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国企主要效益指标稳步增长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 2023 年全国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

示，2023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主要效益指标继续稳步增长， 回升向

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企业利润总额达

46332.8亿元，同比增长 7.4%。 数据显

示，2023 年， 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857306.1 亿元，同比增长 3.6%；国有

企业应交税费 58745.8亿元，同比下降

0.5%。截至 2023年 12月末，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率 64.6%， 上升 0.3 个百分

点。

我国将建设新材料大数据中心

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

门联合印发的《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

型工作方案（2024—2026 年）》提出，

到 2026 年，我国原材料工业数字化转

型取得重要进展， 明确将建设一个新

材料大数据中心、 四个重点行业数字

化转型推进中心、 四个重点行业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方案提出到 2026年行

业数字化转型的一系列量化目标，并

从强化基础能力、深化赋能应用、加强

主体培育、 完善支撑服务等四个方面

明确了 14 项任务。 此外，方案还提出

要研制一批技术领先、 性能优良的智

能化仪器仪表、 智能阀门等标准化产

品， 开发一批高端工业软件和工业

App，面向重点行业培育一批产品和系

统解决方案， 并明确要探索建立原材

料企业与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需求匹

配和创新协同机制， 加快推进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原材料工业。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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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地方两会陆续召开 经济发展成绩单亮眼

目标明确 多地划定 2024年发展“线路图”

数字图解

本报记者 王彤旭

全国省级两会近日密集召开，

多地披露 2023 年经济发展“成绩

单”， 并定下 2024 年经济增长目

标。 数据显示，广东成为全国首个

GDP 突破 13 万亿元的省份（广东

省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13.57

万亿元），浙江 GDP 首次跃上 8 万

亿元新台阶，江苏成为全国首个拥

有 5个“万亿之城”的省份。

从多地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

来看，“促消费”“发展新质生产力”

等成为 2024 年多地重点工作中的

着力点。

多地成绩单亮眼

据中国商报记者梳理，截至 1

月 23 日，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等

20 余地公布了 2023 年 GDP 数

据。从经济增速来看，有 12地经济

增速超越全国平均水平： 海南

（9.2%）、 内蒙古（7.3%）、 甘肃

（6.4%）、 吉 林 （6.3%）、 重 庆

（6.1%）、山东（6%）、四川（6%）、浙

江 （6%）、 江苏 （5.8%）、 安徽

（5.8%）、 河 北 （5.5%）、 辽 宁

（5.3%）。其中，辽宁经济增速 10年

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增速。

从经济增量来看，第一经济大

省广东再度拔得头筹，成为全国首

个全年 GDP 突破 13 万亿元的省

份， 经济总量连续 35 年居全国首

位。

作为第二经济大省， 江苏省

2023 年 GDP 为 12.82 万亿元。 不

过，离 13万亿元大关只差“临门一

脚”的江苏也拿到了两个“冠军”：

“万亿之城”增至 5 座（苏州、南京、

无锡、南通、常州），成为全国拥有

“万亿之城”最多的省份；新增境内

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江苏

新增境内上市公司 58 家， 首发融

资规模为 587.4 亿元，均位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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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山东（9.2 万亿元）、浙江

（8.25 万亿元）、 福建（5.43 万亿

元）、湖南（5 万亿元）的经济增量

同样十分耀眼。

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如何持续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成为摆在各地面前的新

课题。目前，多地公布了 2024 年经

济增长目标。 其中，广东、福建、安

徽、辽宁、广西、天津等地 2024 年

GDP 目标设定高于 2023 年增速，

河北、上海、山西等设定 2024 年经

济增长目标与 2023 年实际增速持

平。

在 2023 年跑出自贸港“加速

度”的海南，2024 年目标最为“激

进”———GDP 增长 8%。 海南的自

信源于 2023 年令人振奋的成绩，

这主要得益于海南自贸区加速建

设带来的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海南

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海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50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第二产业

增加值为 1448.45 亿元， 增长

10.6%；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4595.33

亿元，增长 10.3%。

对于海南 2024 年的工作规

划，海南省省长刘小明在海南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 年将在

做好常规工作的基础上，聚焦关键

领域、关键问题，集中力量打好七

大攻坚战，分别是封关运作准备攻

坚战、投资扩容增效攻坚战、国际

旅游消费提档升级攻坚战、产业补

链强链攻坚战、营商环境整体提升

攻坚战、 金融稳进扩量提质攻坚

战、外贸外资稳增促优攻坚战。

安徽省的目标也处于高位，其

将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目标设置

为增长 6%左右。 安徽省政府工作

报告从 11 个方面提出了 2024 年

重点工作，涵盖科技强省、壮大新

质生产力、扩大内需、深化重点领

域改革、推进对外开放、区域协调

发展、抓好“三农”工作、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文化繁荣、增进民生福

祉、建设平安安徽等多个领域。

此外， 广东和上海均将 2024

年 GDP 预期目标增长定为 5%左

右。 同属于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

江苏省设定了更为积极的 GDP 预

期增长目标， 分别是 5.5%左右和

5.8%。

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截至目前，在已发布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多地将发展新质生产力

定为 2024年的重点工作。

在产业发展方面，“发展壮大

新质生产力” 被安徽放在了 2024

年工作计划的核心位置。 具体来

看，2024 年安徽将壮大汽车“首位

产业”， 培育招引关键领域零部件

优质企业，完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

机制化的对接平台，引导传统零部

件企业向新能源化转型。推动汽车

制造向“产品+服务”延伸，支持发

展汽车新零售、充换电服务等新业

态； 依托开放型汽车生态实验室，

新建两家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类实

验室。

重庆也提出，坚持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持

之以恒抓龙头带生态，促进产业集

聚、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力培育

新质生产力。 天津则提出，全力促

进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

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在

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

着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我国经

济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传统的

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等已难

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寻

找新的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成

为迫切的任务。新质生产力不仅可

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可

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推动经济持

续发展。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

家郭涛表示，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反映了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高度

重视。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科技

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传统的

物质生产力，还包括知识、信息、数

据等非物质生产力，这些都是科技

创新的重要成果。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通过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服

务，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市场

需求，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各

地政府都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投

入和支持力度， 包括建设创新平

台、引进高端人才、优化创新环境

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激发企业和个

人的创新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

快速发展。 ”王鹏说。

多地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

点提及促消费，主要涉及提振大宗

商品消费和新型消费。 比如，北京

提出，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

等大宗消费；积极培育国货“潮品”

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鼓励老字号企

业创新经营模式；支持美食、时尚、

会展、演出、冰雪和美丽健康等服

务消费发展，为境外游客提供更加

便利的支付环境。 江苏提出，大

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

消费、体育休闲消费，加大文化旅

游新消费业态培育和推广力度，打

造更多国货“潮品”和全新消费场

景。

新年伊始， 各地企

业纷纷开足马力忙生

产、赶订单、拓销路，用

实干与奋进争创新年

“开门红”。 图为安徽省

阜阳市颍东区安徽万谷

力安电气有限公司内工

人正在断路器生产线上

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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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彤旭

漫步在村中小径， 看村前碧塘

水清如镜， 与周边农房的风貌墙绘

共同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微风

掠过古建筑群， 村史文化展览馆默

默诉说着乡村文化的“前世今生”；

出门见绿，推窗见景，口袋公园小而

美， 黄发垂髫尽情享受着家门口的

“微幸福”……这是广东东莞市“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

下简称“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的美

丽风貌。 从“城中村”到“城中景”的

华丽转身，“百千万工程” 建设切实

增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去年以来， 广东各地以头号工

程的力度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着力培育县域优势产业，大力提

升城镇建设能级， 探索农村新型集

体经济，激发乡村振兴原动力，一幅

高质量发展美丽实景图在南粤大地

徐徐展开。近日，中国商报记者实地

走访了东莞市南城街道石鼓社区、

横沥镇隔坑村及东坑镇丁彭黄片区

等示范典型， 见证了东莞市镇村发

生的变化。

走进石鼓社区， 石鼓公园绿植

环绕、景色秀美。“石鼓公园的前身

只是一片开放绿地，什么都没有，考

虑到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 石鼓社

区在东莞市城管局南城分局的指导

下，对这片开放绿地进行改造升级，

设计种植了各种绿植， 安装了很多

健身器材，还有儿童娱乐设施。 ”东

莞市城管局南城分局一名工作人员

对记者表示， 目前石鼓社区公园面

积超 2.5 万平方米， 公园绿化面积

占比为 82%，种植有桂花、樟树、大

叶榕、小叶榄仁、秋枫、桃花芯、紫

薇、黄花梨等 20 多个树种，与灌木

丛一起打造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的

公园景观。

在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

型县镇村名单中， 横沥镇隔坑村榜

上有名。除房屋外立面改造提升、城

乡停车秩序整治、 村前碧塘风貌带

整治等工作外，隔坑村还建立了“益

企啡吧”实践基地，充分调动各方积

极性：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

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洁净

城市”“行走横沥”等专项行动，加快

形成全民共建、 全民共享的良好氛

围。截至目前，该村累计举办了人居

环境提升活动 20多场次，完成农村

人居环境微实事 50多项。 同时，在

发展优势产业、壮大县域经济方面，

横沥镇的表现同样不俗。 2023 年，

该镇有规模以上模具企业 145 家，

产值 151.46 亿元，占全镇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28.4%。

此外，被纳入首批省市“百千万

工程”典型村的东坑镇丁彭黄片区、

长安镇新民社区， 借力环境品质提

升， 走上了一条生态和经济效益同

步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其中，东坑镇

丁彭黄片区围绕生产、 生活、 生态

“三生融合”，着力实现产业味、人情

味、旧村味“三味协调”，培育成有人

气、有烟火气的乡村韵味“桃花源”；

长安镇作为东莞市经济发展“排头

兵”、制造业发展重镇，依托现状山

水资源，巩固茅洲河流域治理成效，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而新民社

区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该社区借

着环境蝶变， 塑造宜居宜业城乡空

间， 大大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步入 2024年，“百千万工程”的

典型培育仍然是广东省省内各地的

工作重点。 2024 年对于东莞市“百

千万工程” 的主要践行者———东莞

市城管局来说， 也是在既有成绩的

基础上继续出发的新起点。 谈及

2024 年的工作，东莞市城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强化“百千万工程”

典型培育， 推进人居环境品质迈上

新台阶。 坚持将“百千万工程”作为

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的有效路

径， 加快补齐镇容村貌短板， 打造

“宜居韧性之城”。

据悉，东莞市城管局将以“七个

一”（一个美丽乡镇通道、 一条美丽

示范主街、 一片房屋外立面提升样

板、一处美丽圩镇客厅、一个干净整

洁农贸市场、一条美丽河道、一个绿

美生态小公园）为切口，推进村容村

貌提升。 抓好生活垃圾、“六乱”（乱

扔吐、乱堆放、乱摆卖、乱拉挂、乱贴

画、乱搭建等严重影响城镇秩序、容

貌和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 整治两

项攻坚任务，建立典型镇、典型村人

居环境品质提升挂点服务制度，形

成局机关干部指导、监督、落实的长

效机制。

“我们还将按照《东莞市美丽圩

镇“七个一”建设指引》，因地制宜构

建以点为基、串点成线、连线成片、

聚片成面的城乡风貌带， 打造集观

赏、游玩、休闲于一体的精品线路，

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 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 指导各镇村重点

打造一批美丽圩镇入口通道、 示范

主街、房屋外立面提升样板、美丽圩

镇会客厅、干净整洁农贸市场、美丽

河道、绿美生态小公园，以点带面促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向更高水平迈

进， 持续开展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

建。 ” 东莞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实现从“城中村”到“城中景”的华丽转身

东莞“百千万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3 年全年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

1260582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2%。 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 8975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1%；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482589 亿 元 ， 增 长

4.7%；第三产业增加值

688238 亿 元 ， 增 长

5.8%。 分季度看，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4.5%， 二季度增

长 6.3%， 三季度增长

4.9% ， 四季 度 增 长

5.2%。 从环比看，四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0%。

■数据

1.7

个百分点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恢复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比上年下降 2.3%， 降幅比上年收窄

1.7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工

业企业营收水平稳步回升。 2023 年，

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1%，累计营收增速连续 5 个月回升。

其中， 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2%， 增速比三季度加快 2.9 个百分

点。 七成行业利润呈回升态势。 2023

年，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7 个

行业利润比上年增长， 利润增长面为

65.9%，比上年扩大 12.2 个百分点；有

29 个行业全年利润增速比 1 至 11 月

份加快或降幅收窄、由降转增，呈回升

态势，占 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