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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经济大省
挑大梁的特点凸显——

2024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
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湖南等十
省份以占全国近两成的面积，贡献全国
超六成的GDP。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经济大
省这个“车头”究竟跑得有多快？又是
如何挑起大梁的？

实现经济体量和增速有支撑
经济大省，是稳住全国经济基本盘

的“压舱石”。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大省要勇
挑大梁”。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大省在全
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
实际行动诠释挑大梁的担当：

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经济十强
省份 GDP 均超 5 万亿元，累计实现
GDP超过82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
的比重升至61%。其中广东GDP连续
36年保持第一，今年迈上14万亿元的
新台阶；

从经济增速看，十强省份中有7个
跑赢全国5%的增速，其中江苏、湖北经
济增长5.8%，并列第一。

实现这样的体量和增速，背后有哪
些支撑？

从生产端看，经济十强省份大多是
三次产业同步发力，各个领域全面开
花：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为
49.4%，第二产业占比为63.5%，第三产
业占比为 60.5%，多在“半壁江山”以
上。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2024
年，经济十强省份中，有8个省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5.8%的
增速，其中山东增速最高，达到8.3%。

从需求端看，经济十强省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63%，8
个省份增速高于全国，消费主引擎拉动
作用显著。在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增多的背景下，进出口仍保持稳健增
长，实现进出口总额超32.7万亿元，占

全国的比重为 74.7%，展现了较强韧
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房地产开发
投资减少等因素影响，经济大省固定资
产投资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投资结构持
续优化，工业、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较快。比如，河南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 21.6%，山东制造业投资增长
15.1%，湖北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6.7%。

回望过去的2024年，在国内外多
重困难挑战之下，经济大省稳住了基本
盘，有力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顺利完成。

“挑起大梁”，既有客观条件支撑：
经济大省资源禀赋优势相对突出，产业
基础较为雄厚，城镇化水平较高，经营
主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挑起大梁”，更体现主动作为：从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实施消费
品以旧换新，到打出稳外贸“组合拳”，
稳步推进改革任务落地，经济大省沉着
应变、综合施策，统筹改革和发展、把握
当下和长远，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
化为发展实绩。

科技创新动能强劲
近期，以深度求索、宇树科技等人

工智能企业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刷
屏全球互联网，被外界称为“神秘的东
方力量”。

爆火出圈的背后，凸显浙江等经济
大省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作用：经济
发展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
热潮涌动，勾勒中国经济新图景。

从创新动能培育看，经济大省通过
优势领域锻长板、薄弱环节补短板，推
动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产业焕新升
级：

2024 年，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
1.8万亿元；四川人工智能、生物技术、
无人机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0%以
上；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达8%左右，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
实现全覆盖……

向新竞攀，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关

键。2024年，上海、浙江研发投入强度
分别为4.4%左右、3.2%，均高于全国的
2.68%；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保
持全国首位。

从绿色低碳转型看，经济大省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全国
生态安全屏障：

2024年，山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达1.15亿千瓦，占比历史性
超过煤电；福建森林覆盖率连续46年
居全国首位，完成重点区域林相改善
6.88万亩；湖南提前完成“十四五”能耗
强度下降目标，洞庭湖总磷浓度下降提
前完成国考目标……

回望2024年，经济大省坚定迈向
高质量发展，还有更多生动的注脚：

广东完成横琴合作区第一阶段目
标任务，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
居民大幅增加，澳资企业超6600户、较
3年前增长44%；

江苏成功研发全球首套多电极血
管内消融设备，13个创新药获批上市、
居全国第一；

湖北经营主体连续4年每年新增
百万户以上，社会融资规模连续4年每
年跨过一个万亿台阶；

河南建成内陆地区首个国际公路
运输集结中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3
万列……

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
位，经济大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主动
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国推
进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示范先行。

2025年以改革促发展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进入
2025年，经济大省如何挑起大梁？

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多数经
济大省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5%以上：广东、上海为5%左右，江苏、
山东为5%以上，福建为5%至5.5%，浙
江、河南、湖南为 5.5%左右，四川为
5.5%以上，湖北为6%左右。

“经济大省的增长目标，既兼顾了
需要与可能，也考虑到做好与中长期规
划衔接，充分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需要。”国家
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说。

经济增长目标背后，也体现了经济
大省主动作为、开拓进取的责任担当。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中国经济大
省与重镇都把今年的增长目标定在5%
左右或更高，显示这些地方领导“勇挑
重任”的政治责任意识。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目标明确，重
在落实。

记者梳理发现，经济大省今年的工
作安排，均对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要求，围绕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拿出
真招、实招。

在大力提振消费方面，江苏、山
东、浙江、四川等多省份提出，今年要
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能；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
面，各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如山东
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湖北深入
实施数字新基建、开源新体系等“五新
工程”。

推进高质量发展，既要脚踏实地，
持续夯实经济“稳”的基础，也要勇于突
破，不断积蓄经济“进”的动能。

乙巳蛇年开工伊始，多地召开“新
春第一会”，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等重点领域落子布局，推
动改革举措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
效：

上海发布《上海市聚焦提升企业感
受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
案》，在优化为企整体服务、优化涉企监
管检查等方面，推出 58条任务举措。
河南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
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山
东部署深化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转型
改革、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等10项
重点改革……

奋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一年，
经济大省干字当头、迎难而上，接续奋
斗、勇挑大梁，将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在
新的征途上劈波斩浪。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十省份贡献超六成GDP：

经济大省这样挑起大梁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潘洁 汪子旭

2 月 13 日，在贵州
省安顺市境内，作业人员
操纵架桥机，将重约135
吨的32米T梁成功架设
在斗篷山特大桥30-31
号桥墩间。新建沪昆铁
路至安六铁路客车联络
线成功上跨既有沪昆铁
路，工程建设取得进展，
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
定基础。

图为 2月 13 日，工
作人员在架设T梁（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12日下午，随着中国队逆转日
本队取得4X7.5公里接力赛金牌，本
届亚冬会越野滑雪比赛落下帷幕。
在越野滑雪六个小项的比赛中，中
国队总计获得5金、2银、3铜，创造
参加亚冬会以来最佳战绩。

从8年前札幌亚冬会只得1金，
到如今哈尔滨亚冬会5金收官，中国
越野滑雪队历经北京冬奥会等大赛
的洗礼，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已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强队。中国
越野滑雪队领队王岩坦言，如此惊
艳的成绩远远超出赛前预期。

“我们赛前的目标是1枚金牌。
可以说，亚冬会见证了中国越野滑
雪运动的加速发展。”王岩说，“正是
国家各部门的重视和群众的支持，
有力支撑了我们队伍的快速成长。”

3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补充了
不少新鲜血液的中国越野滑雪队首
次实现全项目参赛，尽管在女子接
力等比赛中让人眼前一亮，但综合
实力依旧与欧美一众强队差距明
显。让人欣喜的是，相比初登冬奥
赛场的青涩，三年间不断通过高水
平比赛洗礼的巴亚尼·加林、迪妮格
尔·衣拉木江等年轻队员，在本届亚
冬会上无论是个人技术还是心理素
质都进步显著，具备了在大赛中挑
大梁的能力。

“这个赛季，我积极参加了不少
国际赛事，这对我的竞技水平提升
非常有帮助。”在拿到本届亚冬会女
子5公里（自由技术）金牌后，巴亚尼
说，“每一次参赛，都能让我更加清
楚自己的短板所在，也让我在比赛
中更加冷静。”

本届亚冬会上，中国女队的表
现出色。她们在女子个人短距离
（传统技术）、女子 5 公里（自由技
术）比赛中先后包揽前三名，在4X5
公里接力赛中也以领先亚军哈萨克
斯坦队超过1分钟的绝对优势夺冠。

从上一个冬奥备赛周期以来，
女子4X5公里接力都是中国女队的
重点项目，姑娘们在北京冬奥会该
项目比赛中获得第10名，刷新了中
国代表团在该项目的最佳成绩。随
着这一批选手逐渐进入运动生涯黄
金期，外界有理由相信在一年后的
米兰冬奥会赛场，中国女队有望实
现新的突破。

对中国队而言，最后一枚男子
接力赛金牌可谓含金量十足。当日
本选手一改先前比赛风格，在开赛
后就强势领滑时，新老结合的中国
队并未慌乱，一直紧跟在对手身后，
最终由最后一棒的老将王强超越日
本名将山下阳晖，为中国越野滑雪
队的亚冬会之旅画上完美句号。

在去年全冬会独揽5金后，王强
时隔一年又在亚冬会上大放异彩，
先后拿下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和
团体接力两枚金牌。作为国家队助
理教练的他，无论是在训练、比赛还
是生活中，都已是年轻队友们的典
范。如今，31岁的他依旧肩负着中
国越野滑雪短距离项目的希望。

“越野滑雪是个很辛苦的项目，
我们的队员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
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全社会
更多的认可和支持。”王强说。

在结束亚冬会征程不久后，中
国越野滑雪队就将奔赴挪威，参加2
月底举行的世锦赛，全力投入到争
取米兰冬奥会参赛资格的征程中。

虽然中国越野滑雪进步不小，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亚洲级比赛
和世界顶级赛事相比仍有差距。
而无论是选材范围还是社会关注
度，越野滑雪在中国相较其他冬季
项目来说，也依旧较为弱势。唯有
久久为功，对标世界一流强队，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从扩大选材范
围、坚持科学训练备赛等环节着
力，才能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实现
新突破。

（新华社哈尔滨2月13日电）

亚冬会见证
中国越野滑雪加速发展

■ 新华社记者 孙哲 张武岳 姚友明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
王鹏 卢宥伊）我国影史首部百亿元
票房影片2月13日诞生。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当日晚间，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票房（含预售）达100亿元。

自1月29日正式上映以来，《哪
吒之魔童闹海》已创造多项纪录：2月
6日登顶我国影史票房榜，2月7日登
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如
今，影片票房突破百亿元，意味着它
在全球影史票房榜上排名稳居前20
位，并有望进一步提升。

业内人士认为，《哪吒之魔童闹
海》的火热，既展现中国动画电影的
高质量发展，也折射出我国电影市
场的巨大潜力。这些亮眼的数据证
明，观众对高品质的作品始终抱有
足够高的热情，优质影片可以为电
影市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在创作层面，主创团队注重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
感，同时与时代特色相结合。例如，
片中“结界兽”形象来源于三星堆遗
址和金沙遗址青铜人像，太乙真人

形象被设计为一位会说四川方言、
带有喜剧色彩的角色。

此外，《哪吒之魔童闹海》中角
色数量是第一部的3倍，且角色建模
更精致，皮肤质感更真实。片中特
效镜头近2000个，主创团队达4000
余人。

“影片故事很生动，角色妙趣横
生，陪伴一代代人成长的哪吒故事
有了新的讲述方式。”来自北京的观
众董女士不久前和朋友一起“三刷”
了这部影片，“精彩视觉特效所带来
震撼的观看体验，让我每次走出影
院都意犹未尽。”

值得一提的是，《哪吒之魔童闹
海》已于日前登陆海外多地电影市
场，向世界观众展现中国动画风采
和中华文化魅力。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
展。作为创作团队，我们希望用动
画的方式，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成都可可豆动画
影视有限公司总裁、电影制片人刘
文章说。

我国影史首部
百亿元票房影片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