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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各省市區GDP增幅榜上，天
津、重慶、貴州位列三甲，而上海則
以7.5%的速度「包尾」，廣東8.2%的
增速排在倒數第四位，而其「追趕者」
江蘇以10.1%的增長進一步拉近與「一
哥」廣東的距離，經濟專家分析，江
蘇經濟轉型早、創新能力強，增長後
勁大，而廣東新經濟增長點的拉動作
用尚不明顯，結構調整任務艱巨。
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認為，投

資和信貸的快速增長仍是推動江蘇強
勁增長的重要原因。不過從自身增長
動力看，江蘇重化工業能力突出，輕
重工業比重相對均衡，受到國際經濟
危機衝擊的影響比廣東小，近年來江
蘇的區域創新能力和專利授權量均位
居全國首位，這意味㠥江蘇經濟增長
的後勁更大一些。

乏人才制約粵自主創新

至於廣東，廣東省統計局指出，新
的經濟增長動力有待繼續培育，戰略
性新興產業從投入到形成大規模的生
產能力需要幾年時間。
此外，創新能力仍待加強。廣東華

南經濟研究院區域與產業經濟研究所
所長楊久炎指出，創新人才缺乏和創
新環境欠佳是制約廣東自主創新的兩
大問題。廣東現有的院士數量遠遠少
於京、滬、蘇等省市。廣東人才培養
質量、人才規格與經濟總量和結構不
相稱。政府在完善科技投融資體系、
促進創新資源共享交流機制、促進創
新成果轉化政策等軟環境方面也相對
滯後。

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表示，自
2007年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首次超過
東部地區至今，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
增速已經連續5年全面超過東部地區，
中國工業和經濟發展格局都呈現「北上
西進」的新趨勢，即經濟中心和工業中
心開始由東部沿海向東北和中西部轉
移，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亦不斷湧現，
新的區域發展戰略版圖正在形成。

三大地區引擎作用不減

張漢亞分析，未來長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三大地區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繼
續在全國發展中發揮引擎作用。東部沿
海地區完成新一輪戰略佈局，遼寧沿海
經濟帶、河北沿海地區、江蘇沿海地
區、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對腹地的輻
射帶動能力進一步增強。中西部地區培
育形成了一批新的經濟增長極，廣西北
部灣、成渝、關中—天水、中原經濟

區、皖江城市帶等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
的地區加快發展，成為引領中西部地區
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
誰會是下一個增長明星？張漢亞認

為，西部板塊中可能群星閃耀。比如新
疆，隨㠥區域經濟規劃的實施，產業調
整與能源開發都將進入到一個快速增長
期；而陝西，其在西北能源區域中處於
相對有利的位置，科技創新的潛力大，
隨㠥「關中—天水」等區域規劃的實
施，將獲得進一步的政策、投資傾斜，
經濟發展潛力將會被進一步激勵出來。
近年來持續實現高速增長的重慶，隨㠥
兩江新區的建設，其吸引外資、承接產
業轉移、資源開發以及對周邊的輻射效
應，都還會有比較大的提升。廣西等省
份連接東盟十國的環北部灣經濟區，伴
隨㠥東盟經濟的起飛、經濟往來增加，
這個區域的經濟增長勢頭仍會繼續搶
眼。

內地四大區域經濟定位早已明朗，東部
地區帶動經濟結構調整，中部地區承接產
業轉移，西北和西南地區擴大邊境貿易，
東北地區增強製造業支撐作用。北京經濟
專家分析認為，未來東部省份的經濟增長
點在於提高城市化質量，構建「大都市
區」；而中西部地區則以四大工業化佈局
推動增長極的爆發。

構建「大都市區」提升質量

東部地區既是內地經濟的重要引擎，也
是經濟結構調整的示範區域。經濟學家、
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分析，如今
東部地區發展遇到困局，長三角和珠三角
地區完全依靠成本優勢、規模效應成為世
界工廠，中小城鎮在產品技術上不具備可
持續的競爭力，而在上海、廣深、京津為
核心的東部沿海中心城市，長期聚集㠥兩
億多流動人口，但核心城市無論基礎設施
還是公共服務都難以滿足需求。
管清友認為，東部地區未來將從工業化

帶動城市化轉向提高城市化質量的發展方
向，構建「大都市區」的規劃，未來東部
基建投資增長的空間仍大。國家信息中心
預測部主任祝寶良也認為，未來東部將轉
向以城市經濟為重心，教育、文化、醫療
保健、養老、旅遊、設計研發經濟、房地
產、物流航運、金融、會展等將是該區域
經濟的支柱，新增工業項目尤其是大型工
業項目將減少，工業區域將轉移。

中西部可承接東部部分產業

「外需疲弱和物流高成本都會造成中西
部無法複製沿海地區以世界市場為背景的
經濟增長模式，內需成為中西部工業化的
動力所在。」管清友認為，可從四個方向
來構建中西部的產業佈局，第一，成都、
重慶可以承接轉移東部沿海部分產業，第
二，山西、湖南以資源為導向形成產業集
聚，第三，內蒙古、河南充分打造現代農
業相關產業，第四，新疆、湖北等利用政
策優勢，植入新型產業。

新疆陝西或成未來明星

內 地 四 大 區 域 板 塊
東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0省（市）

中部：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佔全國GDP份額兩成多

西部：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

寧夏和新疆12省（區、市），佔全國GDP份額一成多

東北：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省，在全國GDP中的比重為0.8%左右

去年中國經濟整體放緩，全年GDP增速僅為7.8%，而在31省市區中僅京滬兩地
增長低於全國水平，其他省市增速有所回落但均高於8%。（見附表）

重慶貴州連續兩年居三甲

從經濟增速看，西部板塊的整體崛起引人注目，三年間多數西
部省份從榜尾大幅躍升至前列。在2010年的增速榜上，西部板塊
中僅內蒙古、陝西、廣西躋身前十，其餘省份均居於榜單的中
下游，甘肅、貴州更列倒數四五位。而到2011年，榜單後十位
中已不見西部省份的身影，西部板塊整體前進至中游，貴州更
變異軍突起實現史上最快增長，前進至榜單並列第二名。而
去年，除重慶、貴州連續兩年高居增幅榜三甲外，雲南、甘
肅、陝西、四川、青海五省以超過12%的增速佔據四至八
席，此外，西藏、新疆則實現12%的增長與吉林並列第十，
內蒙古和廣西增長相對稍慢也達到11.7%和11%。
與西部的集體「崛起」相比，中部板塊則略顯沉悶，曾

一度猛烈的增長勢頭「啞火」。在增速榜前十中，僅安徽以
12.10%的水平徘徊在第九，與前兩年位次相當，而湖南、
湖北兩省則連退4步和7步，跌落至15名以後，增速下降3個
百分點以上，而資源大省山西則兩年連退十大步，增速大
降3.8個百分點，進入到增速榜後十位。此外，東北三省的

增長勢頭亦令人失望。吉林從去年的第四位降至第十位，增
速下降2個百分點；黑龍江和遼寧更首次進入榜尾後十位。

江蘇首進五萬億元俱樂部

而在東部沿海板塊，繼續「包尾」增幅榜的後五名，在後十名中亦佔據七
席，惟天津受益於濱海新區增長，以13.8%的增速蟬聯全國冠軍，這已是天津
連續第三年位居全國之首、第五年名列三甲；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在2012年獲
得歷史性突破，GDP首次進入「五萬億元俱樂部」（另一個是廣東），更為增
速榜上進步最大的東部身份，從2010年慘居榜單倒數第二，三年間前進9
位，在全國經濟回落的背景下，GDP增速的降幅卻為各省最少。此外，處
於海西經濟區的福建，以11.4%的增速升至排行榜的15位，比上一年前進四
名，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

發改委：西部熾熱東北寒冬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接受本報採訪時分析指出，各地
區的經濟總量在不斷攀升，但增長速度卻出現大幅波動，其中東北地區的增速降幅
最大，中部其次，東部再次，西部最少，這顯示了西部內陸地區在這一輪經濟波動
中，不僅保持了較高增速且穩定性較好。西部地區的強勁增長主要得益於投資的快

速增長和出口的良好勢頭，東北地區雖投資增速最快但遭遇到外
貿的寒冬，中部地區的工業增速則全面下滑。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國力認為，目

前京、滬、粵、浙等東部省份，工業化程度較高，但經濟增長的
新動力尚未形成，加快實現轉型升級面臨較大壓力。

內地31省、市、自治區去年的經濟「成績

單」日前全部揭曉，對比2011和2010年的

GDP增幅榜單，在歷經金融危機洗禮與新

一輪復甦之後，各地排名「大洗牌」：西部

地區集體「崛起」，在去年增幅榜前十中獨

佔八席；中部六省中則多數大倒退，東北諸

省名次更普跌五位以上；而東部沿海地區，

雖包攬了榜尾增長最慢的五個席位，卻有天

津、江蘇、福建三大增長亮點閃耀。經濟專

家指出，中國經濟增長「西強東弱」、「西

高東低」將在中長期延續，區域版圖和增長

格局的變革已經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實習記者 戚鑫月

地方排名大洗牌
西部8省市崛起

津蘇閩GDP增速高 中部倒退東北普跌

名次 省份 同比增幅

1. 天津 13.8%

2. 重慶 13.6%

3. 貴州 13.6%

4. 雲南 13%

5. 甘肅 13%

6. 陝西 12.9%

7. 四川 12.6%

8. 青海 12.3%

9. 安徽 12.1%

10. 吉林 12%

11. 西藏 12%

12. 新疆 12%

13. 內蒙古 11.7%

14. 寧夏 11.5%

15. 福建 11.4%

16. 湖北 11.3%

17. 湖南 11.3%

18. 廣西 11%

19. 江西 11%

20. 河南 10.1%

21. 江蘇 10.1%

22. 山西 10.1%

23. 黑龍江 10%

24. 山東 9.8%

25. 河北 9.6%

26. 遼寧 9.5%

27. 海南 9.1%

28. 廣東 8.2%

29. 浙江 8%

30. 北京 7.7%

31. 上海 7.5%

本報根據各地公開資料整理

去年內地31省市區
GDP增速情況

東部提升城鎮化西部推進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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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上海去年GDP

增速居末席。

■廣東省基礎未牢，缺乏自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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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2

貴州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