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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

过去一年里，“经济大省”
一词频繁出现在重要会议中。

2024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强调，要继续发挥好
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2024
年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再次强调，要支持经济大省挑
大 梁 ，更 好 发 挥 带 动 和 支 柱
作用。

在受访专家看来，经济大
省既是“顶梁柱”也是“风向
标”，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
窗口。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
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
林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经济大省是全国经
济的顶梁柱，其表现直接影响
经济全局。同时，来自经济大
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有效支撑
了其他地区经济与财政。

火 车 跑 得 快 ，全 靠 车 头
带。“经济大省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
全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同时
在税收贡献、产业发展、外贸
出口、消费市场等多个方面均
占据重要地位。”广东省体制
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说。

“硬核”数据是上述观点
的有力佐证。2023 年经济总
量排在前十位的经济大省地
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经济总
量 61%，前 十 位 工 业 大 省 约
占 全 国 工 业 增 加 值 64%，前
十位消费大省约占全国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64%，前 十
位外贸大省约占全国进出口
总额 82%。

进入 2024 年，经济大省

数据同样亮眼。前三季度，全
国经济增长 4.8 个百分点中，
排名前十位经济大省贡献了
3.1 个百分点。特别是 9 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的一揽子
增量政策，经济大省推动落地
见效普遍较快，在全国经济回
升向好大局中的作用体现得
更加充分。

观察经济大省，既要看短
期 之“ 形 ”，更 要 看 长 期 之

“势”。这些经济大省地区生
产总值呈现出“你追我赶”的
积极态势，不断迈向新台阶。

广东省在 2023 年成为我
国首个 GDP 突破 13 万亿元的
省份。2024 年前三季度，江
苏省与广东省的 GDP 差值相
比 2023 年同期从 2981.63 亿
元 缩 窄 至 2194.88 亿 元 。 此
外 ，浙 江 省 2024 年 上 半 年
GDP 首次突破 4 万亿元大关。

为高质量发展“打样”

经济大省既要有“量”的
支撑，也要有“质”的示范。“当
前，经济大省在中国经济体系
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其产业结
构和经济质量持续优化提升，
正逐步从规模化向高质化、高
端化的转型。”盘和林说。

彭澎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提到，经济大省不
仅在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上
持续领跑全国，更在科技创新
领域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
发展上展现出引领作用，成为
高质量发展示范地。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
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
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
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发

展的“策源地”。
当前，主要经济大省高质

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加
快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以
山东省为例，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全省“四新”（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投
资增长 7.4%，占全部投资的比
重为 58.6%；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 19.4%，增速高于全部
投资增速 15.7 个百分点。

作 为 北 方 经 济 的“ 扛 把
子”，山东省始终稳扎稳打、踏
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
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
断迈进。不久前召开的山东
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暨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更大
力度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
来产业超前布局”“更大力度
提升服务业贡献度”“更大力
度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

在质的有效提升方面，河
南 省 近 年 来 表 现 同 样 不 俗 。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王旭介绍，3 年
多来河南省坚持创新驱动，把
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
代 化 河 南 建 设 的 核 心 位 置 。
省实验室实现从 0 到 27 的快
速跨越，并形成中原科技城、
中 原 医 学 科 学 城、中 原 农 谷

“三足鼎立”的科技创新大格
局。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 1.2
万家，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
长 62.3%。

因地制宜 各展所长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经济大省践行挑大梁，未来将
谋什么？怎么干？

彭 澎 认 为 ，从 目 前 情 况
看，广东省在 2024 年经济增
长目标的实现上面临一定挑
战，江苏省在追赶广东省的进
程中显得更为积极有力。相
比其他省份，上海市房地产市
场表现稳健，为当地财政收入
提供了较为稳固的支撑。

“2025 年 稳 增 长 、稳 就
业、稳消费、稳财政、稳外贸仍
然 面 临 较 大 压 力 。” 彭 澎 建
议，各经济大省要因地制宜，
针 对 薄 弱 环 节 ，拿 出 切 实 办
法，关键是要让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有投资信心，让人民群
众有消费信心。

盘和林认为，经济大省应
持续增强产业动力，特别是长
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需继
续壮大制造业；同时，经济大
省需加大创新发展力度，其中
大城市应发挥引领作用，成为
创新驱动引擎和国际交流窗
口；此外，经济大省还应承担
起先富带后富的责任，助力其
他地区迈向共同富裕。

摩拳擦掌显身手，你追我
赶拼经济。中国城市报记者
注意到，目前经济大省不仅喊
出发展口号，还已着手细化和
锁定目标。

日前召开的广东省委十
三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要求，扛起
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政治责任，
走稳走实广东经济高质量发
展之路。会议提出十项具体
措施，涉及消费、投资、外贸外
资、城乡发展、深化改革等多
个方面。

2025 年外部环境依然复
杂、内部挑战依然存在，广东
省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将如

何穿越周期再启新篇？会议
提到，要更大力度稳外贸稳外
资，全力稳住国际市场份额，
认真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
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政研
室主任朱卫江日前在浙江省
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支
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浙江一
定自觉扛起政治责任，不仅在

“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
更在“质的有效提升”上示范
引领，在“服务国家战略”上主
动担当，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
作用。

在“质的有效提升”方面，
朱卫江提到，浙江将不断提升
高质量发展的质效，加快建设
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蝶变走新路，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
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企业和世
界一流企业，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为科技自立自强
作出更多贡献。

“目前，经济大省挑大梁
作用发挥总体是好的，但也面
临一些困难挑战。”中央财办
有关负责人透露，有关方面正
在研究相关政策。初步考虑，
在资金支持上，可加大超长期
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的
支持力度，扩大专项债使用范
围，在项目申报、资金分配等
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权。

上述负责人说，支持经济
大省发挥挑大梁作用的同时，
也要鼓励其他省份各展所长、
奋勇争先，发挥比较优势。在
此 基 础 上 ，各 省 区 市 强 化 合
作、统筹联动，共同为全国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作用。

经济大省勇担当经济大省勇担当        开拓奋进挑大梁开拓奋进挑大梁

经济大省再次被委以重任。前不久召开
的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支持经济大
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地方经济工作
会议陆续召开。多个经济大省表态，要坚决
扛起“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的政治责
任，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稳定全国经济作
出更大贡献。

中国城市报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各经济
大省以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以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激发市场活力，既有“量”的支撑，
也有“质”的示范，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
效助力。

1月 3日，位于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

的星银药业新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

工人们正铆足干劲加快这一江苏省重大项目

建设。据了解，该重大项目将建成江苏省中药

产业化基地和医用产品生产基地，进一步提升

中药、医用产品产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

需求，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新动能。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