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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10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 周子荀

上半年，天津市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力

推动稳经济政策措施落地显效，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4.8%，经济稳定增长，发展质量持续

提高。

经济运行回稳向好

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上半年，夏粮总产量增

长 2.1%，畜牧业平稳增长，猪、牛、羊出栏均保持

增长，蔬菜、肉禽蛋奶等农副产品市场供应总体

充足。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比一季度加快 0.1个百分点，占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 30.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为 22.0%，比一季度提高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2%，比一季度加快 0.1个百

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11.7%和 12.7%。

服务业较快增长。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快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0.9 个百分

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 9.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 5.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 4.9%，分别快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 4.3个、0.7个和 0.1个百分点。

运行质量持续改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23.9%，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31.4%，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8.2%，比一季度提高 2.9 个

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消费升级步伐稳健。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8.1%，比一季度加快 1.6 个百分点。

限 额 以 上 商 品 中 ，金 银 珠 宝 类 零 售 额 增 长

40.3%，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绿色智能类商品

零售额分别增长 61.8%和 42.0%。

大宗商品零售增长较快。汽车类零售额增

长 13.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24.1%，家具类零售额增长 23.4%。

接触型消费恢复较快。购物中心、百货店和

便利店零售额分别增长 27.8%、17.0%和 13.9%。

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旅游饭店住宿和餐饮

业营业额增长 54.2%；居民出行意愿大幅回升，

带动客运量成倍增长，铁路客运量、机场旅客吞

吐量分别增长 3.4倍和 3.3倍。

新动能发展壮大

重点产业链发展加快。上半年，12 条重点

产业链在链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比一季度加快 0.6个百分点，快于全市规上

工业 0.9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到 80.2%，比一季度提高 0.7个百分点。

新产业规模继续扩大。规上工业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25.7%，比一季度提高 0.4
个百分点；规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

收入占比达到25.7%，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

新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城市轨道车辆、新能

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4.6倍和 1.9倍。

网上零售保持活跃。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

新型商业模式快速发展，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10.0%，占限额以

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1.2%，比一季度提高

0.4个百分点。

新产业投资持续增加。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 12.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5.5%。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 10.6%。

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民营市场主体保持两位数增长。上半年，全

市新登记民营市场主体15.53万户，占全部新登记

市场主体的比重达到99.4%，增长15.3%；日均新登

记民营市场主体858户，同比增加113户。

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市平均水平。民营经济

增加值增长5.8%，快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0个百

分点。规上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4.5%，限上

民营批发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长8.1%，规上民营服

务业重点行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5.1%，分别快于

全市1.3个、4.7个和1.6个百分点。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就业大盘保持稳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

策，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做好就

业服务工作，城镇新增就业 18.96万人，完成全年

计划的 54.2%，超序时进度 4.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 4.7%，比一季度加快 1.6 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2.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扎实实施，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始终保

持在 2%以内，上半年上涨 0.5%，涨幅比一季度回

落 0.6个百分点。

天津上半年经济运行
整体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 郑毅婷

今年以来，广东省广州市聚焦“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高质量推进“穗农奔富”行

动，持续拓宽农村居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城乡

融合共同富裕。上半年，广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0973 元，同比增长 6.6%，增速高于广州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个百分点，在珠三

角核心片区各市中位居第一，农村居民增收形势

持续向好。

聚焦“就业兴农”，稳定农村居民工资收入。

近年来，广州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观光休闲旅游

等农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农村居民就业

创造新岗位、开辟新渠道。一方面，建设“家门

口”的村居就业服务驿站，促进农村居民充分就

近就业。截至今年 6月，广州已建设 154家就业

服务驿站（今年新增 55家），成功帮助 5000多人

实现就业；共有 799 个村达到充分就业村标准，

全市涉农区充分就业村建设率全部达标。另一

方面，广州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

粤家政”三大工程羊城行动，不断加强农村居民

转移就业培训，增强农村居民就业本领。截至今

年 6 月，广州开展“粤菜师傅”培训共 1687 人次

（获证数），“南粤家政”培训共 32840 人次，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共 68523 人次。开展“农村电

商”培训共 2842人次，企业新型学徒制新增备案

共 2890人次。

鼓励返乡创业，助力农村居民经营收入。广

州积极出台财政资金扶持政策，支持返乡创业，

对于符合条件的返乡人员、在乡村经营客栈和农

家乐的经营者，可按规定申请就业创业补贴，并

为其提供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个人贷款和小微

企业贷款等资金扶持。上半年，广州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106笔共 4.17亿元，其中发放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约200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4.15亿

元。此外，广州积极建设返乡创业人员创业基

地，提供创业扶持。积极挖掘和培育面向返乡创

业人员的返乡创业孵化基地，鼓励返乡人员积极

入驻，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优质创业孵化服务。截

至今年 6月，广州共有各级创业基地 120家，各级

各类基地已累计入驻创业实体 2.1万家，累计带

动就业 16.4万人。

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居民财产收入。广

州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农民以土地、集体股

权等入股农业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推进农村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

革。同时，广州推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

大财政补助扶持力度，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截至 2022年底，广州共流转农村经营承

包地约 104 万亩、占农民承包地面积 67%，承包

地流转租金加各级补助成为农民财产收入重要

来源。

落实惠农政策，保障农村居民转移收入。一

是持续加大农业补贴补偿政策，促进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生态公益林保护补偿等

各类补贴补偿政策有力落实。二是着力健全农

业保险，推动农业保险实现主要农产品全覆盖，

2022年末广州实现农业保险深度 2.9％，保障农

村居民生产收入。三是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

体系，养老保险实现城乡居民制度全覆盖，今年

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月 237元；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实现城乡一体，今年保障标准提高到每月

1238元。

上半年广州农村居民
增收形势持续向好

■ 徐群

今年以来，安徽紧扣制造强省建设，以

项目为抓手，深入实施制造业提质扩量增

效行动计划，全力推进工业稳增长，全省工

业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总体向好态势。

工业生产保持稳定恢复，发展后劲支

撑有力。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9%，增幅比全国高 3.1 个百分点，

比 1-5 月、一季度分别加快 0.2 个和 2.7 个

百分点。其中，6月增长6.7%，增幅比全国高

2.3个百分点。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

行业保持增长，较一季度增加 4个行业。工

业投资增长 25%，比全国高 16.1个百分点，

增速连续 6个月稳定在 20%左右。

新增企业增势强劲，工业经济迸发新

活力。近年来，安徽积极推动“促开工、促投

资”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进度，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上

半年，全省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437户，比去

年同期增加 39户，增加值增长 161.6%，为全

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27.9%。滁州东

方日升新能源、鑫铂铝材、中润新能源、九州

工业、合肥蔚来动力、顺博合金、安庆丰元锂

能科技、芜湖海创新能源等一批新建投产企

业相继达规入库，为安徽省工业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贡献新生力量。

中小企业贡献提升，生力军作用凸显。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安徽

省坚持以中小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质量提

升、品牌建设，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上半

年，全省中小工业企业增长11.8%，高于全省

规上工业增速4.9个百分点，比1-5月、一季

度分别加快0.5个和5个百分点；为全省规上

工业增长贡献92.7%，比1-5月、一季度分别

提升1.2个和2.7个百分点。

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单位能耗下降。

从产业看，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绿色转型

持续深入，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3%，

占规上工业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33.6%提升

至 37%；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重由

32.4%降至 30.3%。从投资看，产业转型升

级类投资增势良好，制造业、工业技改投资

分别增长 21.6%和 22.1%，占全部投资比重

分别为 30.6%和 19.7%。从能耗看，规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4.2%。

汽车、光伏两行业贡献突出。今年以

来，安徽省坚持把汽车产业作为“首位产

业”，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强省，引导全省

上下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一步提

速；坚持打造光伏和储能产业集群，大力推

进延链补链强链，提高产业持续升级能

力。上半年全省汽车、光伏行业以 10.7%的

增加值占比，实现了 59.8%的增长贡献。其

中,汽车行业增长 42.6%，贡献 30.6%，投资

增 长 58% ；光 伏 行 业 增 长 99.9% ，贡 献

29.2%，投资增长 1.9倍。

上半年安徽工业生产恢复向好

■ 李月明

今年以来，云南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扎实做好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

工作。二季度末，云南省外出务工农村劳

动力总量为 670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5.6%；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平均月收入

437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云南省外

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稳定增长，为稳就业、

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总量上来看，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

显示，二季度末，云南省外出务工农村劳动

力总量为 670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5.6%。

全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约 1.87 亿人，比

上年同期增长 3.2%，云南增速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2.4个百分点。从外出地区看，二季

度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以省内就业为主，

占比 56.4%；外出到省外的比重为 43.6%，较

上年同期增加 0.4个百分点。

云南省外出从业规模较快增长的主要

原因在于：一是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

多措并举扩大就业容量，全力促发展、惠民

生；二是强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加强困难

人员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就业；

三是受旱情影响，为弥补农作物减产预期

带来的收入下降可能，部分农村劳动力选

择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

从人均收入上来看，调查显示，今年

二季度末，云南省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人

均月收入为 4379 元，同比增长 4.7%。其

中，省内从业人均月收入 4025 元，同比增

长 4.0%；省外从业人均月收入 4819 元，同

比增长 4.9%。

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快速增长的原

因有几方面，一是季末住户中外出劳动力

比 率 提 高 ，从 上 年 同 期 的 20.4% 提 高 到

23.3%，增加 2.9 个百分点。二是有收入人

数增加，收入较高人员比重上升。调查显

示，二季度末，明确收入水平的人数同比增

长 8.5%；外出从业人员人均月收入 5000 元

以上的比重同比上升 5.8 个百分点。三是

上半年云南省工业生产保持平稳，投资结

构优化稳步推进，消费持续回暖，经济运

行延续平稳恢复向好态势。

二季度末云南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
从业规模扩大 收入稳定增长

■ 高斌 张力文

今年以来，江苏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率

先整体好转，延续了年初以来恢复向好、

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江苏实现

生产总值 60465.3 亿元，同比增长 6.6%，比

一季度加快 1.9 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已连

续 4 个季度回升。纵观数据背后的增长动

力，既有综合施策、真抓实干，持续激发的

发展活力；也有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扎实推

动转型升级，不断凝聚的增长动力；更有稳

就业稳物价、推动居民持续增收，加速释放

的内需潜力。

打好政策服务组合拳，有效激发
高质量发展活力

经营主体加快恢复。出台实施推动

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的政策举措，充分

释放政策效应，有力提振市场信心。上半

年，江苏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 6.7%，比一

季度加快 2.7 个百分点，较好发挥了经济

增长“压舱石”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6.3%，比一季度加快 1.3 个百分点，迅速恢

复至合理增长区间。上半年，江苏规上民

营工业增加值增长 12.4%，比一季度加快

1.7个百分点；限上便利店、品牌专卖店、购

物中心等实体店铺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

消费恢复动力强劲。坚持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出台实施促文旅

“15条”政策举措，全力打造“苏新消费”“水

韵江苏”等消费品牌。上半年，江苏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比一季度加快

2.2个百分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带动住

宿、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 30.3%和 18.8%；

1-5月规上服务业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

居民出行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22%和

50.8% ，其 中 旅 行 社 及 相 关 服 务 增 长

148.6%；旅游总收入、接待境内外游客人数

分别增长 83.5%和 98.3%，已高于疫情前规

模水平。

大项目支撑作用增强。深入推动各项

“稳投资”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上半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5.5%，比一季度加快 0.5个百分点。计

划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在建项目个数同比

增长 14.1%，完成投资额增长 14.7%。其中，

10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个数增长 16.3%，完

成投资额增长 20%，这一批制造业重大项目

的加快建设，将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强支撑。

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奋力壮大
高质量发展动力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聚焦 16个先进制

造业集群和 50条产业链，加快推动产业链

强链补链延链。上半年，江苏高新技术产

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

比重分别为 49.6%和 41.1%，同比分别提升

0.7个和 1.3个百分点。新能源产业增势迅

猛，规上工业中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86.5%、36.9%和 28.8%，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电池、汽车用锂离

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 72.2%、1.4 倍、

44.5%和 18.6%。

高技术产业投入明显加快。充分发挥

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引导企

业持续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

投入。上半年，江苏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9.0%，比一季度加快 0.5个百分点。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8.6%，高技术服务业

增长 10.6%。

新兴消费规模持续壮大。加快培育新

兴消费热点，上半年江苏限额以上智能手

机、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分别增长 65%和

55.5%。网络消费蓬勃发展，上半年江苏网

上零售额增长 18.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增长 15.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为 23.1%，比一季度提高 1.9 个百

分点。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深入落实国家和

江苏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相关政策，加快

推动外贸稳中提质。上半年，江苏太阳能

电池、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4.8%、60.9%和 481%；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增长 6.1%，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29.2%，同比提升 3.1个百分点。

织密基本民生保障网，充分释放
高质量发展潜力

就业形势稳步向好。深入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厚植高质量发

展潜力和动能。上半年，江苏城镇新增就

业 72万人以上，总量居全国第一。上半年，

江苏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4.7%，同比下

降 0.6 个百分点；二季度，劳动力市场用工

趋于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6%，较一季

度下降 0.2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明显恢复。上半年，江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9.1%，比一

季度加快 1.2个百分点。城镇、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分别增长 8.0%和 12.2%，农村居

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 4.2 个百分点。上半

年，江苏恩格尔系数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

点；发展类消费占消费比重同比上升 1.7个

百分点，消费结构明显优化。

居民收入保持稳增。上半年，江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6%，比一季

度加快 1.4个百分点。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和 6.8%，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

入比值由上年同期的 2.08缩小至 2.04，农业

高质量发展“四个一”工程取得显著成效。

江苏上半年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