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谋区域发展
共谱合作新篇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积极响应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不断加强与各地区的对口帮扶合作，深

圳与广东省内乃至全国各地的交流不断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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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点

广东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向好态势
前5个月经济数据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

自贸区深改路线图
圈定164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海莺报道 为加快

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高质量

发展，商务部日前会同有关地方、部门制

定《自贸试验区重点工作清单（2023—

2025年）》，明确2023年至2025年相关

自贸试验区拟自主推进实施164项重点

工作，每个自贸试验区的重点工作7~10

项，包括重大制度创新、重点发展产业、

重要平台建设及重大项目活动等。

据了解，《工作清单》将在三方面发

挥作用。

一是加强分类指导。《工作清单》立

足中央赋予各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及

发展目标，以清单方式列明未来3年各自

建设方向和重点事项，推动各地精准定

位、精准施策，实现差异化、个性化发展。

二是促进改革创新。《工作清单》涵

盖了各自贸试验区主动谋划、自主推进

的一系列重点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地

方首创精神，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和主

动性，因地制宜不断深化改革实践创新。

三是强化系统集成。《工作清单》赋予

各自贸试验区集成性的目标任务，各地可

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重

大制度创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形成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赣粤签订第三轮东江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本报讯 为建立东江流域补偿长效

机制，经过多轮磋商，赣粤两省第三轮东

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日前正

式签订。协议中首次将东江赣粤交界断

面下泄水量和下泄流量纳入考核范围，

首次明确补偿资金用途从专项用于生态

保护治理调整为用于支持东江源区经济

社会发展。

据江西省财政厅介绍，此次签订的

协议意味着东江流域保护和治理工作

迎来新跨越，不仅对保障东江流域出境

考核断面水质稳步改善将更加有利，而

且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从单纯水质补偿

转到对生态产品存量维护和增量提升

的补偿；资金用途将以更广泛、更经济

的模式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目标。

东江发源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在

江西境内流域面积为3532.6平方公里，

约占东江全流域面积的 1/10，是广东

省重要的饮用水源，担负着香港、广州

和深圳居民的生活、生产与生态用

水。2016 年 10 月，赣粤两省签订了

《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正式启动东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

工作。在首轮生态补偿成效显著的基

础上，赣粤两省于2019年底签订了第

二轮协议。

协议签订以来，东江源区生态环境

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东江流域出境水质保

持100%达标，东江源区共获得补偿资金

27亿元。其中，中央奖补资金15亿元、

广东横向补偿资金6亿元、江西财政配

套资金6亿元。 （李美娟）

□ 本报记者 罗 勉

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55万亿元，同比增长1.4%；汽车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10.6%，增速提高

3.8个百分点；制造业新动能投资增

长较快，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先进制

造业投资分别实现23.6%、20.7%的

两位数增长……

日前，广东省统计局发布1~5月

经济运行数据。今年前5月，随着一

揽子惠企业益民生政策精准落地，广

东经济运行延续恢复向好态势。工

业生产增速小幅回升，固定资产投资

平稳增长，市场销售增速持续加快，

交通运输持续恢复。

工业重点行业增长加快

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1.5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速

比1~4月提高0.6个百分点。

分门类看，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增速比1~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全省在产的行业大类增长面

53.8%。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6%，增速提高3.8个百分点。

制造业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利

器”。2022年广东制造业总产值突

破 16 万亿元，全部制造业增加值

4.4 万亿元。2023年广东省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树立制造业当家的鲜明

导向”，并要求实施制造业当家“一把

手”工程。

广东各地市同样纷纷将目光聚焦

到制造业。广州市确立了“产业第一、

制造业立市”重大战略部署；深圳市全

面启动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

佛山市发布《关于高质量推进制造业

当家的行动方案》，出台30条举措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随着一系列政策红利的释放，广

东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韧性十足。固

定资产投资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

“晴雨表”。1~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5.1%；全省工业投资维持

高位运行，完成投资增长24%；全省制

造业投资增长20.6%，制造业新动能投

资增长较快，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3.6%，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20.7%。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

授林江指出，投资的增长对产出能够

产生刺激作用，这种作用有望在接下

来的发展中体现。

市场销售增速持续加快

1~5月，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9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

比1~4月提高0.8个百分点。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7.2%，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增长15.9%；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

售额增长5.6%，餐饮收入增长31.7%。

分商品类型看，基本生活类、中

西药品类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限额以

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

10.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9.4%，中西药品类增长9.6%。消费

升级类商品零售增势持续，其中，化

妆品类零售额增长15.2%，金银珠宝

类增长6%，书报杂志类增长9.5%，

通讯器材类增长12.4%。

“前5个月，我们看到的消费增

长，主要以刚性消费需求的回暖为

主。接下来，广东还要通过大力推动产

业升级，进一步带动消费升级。”林江

表示。

广东是电商大省，值得关注的

是，1~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

15.8%，增速加快1.3个百分点，拉动

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增长

4.9个百分点。

货运客运增长势头明显

经济运行恢复向好，人流、货流

也逐渐恢复繁忙。1~5月，全省货运

量同比增长3.3%，增速比1~4月提高

1个百分点。其中，水路、民航货运量

分别增长7.7%、6.4%。货物周转量

增长4.2%，增速提高1.4个百分点。

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6.6%，增速提高

0.2个百分点；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下降

2.1%，降幅收窄0.2个百分点。

1~5 月 ，全 省 客 运 量 增 长

72.2%，增速比1~4月提高5.8个百

分点，其中，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

分 别 增 长 104.3% 、364.2% 和

135.9%；旅客周转量增长112.9%，增

速提高14.2个百分点。

山西：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 苗 锋

□ 本报记者 郭建军

近日，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经济

运行数据显示，1~5月，山西工业生

产平稳增长，市场消费持续升温，就

业物价总体稳定，全省经济延续稳定

恢复态势。

工业保持平稳增长
能源保供扎实推进

数据显示，1~5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

从煤与非煤看，煤炭工业增加值

增长1.1％，非煤工业增长7.8％。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

长0.8％，制造业增长10％，电热气

水生产供应业增长4.4％。

从行业看，工业新动能不断壮

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10％，其中废弃资源综合

利用业增长95.9％；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长10.2％，其中节能环保产业

增长27.8％，均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

从产品看，主要产品产量保持增

长。全省主要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中，

原煤、生铁、钢材、原铝、发电量、化学

品原药、光伏电池、非常规天然气

8种产品产量延续增长势头。

能源保供扎实推进。全省持续

加大生产力度，实现了煤、气、电持续

安全稳定供应。全省规模以上原煤

产量55661.6万吨，增长4.9％；规模

以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增长6.7％；

发电量增长7.6％，其中外送电量增

长20.3％。

从支撑因素看，用电量、货运量

较快增长。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5.1％，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4.6％；

公路货运量增长15.3％。

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旅游市场加速回暖

1~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3129.5亿元，增长8.1％。其中，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104.9亿元，

增长6.6％。

从城乡看，限额以上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1020.1亿元，增长6.8％；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84.8亿元，增长3.8％。

从消费形态看，限额以上商品零

售1033.5亿元，增长5.7％；餐饮收入

71.4亿元，增长21.9％。

从主要商品零售类值看，大宗

商品零售带动明显，限额以上汽车

类零售额增长12.4％，石油及制品

类零售额增长13.5％；基本生活类

商品零售稳定增长，食品饮料烟酒

类、中西药品类、日用品类零售额分

别增长6.2％、5.4％和4.8％；新型消

费涨势较好，新能源汽车零售额

增 长 67.7％，可穿戴智能设备增

长68.7％。

旅游市场加速回暖。1~5月，全

省重点监测景区的接待人数3039.5

万人次，增长1.9倍；门票收入9.1亿

元，增长4.4倍；经营收入16.5亿元，

增长2.3倍。

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工业生产价格下降

1~5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39.7亿元，增长8.6％。其中，占比

78.5％的税收收入增长 4％，占比

21.5％的非税收入增长29.6％。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2312.5亿元，增长

7.6％。5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57.4亿元，增长3.9％；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456.2亿元，下降8.8％。

5月份，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56930.5亿元，比上年同

期 末 增 长 11.5％ ，比 年 初 增 加

3283.5 亿 元 。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40272.8 亿元，增长 11.7％，比年初

增加2568.8亿元。

1~5月，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下降 5.2％（全国-2.6％）。其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4.9％，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14.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下降15.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上涨2.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

降2.6％（全国-2.3％）。5月份，全省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3.5％。

大连：经济运行稳定，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
□ 本报记者 施文郁

辽宁省大连市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连市统计局发布的经济运

行数据显示，1~5月，大连基础产业

稳定发展，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市场

价格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延续稳定恢

复态势。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

制造业增势强劲。1~5月，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5%，高

于全国9.9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7%。

从主要门类看，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4.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1%。

从重点行业看，石化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8%，装备制造业增长

24.6%，农产品加工业增长3.3%，医

药工业增长12.5%。

从产品产量看，发动机、锂离子

电池、发电量、橡胶轮胎外胎分别增

长41.1%、27.5%、17%、9.4%。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高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较快。1~5月，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由降转

增，且比上年同期提高10.2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5.3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

降17%，制造业投资增长57.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

比下降20.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0.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4.4%。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8.2%，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3.2%、196%。

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47%，

其中，教育、卫生投资分别增长

61%、37.6%。

消费品市场持续恢复，升级

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1~5月，全

市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 298.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2% ，由 降 转 增

比 ，上 年 同 期 提 高 14.1 个 百 分

点。其中，粮油及食品类、饮料

类、金银珠宝类、汽车类 、石 油

及制品类、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24.1%、23.8%、12.7%、

10.1%、8.9%、5.4%。升级类商品

消费保持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

照相机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1.3倍、48.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社会

用电量保持增长。1~5月，全市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消

费品价格同比上涨1.6%，服务价格

上涨0.7%。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

涨4.1%，衣着价格上涨0.6%，居住价

格下降0.5%，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1.7%，交通通信价格下降1%，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5%，医疗

保健价格下降0.1%，其他用品及服

务价格上涨2.7%。

1~5 月，大连全社会用电量

189.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

其中，工业用电量 116.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3.7%，比上年同期提

高3个百分点。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随着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经济运行总体延续恢复态势，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但

5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加力。

近期，各地纷纷出炉今年前5个月“经济账单”。本期以管中窥豹的

方式，选取广东省、山西省、辽宁省大连市的经济运行数据，期待他们的

“成绩单”给读者提供有益借鉴和启发。

湖南首条湖南首条““跨城跨城””
地地铁开通运营铁开通运营
6月28日，由中国铁建铁四

院总体总包设计、中铁十一局参

建的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

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湖南省

首条跨市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

通后长沙和湘潭两市之间的通勤

时间将缩短至20分钟左右。该

线路途经湘潭雨湖区和长沙岳麓

区，全线呈南北走向，全长17.29

公里，设站8座，开通后联通长沙

地铁3号线，方便两市市民跨市

出行，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支撑

湘江西岸发展、推进长株潭一体

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图为高架

站点双湖站。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红绿”融合好风光
锦绣田园入画来

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做大做强红色

旅游和生态旅游两大品牌，走出一条全

域旅游与城乡统筹、产业融合、农旅融合

的发展新路。 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