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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多地GDPGDP总量跨上新台阶总量跨上新台阶

——广东GDP超12万亿元，湖北经济
增速位列全国第一

2021年，多个省份GDP总量跨上新台阶。
广东是名副其实的 GDP 大省。2021 年，广东省 GDP

总量达到 12.44 万亿元，成为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 GDP
跨上 12 万亿元台阶的省份，连续 33 年居全国第一。江苏
省2021年实现GDP总量11.64万亿元；山东省为8.31万亿
元；浙江省实现 GDP 总量 7.35 万亿元；河南省 GDP 总量
达 5.89 万亿元。如果以去年平均汇率计算，广东、江苏
两省GDP均已超过韩国的经济总量。

总量迈上新台阶，经济增速也保持恢复性高增长。
2021年，湖北省以12.9%的两位数增速位列全国第一，

海南省实现了 11.2%的高增长，紧接着是山西、江西、江
苏、浙江、北京、山东、安徽、重庆、四川等。

“2021 年是各地经济稳步复苏的一年，领跑者仍然是
排在第一梯队的省份，呈现出你追我赶和稳中求进的发
展态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
东对本报记者表示，2021 年各省份成绩单呈现出一些新
特点——

湖北省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刘向东分析，湖北省相
对于全国其他地方出现更加显著的恢复，经济增速高达
12.9%，一方面受2020年负5%低基数效应影响，另一方面
也得益于疫情发生以来各方给予湖北的大力支持。

海南省增速突出。2021年海南自贸港建设红利初步释
放，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均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省统计局局长刘自更表
示，2021年海南省主要指标增速均快于上一年，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历史性地全面跻身全国前列，充分展现了自贸港
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强劲动力。

人均GDP增长取得新突破。2021年，全国人均GDP超
8万元，折合1.25万美元。具体看各地，北京、上海、江苏
的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约2.85万
美元和2.7万美元，距3万美元的关口越来越近。

““万亿俱万亿俱乐部乐部””再扩容再扩容

——北京、上海 GDP 均超 4 万亿元，
东莞成为第24个GDP超万亿元城市

看完省份成绩单，再看城市——2022 年，“万亿俱乐
部”城市继续扩容。

1月24日，东莞市统计局公布2021年东莞经济运行情
况：2021年全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0855.35亿元，同
比增长8.2%，两年平均增长4.6%。至此，东莞成为中国第
24 个 GDP 超万亿元城市，也是广东省第 4 个 GDP 超万亿
元城市。

在珠三角已有深圳、广州两座万亿 GDP 城市的背景
下，东莞何以脱颖而出？刘向东分析，这主要得益于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分工明确。东莞承载着深圳等城市的辐射带
动作用，在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家具服装、食品饮料等
方面形成较强的产业集群，并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很好
的互补配套，吸引了更多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集
聚，使其成为全球的生产车间和制造基地，并在对外开放
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万亿俱乐部”城市数量在增长，头部城市的经济总量

也再上一个新台阶。
2021年，北京、上海GDP总量迈过4万亿元门槛，分

别达到40269.6亿元和43214.85亿元。增速方面，上海GDP
实际增速略低于北京。深圳成为中国第3个GDP突破3万亿
元的城市。广州和重庆以28231.97亿元和27894.02亿元的成
绩紧随其后，二者差距从2020年不到17亿元扩大到337.95
亿元，“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地位更加稳固。

“新成员”竞争激烈。武汉、合肥、福州实际增速位居
全国前列，分别达到 12.2%、9.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1%。合肥与济南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多座城市把GDP突破万亿元列为经济发展目标。江苏
的常州和徐州两市增势明显，2021年GDP分别达到8807.58
亿元和8117.44亿元，成为下一批万亿城市“后备军”。刘
向东分析：“‘十四五’期间，烟台、常州、徐州、唐山、
大连、温州、昆明、厦门等城市提出未来几年GDP总量争
取突破万亿元。从目前发展形势看，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
易，这些城市还需要继续铆足劲，才有望尽快跨入‘万亿
俱乐部’。”

各地各地蓄力冲刺蓄力冲刺20222022

——中部奋起直追，产业升级、消费
复苏是重头戏

展望2022年，除天津外，30个省份均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了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海南9%左右的目标位
列第一，西藏为8%左右。

产业升级、消费复苏是各地稳增长的重头戏。
回看2021年成绩单，GDP量质齐升的省份，大多呈现

出新兴动能强劲的特点，先进制造业比重较大，高技术产
业带动力增强。在新的一年，各地也不约而同更加强调产

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将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
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列为发展重点。

各地还明确提出将持续推进消费复苏。去年底以
来，已有重庆、成都、合肥、郑州、南京等 30 多个城市
陆续推出消费券。这些消费券主要集中在餐饮、购物、
旅游和体育等领域，以带旺“两节”消费。刘向东认
为，消费复苏仍面临不少挑战，但始终是各地稳增长的
重要途径。他建议，各地应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消费型
城市建设，加快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主动提升经济增长
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中部六省确立的增长目标较
高。其中湖南、山西设定在6.5%，河南、安徽、江西、湖
北设定在7%。

202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到250132.5亿元，占全国
经济总量比重超 20%，占比逐渐扩大。其中河南 2021 年
GDP 总量达到 5.89 万亿元，是中部第一经济大省。湖北
GDP总量也首次突破5万亿元，湖南省为4.6万亿元，安徽
去年GDP也跨过4万亿元门槛。山西、江西的增长势头也
很好。

对于中部地区形成的赶超之势以及中部地区未来的
发展前景，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分析：“2021
年，中央专门出台了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为中部地区发展指明方向。要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
中心，中部地区能源、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还会继续发
挥。特别是国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中部地区作
为先进制造业的中心地位还会发挥重要作用，全国的制
造业将进一步向中部地区集中，其装备制造的优势将更
加突出。”

“2022年我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
压力，各地更加注重预期引导，不少省份主动调低了经济
增长目标，但仍维持在5%以上的中高速水平，你追我赶的
良好竞争态势仍在继续。”刘向东认为，今年区域经济发展
势头被普遍看好。

北 京 冬 奥
会正在火热进
行中。为助力
冰雪运动蓬勃
发展，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
局 （标 准 委）
近日下达 11 项
冰雪运动国家
标 准 计 划 项
目，以标准普
及群众性冰雪
运动，引领冰
雪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
从 2015 年北京
申办冬奥成功
到 2021 年 10 月
间，全国冰雪
运动参与人数
达到 3.46 亿人，
居民参与率达
24.56%，中国已
实现了“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目标。

国 家 市 场
监管总局有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本批标准涉及
高山滑雪、速度
滑冰、冰球、冰
壶等体育项目，
涵盖冰雪运动
赛事活动组织、
场所运营管理、
大众冰雪运动
水平等级评价
等。“市场监管
总局（标准委）
将以北京冬奥
会为契机，联
合 黑 龙 江 省 、
体育总局坚持
边 研 制 、边 验
证、边推广，进
一步完善群众
性冰雪体育运
动标准体系，推
动国家冰雪运
动跨越式发展。”

根据《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
到 2025 年，中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 1 万亿
元。通常认为，第三产业中，冰雪产业能带动
更丰富的业态融合，包括更高端的教育培训、
可囊括家庭需求的度假旅游以及形式更为多样
的竞赛表演，为体育消费升级提供了一种方
向。前述负责人表示，本批标准对于系统规范
冰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看标准内容，在赛事活动组织管理方
面，重点针对大众高山滑雪这一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明确赛事组织、人员培训、安全应急、
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为赛事活动举办者、
承办者提供指引，保障赛事活动安全。

在运动场所管理运营方面，从自然环境、
基础设施、器材装备、活动项目、服务管理等
角度，提出滑雪场所星级划分与评定要求，着
力营造良好的滑雪环境，改善消费体验，吸引
更多群众参与到滑雪运动中。

在大众冰雪运动水平提升方面，重点研制
冰球、速度滑冰等4个项目的运动水平等级评价
规范以及大众高山滑雪、冰壶等项目培训规
范，为科学评价群众体育运动水平提供技术依
据，完善冰雪人才培养体系，夯实竞技体育人
才储备。

在统一冰雪运动术语方面，重点针对滑
冰、滑雪项目，建立覆盖场地器材、人员、比
赛规则等在内的统一的概念体系，为后续开展
冰雪运动国际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促进中国冰
雪文化广泛传播。

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
委） 将组织相关单位加快推动标准的研制及发
布实施，打造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服
务、运动培训等业态协同发展的冰雪产业格
局，更好满足大众多层次、多样化参与冰雪运
动的需求，助力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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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省区市2021年GDP数据陆续出炉——

各地GDP“年报”新意足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近期，31个省区市2021年GDP数据先
后出炉，并陆续发布了2022年经济增长预
期目标。

看总量，不少省份在过去一年实现了
跨越式突破，更多省份一步一个脚印保持
经济稳步增长。

看增速，2021年各省份普遍实现了恢
复性增长，特别是湖北省和海南省的经济
增速尤为突出。

看城市，北京、上海GDP总量双双超
过4万亿元，而东莞成为全国第24个GDP
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也是广东第 4 个

“万亿俱乐部”成员。

本报西宁电（记者贾丰丰） 记者近
日从青海省西宁市林草局了解到，西宁
市湿地面积从 241.41 公顷增至 329 公
顷，湿地率从 47.5%提高到 64.67%，这
里已成为重要的候鸟迁徙地和栖息地。

作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西宁湟水
国家湿地公园贯穿城市中心。经过湿
地保护与恢复项目的开展，近几年，
鸳鸯、罗纹鸭、普通翠鸟、蓝翡翠等
陆续在湿地公园安家落户。监测结果
显示，目前湿地公园内分布有植物 33
科 82 属 103 种，主要有芦苇、香蒲、

三春水柏枝、菵草、两栖蓼、海乳
草、灰绿藜、独行菜、苦苣菜、泽泻
等；野生脊椎动物 187 种，隶属于 23
目 58 科，湿地鸟类高达 78 种。其中
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 3 种，国家Ⅱ
级保护野生动物 7 种，省级保护动物
10 种。

据悉，在积极开展湿地保护修复的
同时，西宁市不断探索“湿地+自然教
育”新模式，坚持不懈地开展湿地保护
自然教育活动，全市4所湿地宣传教育
阵地已扩大到了小学阶段。

本报福州电（记者刘晓宇） 记者从福
建省福州市人社局获悉，1月30日起，由福
州市人社局制作的2022年“寻工在线”寻
工地图正式发布，免费面向所有外来务工
人员。“寻工地图”以福州地图为基准，把
福州节后需要招聘的100多家重点企业、数
万个岗位及联系电话标注其上。

据悉，入选企业全部是经过福州市人
社局审核通过的“诚信用工承诺”企业，
涵盖了节后企业亟须招收的数十个工种，
尽最大可能让外来务工者便捷地从图上寻
找到适合自身的企业和岗位。

近段时间以来，福州市人社部门多措
并举，深入企业宣讲稳生产稳用工政策、
走访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企业职工、
聚焦企业用工服务，全力做好一季度“开
门红”的用工要素保障。春节后，福州市
人社部门将继续组织包机包列包车“点对
点”输转西北、西南等中西部地区来榕务工
人员；节后举办“好年华 聚福州”2022年企
业用工线上专场招聘会，已向300家用工企
业征集到1.2万个岗位，并将组织企业赴云
南、贵州、宁夏等劳务输出基地参加当地
现场招聘活动。

成为重要的候鸟迁徙地和栖息地——

西宁市湿地率增至64.67%
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就业攻略”——

福州发布“寻工在线”地图

▲江苏省去年实现 GDP
总量11.64万亿元，增速位列
全国第五。图为一艘远洋滚
装轮近日在连云港港东方公
司码头装载汽车外运。

王 春摄（人民视觉）

▲山东省枣庄市冰雪运动持续升温，人们走
出家门，体验雪圈、雪地摩托、雪地碰碰车等项
目，尽享冰雪运动乐趣。图为2月5日，人们在枣
庄市葫芦套景区戏雪乐园体验雪圈滑雪。

李志军摄（人民视觉）

▶2021 年，湖北省经济
增速领跑全国，成绩亮眼。
图为春节期间，游客在武汉
武昌楚河汉街观看糖画。

赵广亮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