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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经济地理
版图，经济大省挑大梁
的特点凸显——

2024 年，广东、江
苏、山东、浙江、四川、河
南、湖北、福建、上海、湖
南等十省份以占全国近
两成的面积，贡献全国
超六成的GDP。

火车跑得快，全靠
车头带。经济大省这
个“车头”究竟跑得有
多快？又是如何挑起
大梁的？

河南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1.6%，山东制造业投资增长15.1%……

十省份贡献超六成GDP：
经济大省这样挑起大梁

实现经济体量和增速有支撑

经济大省，是稳住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压舱
石”。2022年 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
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挑大
梁的担当：

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经济十强省份GDP均
超5万亿元，累计实现GDP超过82万亿元，占全国
经济总量的比重升至61%。其中广东GDP连续36
年保持第一，今年迈上14万亿元的新台阶；

从经济增速看，十强省份中有 7个跑赢全国
5%的增速，其中江苏、湖北经济增长 5.8%，并列
第一。

实现这样的体量和增速，背后有哪些支撑？
从生产端看，经济十强省份大多是三次产业

同步发力，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全国比重为 49.4%，第二产业占比为 63.5%，第
三产业占比为60.5%，多在“半壁江山”以上。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2024 年，经济
十强省份中，有 8 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高于全国 5.8%的增速，其中山东增速最
高，达到 8.3%。

从需求端看，经济十强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 63%，8个省份增速高于全
国，消费主引擎拉动作用显著。在外部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进出口仍保持稳健增
长，实现进出口总额超 32.7万亿元，占全国的比
重为74.7%，展现了较强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减少
等因素影响，经济大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稳
步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工业、制造业和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比如，河南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 21.6%，山东制造业投资增长 15.1%，湖北高
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6.7%。

回望过去的2024年，在国内外多重困难挑战
之下，经济大省稳住了基本盘，有力支撑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挑起大梁”，既有客观条件支撑：经济大省
资源禀赋优势相对突出，产业基础较为雄厚，城
镇化水平较高，经营主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挑起大梁”，更体现主动作为：从加快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到打
出稳外贸“组合拳”，稳步推进改革任务落地，经
济大省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统筹改革和发展、把
握当下和长远，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
展实绩。

科技创新动能强劲

近期，以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人工智能
企业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刷屏全球互联
网，被外界称为“神秘的东方力量”。

爆火出圈的背后，凸显浙江等经济大省
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作用：经济发展结构
向优、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热潮涌动，勾勒
中国经济新图景。

从创新动能培育看，经济大省通过优势
领域锻长板、薄弱环节补短板，推动新动能积
厚成势，传统产业焕新升级：

2024年，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8万亿元；四川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无人机等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长 20%以上；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增长达8％左右，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
造实现全覆盖……

向新竞攀，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关键。
2024 年，上海、浙江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
4.4%左右、3.2%，均高于全国的 2.68%；广东
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保持全国首位。

从绿色低碳转型看，经济大省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全国生态安全
屏障：

2024年，山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达1.15亿千瓦，占比历史性超过煤电；福
建森林覆盖率连续46年居全国首位，完成重
点区域林相改善6.88万亩；湖南提前完成“十
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洞庭湖总磷浓度下
降提前完成国考目标……

回望 2024年，经济大省坚定迈向高质量
发展，还有更多生动的注脚：

广东完成横琴合作区第一阶段目标任
务，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大幅
增加，澳资企业超 6600 户、较 3 年前增长
44%；

江苏成功研发全球首套多电极血管内消
融设备，13个创新药获批上市、居全国第一；

湖北经营主体连续 4年每年新增百万户
以上，社会融资规模连续 4年每年跨过一个
万亿台阶；

河南建成内陆地区首个国际公路运输集
结中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3万列……

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经
济大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主动服务和融入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积
极探索、示范先行。

2025年以改革促发展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支
持经济大省挑大梁”。进入 2025年，经济大省如何
挑起大梁？

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多数经济大省将
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以上：广东、上海为
5%左右，江苏、山东为5%以上，福建为5%至5.5%，
浙江、河南、湖南为 5.5%左右，四川为 5.5%以上，湖
北为6%左右。

“经济大省的增长目标，既兼顾了需要与可能，
也考虑到做好与中长期规划衔接，充分体现了推动
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需要。”国
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说。

经济增长目标背后，也体现了经济大省主动作
为、开拓进取的责任担当。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称，中国经济大省与重镇都把今年的增长目标定在
5％左右或更高，显示这些地方领导“勇挑重任”的
政治责任意识。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目标明确，重在落实。
记者梳理发现，经济大省今年的工作安排，均

对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围绕全方位扩
大国内需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拿出真招、
实招。

在大力提振消费方面，江苏、山东、浙江、四川
等多省份提出，今年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能；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
各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如山东加快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湖北深入实施数字新基建、开源新体系
等“五新工程”。

推进高质量发展，既要脚踏实地，持续夯实经
济“稳”的基础，也要勇于突破，不断积蓄经济“进”
的动能。

乙巳蛇年开工伊始，多地召开“新春第一会”，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点领
域落子布局，推动改革举措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成效：

上海发布《上海市聚焦提升企业感受 持续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在优化为企整体
服务、优化涉企监管检查等方面，推出 58条任务举
措。河南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
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山东部署深化融资平
台和城投公司转型改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等
10项重点改革……

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一年，经济大省干
字当头、迎难而上，接续奋斗、勇挑大梁，将助力中
国经济航船在新的征途上劈波斩浪。 新华社电

郑州陆港园区郑欧班列正在吊装集装箱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