤与
非煤看，煤炭工业增长11.6％，非
煤工业增长9.7％。

而GDP实际增速排名第一
的宁夏，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
总值 1 2 2 . 5 亿元，同比增长
70.1%，增速排名位列全国第一。
其中，出口额为100.4亿元，同比
增长87.7%，增速排名全国第二
位，带动全区外贸进出口上行
65.2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
献率为93%。

外贸的蓄力前行助推着宁
夏经济的稳步增长，目前，欧盟、
美国、日本成宁夏前三贸易伙
伴，同时，宁夏对东盟、印度、韩
国等地的贸易额也在不断增加。

此外，从上半年经济数据来
看，中西部地区增长快于东部，
像江西、福建、贵州、新疆等中西
部省份，上半年经济增速都达到
了4.5%以上，全国排名靠前。

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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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运行
逐步企稳回升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国新办发
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国际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
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
加大，经济发展极不寻常，超
预期突发因素带来严重冲
击，二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明
显增大。各地区各部门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措施，经济运行逐步企稳
回升。

从下阶段来看，付凌晖
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滞胀风
险在上升，但中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
特点没有变。随着一揽子稳
增长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经
济运行有望逐步改善。

大国经济有韧性——— 上
半年经济总量达到56万亿
元，其中工业增加值接近20
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30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超过27万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超过21万亿元。
这些增加了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的底气和信心。

需求恢复有潜力——— 稳
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专项债
发行和使用加快，重大项目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提
速，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
用有望增强。随着疫情防控
形势向好，线下消费场景渐
次复苏，加上促消费政策发
力，消费有望继续恢复。

生产回升有支撑——— 随
着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逐步
打通，汽车、电子等重点行业
带动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
从交通物流看，物流运输逐
步畅通，有助于支撑生产进
一步恢复。

创新发展增动力——— 传
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新
产业新动能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
作用不断增强，有助于推动
经济持续恢复。

宏观政策有保障——— 下
阶段，大规模留抵退税、专项
债发行使用、加大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等政策效应会
继续显现，有助于推动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发展。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政策效应显现，我国经济
体量大、市场空间广、发展韧
性足、改革红利多、治理能力
强的优势将进一步发挥，经
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付凌晖说，“当然，外部不稳
定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
国内三重压力犹存，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推动经济持续
恢复还要付出不懈努力。”

据新华社、《经济参考
报》、《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