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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气象 新感受 新成效
民为城之本。近年来，江西省赣州

市章贡区老旧城区焕发新活力，呈现出

新气象、新感受、新成效，而这得益于城

市更新改造、群众生活质量提升。

城市经济回升向好 宜前瞻把握形势变化
新闻速递

综改试点三年40条
“深圳经验”走向全国

哈尔滨打造“向北开放
之都”取得阶段性成效

羊城创新花开 千亿级基金群来了

□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2023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我国城市经济运行总体

回升向好，城市经济各领域亮点热点

频现，但出口下行明显、房地产风险

频发、地方债务风险隐患加大、消费

需求释放不足等问题不容忽视。展

望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房地产在政

策支撑下有望逐步筑底企稳，城市更

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对投资拉动

作用将逐步显现，供需精准匹配将进

一步释放城市文旅消费，多领域开放

机制将助力城市提升开放经济水平，

同时，今冬明春城市稳定安全运行或

面临较大压力，宜以前瞻举措因应城

市经济形势变化。

城市经济持续恢复，积
极因素不断增多

宏观经济回升向好，超大特大城

市增长势头强劲。2023年上半年，

97%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同比

增 长 ，跑 赢 同 期 全 国 经 济 增 速

（5.5%）的城市有138个；地区生产总

值超5000亿元的城市有24个，成都

成为第7个半年地区生产总值超1万

亿元的城市。分组看，超大城市地区

生产总值平均增速最高，为7.2%；超

大城市、特大城市和I型大城市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万元。

产业结构“二退三进”，且与城市

规模呈较强相关性。2023 年上半

年，所有类型城市三产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均有提高，小城市提高

最多，达2.16个百分点。除中等城市

外，其他类型城市三产增加值平均增

速均高于全国水平（6.4%）。超大城

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三产增加值

普遍高于二产增加值。

投资保持增长态势，近六成城市

呈现较强增长韧性。2023 年上半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全

国水平（3.8%）的城市有150个，占比

60%。超大城市中的上海，II型大城

市中的呼和浩特、包头，中等城市中

的鄂尔多斯、阳江，小城市中的呼伦

贝尔、通辽、巴彦淖尔、武威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超过30%。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特大城市消

费增长稍显缓慢。2023年上半年，

超过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8.2%）的城市有121个，占比47%。

分组看，超大城市增速达10.96%，中

等 城 市（9.79%）和 I 型 大 城 市

（8.38%）增速亦高于全国水平；而特

大城市增速为7.32%，仅高于小城市。

进出口同比基本持平，小城市出

口增长较快。2023年上半年，201个

样本城市的进出口总额为19170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54.6亿元，

增长0.3%；分项看，进口总额同比下

降0.9%，出口总额同比增长0.1%。

外贸城市主导地位突出，进口、出口

总额50强城市中，外贸依存度超过

10%的城市分别有33个、34个。

公共预算收支相对改善，超大特

大城市财政自给率提升最多。2023

年上半年，209个样本城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平均为216.9亿元，同比增

长19.8%；支出平均为348.1亿元，同

比增长4.4%。财政自给率平均增长

3.1个百分点，有156个城市财政自

给率高于去年同期，占比74.6%；超

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

市平均财政自给率分别为 79.2%、

59.4%、46.0%、30.5%，分别增长5.9、

3.4、2.4、2.7个百分点。

城市经济亮点热点频
现，新需求激发新活力

“拼经济”拼出开局新气象，多地

争夺新能源产业高地。一是开年“拼

经济”力促经济复苏。武汉提出

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两万亿元

目标，烟台、常州提出地区生产总值

冲刺万亿元；逾40城发放消费券，刺

激餐饮、文旅、夜经济等率先恢复。

二是政府企业“组团出海”推动新订

单新项目签约。重庆实施“百团千

企”国际市场开拓计划，青岛制定

《2023年全球招商行动计划》。三是

新能源汽车第一城、锂电池之都成为

城市竞逐焦点。上海、广州、深圳提出

2025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200万

辆，宜宾、宁德、宜春、常州等8个城

市加入锂电池之都争夺。

开放平台、通道建设加快，激发

城市开放经济新热潮。一是国际赛

事展会有效拉动城市经济。成都、杭

州“以赛营城”点燃城市经济活力，北

京、西安“以会聚力”提升国际影响

力。二是开放通道焕发新生机。海

南洋浦3月首次迎来南美洲际航线

“新福州”轮，赣州 3 月开通首趟

RCEP专列。三是开放平台创新发

展。海南海口4月拓展封关压力测

试范围，上海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构建

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四是开放试

点取得新突破。沈阳、南京等6个城

市获批全国第二批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上海浦东率先试点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取得突破。

文体旅经济频繁现身热搜，成为

城市消费复苏最大亮点。一是网红

文体旅热潮屡被点燃。3月，“淄博

烧烤”登上抖音同城榜热搜第一，淄

博一跃成为2023年最热门城市之

一；暑期，天津“跳水大爷”火遍全网，

狮子林桥成为全网皆知的“8A级”网

红景点。二是文化娱乐消费潜力释

放。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演唱

会、音乐节等“演出经济”带动城市旅

游收入量级增长。三是新型文旅业

态兴起。“特种兵式旅游”爆火，“两天

跨四省”“五天登五岳”等攻略在小红

书平台浏览量过万；以行走品味城市

特色和文化的微旅行“City Walk”

翻红，北京、杭州、上海、西安、苏州等

地成为热门城市。

高品质生活空间获关注，带动城

市建设投资有效扩大。一是“保交

楼”带动住宅竣工面积增长。前三季

度，TOP50房企累计完成“保交楼”超

293万套，全国住宅竣工面积35319

万平方米，增长20.1%；全国保障性租

赁住房筹集建设任务至9月12日已

完成72%。二是老旧小区和超大特

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稳步推进。1~9月，

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13

万个，惠及居民851万户；7月以来，

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相关信息

系统已入库项目160余个。三是新型

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城市基础设施

生命线安全工程5月全面启动，气候

适应型城市建设8月开展试点遴选，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超

大特大城市陆续推进。

一些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城

市治理面临新要求。一是人口变化

引发抢人、抢娃、抢学位热潮。广州、

深圳、珠海、东莞放宽落户限制或引进

技能人才落户，多地因“一孩难求”出

现幼儿园关停潮，成都、长春等城市因

首批二孩“入学高峰”到来发布小学公

办学位预警。二是城市公共交通遭遇

发展瓶颈。商丘、保定、黄石、衡山、南

充等地发生公交停运，兰州、平顶山、

泰安等地公交公司停发工资，上海、天

津、天水等地有轨电车停运拆除。三

是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影响城市安全运

行。今年春季北方沙尘天气频繁，夏

季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持续强降水对

城市安全韧性提出挑战。四是新型灵

活就业市场趋于饱和。2023年我国

外卖骑手总数超1000万人，已接近饱

和状态；4月起，济南、温州、三亚、长沙

等多地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

多重压力叠加，城市经
济运行向好基础仍不稳固

出口下行明显，外贸依存度较高

城市面临更大压力。上半年，在国际

形势复杂严峻、国外主要经济体增速

放缓，以及汇率波动、地缘政治冲突

等因素影响下，外向型城市出口下

行，经济回暖承压。24个地区生产

总值万亿元城市中进出口总额同比

下降的有17个，占比超七成。苏州、

东莞、宁波等外贸大市进出口总额同

比分别下降10.5%、11.3%和1.4%。

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

变化，下行压力加大。1~9月，全国

住宅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投资分

别同比下降7.4%、23.9%、8.4%，房

地产开发建设整体呈现下行态势。

同时，房地产行业风险频发，上半年

先后有25支房企债券出现实质违

约，74支房企债券展期。受此影响，

各地土地出让收入纷纷下滑。前三

季度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0875亿元，同比下降19.8%，不足

2021年同期的六成。

城市财政收入疲弱，进一步推高

地方债务风险。从城市财政收入看，

上半年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低于10%的城市有188个，在有数据

城市中占比达74%，收入能力不强问

题突出。从地方债务风险看，9月末全

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8996亿元，总

量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但部分经济发展落后、财力薄弱的中

西部地区债务风险上升，一些地方公

开表示化解债务艰难，仅依靠自身能

力无法有效解决。

——2023年以来城市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 本报记者 王晓涛

11月17~19日，2023中国创新

创业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创交会”）

在广州举行。本届创交会主题为“赋

能新赛道，共促新发展”，活动期间促

成交易金额20.44亿元，较2022创交

会的8.67亿元同比增长135.8%。

2023中国创交会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学

院、九三学社中央、广东省政府、广州

市政府联合主办。

据了解，本届创交会共有800多

家企业（机构）、2000余个项目线下

参展，线下参展面积达3万平方米，

是历届创交会中参展数量最多、展区

面积最大的一届。

创交会牵头设立千亿级基金群

素有“创新之城”美誉的广州，科

教资源富集，创新平台集聚，科研人

才云集。该市设立总规模500亿元

的创新投资基金，建立多元化、多渠

道的经费投入体系，完善创、投、贷、

融科技金融生态圈。

启动仪式上，广州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孙志洋在致欢迎辞时表示，希

望人们更加关注广州，更好读懂广

州，创新选广州，创业到广州，共享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南沙方案落地实

施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孙志洋表示，广州将发挥粤港澳

大湾区核心引擎的优势，不断擦亮创

交会品牌，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提供

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架起项目

与投资对接桥梁，推动全球科技创新

成果更多在中国、在湾区、在广州落

地开花，结出硕果。

无独有偶，近期由创交会办公室

牵头，联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

业投资基金、广东恒信基金、广东粤

科母基金、广州产投等机构共同发起

“创交会成果转化战略合作基金”（以

下简称“合作基金”）。在本届创交会

上，合作基金举行了签约仪式。

“2023 年创交会线下企业 807

家、参展项目数2218个，均为历年

之最。参展项目涵盖创新创业种子

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各个

阶段，处在不同阶段的创新创业项

目，都能获得充分展示和优质服

务。”中国创交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广东粤科母基金公司总经理曾

湋介绍：“合作基金将重点投向具有

市场前景的实验室成果、中试研发项

目、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创新项

目成果、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加快构建‘科技+金融+

产业’生态圈，汇聚更多战略资源，实

现‘大基金、宽投资’战略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

创交会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

据悉，历经九年发展，创交会已

成为国际化创新科技产品发布平台

和前沿技术交流合作平台。截至目

前，创交会线上线下累计展出成果

4.5万余项，发布项目超3.8万项，成

果转化落地金额超680亿元。

2023创交会设立96个成果转

化基地和千亿元规模的合作基金，可

为参会者提供园区产业载体、成果转

化、投融资对接等全链条服务。

其中，合作基金可充分发挥创交

会品牌盛会的优势，助力纾解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构筑投融

资与创新创业成果项目间的沟通桥

梁，提升创交会成果转化交易功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创交会首支成果转化战略合作

基金的成功设立，为后续发展和壮大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创交会有了基金

的加持、助力，也使得服务链条更加完

善。”创交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创交会成果转化战略合作

基金将依托创交会平台进一步撬动

国内外资金链，共同服务创新创业

者，围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

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工业物联网等赛

道，以创交会历年优质成果项目、“科

创中国”成果发布的各地科协统筹汇

集的科研产业人才创业项目及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为主要投资标的。

助力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近些年来，成立基金成为越来越

多地区和行业提高成果转化效率优

选的手段，中央和各地资金开始纷纷

布局。

2014年，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

导基金正式启动，高效带动及引导地

方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向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聚集。

创交会合作基金作为又一关键

落地示范，为我国科技创新注入新

力量。

鼎晖创新成长基金公司相关负

责人王明宇谈到，“创交会设立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

导社会力量投向具有市场化前景的

‘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集成创新’成

果。过去10年，鼎晖在医疗、半导

体、人工智能、先进装备制造业等核

心科技领域已经有近百个项目，未来

在这几个重点领域还会持续挖掘和

投资，发挥好创投类基金在产业和技

术转化中的连接器作用。”

今年10月，广州市多部门印发

的《广州市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

业融资的若干措施》要求，充分发挥

1500亿元产业母基金、500亿元创

投母基金及50亿元广州科技创新

母基金的投资引领带动作用，引导

投早、投小、投科技。

据悉，创交会合作基金也将聚焦

“投早投小投科技投创新”，共同促进

优秀项目与成果转化基金群开展对

接、合作及落地。

本报讯 聂金秀 鲁利韦 记者罗勉

报道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

《关于再次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对深圳综

合改革试点新一批22条经验进行全国

推广。加上2022年全国推广的18条创

新举措和典型经验，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实施三年期间，累计有40条“深圳经验”

走向全国。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2020—2025年）》，并以清单批量授

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三年来，深圳综合

改革试点各项改革举措陆续落地，推出

了一批创新举措并取得明显成效，形成

了一批被国家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行政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吸收借鉴的制度性成

果。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新一批22项经

验系首次以“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形式向

全国推广。其中，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包含科技成果转移全链条服务、新

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与

征信担保信息互联互通等4条创新举

措。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包含

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新模式、国际职称视

同认可、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

等6条典型经验。在优化涉企服务方

面，包含绿色金融监管服务机制、创新低

空经济发展新机制、破产制度突破创新

等6条创新举措。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办）副主

任孙华明表示，在改革推进中及时总结

经验，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

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上升为制度

创新成果，形成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和

行之有效的常态化制度安排，向更大范

围复制推广。

本报讯 倪馨 记者林强报道 在11月

21日中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发

展改革委总经济师吕爱珠介绍，2022年

2月，哈尔滨市第15次党代会提出打造

“向北开放之都”，哈尔滨市发展改革委

全力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会

同相关职能部门，编制了打造“向北开放

之都”实施方案，分别制定了2022年和

2023年工作要点，明确了责任分工，加

大推进力度，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介绍，通过加快构建外向型产业体

系，哈尔滨市对外贸易增势强劲。1~9月，

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363.3亿元，同比

增长43.3%；对俄进出口总额81.6亿元，

同比增长87.6%。通过加快打造国家向

北开放枢纽城市，哈尔滨开放通道体系

更加完备。1~10月，哈俄班列开行93

列、发运货物 9104 标箱，货值 1.53 亿

元，同比增长2%。

据了解，下一步，围绕打造“向北开

放之都”任务目标，哈尔滨市将重点聚焦

“五个强化”：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强

化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强化开放平台

承载能力提升；强化对外经贸合作体系；

强化人文交流合作。吕爱珠表示，未来，

哈尔滨市将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

势，主动对接国家开放战略，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全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

编者按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

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城市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把握好城市经济形势、做好城

市经济工作，对稳住全国经济大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国家发展

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组

织团队，对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含4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

278个地级市）2023年以来的城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展望，为国家宏观

决策和各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提供参考。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

性，主要根据各城市公布的2023年上半年统计数据作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分析，并梳理总结各城市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发展亮点热点和突出问题，展

望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城市经济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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