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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恢复向
好态势。近日，31个省 （区、市） 上半年 GDP数
据全部出炉。其中，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
首次突破 6 万亿元。上海增速最高，同比增长
9.7%。15个省份上半年 GDP增速高于 5.5%的全国
水平，13个省份上半年GDP增速超过6%。

15个省份增速跑赢平均水平

看总量，在 31个省 （区、市） 中，GDP总量
排在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浙
江、河南、四川、湖北、福建、湖南、安徽，全
国经济十强省份排位没有变动。其中，广东、江
苏、山东经济稳坐前三强，分别为 62909.8 亿元、
60465.3 亿元、44125 亿元，广东、江苏双双跻身

“6万亿元俱乐部”。
看 增 速 ，四 川 、北 京 增 速 与 全 国 水 平 持 平

（5.5%），15个省份 GDP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分
别是上海（9.7%）、海南（8.6%）、西藏（8.4%）、吉林

（7.7%）、内蒙古（7.3%）、浙江（6.8%）、甘肃（6.8%）、
青 海（6.8%）、江 苏（6.6%）、宁 夏（6.5%）、山 东

（6.2%）、安徽（6.1%）、河北（6.1%）、湖北（5.6%）、辽
宁（5.6%）。

看名义增量，10 个省份 GDP 增量超千亿元。
其中，江苏 （3556.16 亿元）、广东 （3391.4 亿元）
GDP 增量超 3000 亿元，浙江 （2495 亿元）、山东

（2408亿元）、上海 （2040.86亿元） 在2000亿元梯
队，湖北 （1756.43 亿元）、四川 （1724.54 亿元）、
安徽 （1309 亿元）、北京 （1269.1 亿元）、湖南

（1065.28 亿元） 在 1000 亿元梯队，GDP 总量十强
省份河南、福建增量未超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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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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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质并进，产业升级趋势明显

各省份经济增长情况的变化，也反映出产业
升级的趋势。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表现亮眼。第一产业中，山
东、河南、广东、四川 4 个省份迈入 2000 亿元大关；
第二产业中江苏、广东迈入 2万亿元大关，山东、浙
江、河南、福建、湖北、四川位于 1 万亿元至 2 万亿
元之间；第三产业中，广东、江苏位于 3 万亿元梯
队，山东、浙江位于2万亿元梯队。

GDP 增速较高的省份，也注重发展质量的提

升。上海由一季度的同比增长 3%提升至上半年的
9.7%。上海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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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汪雪敏分析，
上半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较一季度提升2.8个百分点，较上年全年提
升3.2个百分点。从行业看，电气机械、汽车、铁
路船舶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相关
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上半年，锂离子电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新能源车整车3个细分行业增
加值 （合计占规上工业比重 6%） 同比分别增长
28.8%、36.9%、86.5%，合计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贡献率达 21.5%，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8
个百分点。

多地积极推进下半年工作

除北京和天津，其他省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
标都高于5%，有20个省份目标在6%左右及以上。
其中，海南为 9.5%左右，西藏为 8%左右，江西、
新疆为 7%左右，安徽、宁夏、湖南和湖北为 6.5%
左右。

下半年如何发力加快经济恢复？各地下半年
经济工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抓民营经

济和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资；二是抓汽车、住
房等大宗消费及旅游消费，刺激消费增长；三是
拓展“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
电池） 外销，稳住外贸。

贵州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近日指出，要更大力
度挖掘有效需求潜力，持续扩大产业及配套设施投
资，稳住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抢抓有利时机
扩大旅游消费、提振大宗消费，加快提升对外贸易
规模。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
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山西省委常委会提出，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强
化要素供给和保障服务，滚动实施“三个一批”活
动，多措并举稳住工业基本盘，大力推动汽车、电子
产品、家居和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各类消费提振
提升，推动投资和消费加快回升向好。

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
提出，要着力稳外贸，既拓展“新三样”等外贸
新增量，又努力稳住传统出口产品市场份额，推
动外贸创新发展，促进新业态发展壮大。

各地晒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
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6万亿元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本报北京8月7日电（记者徐佩
玉）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推动银企供
需对接，研究加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

工作举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在会上表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
融部门责无旁贷，也是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民银行

将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强金融、财
政、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引导金融
资源更多流向民营经济。

伊利集团、宏桥集团、龙湖地
产、正泰集团、新希望集团、旭辉地
产、美的置业、红豆集团等民营企业
和部分金融机构、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分别介
绍了企业融资情况，反映近年来企业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支持力度稳
固，同时提出希望进一步拓宽债券融
资渠道等诉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表示，将切实发挥国有大行“头雁”

作用，提升民营企业贷款稳定性，扩
大小微企业授信覆盖面，支持民营企
业债券承销发行。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出台一系列政策举
措，与金融机构共同努力，推动民营
企业融资持续量增、面扩、价降，全
力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制
定出台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指导性文
件，推动商业银行优化内控管理制
度，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加强典型经
验推广。支持地方政府主动解决拖欠
企业账款问题。推进民营企业债券融
资支持工具 （“第二支箭”） 扩容增
量，强化金融市场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金融机构要积极营造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的良好氛围，提高风险评
估能力，全面梳理绩效考核、业务授
权、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尽职免责等
政策安排，优化服务民营企业激励机
制，提升贷款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
性。要深入了解民营企业金融需求，
回应民营企业关切和诉求，做好银企
融资对接，为民营企业提供可靠、高
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要精准实施差
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满足民营房地产
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行业
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民营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民营经济

近期，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民
营企业在当地稳岗用工、金融支持
等系列助企纾困措施的扶持下，呈
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图为洞口
县经开区兴雄鞋业有限公司员工在
生产鞋类产品。

滕治中摄 （人民视觉）

三峡大坝上游的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旅游港换乘中心建设
近日进入收尾阶段，即
将投入运行，标志着具
备 年 游 客 通 过 能 力
240 万人次的长江三
峡宜昌至重庆的始发
港和终点港将全面建
成。该港是湖北省三大
旅游母港之一，也是整
个长江旅游经济带的
重要节点。图为日前拍
摄的三峡秭归旅游港
换乘中心建设现场。

郑 坤摄
（人民视觉）

山东省日照市
东港区近年来依托
山东钢铁集团、日
照钢铁集团两大企
业，聚力发展围绕
钢铁产业的配套服
务产业，出台优惠
政策，助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图
为在德誉精工科技

（日照）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操作激光
设备按客户要求切
割钢板。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康乾街道通过整合养老和医疗资源，
打造融医疗、康复、护理、养老于一体的医养综合体，为辖区老年人、
残疾人及功能障碍病人提供持续性、针对性的照料服务，打通群众卫生健
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图为8月7日，在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之
家”，老人在医护人员的陪护下进行康复训练。 王树成摄 （人民视觉）

本报长春8月7日电（记者郑
智文） 近日，吉林省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推进会议在长春召开。记
者获悉：目前，吉林省已建成各类
养老机构1558家，比2017年增加了
188 家；总床位超过 14.45 万张，比
2017 年增加了 2.03 万张。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高质量完成了 178 个嵌
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136
个社区老年食堂建设任务。

近年来，吉林省有力推动全省
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不断发展，先
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养老

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
养老产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从设施建设、人
才培养、资金监管等方面提供了政
策保障。

据了解，吉林省将持续巩固居
家养老基础性地位、强化社区养老
依托保障功能、发挥机构养老补充
性服务作用、加强县乡村三级养老
服务体系整体布局、加快推动医养
结合发展，推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全面落地、精准落地。

吉林建成各类养老机构1558家

据新华社太原电 （记者王飞
航）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统计局获
悉，今年以来山西省加快推进煤层
气资源开发利用，6月份抽采煤层
气 8.8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同期煤
层气产量的 81.5%；上半年累计抽
采煤层气52.4亿立方米，创历史同
期煤层气产量新高。

煤层气俗称“瓦斯”，是产自煤
层、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非常规天
然气，其资源的开采对于减少煤矿
瓦斯爆炸事故、扩大天然气供给、
降低环境污染都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山西探索了一条“先采气后

采煤，采气采煤一体化”的煤矿瓦斯
治理模式，为我国煤炭矿区瓦斯综
合治理、保证高瓦斯矿井安全生产
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

目前，山西已形成200多亿立
方米的煤层气年产能，生产的煤层
气除自用外，还通过天然气管道输
向省外。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同时蕴
藏着极为丰富的煤层气资源，全省
埋深 2000 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
源量约 8.31 万亿立方米。截至 2020
年底，山西累计探明煤层气地质储
量占全国的90.94%。

山西加快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

本报北京8月7日电（记者王
俊岭）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
的意见》，优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自 2023
年9月4日起施行。

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了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任免程序、独
立董事的职责及履职方式、履职保
障、法律责任、过渡期安排等方面内
容。比如，从提名、资格审查、选举、
持续管理、解聘等方面全链条优化
独立董事选任机制，建立提名回避

机制、独立董事资格认定制度等；明
确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三家境内
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兼职要
求；要求独立董事每年在上市公司
的现场工作时间不少于十五日，并
应当制作工作记录等。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指导证
券交易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立
健全独立董事资格认定、信息库、
履职评价等配套机制，加大培训力
度，引导各类主体掌握改革新要
求。同时，持续强化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监管，督促和保障独立董事发
挥应有作用。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发布

盛夏时节，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51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当地村民抢
抓晴好天气进行水稻收割、转运等作业，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合江县是
全国粮食生产大县，也是四川水稻栽插最早的地方。图为合江县白米镇
斗笠村村民在抢收水稻。 李贵平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向定
杰） 日前，《贵州省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记者从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获悉，为推动数据资源化、资产
化，贵州先行先试，通过建制度、
搭平台、定规则、强应用、育生
态，尝试破解数据“确权难”“供
给难”“交易难”等问题。此次由
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布方案，旨在

进一步解决上述难题。
根据方案要求，当地将创新数

据产权制度，探索数据产权登记新
方式，强化数据要素优质供给，规范
数据流通交易，积极培育数据要素
市场参与主体，探索创新数据要素
政策，强化数据要素市场安全治理。

方案明确，到2025年底，当地数
据资源化、资产化改革要取得重大
突破，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贵州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贵州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