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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中国 GDP 十强城市格
局呈现新变局。

在谈变局之前，首先来看不变的情
况，那就是十强城市阵容依然是熟悉的
面孔。

2022 年，中国 GDP 十强城市依次
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
成都、武汉、杭州、南京。其中，上海、北
京已是4万亿俱乐部成员；深圳是唯一
处在3万亿水平的城市；重庆、广州、苏
州、成都GDP超过2万亿，成都首次加
入2万亿俱乐部；武汉、杭州、南京GDP
均在万亿以上。

新变局则是十强城市在排位上发
生改变。重庆在多年角逐中终于首次
超越广州位居全国城市GDP第4位，与
广州拉开近 300 亿元的差距。武汉走
出疫情阴霾，经济总量反超杭州重回全
国第 8 位，增速位列十强城市首位，距
离“2万亿俱乐部”只剩临门一脚。

GDP 增速较快的十强城市中，工
业的贡献作用较为明显。同时，投资和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着力点，
成为武汉、深圳、杭州等城市2022年经
济企稳回升的主要动力。

步入2023年，各地全力拼经济的决
心更加坚定。从各地经济工作会议和新
春第一会上透露出的信号可以看出，扩
内需、优化营商环境等成为今年的重点
内容。十强城市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排头兵”，正抢抓一季度这一窗口期，为
全年经济的稳步向好筑牢基础。

▶▶▶▶重庆重庆、、武汉名次上升武汉名次上升
纵观 2020 至 2022 三年，中国 GDP

十强格局较为稳定，跻身前十强的城市
阵容并未发生改变，而是在排位上出现
变化。

重庆在多年角逐中终于首超广州，
成为全国GDP排名第4的城市。2022
年，重庆实现GDP总值29129.03亿元，
广州GDP为28839亿元。重庆赶超广州
的节点发生在2022年上半年，当时重庆
以不到80亿元的差距略胜于广州，但在
随后过程中，重庆的领先优势逐步扩大，
最终将差距拉大到近300亿元。

除此之外，武汉和杭州在排位上也
有所变动。2022年，武汉实现GDP总值
18866.43亿元，杭州实现GDP总值18753
亿元，武汉反超杭州，重回到第8名。

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可以看到武汉
与杭州的排位是一个你追我赶的过程。
在2020年前，武汉在经济总量上已经多
年领先于杭州，但在2020年，杭州超越
了武汉，并在 2021 年保持住了领先趋
势。2022年，武汉已基本走出疫情阴霾，
经济实现提速，再次赶超了杭州，最终以
近110亿元的优势领先于杭州。

记者分析认为，重庆和武汉名次上
升并非偶然，中国 GDP 十强城市的格
局也并未成定局，要实现稳中求进，城
市必须在重点领域补短板、扩优势。

重庆虽然赶超广州，但在产业体系
完整性、产业结构合理性以及产业配套
上，还存在诸多不及广州的地方。在人
均 GDP 上广州比重庆高 1 倍，地均
GDP 上广州更是重庆的 10 倍左右，要
弥补发展质量上的差距，重庆未来还有
较长的路要走。

从重庆和武汉的表现也能看出，在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下，中
西部的部分城市有了与东部城市一较
高下的条件，未来中西部城市的发展还
存在巨大的潜力和后劲。

在2022年经济增速方面，武汉在十
强城市中领跑。2022年，GDP十强城市
经济增速依次为：武汉（4.0%）、深圳
（3.3%）、成都（2.8%）、重庆（2.6%）、南京
（2.1%）、苏州（2.0%）、杭州（1.5%）、广州
（1.0%）、北京（0.7%）、上海（-0.2%）。其
中，武汉、深圳两座城市跑赢了3%的全国
线；上海是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的城市。

受上半年疫情的冲击，上海经济受
到较为严重的影响，虽然在后续逐渐回
暖，但全年经济增速仍然未能转正。

记者分析发现，经济增速高的城市，
工业的贡献是主要因素。例如，武汉
2022 年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0%，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6.3%，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为55.7%。深圳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4.8%，2022年，深圳市全部工业
增加值超过1.1万亿元，位居全国城市首
位。成都2022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6%，增速位居十强城市榜首，体量
前十的大类行业“9升1降”，对全市工业
增长贡献率达107.3%。

步入 2023 年，部分十强城市在新
年第一会上释放出要着重抓工业的信
号。例如，广州在1月28日举办的高质
量发展大会上提出，坚定不移推进产业
第一、制造业立市，着重打造 8 个万亿
级、13个千亿级及一大批百亿级产业链
群。苏州在新春第一会上发布《推进数
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指导意
见》，推出了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四大主导产业的20
条重点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GDP 十强城市均
未达到 2022 年初设定的 GDP 增速目
标，部分城市与既定目标存在较大差
距，如上海与年初设定的增速目标相差
了5.7个百分点。

2023 年，GDP 十强城市均已提出
各自的经济增速新目标。武汉提出十
强城市中最高的增速目标，预计 2023
年 GDP 增速为 6.5%。可以看出，武汉
对于晋级“2万亿俱乐部”信心十足。距
离GDP总量3万亿只剩下临门一脚的
重庆，也提出了 2023 年 GDP 增速预期
6%的较高目标。

▶▶▶▶从从““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看前十强城市看前十强城市
从投资、消费和外贸“三驾马车”的

情况中也可以初步窥见十强城市2022
年的发展情况。

2022 年，GDP 十强城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依次为：武汉（10.8%）、深圳
（8.4%）、杭州（6%）、成都（5%）、北京
（3.6%）、南京（3.5%）、苏州（1.5%）、重庆
（0.7%）、上海（-1%）、广州（-2.1%）。

武汉以两位数的固投增速领跑十
强，这一增速也远超5.1%的全国平均水
平。纵观近几年，武汉一直在固投上持
续发力，2021年和2022年各季度，武汉
固投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的较快增长
水平。

深圳去年的经济增速仅次于武汉，

在高基数下能保持住较高的经济增长
水平，与深圳发力投资不无关系。2022
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4%，
在十强城市位居第2位，以较大幅度高
于全国和全省。

在广东定下制造业当家的导向之
下，深圳不断将固定资产引导向工业、
制造业领域。去年，深圳工业投资继续
保持良好增势，增长19.2%。其中，制造
业投资增长15.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17.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投资
增长21.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投资增长43.8%。

今年，深圳立下了要确保固定资产
投资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双双突破万
亿的决心。新的一年，投资和消费仍是
深圳的主攻方向。具体计算，深圳若要
在今年实现固投破万亿的目标，增速需
达到11.8%以上，这一任务并不轻松。

消费方面，2022年十强城市社会零
售 品 消 费 总 额 增 速 依 次 为 ：杭 州
（5.8%）、深圳（2.2%）、武汉（2.1%）、广州
（1.7%）、苏州（-0.2%）、重庆（-0.3%）、
南京（-0.8%）、成都（-1.7%）、北京（-
7.2%）、上海（-9.1%）。

杭州2022年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
增速位居前列，分别高于全国和浙江省
6.0 和 1.5 个百分点。杭州消费增长的
主要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扩内需、促消费
政策的稳步显效。数据显示，2022年前
三季度，杭州先后10轮共发放5.5亿元
数字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超70亿元，
撬动比达1:15以上。另一方面，主要产
业和领域的消费增长明显，对消费总体
情况的拉动力较强。

从外贸情况来看，2022年十强城市
进出口总额增速依次为：北京（19.7%）、
武汉（5.3%）、深圳（3.7%）、上海（3.2%）、
重庆（2.0%）、苏州（1.6%）、成都（1.6%）、
广州（1.1%）、南京（0.3%）。（杭州未公布
相关数据）

北京外贸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方
面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贸易稳步向好，北京全年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1.59万亿元，增
长28.2%，占地区进出口总值的43.7%。
另一方面，能源产品和机电产品成为拉
动进出口总额增速的主力，2022年北京
地区能源产品进口增长43.5%，占地区
进口总值的54.1%；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0.7%，占地区出口总值的46%。

记者认为，步入2023年，各地全力
“拼经济”的决心更加坚定，从地方召开
的经济工作会议和“新春第一会”透露
的信号可以看出，今年扩内需、优化营
商环境等内容将成为各地发力的主要
目标。

在国民经济企稳回升的背景下，
GDP 十强城市应成为“排头兵”，一方
面应强化政策支撑，积极释放稳投资、
促消费领域各项接续政策，确保政策
的稳步持续显效。另一方面，要强化
要素资源保障，将一季度部署的各类
重大项目源源不断形成新的实物工作
量，要抓好一季度这一关键窗口期，为
全年经济的全面向好打下基础。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罗鑫 赵琬微）北京市
教委等七部门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特殊教育发
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市特殊教育体系
进一步完善，各区均要建有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
衔接的十五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并根据不同学段、不同专
业配足配齐特教教师。

特殊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行动
计划提出，北京将多渠道增加特殊教育专业教师供给，完善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配备，在核定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额
内，统筹调配编制资源，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北京
各区公开招聘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岗位增设特殊教育教师
岗。持续提高特殊教育教师待遇，绩效工资分配向特殊教
育教师、从事随班就读工作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倾斜，教师
职称评聘和表彰奖励向特殊教育教师倾斜。

北京将扩大残疾学生普通高中入学机会，有能力有
意愿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残疾学生可就近就便申请入
学，参照高考有关规定积极为残疾学生参加初中和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北京将着力发展残
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支持特殊教育学校职教部与普通中
等职业学校合作开设符合残疾学生特点和需求的专业，
做好残疾学生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支持有条件的高校
面向残疾考生开展单考单招，支持高校发挥学科专业优
势发展高等融合教育。

此外，北京将持续优化优质特殊教育资源跨区配置，
核心区特教学校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特教学校
开展“手拉手”帮扶。

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
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龄老人的生活满
意度高，子女孝道指数良好。

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的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以百岁老人为核心进行抽样，80岁及以上老人占调查对
象的71.2%。 接受调查的老人中，住养老机构占2.9% ，独
居占19.6%，与儿子同住占41.8% ，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
比例为45%。八成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由家庭成员提供，
其中有一半来自儿子和儿媳。社会服务和养老机构提供
的照料服务约占5.32%，保姆提供的照料约为5.44%。80
岁之前，提供照料的主体是配偶，80岁之后，子孙照料比
重快速升高，配偶照料快速减少。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这次调查我们发现
百岁老人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心态平和，从来不为小事烦
恼。第二个是膳食合理，保持了食品的多样性和均衡性。第
三个是积极参与益智类活动，看书看报甚至还能上网冲浪。

数字化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将激增。65~69岁老人
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超过五成。百岁及以上老人仍有
1.3%使用智能手机。82.2%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视频聊
天，55.5%用于看新闻、看电影电视剧等娱乐。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我们中国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数量将
会翻两番，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2月12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江西学生
胡某宇事件”持续引发网民关注，网上相关谣言不断发
酵，严重误导公众判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此，网信
部门督促网站平台认真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严
厉打击网上借机造谣传谣以及恶意营销炒作行为。

抖音、腾讯、微博、快手、百度、哔哩哔哩、小红书等重点网
站平台深入开展排查整治，累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1894个，坚
决遏制无底线造谣炒作的势头，切实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事件发生后，广大网民
十分关注事件进展和调查情况。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
在网上无底线编造谣言，干扰舆论走向，不但挑战了社会基
本道德底线，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于此类信息
和账号，网信部门绝不姑息纵容，将持续予以打击。同时，
也呼吁广大网民提升辨别能力，不信谣、不传谣，积极参与
监督举报，主动提供相关线索，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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