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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关逸民 叶子淳

盛夏时节，珠江潮涌，南粤大地一

片生机盎然。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

行地、实验区，广东以不到 2%的国土

面积贡献了全国近 11%的 GDP，书写

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发展奇迹，在国

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战略地位。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

改革开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

托，广东正在新的起点上把统计工作放

到改革、开放、创新轨道上去思考去谋

划去推进，加快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统计

调查体系，以落实“数据之治”的实际行

动，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

供强有力的统计支撑。

记者近日调研走进广东，感受这个

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续写统计服务高

质量发展新的篇章。

改革不停顿 创新不止步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开放是广

东的最大优势。

背靠五岭，江海交汇，向海而兴，广

东长期引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吃改

革饭、走开放路、敢为人先，是广东最鲜

明的底色。

在这片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上，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成为中国开放

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推进大湾区建设、实现“数据之治”

需要更丰富翔实的数据信息。为此，广

东省统计局紧盯国家宏观经济治理需

要，深入对接国家战略规划，统筹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统计方法创新，聚焦深圳

先行示范区和横琴、前海、南沙合作区

三大平台监测，不断提升统计服务能

力。以高质量统计监测分析，客观真实

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

力变革进程。

统计监测离不开制度创新。在“一

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三地各自执行

不同的统计制度，大湾区的数据资料整

合存在不小难度，亟待加强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系统构建大湾区统计制度。

横琴、前海、南沙，不仅仅是大湾区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粤港澳合作的

试验田，更是为深化统计体制机制创新

探路的“排头兵”。

2021 年 4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要求创新统计工作方式，“建立常

态化评估机制”。面对与粤澳两地统

计方法制度、数据生产方式、统计规则

机 制 的 不 一致，广东省统计局提出

“一地两统、结果双用”工作机制成为破

解难题的关键。

“一地两统、结果双用”，即在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统计机构，实行

一个机构两种统计方法，核算出一致

的结果供粤澳两地共享共用。在推进

过程中，广东省统计局主动发挥牵头

作用，以管理体制融合为引领，一步一

个脚印，一环紧扣一环，组建专班、深

入调研、编制框架、细化指标、完善体

系、交流研讨、达成共识，短短数月

后，相关指标体系及评估办法初步构

建起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统计局局长

李国辉说，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指标体系及常态化评估办法

已通过国家统计局、广东省、澳门、珠

海市、高等院校等专家论证，并在征求

湾区管理部门意见后于今年 3 月印发

试行，与之相应的改革试点也相继落

地实施。

在珠江口东岸的前海，得益于多年

的制度创新，现代化统计体系建设驶入

快车道。2022年 3月，深圳市统计局与

前海管理局联合印发《建立健全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统计体系的工作

方案》，提出“构建既符合国家现行统计

体系又具功能区特色、既明确分工又高

效协同的统计体制机制”，明确“统一核

算、在地统计、协同管理、创新发展、信

息共享”五大原则。

经过一年试行，前海实现了合作区

统计体系与国家现行统计体制衔接，各

项指标的数据采集均严格执行国家统

计制度及分类标准。深圳市在开展各

行政区、功能区数据核算的基础上，专

项核算地区生产总值，单列规上工业增

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

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 （下转2版）

风好正是扬帆时
——广东在新起点上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8月 9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下降 0.3%。其中，城市下降 0.2%，农村下降 0.6%；食品价格下

降 1.7%，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下降 1.3%，服务价格上涨 1.2%。

1-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5%。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2%。其中，城市上涨 0.3%，

农村持平；食品价格下降 1.0%，非食品价格上涨 0.5%；消费品价格下降

0.1%，服务价格上涨 0.8%。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来看，7月份，食品烟酒类价

格同比下降 0.5%，影响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约 0.14 个百分

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下降 14.0%，影响CPI下降约 0.48个百分点，其

中猪肉价格下降 26.0%，影响CPI下降约 0.41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下降

1.5%，影响 CPI下降约 0.03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5.0%，影响 CPI上
涨约 0.10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 0.4%，影响CPI上涨约 0.01个百分

点；粮食价格上涨 0.3%，影响CPI上涨约 0.01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五涨两降。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

娱乐、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4.1%、2.4%和1.2%，衣着、居住价格分别上

涨1.0%和0.1%；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4.7%和0.2%。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来看，7月份，食品烟酒类价

格环比下降 0.6%，影响CPI下降约 0.17个百分点。食品中，鲜果价格下

降 5.1%，影响 CPI下降约 0.11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下降 1.9%，影响 CPI
下降约 0.04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 0.8%，影响CPI下降约 0.01个百分

点；畜肉类价格下降 0.6%，影响CPI下降约 0.02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

上涨 0.3%，影响CPI上涨约 0.01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六涨一降。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3%、1.2%和 0.9%，生活用品及服务、居

住、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 0.6%、0.1%和 0.1%；衣着价格下降 0.3%。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下降0.3% 环比上涨0.2%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8月 9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4%，环比下降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下降 6.1%，环比下降 0.5%。1-7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

期下降 3.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3.5%。

从 7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来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5.5%，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

约 4.25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14.7%，原材料工业价格下

降 7.6%，加工工业价格下降 3.8%。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4%，影响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1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9%，衣着价格上涨 1.5%，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 0.8%，耐用消费品价格

下降 1.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13.3%，燃料动力类价

格下降12.2%，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8.1%，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农

副产品类价格均下降5.6%，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0.1%。

从 7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来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4%，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

约 0.27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0.1%，原材料工业和加工

工业价格均下降 0.4%。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07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3%，衣着价

格上涨 0.6%，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均上涨 0.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下降 1.9%，化

工原料类价格下降 1.5%，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1.4%，黑色金属材料类

价格下降 0.3%，农副产品类价格下降 0.1%；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

格上涨 0.3%。

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下降4.4% 环比下降0.2%

最新发布

近日，随着银川—青岛

港“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从

银川货运中心鸣笛启程，至

此，宁夏银川“一单制”铁海

联 运 班 列 累 计 运 量 突 破

2000车，目的地已覆盖18个

国家的50多个港口城市。

中新社供图

““一单制一单制””铁海联运铁海联运
班列突破班列突破20002000车车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幅

本报讯 普查区划分及绘图是单位

清查和普查登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黑龙江省多方位有序推进普查区划分

及绘图，截至 7 月底已全部圆满完成，

为下阶段单位清查奠定了基础。

黑龙江省经普办在国家五经普电

视电话会议后第一时间召开普查区划

分及绘图工作业务培训会，会议采取现

场讲解、实际上机操作和实时答疑三种

方式结合开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使基层业务人员快速掌握相关业

务知识和系统操作方法，为绘图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绘图工作期间，省经普办严格按

照国务院经普办的工作要求，指导基

层经普办做好前期培训等各项基础性

工作，推动县区摸清辖区范围、建筑物

的具体分布情况，确保普查小区边界

清晰准确、普查对象不重不漏。

由于普查区划分及绘图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加上操作系统白天访问量高，时

常发生卡顿情况。省经普办采取统一标

准、统一原则，省、市经普办两级联动、随

问随答的方式指定专人全天候在线指

导，大大提高了绘图的效率。严格按照

普查工作完成时间节点，倒排工期，采取

每日通报、重点联络的方法推动工作进

度，保证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李大航

黑龙江完成五经普普查区划分及绘图

本报讯 2023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调，区域经

济运行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从总量看，京津冀占全国比重稳定。上半年，京

津冀地区生产总值 49243 亿元，占全国比重为 8.4%，

与一季度持平。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 20621
亿元、7843亿元、20779亿元，占京津冀区域的比重分

别为 41.9%，15.9%，42.2%。

从增速看，河北经济增速快于北京、天津。上

半年，按可比价核算，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与一

季度相比，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提高 1.3 个百

分点。其中，河北增速最高，同比增长 6.1%；北京

与全国持平，同比增长 5.5%；天津同比增长 4.8%，

低于全国和区域平均水平。北京、天津、河北对京

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1.0%、13.5%
和 43.5%。

从三次产业看，第二产业快速增长，第一、三产

业 持 续 回 升 。 上 半 年 ，京 津 冀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13520 亿元，同比增长 4.5%，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2.8
个百分点。第一、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668 亿元、

34055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3.6%、6.2%，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但较一季度有所提高，分别提高 0.4 和

1.2 个百分点，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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