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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
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有关到期阶段性政策
的后续安排，决定核准山东石
岛湾、福建宁德、辽宁徐大堡核
电项目，讨论《关于延长授权国
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
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
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期限的决
定（草案）》。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
学判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

信心，切实抓好党中央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着力固本培元，推
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加强
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研究，
相机出台新的政策举措，更好
体现宏观政策的针对性、组合
性和协同性。要着力激发民间
投资活力，加快解决拖欠企业
账款问题，坚决整治乱收费、乱
罚款、乱摊派。要活跃资本市
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要加快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
造新的支柱产业，增强我国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
影响力。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
策，根据不同需求、不同城市等
推出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政策举措，加快研究
构建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要
高度重视做好就业工作，集成
优化就业创业政策，大力挖掘
就业增长点。要进一步增强责
任意识、担当精神，主动、协同、
高效抓好落实，推动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指出，对今明两年到
期的阶段性政策作出后续安
排，对于企业稳定预期、提振信
心、安排好投资经营具有重要
意义。本次延续政策项目多、
涉及领域广，延续时间长，契合
企业期待，要认真做好宣传解
读，全面抓好推进落实。

会议强调，安全是核电发

展的生命线，要坚持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按照全球最高安全
要求建设新机组，按照最新安
全标准改进已建机组，强化全
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提升关
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水平，确保
万无一失。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
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
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
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
工作期限的决定（草案）》，决定
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到期阶段性政策的后续安排

山东石岛湾核电项目获核准

31省份上半年GDP出炉

15地跑赢全国 上海增势最猛
江江苏苏与与广广东东差差距距进进一一步步缩缩小小

从GDP总量上看，经济大
省广东、江苏仍霸榜前两名；浙
江、河南、四川、湖北、福建、湖
南、安徽等排在前。

梳理发现，2023年上半年
GDP超过2万亿的省份有13个，
比去年同期多3个，即上海、河
北、北京。

其中，广东和江苏更是携
手跻身“6万亿俱乐部”，2023年
上半年GDP分别交出62909.8
亿元和60465.3亿元的成绩单。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与广
东的差距仍在进一步缩小，由
2022年同期的2600多亿元缩
窄为2400多亿元。数据显示，
广东2023年上半年GDP同比增
长5%，比江苏6.6%的增速低了
1.6个百分点。

广东省统计局局长杨新洪
表示，上半年广东经济增长来
之不易，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和
制造业大省，广东发展面临新
情况、新挑战，下半年要延续当
前向好的增长态势，仍需多方
共同发力，不断完善政策配套、
提振市场信心、激活更多动力、
增强经济韧性，推动经济恢复
回升，确保实现全年增长5%的
发展目标。

江苏省统计局指出，上半
年，江苏GDP增长6.6%，比一季
度加快1.9个百分点，连续4个季
度回升。与一季度相比，农业、
工业、服务业、消费、投资等指
标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加快。从
供给端看，上半年，江苏省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可比增长3.9%，
比一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夏
粮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比上
年增加6.8万吨；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一季
度加快2.8个百分点。

15省份增速跑赢“全国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2023年上半年国内生

产总值593034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5.5%。对比
该数据，15个省份上半年GDP
增速高于“全国线”。

上海以9.7%的增速位列第
一，排名第二、三位的海南和西
藏增速也均超过8%。

此外，相比一季度，21省份
上半年GDP增速进一步加快。

上升幅度最大的仍为上
海，由一季度的同比增长3%上
升至上半年的9.7%。

记者注意到，为了大力提
振市场预期和信心，上海今年1
月份印发了《上海市提信心扩
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
聚焦以更大力度助力企业发
展，以更实举措扩大需求强化
供给，以更高水平夯实支撑
保障。

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上海调查总队分析称，总的
来看，上半年随着经济社会恢
复常态化运行，各项政策措施
显效发力，全市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具体来看，上海多个分项
数据表现亮眼。其中，上半年，
上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4.2%、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8.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37.2%、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23.5%。

记者发现，北京上半年经
济也持续回升向好，GDP同比
增长5.5%，比一季度提高2.4个
百分点。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北京调查总队介绍，从生产
领域看，北京工业降幅明显收
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6.4个百分点，37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3个行业
实现增长，比一季度增加5个，
22个行业较一季度增速提高或
降幅收窄；服务业稳步回升，服
务业增加值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2个百分点，14个服务业行业门
类中，13个行业实现增长，比一
季度增加1个，12个行业较一季

度好转。
从需求领域看，北京固定

资产投资两位数增长，增速较
一季度提高4个百分点；市场消
费有序恢复，市场总消费额增
速较一季度提高6.6个百分点，
服务性消费额增速提高7.7个百
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由一季度下降0.7%转为增长
4.5%。

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
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如何评价今年上半年我国
的经济走势？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付凌晖此前在新闻发布
会上谈到，今年以来，随着经济
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效应
逐步显现，市场需求逐步恢复，
生产供给持续增加，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发展质量继续提高，国民经济
恢复向好。

谈及全年经济预期目标，
付凌晖表示，从全年看，尽管面
临压力和挑战，但是随着就业
改善、居民收入增加、内需拉动
逐步增强、供给结构优化调整、
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将稳步
恢复，发展质量将继续提升。
因此，完全有信心、有条件、也
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任务。

大公国际报告指出，展望
下半年，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
者信心的提升以及促消费政策
激励下，消费潜能有望进一步
释放；我国投资将持续对经济
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基建投资
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
投资预计能保持增长，房地产
投资降幅将持续收窄。综合来
看，在稳就业、保民生、扩内需、
调结构等一批政策加码出台预
期下，市场信心有望加速回暖，
全年经济将实现5%以上的增
长，产业升级转型、经济高质量
发展将稳步加快。 据中新网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

31省份
2023年上半年GDP

截至7月30日，31
省份2023年上半年
GDP数据已全部出
炉。总量方面，粤苏
稳居前两名；增速方
面，15省份高于“全国
线”（5.5%），上海势头
最猛，增速达到9.7%。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0日召开
2023年上半年发展改革形势通
报会。会议提出了加大宏观政策
调控力度、促消费扩投资、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夯实
经济安全根基、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六方面任务。

会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扎实推动发展改革工
作取得新成效。一是加大宏观政
策调控力度，精准有力实施宏观
调控，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和
预研储备，扎实做好预期引导。
二是促消费扩投资，激活民间投
资，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释放
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
需求潜力。三是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
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施策帮助
企业减负增效。四是深化改革开
放，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
续推进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
是夯实经济安全根基，强化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强能
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推动
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延链、升链、
建链。六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力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
点群体就业工作，持续促进居民
增收，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

部署加大宏观政策
调控力度等六方面任务

新业态增长强劲

上半年规上文化企业
营收近六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经济参考报》7月31日刊发文章
《新业态增长强劲 上半年规上文
化企业营收近六万亿元》。文章
称，7月30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
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全国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93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3%。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
我国文化产业复苏势头良好，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数字文化产品
等新业态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
力，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文化
产业均衡化、数字化发展。

税惠助企减负增活力

超9000亿元红利
精准直达经营主体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经济参考报》7月31日刊发文章
《超9000亿元红利精准直达 税
惠助企减负增活力》。文章称，今
年以来，一系列延续优化创新实
施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落细，支
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促
进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确保政
策红利精准高效直达经营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
退税缓费9279亿元。其中，中小
微企业受益最明显，新增减税降
费及退税缓费5766亿元，占比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