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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经济大省2024年发展蓝图

证券时报记者 陈雨康 吴志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1月23日在上海世博中心举

行，上海市市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

告。龚正表示，一年来，上海市经济社

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运

行稳步恢复，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4.72
万亿元，增长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9.3%，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0.3%，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4.5%。

上海将着力完善金融产品体系，全力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龚正表示，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

今年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

目标是：全市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全社

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例达到 4.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

率5%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3%左右。

资本市场建设方面，龚正表示，去

年，科创板功能进一步提升，上海上市

公司首发募资额、总市值位居全国首

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开放度进一步

提升，持牌金融机构新增 47家、总数

达到 1771家，上海国际再保险交易中

心启动运行，“互换通”正式落地。

去年上海发展新动能稳步壮大，上

海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3.9%，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

产业规模达到1.6万亿元。全社会研发

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

达到4.4%左右，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提高到50.2件。

报告显示，2023年，上海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别新增 65
家和30家，累计分别达到956家和561
家。首批创新型企业总部达到 40

家。2023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到 4.2万亿元,增长 0.7%，实际使用外

资达到2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23年，上海市“五个中心”能级

巩固提升。其中，国际经济中心综合

实力持续增强，2023年，上海 58个 10
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

C919国产大型客机、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实现商业运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枢纽地位日益巩固，小洋山北作业区、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开工建设，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915.8万标准箱、

连续14年排名世界第一。

推进“双碳”方面，去年上海实施碳

达峰十大行动，新增光伏装机94.6万千

瓦，新能源汽车推广35.4万辆，保有量

达到128.8万辆，排名全球城市第一。

去年上海民生福祉稳步改善。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万元，增长

6.6%，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今年上海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

化，巩固提升工业经济比重，全力落实

新一轮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上海方案”，培育提升新能源汽车、高

端装备、先进材料、民用航空、空间信

息等高端产业集群，加快打造未来产

业先导区。推动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智能机器人+”行

动，率先开展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和上路通行试点。打造工业上楼智造

空间 1000万平方米，低效建设用地减

量13平方公里。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龚正说，

上海将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实施

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着力完善金融

市场体系，加快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

易平台，高水平建设国际再保险中心，

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着力完善

金融产品体系，全力做好科技金融、绿

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

融“五篇大文章”，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

上海：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将率先开展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吴瞬

1月23日，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开幕，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在开幕会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23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13.57
万亿元，增长4.8%，是全国首个突破13
万亿元的省份，总量连续 35年居全国

首位。其中，广州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

元，深圳成为广东第二个万亿元消费城

市，佛山成为广东第二个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的城市。

2024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6%，进出口总额增

长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

长同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3%
左右。

“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

4年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为全球创

新指数第二名，全省研发经费支出约

4600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39%，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 7年全

国第一。

产业方面，2023年，广东省新能源

汽车年产量达253万辆，全国每4辆新

能源汽车就有 1辆是“广东造”。出台

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系列政策，组

建全国唯一的国家地方共建新型储能

创新中心，新型储能在建项目 100个、

总投资 2290亿元。肇庆宁德时代二

阶段工程等项目动工建设。佛山宝塘

新型储能电站建成投运，是我国一次

性建成最大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

新型储能电站装机规模突破 160万千

瓦，广东成为全国储能电池产业配套

最全的地区。

2023 年，通过深入实施“广东强

芯”工程、汽车芯片应用牵引工程，两

条 12英寸芯片制造产线、高端光掩模

产线等建成投产，全力打造中国集成

电路第三极。通过实施“大项目”扩容

增量行动，对投资 5000万元以上的先

进制造业项目用地指标应保尽保，投

资约 700亿元的揭阳中石油炼化一体

化项目全面投产，投资超 500亿元的

惠州中海壳牌三期、投资约 300亿元

的茂名石化升级改造项目开工建设，

湛江巴斯夫、惠州埃克森美孚项目年

投资额均超100亿元。

2023年，广东全省经营主体突破

1800万户,全年净增 172.8万户。通过

实施“大企业”培优增效行动，累计培

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132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28家，19家企

业进入世界 500强。A股上市公司总

量、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均居全

国第一。其中新增 A 股上市公司 51
家，另有 15家企业在中国香港、美国、

新加坡等地上市。

对于广东省 2024年的投资计划，

报告指出，2024年安排省重点建设项

目 1508个,年度计划投资 1万亿元，开

工建设漳汕、合湛高铁和西丽高铁枢

纽、广州东至新塘五六线、珠三角枢纽

（广州新）机场等项目；建成梅龙高铁、

新白广城际铁路、深中通道、黄茅海通

道和信丰至南雄、龙川至寻乌高速

公路。

王伟中表示，扎实打造新发展格

局的战略支点。坚持软硬联通一起

抓，推进“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做好

广珠澳高铁前期工作，加快皇岗、沙头

角等口岸重建和改扩建。用好管好港

珠澳大桥，优化完善“港车北上”“澳车

北上”，稳妥推进“粤车南下”；扩大“湾

区标准”清单和“湾区认证”项目范围；

扩大“组合港”“一港通”试点，强化大

湾区贸易、航运枢纽功能。加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协同

联动。

广东去年GDP突破13万亿元大关创全国纪录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1月23日，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在南京举行，江苏省省长许昆林

代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

作。过去的一年里，江苏经济运行“平

开中高后稳”，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

固，2023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
达 12.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今

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以上。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江苏

进出口总额 5.25万亿元，实际使用外

资规模保持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

4.66 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6.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达91.9，
居全国第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提

高到 41.3%和 49.9%，13个设区市全部

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百强市，地区生

产总值万亿之城增至5座。

与此同时，江苏科技创新工作取得

新进展。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3.2%左

右，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1.5件、连续

8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江苏省太湖实验

室牵头研发的“奋斗者”号完成极限深

潜，高效率全钙铁矿叠层电池入选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科技型中小企业9.4万

家，新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795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回顾 2023年，江苏省于年初在全

国较早推出“42条”政策举措，8月出台

“28条”增量措施，相继制定一系列加

力提效的专项政策。多措并举为企业

减负纾困,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

费超过 2000 亿元。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省重大项

目完成投资超7000亿元。

过去的一年里，江苏新增境内上

市公司 58 家，首发融资规模 587.4 亿

元，均居全国第一。科创板、北交所上

市公司分别达 110家、43家，保持全国

第一。江苏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

联”，新增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20
家，新建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112
家、示范车间 501个，全国首批 300家

5G工厂中江苏有 97家，两化融合发展

水平连续9年全国第一，江苏制造正加

快实现“数智蝶变”。

江苏纵深推进改革开放，出台建设

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行动

方案，立足新起点推进“一带一路”交汇

点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占全省比重达42.9%。江苏还推动外贸

稳规模优结构，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

49.7%，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12.3%，“新

三样”出口规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签证出口货值均居全国第一。

2024年，江苏省将全力推动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突出抓好纳入国家“十

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投资项目和

450个省重大项目。加大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体系化推进5G、千兆光网

规模部署，支持苏州国家级互联网骨

千直联点建设，加快智能算力、边缘计

算等算力设施布局。

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指出，江苏将

着力巩固外贸基本盘，深入开展“江苏

优品行全球”行动，进一步加强同美欧

日韩经贸往来，积极拓展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市场，开拓全球经贸合作新空

间，实施跨境申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着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

带”，积极布局海外仓。

江苏还将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高标准建

设 1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16个

省重点集群，着力构建新型电力装备

等世界一流、高端装备等国际先进、航

空航天等全国领先的集群方阵。

2024年，江苏将深入实施“筑峰强

链”企业培育支持计划，争创一批国家

级制造业领航企业，力争新增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00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 30家，新创一批国家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江苏2023年GDP增长5.8%
今年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证券时报记者 李小平

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1月

23日开幕，浙江省省长王浩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表示，建议浙江 2024年的

主要预期目标为：生产总值（GDP）增长

5.5%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左

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5.5%左右，研发投

入强度达到3.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据介绍，2023年，浙江全省生产总

值为 82553亿元，比上年增长 6%。按

照2022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7.77万亿

元计算，2023年，浙江GDP首次跃上 8
万亿新台阶。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2332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

加值 33953亿元，增长 5.0%；第三产业

增加值46268亿元，增长6.7%。

2023年，浙江经济运行持续回升

向好，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6.1%，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6.8%，出口增长3.9%，实际

使用外资增长 4.8%，其中制造业使用

外资增长85.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7%；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5.2%、7.3%；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0.3%，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6%，均

好于预期目标。

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经营主体

数量突破千万户。通过深入实施营商

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2023
年，浙江新设企业和个体户 180.8 万

户，比上年增长 9.9%；截至 2023年末，

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 1034万户，比上

年末增长 9.6%，其中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1001万户。

作为外贸大省，2023年浙江货物

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为 4.90 万亿

元、3.57万亿元和 1.33万亿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 4.6%、3.9%和 6.7%，规模分

别居全国第三、第二和第五位。新兴

产业出口较快增长，“新三样”出口

1402亿元，增长 11.0%，拉动全省出口

增长0.4个百分点。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2023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98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10.1%，增速比GDP高 4.1个百分

点。新兴产业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

业中，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4%、

7.0%和 6.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分别为 46.2%、67.1%和 33.3%，

均高于上年。

2024年，浙江将聚焦聚力提升政

策引导保障成效；聚焦聚力扩大有效

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聚焦聚

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

长 9%左右，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

覆盖率达85%，新增上市公司50家、国

家单项冠军企业（产品）20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300家以上。

今年，浙江还将聚焦聚力科技创

新，新增科技领军企业 10 家、科技小

巨人企业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 5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2万家；创新人

才评价机制，新遴选顶尖人才 40名以

上、省引才计划专家 500名以上、省培

养计划专家 600名以上。聚焦聚力高

水平对外开放，力争实际使用外资

200 亿美元以上，其中制造业外资占

比超过29%。

浙江GDP首次跃上8万亿元
计划2024年新增上市公司50家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日前，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开幕，重庆市市长胡衡

华代表市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

2023 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30145.79亿元，同比增长6.1%，

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GDP突破3万亿

元大关的城市。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

实现历史性突破，全年新能源汽车产

量超过50万辆。2024年，重庆市GDP
增速目标为6%左右；将纵深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多措并举稳投资促消费，

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2023 年，重庆市 248 个共建重大

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4138.4亿元；26个

50亿元级以上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全

市 工 业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13.3%、7%；保交楼项目新交付15.7万

套，完成任务总量的90%，商品房销售

面积连续6个月回升。

作为主要支柱产业，2023年，重庆

汽车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3%，对

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达 23.8%，汽车

产量升至全国第二。9月以来，重庆新

能源汽车产业取得重大进展，全年新

能源汽车产量50.03万辆，实现历史性

突破。

重庆高新技术产品保持高速增

长，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量增长

5.6倍，智能手表增长44.6%，服务机器

人 增 长 59.1% ，工 业 机 器 人 增 长

25.7%，光伏电池增长 27.6%，液晶显

示屏增长 13.6%，为全市工业转型升

级注入新动力。目前，重庆市专精特

新企业达到3694家，新增上市企业10
家，2023年新增经营主体64.8万户，增

长21.8%。

随着一系列推动宏观经济回升向

好政策效果不断显现，重庆市规上工

业民营经济呈现出逐步回稳向好的发

展势头。2023年，全市规上民营工业

企业增加值增长 6.6%，与全市平均水

平 持 平 ，对 全 市 规 上 工 业 贡 献 达

57.5%，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 3.8个

百分点。

2024年，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4%，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 6%，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

右，节能减排降碳指标完成国家下达

的目标任务。

胡衡华指出，重庆将依托渝西地

区谋划建设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打造

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

业基地和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2024年，重庆将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

适度分离、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等

改革。

2024年，重庆力争全社会研发投

入强度达到 2.55%，力争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企业分别突破 8500家和 6
万家；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建设西

部金融中心，加快全球设计之都建设；

打造全市统一算力调度平台，提升信

息基础设施能级，启动 5个行业产业

大脑建设，新建 5个未来工厂 10个智

能工厂和100个数字化车间。

此外，重庆今年新开工 98个重点

工业项目，新实施 1500个技术改造项

目；力争全市工业投资增长14%、技改

投资增长 15%；城镇新增就业 60万人

以上，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以上。

重庆去年GDP突破3万亿 今年增速目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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