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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41城经济半年报出炉
34个城市超过全国 5%的上半年 GDP增速

解放日报记者 何书瑶 任沈浩

长三角 41 市中 ， 上海以 22346
亿元的总量位列第一， 稳住了全国
“经济第一城” 的地位。 上海上半年
保持了 4.8%的经济增长。 其中， 第
三产业成绩亮眼， 交通运输 、 仓储
和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0%， 信
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 13.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 11.3%，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6.5%， 金融业增
加值增长 5.7%。 同时， 固定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 上半年同比增速达到
10.2%。

苏州与杭州的上半年 GDP 均突
破了 1 万亿元， 分列第二、 第三位。
杭州的 GDP 总量首次在上半年实现
了万亿的突破。 南京、 宁波、 无锡、
南通、 合肥和常州等城市位次稳定。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宁 波 上 半 年

GDP 首次突破 8000 亿元关口。 在全
国范围内， 宁波也晋升一位 ， 超过
天津成了全国 GDP 第 11 城。

正在冲刺 “万亿俱乐部 ” 的两
个潜力股温州和徐州的名次则十分
胶着。 目前温州凭借微弱的优势冲
在了第十名的位置 ， 两座城市上半
年 GDP 仅相差 70 亿元 。 下半年两
城的成绩值得关注。

包括上述城市在内 ， 长三角共
有 23 个 城 市 的 上 半 年 GDP 超 过
2000 亿元。 江苏 “十三太保” 全部
包含在内。 江苏也成了全国唯一一
个所有地级市上半年 GDP 均突破
2000 亿元的省份。

从增速来看 ， 长三角整体表现
优秀 ， 共有 34 个城市超过全国 5%
的上半年 GDP 增速， 13 个城市的经
济增速超过 6%。

江苏共有 5 个城市的 GDP 增速
超过 6%， 分别是宿迁 、 淮安 、 徐
州、 连云港和苏州。 除了苏州以外，

都属于苏北地区。 尤其是宿迁和淮
安， 成为长三角地区增长最显著的
城市，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7.3%和
7.1%。

浙江则有绍兴 、 丽水 、 湖州 、
衢州、 金华、 温州 、 台州共 7 个城
市位列长三角增速前十 。 其中 ， 绍
兴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 7%， 仅次于
宿迁、 淮安。 绍兴上半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493 亿元 ， 同比增长
10.2% ， 增速居浙江省第一位 。 此
外， 绍兴的工业增长 、 出口成绩均
可圈可点， 规模以上工业按不变价
格计算， 同比增长 10.9%， 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12.0%。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的情
况下， 长三角多地的外贸也逐渐找
到新的增长点。

上半年苏州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值 12316.9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其中出口 7632.2 亿元， 增长
9.9% 。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达到

42.7%， 超过加工贸易。 苏州民营企
业进出口 4773.9 亿元， 增长 13.6%，
占同期全市外贸总值的 38.8%， 拉动
全市外贸增长 5.1 个百分点。 外贸百
强企业中， 民营企业从去年上半年
的 26 家增加到今年的 32 家 ， 成为
进出口增长新力量。

另一个典型城市是金华 。 金华
上半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4236.0
亿元 ， 同比增长 14.7%， 其中出口
3760.1 亿元 ， 增长 18.8%， 进出口 、
出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欧美以外 ， 东盟 、 印度 、 拉美
等新兴市场增长强劲 。 苏州对新兴
市场中东地区、 墨西哥 、 印度进出
口分别增长 10.6%、 15.9%、 16.7%。
金华对前三大贸易市场拉美、 非洲、
美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24.2% 、11.8%
和 28.6%。同期，金华对东盟、印度、墨
西哥进出口分别增长 27.7%、20.9%、
28.2%， 三者合计拉动全市进出口增
长 4.4 个百分点。

长三角首条“双向十车道高速”要来了

现代快报讯 日前，常熟市高速
公路建设服务指挥部召开沪武高速
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工程施工单

位见面会。 记者了解到，该会议标志
着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
项目常熟段全线进入施工阶段。

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
建项目常熟董浜枢纽先导段已于去
年开工，项目全线各类管线正在同步
进行迁改。 目前，四个新进场施工标

段已开始进行项目部及三场选址、临
时用地、临时用林等手续办理工作。

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起于
太仓，途经常熟，张家港，无锡江阴、惠
山区，止于常州南互通，接沪武高速常
州至南京段，全长约 134.87 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太仓北枢纽至董

浜枢纽段将按双向十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扩建，这意味着江苏将迎来长三
角首条“双向十车道高速公路”。

常熟段除原位扩建董浜枢纽和
常熟互通外，还将移位新建常熟北互
通，新增大义枢纽和支塘枢纽。

（记者 高 达）

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8月 5日，航拍的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百莲百荷湿地公园。 夕阳余晖下，公路、绿树、湖水被定格

为唯美的画面。近年来，淮北市致力于采煤沉陷区的生态修复，因地制宜建设独具特色的湿地公园，打
造城乡居民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新华网 发 王 文 摄

闵行新增 9 处智慧道路停车场

近期，上海各区正在积极推进 G2
级智慧道路停车场的建设。 闵行区在
内、 外环线间 9 处道路停车场，8 月 8
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智慧收费管理。通
过道路停车场路侧高位视频监控设
备，自动实现道路停车费统一计费，线
上支付、扫码支付、全市通还、征信管
理等收费管理功能，更加方便灵活。

路边停车场的变化您注意到了
吗？ 经过改造，部分停车位的地面上
出现了 “扫描二维码支付停车费”等
字样，需要注意的是 ，从 8 月 8 日零
时起，部分路边停车位正式实施智慧

收费管理。 一早，记者在青杉路南侧
道路停车场看到，车主白先生在停好
车后，停车管理员主动上前向他普及
了新规。

白先生告诉记者 ：“以前是协管
员要跟着我的车。 有时候看不到人、
找不到人，现在就很方便 ，地上的二
维码一扫基本上就可以了。 感觉现在
停车是非常方便了，以前在这边停车
的话，可能停一下就要 7 块钱。 现在
更人性化一些，有时候平时到这买个
早餐，停个十几分钟只需要交 2 块钱
就可以了。 ”

据了解 ，闵行区内 、外环线间新
增了 9 处智慧道路停车场 ， 共提供
360 个停车位， 将由线上支付代替人
工收费，计费方式也更加灵活。

停车管理员李梅说：“收费标准现
在改了，以前是只要停下来，首付 7 块
一小时。现在是一个小时里面分三段，
0 到 15 分钟付 2 块， 超过 15 分钟到
半个小时收 4 块， 如果说半小时超过
以后，就按一个小时计算 7 块钱。 ”

除了临时停放外， 新增的智慧道
路停车场还为周边小区居民提供 “错
峰共享、按月计费”的便捷优惠服务。
住在附近的居民潘先生在“今日闵行”
公众号上提前看到相关信息后， 趁着
开放首日也来实地了解情况。

车主潘先生说：“周一到周五的晚
上是可以停的，周六、周日和节假日是
全天可以停的。 而且包月和小区停车
的价格也差不多，这个又方便，而且价
格也不贵，我就停在这里了，晚上也不

用回去抢车位。 ”
本次新增的智慧道路停车场实行

高位视频设备（G2 级），可以自动、精
准记录和追溯车辆进出场时间以及连
续停放时间信息， 并大幅度提升停车
收费的透明度、准确度和精细度。市民
可以通过“上海停车”APP 或官方小程
序在线查询本市已上线运行的智慧道
路停车场信息，并在线缴费。

闵行区交通设施管理中心停车管
理科科长罗维港告诉记者：“除了道路
的智能化之外， 我们还会对公共停车
场库推进智慧停车的建设。 闵行区现
在已经有 10 家商业的公共停车场
进行了智慧化改造 ，车主进去可以
感受到更便捷的停车方式 。 ”
（据 8 月 10 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全国百强县，长三角占 43席
解放日报记者 任俊锰

近日，2024 赛迪百强县榜单发布， 该榜
单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发展质
效四个维度设置评价体系，江苏、浙江、安徽
分别有 25、15、3 个县 （市 ）， 合计 43 个县
（市）入围中国百强县，占比超四成。

具体来看，排名前十的百强县依次是昆
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晋江市、太
仓市、慈溪市、龙口市、宜兴市、长沙县。 其
中，江苏独占六席，不仅包揽前四，排名也与
2023 年一致；浙江占据一席，慈溪市位列第
七，位次也与去年持平。

苏州下辖的“最强县级市”昆山已连续
19 年位居百强县榜首。 2023 年，昆山地区生
产总值在前一年达 5006.7 亿元基础上，取得
5%的增长，达 5140.6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更是连续三年破万亿元， 达 11433 亿
元；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10.3%， 首次突破
7000 亿元大关，在江苏全省占比达 1/7。 在
百强县中，昆山是唯一一个 2023 年 GDP 突
破 5000 亿元的城市， 昆山经济体量已超乌
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 7 个省会（首府）
城市。

位居第二的是无锡下辖的江阴，它也是
昆山多年来的对手。 2023 年，江阴地区生产
总值为 4960.5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5.9%， 今年有望成为全国第二个 GDP
突破 5000 亿元的县级市。 江阴被誉为“中国
制造业第一县”， 已连续多年位列中国工业
百强县（市）之首，民营经济是其重要特色，
不仅贡献了江阴全市 70%以上税收、70%以
上 GDP、80%以上工业经济总量， 此外还成
就了资本市场知名的“江阴板块”，江阴拥有
上市公司 60 余家，位居全国县级市首位。

此外，若仔细分析江苏的 25 个百强县，
不难发现， 只有南京与连云港没有分布，其
中南京早已全部设区，没有下辖县（市），市
辖区并不纳入百强县榜单。

值得一提的是，淮安的涟水县成为百强
县“黑马”，首次入选便位列第 88 位。 涟水作
为江苏最年轻的百强县，也使得淮安实现百

强县零的突破，此前涟水曾提出“力争 2023
年、确保 2025 年跻身全国百强县”的目标，
此次提前完成。 以农业闻名的涟水，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打造出闻名全国的“今世缘”品
牌， 白酒经济一度支撑起全县经济半壁江
山。 近年来，涟水正刮起“新能源之风”，在新
能源龙头项目带动下，2023 年涟水主要工业
指标增长均为淮安全市第一， 工业总产值、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分别突破 600 亿元 、
500 亿元，较 2020 年均实现翻番。

再看浙江 15 个百强县， 其中 6 个位于
第 11 名到第 20 名中，浙江在这一区间可谓
独一档， 其中义乌市排名第 11， 诸暨市第
12，余姚市第 13，乐清市第 14，海宁市第 16，
温岭市第 17。 同时，15 个县（市）分别来自 7
个地级市，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并非宁波、
温州等浙江经济重镇，而是嘉兴，其下属的 5
县（市）均入围百强县榜单。 正如嘉兴市委书
记陈伟所说， 嘉兴各个下辖县市实力很强，
有网友戏称嘉兴是一座“散装的城市”。 赛迪
发布的报告认为，江苏、浙江在县域经济发
展模式层面是明显的“狼群模式”，相对均衡
又相互竞逐，嘉兴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区域。

在百强县榜单中， 安徽依旧是肥西县、
肥东县和长丰县入围， 三县均属省会合肥，
可喜的是相比去年，今年三县位次均有不同
幅度提升。 其中，安徽最强县肥西，排名已从
去年的第 54 位上升至第 50 位。 数据显示，
2021 年肥西成为安徽首个 “千亿县”，GDP
达 1018.7 亿元 ，2023 年 GDP 达 1153.8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7%，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492.72 亿元，增长 8.3%。有段时间，肥西在上
海虹桥站打出城市宣传广告，其口号正是安
徽首个“千亿县”。 20 多年前，肥西还是个贫
困农业县，人均 GDP 省内倒数。 2022 年，肥
西已提出“十四五”期间着力打造千亿规模
的新能源汽车等三大产业集群，目前肥西已
集聚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企业 100 多家，满
产产值可超 1500 亿元。

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千亿县”数
量已达到 59 个， 其中肥西仍是目前安徽唯
一“千亿县”，而江苏独占 21 个“千亿县”，浙
江则有 11 个“千亿县”。

杭州人在家就能办理长三角城市群的不动产证
钱江晚报记者 印梦怡 通讯员 蔡丽悦 林 倩

8 月 9 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召
开一场小型发布会， 介绍了杭州市不动产
登记“长三角跨省通办”的有关情况。

今年以来 ，杭州构建了以 “全程网办 ”
为主、 线下帮办为辅的不动产登记一体化
“长三角跨省通办 ”体系 ，大幅提升远程网
办便利度， 更好地满足经营主体和人民群
众市场交易及抵押融资需求， 支撑长三角
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截至今年 6 月底， 杭州已累计办理非
浙江范围内的长三角区域业务量达 9.96 万
件，近 15 万不动产权利人受益。

全程网办为主，线下帮办为辅
目前 ，杭州与上海 、南京 、苏州 、宁波 、

合肥等重点城市推出不动产转移登记等高
频业务“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尤其在“浙
里办”App 不动产智治模块内开通 “跨省通
办”专区 ，上架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 、二手
房转移登记、 商品房预告转现等转移登记
高频事项， 省外用户可在线上直接申请办
理。

同时 ，杭州市域 13 个区 、县 （市 ）政务
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长三角不
动产登记“跨省通办”专区或专窗，开通长三
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布设
杭州市不动产登记线上专厅，增加远程联络
对接渠道，拓展帮办引导、自助网办等服务，
大家可以就近选择窗口去咨询异地办证的
业务流程，也可以申请辅助帮办等服务。

这种线上+线下双轨模式贯通后，杭州
市民在长三角其他城市置业，就可以不用专
门到当地办理不动产权证登记了。 同样，比
如上海的群众在杭州买房子，也可以不用专
程到杭州办理不动产权证。

数据共享、数智应用，无纸化网办助力
上述的成绩离不开杭州的“数据基础”。
去年，杭州完成全市域不动产登记数据

合库工作，整合数据近 14.86 亿条 ，形成覆
盖辖区 10 城区 、3 县（市）的一套标准数据
库，实现了全市域通办，为“跨省通办”打下
了数据基础。目前杭州市域范围内的不动产
权利人均可以享受上海、合肥等城市的“跨
省通办”服务。同时，杭州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还致力于深耕不动产登记智慧化办理，探

索出以“全程无纸化网办”为主要特征的“跨
省通办”新路径。

首先是深化数据共享应用。 通过与税
务、公安、民政、金融等相关部门强化协同，
集成“1+X+N”（即“登记+政务+社会化服
务机构”）等多位一体的政务服务体系，推动
登记由“一件事”向“一类事”增值式服务迭
代升级，实现身份、户籍、社保、税收等 22 类
共 1008 项涉及登记“一类事”数据的共享应
用，夯实“全程网办”数据底座。

其次是引入数智化应用。杭州不动产登
记服务中心运用数智化的思维和技术，引入
电子证照、电子签章、人脸识别、可信认证、
音视频双录存证、AI 语音意愿核查等技术
手段，通过“屏对屏”实现“面对面”，为“全程
网办”事项数字化、智慧化申办提供技术支
撑。

尤其还构建了无纸化网办模式。创建了
新建商品房 “交房即交证”“二手房掌办”等
9 类 “全程无纸化 ”网办应用场景 ，实现随
时、随地 、全过程 “无纸化 ”，真正做到申请
“零资料”“24 小时可办”。

下一步，将在年底前辐射至长三角所有
县级以上城市

截至今年 6 月底，杭州已累计办理非浙
江范围内的长三角区域业务量达 9.96 万
件，近 15 万不动产权利人受益。

从时间成本上看，“跨省通办”坚持网办
互融、窗口互通，实行“收受分离、异地代收、
就近可办”，异地业务办理效率大幅提升。群
众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跨省市跑”“折返
跑”等痛点得到化解，群众企业对于不动产
登记政务服务改革的获得感、满意度明显提
升，这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得到提升的体现。

下一步，杭州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将坚
持 “人民至上 ”，坚持服务至上 ，持续深化
“跨省通办”服务模式，一方面扩大“跨省通
办”覆盖面，力争年底前将范围辐射至长三
角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另一方面增加“跨省
通办 ”业务类型 ，实现不动产转移登记 、首
次登记、 变更登记和补证换证等多项高频
业务类型 “跨省通办 ”，让改革惠及更多的
办事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