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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GDP增速西高东低，重庆拔头筹黑龙江垫底

西西部部挖挖潜潜力力，，东东部部忙忙转转调调

目前交出一季度成绩单的
地区中，重庆以GDP同比增长
10 . 9%的速度居于增速榜首位，
贵州增长 1 0 . 8 % ，天津增长
10 . 6%，新疆增长10 . 2%，青海
增长10 . 1%，分列2至5名，也仅
有这5个省份保持了两位数的
增速。

增速前5名中，有4个省份
来自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并非
偶然。由于广东、江苏等沿海省
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成熟阶
段，增速适当降低实属正常，但
西部的发展相对落后，经济总
量基数也小，比如贵州、新疆、
青海的总量都排在倒数后10

名，所以后发潜力比较大。
绝大部分省份增速放缓的

大背景，也更能凸显西部省份
的增长势头。比如青海一季度
的增速虽然与去年同期持平，
但排名则从去年一季度的全国
并列第15位跃升到今年一季度
的第5位。

增速前五名，西部省份占四席

26日西藏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至此，全国30个省份已公布一季
度GDP等数据(仅陕西未公布)，其中18个省份的GDP增速高于全国
7 . 4%的涨幅。28省份增速回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按地区分析，由
于受到外贸回落和压缩产能的影响，东部省份的增速明显放缓，而
西部地区则加大投资力度，GDP增速仍维持在高位。

虽然从经济总量上来看，
沿海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4
个省份的名次仍不可动摇，但
它们的增速都有了明显下调。
江苏省8 . 8%和山东省8 . 7%的
增速，同比降幅还不算太大，而
广东7 . 2%、浙江7%的增速已经
低于全国平均增速7 . 4%了。

据广东统计局的分析，今年
该省GDP增速回落主要受出口
形势比较严峻、房地产增速回落

以及内贸拉动力减弱的影响。其
中，光是进出口就下降了23 .1%，
比去年回落60 . 8个百分点。浙江
的情况也与其类似，进出口的数
据相比去年停步不前。

2010年，由于受到投资政
策的影响，各省份的增速都大
幅增加，其中18个省区市的增
速超15%。在当年的一季度，4
个沿海省份的GDP增速分别
是 :广东15 . 5%、江苏15 . 4%、

山东15 . 2%、浙江15%，大约是
今年这些省份一季度增速的
两倍。

四年之后GDP增速减半背
后，沿海省份在经济结构调整
上的努力不容忽视。在山东省
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看来，山
东省正主动降低省内经济对工
业的依赖度，虽然对产业结构
的调整会影响增速，但这是提
高经济质量的必由之路。

沿海省份增速相比四年前打对折

在沿海地区外贸遇冷的情
况下，很多沿海的加工贸易产
业都转移到了内陆地区，重庆
也依靠电子产品的外贸加工，
抢到了增速榜的第一把交椅。

据统计，重庆在一季度实
现进出口总值1318 . 14亿元，同
比增长82 . 3%，较全国平均水平
高出86个百分点。重庆能实现
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

垂直整合产业链，主打电子信
息产业，尤其以笔记本电脑为
代表的加工贸易成为拉动进出
口的主要动力。

在四个直辖市中，情况也
有不同。其中北京的7 . 1%、上海
的7%低于全国水平，而重庆、天
津则位于增幅榜的前3位。

根据北京统计局的分析，
7 . 1%的一季度增速之所以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0 . 8个百分点，与
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有关。7 . 1%
增速虽然较低，但增长质量较
好，实现了用较少的能源消耗
和要素投入支撑较快的经济增
长。与北京相似，上海的增幅也
比去年同期回落0 . 8个百分点，
但上海统计局认为这符合经济
转型期潜在增长率趋缓的一般
规律。

沿海加工业转到内陆，重庆“逆袭”

在增速榜的榜尾，黑龙江
以4 . 1%的增速在29省份中垫
底，而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一季
度增幅则分别位列倒数第二和
第三。

河北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只有4 . 2%，不足去年同期9 . 1%
的一半，而且比去年四季度的
8 . 2%也回落了4个百分点。这4
个百分点的回落无疑与削减过
剩产能、防治大气污染有很大
关系,一季度河北省的第二产业

增速为3 . 5%，然而去年同期则
为11 . 0%。此外，六大高耗能行
业投资增速也比2013年全年有
了减缓，然而单位工业增加值
能耗却同比下降了。

处于榜尾的几个省份，产
业构成中大多依赖煤炭石油等
自然资源，在调结构与压缩过
剩产能的过程中，很难保持高
速增长。以往多年占据增速榜
榜首的内蒙古今年一季度增幅
只有7 . 3%，这与经济放缓后对

煤炭需求降低有很大关系。
增速最慢的黑龙江，一季

度能源工业增速首次出现负增
长，为-2 . 2%。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一半左右的大庆油田，更
是出现了产量增幅的负增长。
煤炭大省山西一季度GDP涨幅
5 . 5%，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
点。在煤价下跌的影响之下，该
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7 . 3%，
比去年的增幅下降了3 . 6个百
分点。

三大资源型省份增速垫底

本报记者 张頔

针对一季度我国 2 8省份
GDP增速放缓的局面，山东省
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表示，要
理性看待一季度一些经济运行
的指标回落，现阶段我国经济
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叠加影
响，不少省份已经不单纯看重
增长速度，而是主动调整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注重质量。

特别是几个东部沿海的省
份，本身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一
定规模了，很难每年都保持两
位数的增长速度了。以山东经

济为例，目前已经不能单纯追
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没
有效益的增长,而是要寻求“快”
和“好”的平衡点，为长远发展
不断积聚有利因素。

相比经济增速的放缓，郑
贵斌更为看重产业结构的调
整。就一季度的全国情况而言，
提早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庆、新疆等省份还保持着较高
的增速，但山西、内蒙古等对资
源依赖性较强的省份，则明显
感觉到发展吃力了。对山东来
说，应继续降低省内经济对单
一产业的依赖度，虽然对产业
结构的调整会影响增速，但这
是提高经济质量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张頔

28省份增速回落背后是提质

重庆 2982 . 7亿元 10 . 9%
贵州 1421 . 2亿元 10 . 8%
天津 3190 . 3亿元 10 . 6%
新疆 1295 . 9亿元 10 . 2%
青海 388 . 9亿元 10 . 1%

10%
安徽 3971 . 2亿元 9 . 6%
福建 4037 . 7亿元 9 . 4%
江西 2948 . 4亿元 9 . 3%
湖北 5137 . 3亿元 9 . 2%
湖南 5042 . 7亿元 9 . 2%
西藏 172 . 3亿元 9 . 2%
江苏 12892 . 9亿元 8 . 8%
河南 7456 . 9亿元 8 . 7%
山东 11995 . 0亿元 8 . 7%
四川 5878 . 5亿元 8 . 1%
广西 3014 . 4亿元 8 . 0%
甘肃 1098 . 3亿元 7 . 9%
云南 2454 . 7亿元 7 . 7%

7 . 4% 全国平均线

辽宁 5663 . 6亿元 7 . 4%
内蒙古 3161 . 4亿元 7 . 3%
海南 815 . 0亿元 7 . 3%
广东 13636 . 9亿元 7 . 2%
北京 4413 . 0亿元 7 . 1%
上海 5313 . 1亿元 7 . 0%
浙江 7768 . 0亿元 7 . 0%
吉林 2305 . 1亿元 7 . 0%
宁夏 442 . 6亿元 6 . 9%
山西 2631 . 7亿元 5 . 5%
河北 5426 . 8亿元 4 . 2%
黑龙江 2650亿元 4 . 1%

专家看法

各省份一季度
GDP及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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