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省份GDP增速达年度目标【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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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以往GDP增速呈现的“西高东
低”趋势继续被打破，中部地区与东部省份浙江
表现抢眼。

具体来看，除了重庆、贵州与天津三地的
GDP增速继续维持较高水平外，江西、湖北与安
徽的GDP增速均超过8%。其中江西经济增速达
到9%，位居第四。

目前公布的省份中，仅重庆与贵州的GDP增
速在两位数以上，同比分别增长11%和10.7%。其
中，重庆的GDP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房地产行业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贵州主
要受益于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及外贸回升。

2014年，全国31个省份上半年GDP增速均未
达到年度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在已经公布数
据的22个省份中，7省份的经济增速已超过年度
目标，4省份与之持平。

今年上半年，在未达到年度经济增速目标的
省份中，陕西省与年度经济目标的差距最大。较
年度目标10%，相差2.7个百分点。

对此，陕西省在发布经济数据时表示，目前
陕西省以煤、油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短
时难以改变，新的发展动力及接续产业总体较
弱、带动力不足。短期内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
很脆弱，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GDP增速跑赢全国

2015年过半，22省（区、市）近日陆续晒出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记者统计发现，21个省份的经济增速
均跑赢全国7%的增速，仅河北省略低，河南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一季度0.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个省份的上半年GDP增速均超出一季度，仅山东、安徽与一季度增速持平。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在年初主动下调了年度经
济增速目标。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在今年上半年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宏观政策，
目前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初见成效。

在传统能源大省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同时，
河北、重庆、广东和浙江四地的上半年经济增速
均不同程度地上涨。专家指出，四地经济结构调
整已见成效，其中河北和重庆的稳定发展受益于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

去年一季度，河北在31省份的经济增速中排
名倒数第二，增速为4.2%。去年下半年以来，河
北经济增速出现了稳定的态势。今年一季度，河
北经济增速就同比提高两个百分点，也是提升最
快的省份。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河北省服务
业发展较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4个季度
保持在50%以上。河北调结构初见成效，因而也
被当地官方称为“近年来少有的可喜变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

长安认为，随着基础建设投入，新项目落户河北，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为河北的经济“触底反弹”释
放红利。

作为体量较大的浙江省，今年上半年表现抢
眼，以8.3%的增速高出去年同期，也高于国家的
平均水平。而此前，浙江省的经济增速在全国相
对较低。

对此，浙江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杰表示，
近年来浙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以新业态、
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经济为代表的产
业，取得明显成效。

王杰称，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以电信、互联网
及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营利性服
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这些新经济引导的
新兴上升力量的快速增长，弥补了以产能过剩的
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主导的下行压力。

从去年开始，受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
成交量低，出现持续低迷的趋势。今年上半年，
上至国家多个部委，下到地方省市均出台多种政
策“稳楼市”及“去库存”。

记者从各地上半年经济情况通报中发现，政
策利好开始显现，多地房地产行业回暖，销售面
积和销售额均实现了增长。

如浙江省今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同比增长都接近50%，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6%和27.5%。与之类似，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房
地产业增加值增速比一季度提高6.5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2%，拉动 GDP增长

0.6个百分点。
对于以房地产为重要经济支柱产业的海南

省，房地产市场对其经济表现的作用尤为明显，
上半年增速达7.6%。今年一季度，海南经济增
速为 4.7%，同比下降了 2.6个百分点。然而，海
南省在第二季度经济实现了“探底回升”，经济
增速达到了9.1%，比一季度大幅上涨了4.4个百
分点。

海南省官方称，房地产市场回暖成为二季度
海南省经济加快回升的重要支撑力量。数据显
示，上半年海南省房屋销售面积同比实现基本持
平，增速比一季度大幅提高20.9个百分点。

随着一季度成绩单的公开，目前多省份也
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在经济下行压
力下，地方政府财政增收压力持续加大。数据
显示，上海、重庆、天津、广东等地的财政收入增
幅超过10%。然而，辽宁和青海的财政收入为负
增长。

今年以来，东三省经济下滑的态势在财政收
入上表现明显。今年1至5月份，黑龙江和吉林
的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同比分别下降了
19.0%和5.9%。今年一季度，辽宁省公共预算收
入同比下降30.4%。

目前，东三省中仅辽宁省公开了上半年的财
政收入，依旧延续了一季度负增长的趋势，同比
下跌22.7%。

根据辽宁省财政厅数据，与房地产相关的税
收仍是该省主要减收项目，占税收减收额的七成
以上。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教授施正
文认为，受经济下行影响，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弊
端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有了显现。对于依赖实
体经济、产能过剩以及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
府，这一表现尤为明显。

施正文表示，如果政府财政收入持续“负增
长”的趋势，将难以保证地方政府实施职能，如改
革措施、民生保障以及基本的公共服务将难以保
障，社会的公平问题进而会凸显，经济转型的难
度更大。随着财税改革的深入，需要国家层面调
整政策来予以支持。 （新京）

22省份晒出上半年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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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GDP领跑全国 服务业贡献大【经济形势】

房地产回暖 海南二季度GDP近翻番【焦点】

财政收入南高北低 辽宁继续“负增长”【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