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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31 个
省份 2010 年的 GDP 之和约 43 万亿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 2010年我国 GDP初步测算为 397983亿元。如此算来，31个
省份各自公布的 GDP总量比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 GDP 多约 3
万亿元——相当于 GDP总量排在全国第 4位浙江省去年一年
的GDP总量（浙江 2010年GDP为 27100亿元）。

从各省的GDP总量来看，广东仍以45473亿元稳居榜首。广东
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江苏和山东分别以40903.3亿
元和39416.2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宁夏、青海和西藏三省区垫底。

全国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在不断做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大
部分省份已经跨入“万亿俱乐部”——共有 17个省份，“万亿俱乐
部”新增的成员有：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三省（区）。

此外，广西、江西、天津和山西四省（区、市）的经济总量达到
9000亿元以上，是未来一年“万亿俱乐部”的候补成员。

31 个省份 GDP 的平均增速为 13.4%，比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 10.3%要高 3.1 个百分点。31 个省份中，只有上海和北京
的 GDP 增速低于全国 10.3%的水平。天津、重庆和海南的
GDP 增速分以 17.4%、17%和 15.8%名列全国前三名。

刚刚过去的“十一五”，中国经济这艘巨
轮，以年均超过 11％的增长速度，在复杂的
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中破浪前行，综合国力和
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新台阶，站上了新起
点。

但扑面而来的挑战和不可预知的风险，
也让这艘巨轮在新的一年里不得不更加小
心行驶，谨慎应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已经连
续7个多月上涨，国内通胀压力不断凸显，资
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不断加剧，世界经济不确
定因素仍然较多……

“物价走高，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近忧；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仍不乐观，这是远
虑。”经济学家余永定分析。

“十二五”规划建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并提出要让价格
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
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效益明显提高。

既要解决近忧，又需绸缪远虑，成为开
局之年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为“十二五”开
好头、起好步的关键所在。

“开局之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向，就是
要着力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新年伊始，从货币政策操作到房地产调控，
再到稳定农产品价格，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密
集出台。随着政策效应的释放，物价上涨会
呈前高后低走势，预期全年不会出现明显通
胀。”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李稻葵说。

“当前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以
及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过‘十一五’
的磨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又积累
了新经验，铸造了新优势，实现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的目标有信心、有条件、也有能力。”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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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南
河北
辽宁
四川
上海
湖南
湖北
福建
北京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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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陕西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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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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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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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宁夏
青海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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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73
40903.3
39416.2
2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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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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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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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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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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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15.3%
12.3%

17省份跨入
GDP“万亿俱乐部”

中部 6省GDP的平均增速约
为14%，处于领先地位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
速连续3年超过东部

目前，全国各地都已召
开“两会”，各项数据已经出
炉。据记者统计，内地 31 个
省（市、区）各自公布的 2010
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总
和，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
国GDP总量约3万亿元——
相当于浙江省的 GDP 的总
量。各省份的平均经济增速
也 比 国 家 统 计 局 公 布 的
10.3%全国经济增速高出 3.1
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在不断做大的
同时，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
态势逐渐形成。记者统计表
明，有17个省份的G D P超
过 1 万亿；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的经济增速连续 3 年超过
东部。

从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标准之一的“人均GDP”来看，上
海、北京人均GDP位居全国前两位，均超过1万美元，而西部的云、
贵、甘等省份的人均GDP相对较低。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919元，城市居民收入是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2倍。

记者统计发现，有18个省份的农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比低
于全国水平。此外，东部地区的城乡贫富差距普遍小，而西部地

区的城乡贫富差距普遍较大。其中，天津的城乡贫富差距最小，
为 2.06倍；城乡贫富差距最大的是贵州，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的4.17倍，其次是云南和甘肃，达4倍左右。

此外，2010年各地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青海上涨最
高，达到5.4%，其次是海南达4.8%，北京最低，为2.4%。据已公布
的数据，有 12个省份 2010年的CPI同比增速超过全国的 3.3%的
水平。

据2月22日《南方都市报》A16版 杨章怀

广东稳居榜首，经济总量占全国10%

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已初见成效，大部分都放
慢GDP的增长速度，除了天津和海南的GDP增速排列第 1和第
3位外，福建排在第 15位，GDP增速的最后 11个省份中大多在
东部，它们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北、浙江、北京和上海等 7省
（市）。与此相对应的是，GDP增速的前 11名中，西部地区的省
份有一半在列，如：重庆、青海、四川、内蒙古、陕西和广西等 6省
（区、市）。

我国四大区域中，中部6个省份因为整体成绩优良，其GDP的
平均增速约为 14%，处于领先地位；西部 12省份GDP的平均增速
为 13.7%，东北 3省的平均增速为 13.4%，东部 10省的平均增速为
12.8%。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确立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
战略”，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撒胡椒面”式的工业布局的局面，东
部经济开始腾飞，区域差距逐渐拉大。据统计，1978年至2000年，
东部经济增速比其他地区要快 2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在“八五”

时期（1990年~1995年），东部经济增速比其他地区高5个百分点。
2000年，国家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相继提出“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的差距开始缩小。

2007年，我国西部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2008年，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全面超过东部，这一趋势一直保持至今。这
种现象表明，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
制，开始朝着区域均衡发展的方向发展。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
结构将成为主线。许多省份都下调了 2011 年经济增速，如
2010 年经济增速为 17.4%的天津，今年经济增速为 12%；2010
年保持 17%增速的重庆，今年下调到 13.5%等。据公开资料显
示，目前只有贵州和甘肃两省明确今年的经济增速稍高于去
年。此外，大部分省份将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设定在 8%~
12%。

中西部和东北经济增速连续3年超过东部

城乡贫富差距东部较小、西部较大

“当前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以及长期
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过‘十一五’的磨砺尤其是
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又积累了新经验，铸造了新优
势，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有信心、有条件、
也有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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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苏、山
东、浙江、河南 GDP
排全国前5。

“十二五”规划建议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