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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常州 GDP 就已经达到 9550.1
亿元，距离万亿门槛只差临门一脚。如今顺
利实现目标，并不令人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烟台还并未公布
2023年的GDP数据，但前三季度，烟台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7260.1亿元，这比常州同期的
7006.1亿元还高出200多亿。因此，正常情
况下，烟台破万亿应该是大概率。

如果两城携手晋级，对所在省都具有重
要意义。常州继苏州、南京、无锡、南通之后
破万亿，标志江苏成为全国首个拥有5个万
亿级城市的省份。在此之前，广东和江苏都
已拥有4个万亿级城市，并列全国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分析看来，江苏
省由于省内相对均衡的发展格局，被戏称为

“散装”省份。常州的此番晋级，无疑进一步
反映了这一特点。但这也恰恰说明，这种均
衡发展模式是符合江苏“省情”的。

同时，常州破万亿，也将长三角的万亿
级城市数量提升到9个，继续巩固和扩大了
长三角在头部城市培育上的优势。在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中，粤港澳
大湾区的万亿城市为5座，京津冀城市群为
2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同样为2座。可
以看出，长三角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
的，并有望保持长时间的领先状态。

烟台若顺利破万亿，这意味着全国第三
大经济强省山东的万亿城市数量也将上升
为3个。至此，经济总量排名全国前三的广
东、江苏、山东，万亿城市数量都至少在 3
个。北方地区万亿城市，也将增加到7座。

此外，2023 年 GDP 万亿俱乐部实现增
员，也结束了 2022 年新增万亿城市“挂零”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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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此前一些直辖市、省会城市、副
省级城市在经济总量上的突破，如期晋级的
常州、“准万亿”的烟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
是它们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从城市定位
看，都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或是“头
部城市”，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它们属于“腰

部城市”。
事实上，在已经确定的25个GDP万亿

城市中，“腰部城市”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
力量。比如，之前晋级的无锡、泉州、南通、
东莞等，都可以归入此列。它们的崛起，一
方面是因为一大批在政策、资源、产业、底蕴
等各方面都更具综合优势的省内头部城市，
已经率先进入了新的阶段，向着 GDP2 万
亿、3万亿的方向前进。处于“腰部”的它们，
可以说是被时代推到了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这与“腰部城市”在当下城镇
化发展阶段，所被赋予的新的定位息息相
关。一个与之形成呼应的现象是，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省份提出要打造经济副中心。在
很大程度上说，多数“腰部城市”在各自省内
实际也就是扮演着“副中心”或者是次级支
撑的角色。

之前，《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若干重大问题》一文明确提出，东部等人口
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
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
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
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中西部有条件
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
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以长三角为例，作为东部人口密集地区，
目前可以说基本形成了领头羊上海超 4 万
亿、苏州超2万亿，其余多座城市分别冲刺2
万亿、1.5万亿的“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
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这样一种城市群结构
之所以被推崇，是由于随着头部城市发展格
局的趋于稳定，“次级城市”的发展状况，或越
来越关系到一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和后劲。

因为它们虽然不具有头部城市的综合
优势，但也因此会少一些包袱，甚至更多一
些闯劲，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把某一个方面
的优势做到极致，就可为区域发展贡献更多
新动能。这次迈上新台阶的常州就是一个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近年来，作为一般
地级市的常州，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新能源产
业领域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存在，表现出了
不输头部城市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这不仅帮
助自身实现较快发展，也为省域经济和产业
发展作出了重要助力。

就在日前，江苏省印发《关于支持常州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
常州高质量推进太阳能光伏、动力及储能电
池、新型电力装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
创新升级，打造“新能源之都”城市名片。

其实，像泉州、东莞、南通这些新晋万亿
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鲜明的产业优
势。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通过敢闯敢拼开
辟新产业，从而成功实现跃升的非头部城
市，也将给更多不具有太多“先天优势”的同
类城市以鼓舞和激励。

下一个万亿之城花落谁家下一个万亿之城花落谁家

常州、烟台之后，还有多座城市也到了
冲刺万亿俱乐部的关键阶段。

2022 年，唐山、徐州、大连、温州，四城
GDP 都突破了 8000 亿，成为万亿俱乐部最
重要的后备成员。其中，唐山、徐州均明确
提出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 万亿
元；2023年大连市政府工作报告则表示，将
加速实现三年挺进万亿 GDP 城市目标；温
州则在2020年就提出，到2025年，“力争迈
上万亿级地区生产总值、千亿级地方财政收
入、千万级常住人口、百万级新增人才的发
展台阶”。

尽管上述城市能否如期实现各自定下
的目标还需要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
就是未来几年万亿俱乐部最有竞争力的冲
刺选手。

它们的晋升，也将对相关区域带来重要
影响。比如，唐山晋级，则意味着京津冀将
迎来第三座万亿城市；大连晋级，则更是将
结束东北地区万亿城市长期空白的局面。
同时，它们的晋升也将强化北方城市在万亿
俱乐部的存在感。

徐州晋级，则会将江苏的万亿城市数量
继续推高到6座；而温州晋级，将帮助浙江与
山东一样，成为拥有三座万亿城市的省份。

其实，随着 GDP 万亿俱乐部的持续扩
容，未来对经济总量“大城”的衡量标准也将
随之提高。2万亿，甚至3万亿，可能才是真
正的“头部城市”的门槛。但是，这种城市竞
争的你追我赶的拼劲与活力，永远是最珍
贵，也是值得被呵护的。 本报综合消息

1月15日，江苏省人社厅公布《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
资标准的通知》，从2024年1月1日起调
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江苏省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 2490 元，
二类地区2260元，三类地区2010元。非
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
地区24元，二类地区22元，三类地区20
元。

记者注意到，江苏省上一次调整
最低工资是在 2021 年 8 月，相应的月
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 2280 元，二
类地区 2070 元，三类地区 1840 元。非
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
类地区 22 元，二类地区 20 元，三类地
区 18 元。

浙江省人社厅也在 1 月 15 日发布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
资标准的通知》，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调整为第一档2490
元、第二档2260元、第三档2010元，非全
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第
一档 24 元、第二档 22 元、第三档 20 元。
上一次浙江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在2021
年 8 月，相应的全省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2280元、2070元、1840元三档，非全日制
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 22 元、20
元、18元三档。

根据计算，此次江苏、浙江最低月工
资标准上调幅度约为9%，且第三档月最
低工资标准均超过 2000 元。根据人社
部数据，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全国执
行三档、四档最低工资标准档位的省份
中，尚未有第三档位月最低工资标准超
过2000元的省份。

除江苏、浙江外，辽宁、河南等地近
期也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根据辽宁省
人社厅消息，该省将于 2024 年 5 月 1 日
起执行最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月
最低工资标准一档为 2100 元，二档为
1900 元，三档为 1700 元，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一档为21元，二档为19元，三档为
17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人社部数据，
截至2023年10月1日，辽宁省最低工资
标准档位为四档，相应的月最低工资标
准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分别为 1910
元、1710 元、1580 元、1420 元，小时最低
工资标准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分别为
19.2元、17.2元、15.9元、14.3元。2024年
调整后，辽宁省最低工资标准档位数量
调整到三档。

河南省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新
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一类行政区域月最
低工资标准21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20.6 元；二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
20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9.6元；三类
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1800元，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17.6元。河南上一次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22年1月，相应的
一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200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9.6元；二类行政区
域月最低工资标准1800元，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17.6元；三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
资标准16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5.6
元。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
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
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
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
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
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
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
动者。此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
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
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会相应带动
一些待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
保障水平。比如，失业保险金、加班费、
病假工资、试用期工资等都会随着最低
工资标准的提高而增加。

本报综合消息

1月15日，中消协等发布2023年四季度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其中，消费者不满直播电商“低俗”“虚
假比价”等问题，“摇一摇”跳转广告泛滥令
消费者不堪其扰，变种“生鲜灯”存在“屡禁
不绝”隐忧，短视频平台微短剧诱导付费，大
学生“整顿”不合理餐具收费，网红零食“学
历造假”导致消费者“踩雷”等有关案例涉及
的消费维权问题较为突出。

报告提到，2023年四季度，消费者在电
商直播间的不良体验引发舆论关注。有消
费者称，有电商主播在带货美妆商品时内容
低俗，引人反感，乃至有消费者向品牌方提
出质疑称“品牌形象不要了吗”。此外，一些
电商主播存在“虚假比价”争议行为，被质疑
有误导消费之嫌。

舆论认为，直播间内主播等工作人员的不
当行为，反映出其对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

视态度。对此，直播电商平台应尽到自我净化
的责任，充分利用先进技术筛查、屏蔽涉嫌欺
诈、低俗的直播内容。监管部门应创新监管方
式方法，及时对违法违规主体加以惩治。要通
过净化电商直播生态，让消费者在诚信环境中
理性消费，不被各种套路“收割”。

另外，2023年“双11”期间，“摇一摇”跳
转广告泛滥之势也引发诸多网民热议。不
少网民在社交平台吐槽“互联网的尽头是摇
一摇跳转到购物平台”“条条大路通电商”。
打开一款APP时稍不留意就会跳转到另一
款购物软件，导致网民只能“万分小心，就怕
手抖”。江苏省消保委的一份调查数据显
示，有九成投票者厌恶“摇一摇”跳转广告，
认为此功能侵犯了自己的权益。

舆论认为，企业采取多种手段“引流”，
需建立在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之上，充分吸
纳消费者的反馈意见，采取诸如调整“摇一

摇”广告的触发参数等措施改善服务体验，
而不是任意妄为甚至采取侵权手段，引来消
费者厌恶。手机厂商也要采取相关措施，保
障用户可以针对特定APP关闭相应的权限，
回应消费者期盼。

2023 年 12 月，“爸妈上瘾微短剧”相关
话题亦引发舆论热议。报告提到，当下多个
视频平台均推出大量微短剧视频，其中有的
需充值平台会员或付费购买剧集才能观看
全部内容，一些微短剧视频内容存在诱导消
费等问题，导致不少中老年消费者遭遇侵
权。社交平台上网民晒出的账单显示，父母
的微短剧订单少则数千元，多的甚至达到数
万元，其中不少订单均为自动扣款。

舆论呼吁，微短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相
关部门需制定更加详细的规范以净化行业生
态，影视从业者、平台方也应以责任意识推动
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第25个万亿城市来了，下一个是谁
GDP 万亿城市俱

乐部的名单是否产生
变化，是这些年区域经
济领域最受关注的话
题之一。去年初，江苏
常州和山东烟台都提
出了 2023 年 GDP 破
万亿的目标。一年过
去，它们立下的“flag”
实现了吗？

日前，常州正式官
宣迈入“万亿俱乐部”，
成为全国第25个GDP
破万亿的城市。作为
万亿俱乐部的新晋成
员，常州的这一步，具
有多重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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