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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一季度GDP出炉：23地经济增速跑赢全国

经济大省继续挑大梁
粤苏鲁经济总量稳居前三

近期，31省份经济“一季报”新鲜出炉。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的数据，全国一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4997亿元，同比增长4.5%。
GDP增速上，有23个省份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受疫情影响较大、
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吉林，走出疫情阴霾，今年一季度增速8.2%，与西
藏并列第一，天津也实现5.5%的增长，强势反弹。在地区分布上，东北
三省增速亮眼，去年增速较快的西部能源大省和中部省份今年保持着
良好发展态势，宁夏以7.5%的增速排名第三。不过去年受益于新能源
产业发展增速最快的福建和江西，今年一季度增速垫底，只有1.7%和
1.2%。

“你追我赶”
粤苏鲁经济总量稳居前三 一二名差距同比稍微拉大

今年一季度，有12省份GDP
超过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前三
的粤苏鲁超过2万亿元，其中广
东一季度首次突破3万亿元，
30178.23亿元，同比增长4.0%；
江苏29401 .7亿元，同比增长
4.7%。粤苏两省GDP占全国份
额均为1/10。与去年一季度相
比，江苏与广东的差距稍微拉大
至776亿元。

在谈及经济发展亮点时，广
东省统计局指出，一季度广东工
业生产增速转正，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0.90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增速比1-2月提高2.9个百
分点；服务业生产迅速回升，服
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由上年全年的0.7
个百分点提高至3.0个百分点；固
定资产投资提速明显，其中工业
投资增长29.4%，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
分 别 增 长 31.4%、59.0%和
33.8%。

江苏的工业生产也在加快
恢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5%，其中新能源产业引领
增长。一季度，全省锂离子电池

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新能源车整车制造增加值分别
增 长 31.8%、36%、59.2%；充 电
桩、光伏电池、新能源汽车产量
分别增长1.6倍、48%、50.2%。

作为外贸大省，受季节性因
素和外需疲软等影响，广东一季
度外贸进出口1.84万亿元，增长
0.03%；江苏为1.2万亿元人民
币，下降6.7%。不过，3月份广东
进出口增速回升至25.7%，外贸
增速逐月递增，呈现企稳向好的
态势，江苏出口由负转增。此
外，浙江一季度进口、出口数据
双双恢复同比正增长。进出口
总值1.13万亿元，同比增长4.8%，
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

排名第三的山东，一季度
GDP跨上2万亿台阶（20411亿
元），同比增长4.7%。在分析经
济运行特点时，山东统计局表
示，工业生产平稳向好，原材料
行业增势较好，一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其
中，3月份增长7.4%。此外，投资
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
资支撑强劲，增长28.1%。外贸
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7646.2亿
元，同比增长7.7%。

GDP增速
吉林西藏并列第一 东北西北增速亮眼

在经济增速方面，有23省份
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去年
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些省
份，今年开局强势反弹。其中去
年一季度GDP增速-7.9%，全年
增速-1.9%的吉林，今年一季度
实现8.2%的增速，与西藏并列第
一。另一个旅游大省海南也受
益于服务业的明显回升，一季度
GDP增速6.8%。去年二季度以
来增速为负的上海，今年一季度
增速为3%。此外，去年一直处于
低位徘徊、增速末尾的天津，今
年一季度也实现了5.5%的增速，
并列第七。

去年经济增速亮眼的宁夏，
今年一季度以7.5%的增速排名
第三。

此外，中西部能源大省也保
持着较快增长，甘肃经济增速
6.7%，内蒙古5.6%，陕西5.3%，青
海5.1%，山西5.0%，新疆4.9%。
此外，中部大省河南增速5.0%，
湖北5.1%。

不只是GDP增速第一，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833.88亿元，吉林
的多项指标也领跑全国，例如吉
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月份增
速居全国各省区市第1位；建筑

业总产值增速第1位；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第1位。此外，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从重点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42.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38.1％，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增长32.5％。吉林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丁一兵认为，这三项投资
表现出比较旺盛的增长势头，显
示出这一时期吉林省投资增长
并非单纯由某一部门、某一产业
投资增长所致，而是政府、民间
投资两旺。

今年一季度，东北经济增速
亮眼。除了吉林，黑龙江和辽宁
均超过全国平均增速。黑龙江
一季度GDP为3104.4亿元，同比
增长5.1%，并列全国第9位。其
中服务业拉动作用明显，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到72.5%；消费市
场加速回暖，一季度，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1289.2亿元，同
比增长8.3%，居全国第6位，基本
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值得注意
的是，一季度黑龙江省进出口总
值71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9.6%，其中机电产品、钢材出
口，以及农产品、金属矿及矿砂

进口均大幅增长。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援引哈尔滨海关统计，一季
度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进出口
490 . 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5%。其中，对俄出口49.7亿
元，增长97.4%；自俄进口440.7
亿元，增长19.5%。

辽宁一季度GDP为6661.4亿
元，同比增长4.7%，主要经济指
标跑赢全国平均水平。辽宁省统
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冰表示，
GDP增速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
这是近年来最好成绩；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4.5个
百分点，在连续12个季度低于全
国后，首次高于全国。值得注意
的是，辽宁的央地合作也取得重

大突破。在新基建、新材料、生物
医疗、高端装备、文化旅游等领域
加强与央企的合作，25个重大项
目成功签约。一季度，中央项目
完成投资增长63.8%。有分析指
出，深化央地合作，是辽宁实现全
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之举。

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
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
杰表示，外贸增长的亮点，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在成功
签署了RCEP后，“一带一路”应
该向北、向东发展。余淼杰建议，
要从原因出发对症下药，即体制
机制的短板、思想观念的短板、经
济结构的短板、开放合作的短板。

广东首次站上3万亿元台阶

从经济总量看，一季度GDP超万亿的省份有12个：
广东首次站上3万亿元台阶；
江苏、山东超2万亿元；
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
湖南、安徽、上海、河北
均超过1万亿元

GDP总量

20411亿元

同比增长4.7%

山东首次超2万亿

GDP总量

29401.7亿元

同比增长4.7%

江苏紧随其后

GDP总量

30178.23亿元

同比增长4%

广东继续
稳坐第一

浙江距离2万亿还差1千亿左右
河北是新晋万亿省份
上海仍是唯一的万亿城市

23省份增速超全国

从经济增速看，去年受疫情影响较大、一季
度经济负增长的吉林，走出疫情阴霾，今年一季
度增速8.2%，与西藏并列第一。

一一季季度度2233省省份份GGDDPP增增速速

省份
吉林
西藏
宁夏
海南
甘肃
内蒙古
天津
陕西
湖北
河北
黑龙江
青海
河南
山西
浙江
广西
新疆
安徽
云南
江苏
山东
重庆
辽宁

GDP增速
8.20%
8.20%
7.50%
6.80%
6.70%
5.60%
5.50%
5.30%
5.10%
5.10%
5.10%
5.10%
5.00%
5.00%
4.90%
4.90%
4.90%
4.80%
4.80%
4.70%
4.70%
4.70%
4.70%

在地区分布上，东北三省增速亮眼，三省增速
均跑赢全国水平。去年增速较快的西部能源大省
和中部省份，今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实力强劲
对中央财力净贡献
8省市税收增速
快于全国平均值

今年一季度，上海是唯
一的GDP总量超过万亿元城
市，为10536.22亿元，同比增
长3.0%。去年上半年，北京
GDP曾短暂超越上海，不过
此后上海实现反超，今年一
季度领先588亿元，北京为
9947.7亿元，同比增长3.1%。
京沪两市经济增速均低于全
国平均值。北京统计局指
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下降7.4%（剔除新冠疫
苗生产因素增长1.8%），但降
幅较上年全年收窄9.3个百
分点。部分高端或新兴领域
产品生产较好，新能源汽车、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风
力发电机组分别增长1.2倍、
44.0%、36.4%和19.0%。

上海一季度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降
幅比去年全年收窄0.2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9176 . 3 1亿元，同比下降
3.3%，但3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6%，
增速较2月份提高2.8个百分
点。电气机械、通用设备、专
用设备等行业增长较快。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3992.33亿元，占比提高至
43.5%。其中，新能源产值
增长50.1%，新能源汽车产
值增长42.4%，高端装备产
值增长15.1%。

GDP总量3715.38亿元，
增速5.5%，是天津交出的一
季度经济成绩单，而去年天
津四个季度增速在1%及以
内。一季度“开门红”“凭什
么”？数据显示，一季度天津
工业生产提速，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民
营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长较快，其中城市轨道车辆
产量增长2.8倍，新能源汽车
产量增长77.2%，光纤产量
增长19.0%。此外服务业平
稳增长，一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6.0%，比上年全
年加快4.3个百分点，占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6.1%。

体现在税收数据上，天
津市税务局表示，一季度天
津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增速
5.6%，比全国平均水平快
3.1%。3月增速达到9.8%。
主要税种收入逐渐接近甚至
超过2019年疫情前水平。
一季度制造业发展势头强
劲，税收增幅达13.6%，此外
服务业持续升温，销售开票
额同比增长13.2%。

天津也是对中央财政净
贡献的8个省市之一。4月初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蔡自力
介绍，一季度地方级税收收
入同比增长2.5%，快于全国
总体水平2个百分点，这有利
于保障地方财力。分地区
看，一季度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8个对中央财力净贡献的省
市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2%，
快于全国总体水平1.7个百
分点。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