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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闵行
2024年长三角 41城经济数据出炉

解放日报记者 任俊锰

近日， 随着安徽蚌埠发布 2024
年全年经济数据 ， 至此长三角地区
41 城 2024 年主要经济指标均已发
布。

几年前， 蚌埠曾是长三角唯一负
增长的城市， 而在 2024 年蚌埠经济
增速达 5.2%， 超过 5.0%的全国增速
水平。 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2%， 要知道 2021 年蚌埠经济发
展失速， 重要原因正是当地第二产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 13.5%。 再看
2024 年经济数据， 长三角 41 城中，
经济增速最靠后的是淮北 ， 依旧有
4%。

2024 年， 还有不少可喜的新变
化：从区域经济层面来看，长三角经济
占全国比重进一步提升； 若聚焦具体
城市，从全国范围来看，宁波 GDP 实
现了对天津的超越， 从长三角区域内
来看，温州与徐州再次上演“超越与反
超越” 的戏码，2025 年有望携手迈入

GDP 万亿城市俱乐部。 不妨一起看看
这份 2024 年长三角经济成绩单。

2024 年， 沪苏浙皖发布的经济
数据显示 ： 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3926.71 亿元， 江苏 GDP 达到 13.7
万亿元 ， 浙江 GDP 为 9.01 万亿元 ，
安徽 GDP 达 50625 亿元， 长三角地
区生产总值总量突破 33 万亿元， 占
全国 GDP （约 134.9 万亿元） 比重约
24.58%， 相比 2023 年占全国比重约
24.4%， 有所上升。

事实上 ， 在全国占比提升的背
后 ， 是 沪 苏 浙 皖 经 济 增 速 的 强
劲———2024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
增速均达到或超过全国 5.0%的水
平 ， 其中 ， 江苏 、 安徽比上年均增
长 5.8%， 浙江比上年增长 5.5%， 上
海同比增长 5%。 值得关注的是， 如
此体量的江苏 ， 依旧保持着经济高
速增长， 并实现经济增量全国第一。
由此， 江苏不仅在全国省域经济中
仅次于广东 ， 稳居第二 ， 同时进一
步缩小了与广东的差距。 坐拥 13 座
设区市的江苏 ， 还率先实现了 “城
均万亿 GDP”。

长三角强手如林， 在全国 27 座
万亿城市中 ， 长三角独占 9 席 ， 占
比 1/3。 同时， 长三角还有两座 “准
万亿城市 ” ———浙江温州 、 江苏徐
州 ， 2024 年 ， 温州 GDP 为 9719 亿
元 ， 增 速 达 6.3% ， 徐 州 GDP 达
9537.12 亿元， 同比增长 6.4%， 今年
有望双双进入万亿俱乐部。

透过温州与徐 州 ， 还 能 看 到
“超越与反超越” 的戏码， 背后是长
三角城市间的你追我赶 。 梳理近两
年数据可以发现 ， 2023 年 ， 徐州
GDP 领先温州约 170 亿元。 2024 年
第一季度和上半年， 温州 GDP 反超
徐州 ， 差距从第一季度约 7 亿元 ，
拉开至上半年的约 70 亿元 ； 不过
2024 年前三季度， 徐州、 温州 GDP
总量分别达 6899.37 亿元 、 6732 亿
元 ， 徐州再次反超 。 在 2024 年全
年， 温州又一次超越徐州 ， 挤进长
三角前十。

2025 年， 两地你追我赶的情况
有望持续 ， 不过两地新年目标却极
为一致： 徐州明确 “十四五 ” 迈入
万亿级城市 ， 温州则明确到 “十四

五” 末， 实现万亿级地区生产总值、
千万级人口， 打造 “双万” 城市。

2024 年， 浙江内陆城市金华则
成了一匹 “黑马”， 一年间 GDP 暴增
914 亿元 ， 达 6925.5 亿元 ， 出乎意
料地反超了浙江民营经济大市台州，
同期台州 GDP 为 6656.4 亿元。 而在
去年上半年， 台州还以 3058.2 亿元
的 GDP， 领先金华超 110 亿元 。 半
年间， 金华发生了什么 ？ 其中义乌
自然是最大变量 。 数据显示 ， 2024
年， 义乌 GDP 达 2503.5 亿元， 比上
一年增长超 447 亿元 ， 其增量占金
华全市比重近一半 。 一方面 ， 在金
华本土品牌零跑汽车带动下 ， 当地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链产值
首破千亿元， 达 1168 亿元， 同比增
长 32.7%； 另一方面， 2024 年， 金华
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8794.9 亿元，
同比增长 14.3%， 其中义乌出口总额
达 5889.6 亿元， 同比增长 17.7%。

长三角城市间你追我赶的良性竞
争， 正是国家对于长三角的期待， 以
及长三角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底
气所在。

春回大地
农事忙

� � 2 月 25 日，在合肥市
蜀山区小庙镇， 农民使用
植保无人机为小麦施肥。

早春时节， 各地农民
抢抓农时，开展春耕、春管
等农事活动， 田间地头到
处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
景象。
新华社 发 葛庆钊 摄

今年投资预计超 1300亿元 “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提速

上海证券报讯 杭衢高铁 、 镇
江东货场等 4 个项目开通 ， 六庆铁
路、 上元门过江通道等 2 个项目开
工， 淮宿蚌城际铁路 、 宁淮城际铁
路、 金建铁路等 32 个在建项目稳步
推进……2025 年， “轨道上的长三
角” 建设将持续提速 ， 年度建设投
资预计超 1300 亿元， 在建投资总规
模保持 8000 亿元以上。 仅 1 月， 长
三角铁路建设投资就完成 51.72 亿
元。

这是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从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上铁集团”） 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数据显示 ， 2025 年春运期间 ，
上铁集团发送旅客近 9900 万人次 ，
较去年春运多发送旅客近 700 万人
次， 增长近 8%， 创春运旅客发送量
历史新高。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0 日 ， 长三角铁路累计开行中欧
（中亚） 班列 352 列。 其中， 中亚班
列 208 列， 发运 2.1 万标箱， 同比分
别增长 15.6%和 16%， 商品车整车、
汽车零部件、 日化用品等货物通过
中 （中亚） 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往班

列沿线国家。
托举起 “流动的长三角”， 离不

开越织越密 、 发达完善的铁路网 。
2024 年， 长三角铁路科学统筹各项
目验收节点安排 ， 严格落实依法开
通条件 ， 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 有力
保障了上海松江站 、 横店站等重难
点工程按期完成 。 全年池黄高铁 、
杭温高铁 、 宣绩高铁 、 沪苏湖高铁
等 7 个项目建成投产， 开通新线 733
公里， 占全路投产总里程的 23.5%，
投产新线穿越皖南水墨山区 ， 横贯
之江诗画走廊， 串联江南生态水乡，
“坐着高铁看长三角” 成为不少旅客
的出游首选。

2024 年， 长三角铁路完成基建
投资 1423.8 亿元 ， 较 2023 年增加
170 亿元； 年内 37 个在建项目同步
推进 ， 在建投资总规模超 8000 亿
元， 在建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均创
历史最高。 截至 2024 年底， 长三角
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5 万公里， 跃居
全国铁路第一 ， 其中高铁营业里程
超 7700 公里、 占比首次过半。

上铁集团相关人士表示 ， 2025
年， 长三角铁路重 、 难点工程进入
密集推进期 ， 沪渝蓉沿江高铁崇太
长江隧道 、 盐宜高铁过江通道等 6
个隧道盾构施工同步展开 ， 巢马城

际 、 金建等铁路 906 座特殊孔跨桥
梁施工集中推进 ， 上海东站 、 苏州
北站等站房深大基坑地质条件复杂，
年内在建项目多 ， 越江越海隧道 、
特殊结构桥梁等重点工程密集推进，
实现既定的建设目标任务较重。

冲刺 “开门红”， 今年 1 月， 长
三角铁路建设投资完成 51.72 亿元，
铁路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 一批重点
工程取得积极进展。

在上海 ， 位于浦东新区祝桥镇
的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设以 “开工
即冲刺” 的劲头全面推进 。 东方枢
纽上海东站距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约 5 公里， 总建筑面积约
138.7 万平方米 ， 站场规模为 15 台
30 线 ， 建成后将形成集国家铁路 、
市域铁路 、 城市轨道交通及机场捷
运等交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
通枢纽。

目前 ，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地下
工程中心岛底板已全部完成 ， 正进
行地下室结构施工 ， 地下一层夹层
与地面层结构板施工完成约 70% ，
地铁 21 号线同步实施工程地下结构
完成 80%。 地上工程现场各项准备
工作已完成 ， 下阶段将重点进行南
北咽喉区、 沪通场和市域场铁路桥
钻孔灌注桩施工 。 作为事关国家战

略实施和上海长远发展的 “超级工
程”，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今年将重点
推进站场区域地上工程盖板 、 高架
候车层等建设。

在江苏， 2 月 24 日， 苏州北站
综合枢纽工程开工 ， 建成后将打造
集 “站城融合 、 产城融合 、 环境融
合、 文旅融合 ” 于一体的国家级综
合交通枢纽 。 作为苏州市投资规模
最大的交通枢纽项目 ， 苏州北站将
使苏州从长三角东西向发展轴的重
要节点城市迈向长三角 “十 ” 字发
展轴的枢纽中心城市 。 同时 ， 沪宁
合高铁江苏段最大客站南京北站枢
纽工程顺利推进 。 据悉 ， 南京北站
站场规模为 16 台 30 线 ， 是南京地
区唯一集高速铁路 、 城际铁路 、 普
速铁路为一体的大型客站。

上铁集团表示 ， 接下来 ， 将深
入研究对接地方城市发展和综合交
通规划， 高质量推动铁路规划建设，
聚焦提升路网整体功能 ， 更加注重
枢纽布局优化 、 货运网络建设和点
线能力配套 ， 着力补强通道 “缺失
段”， 畅通路网 “微循环 ”， 促进构
建以铁路为骨干的区域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 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运输支撑保障。

（记者 宋薇萍）

紫竹高新区联手上海交大签署合作协议

2 月 24 日， 上海交通大学和紫竹高新
区签署“上海交大—紫竹高新区”概念验证
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紫竹高新区将向上海
交大提供三年总计 1 亿元人民币的经费用
于专项支持上海交大—紫竹高新区概念验
证中心的建设，吸引并培养高潜力创新成长
企业，以加速产业成果转化。 概念验证中心
则将围绕电子信息领域前沿技术方向，吸引
并培养高潜力创新成长企业，形成全流程服
务体系，加速产业成果转化，为区域科技创
新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概念验证是从技术、市场、产业等维度，
对科技成果进行验证，旨在验证技术可行性
并判断商业价值、评估市场潜力，是吸引社
会资本推动科技成果形成产品、迈向市场化
产业化应用阶段的重要环节。 据此前报道，

上海交大已建立了生物医药、 智能机器人、
前沿技术等多个概念验证中心， 让早期、原
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进入大市场，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

紫竹高新区与上海交通大学有深厚的
合作历史，本次上海交大—紫竹高新区概念
验证合作协议的签约，标志着双方在科研成
果产业化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
步，为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奠定了
坚实基础。

紫竹高新区自建园以来，始终坚持高水
平规划、高标准建设 、高质量发展 ，在产学
研、科技企业培育、科技金融等领域开展了
大量工作，继紫竹创业中心、紫竹创业孵化
器、紫竹小苗基金之后，作为骏新资本的基
石出资人，高新区科创投资平台———上海紫
竹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23 年正式
成立，成为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
一环。

（据 2月 25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沪苏嘉城际铁路项目有新进展

新华日报讯 记者 2 月 25 日从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获悉，近日，连接示范
区两区一县的沪苏嘉城际铁路项目有新进
展。 作为该项目的组成部分，水乡旅游线水
乡客厅站（不含）至八坼站（含）及衔接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沪苏浙两省一市发展改
革委联合批复。

本次批复涉及沪苏嘉城际铁路项目中
的水乡旅游线江苏段、上海示范区线（省界
段 ）、嘉善至西塘市域线 （省界段 ），对建设

“轨道上的示范区”、推动长三角地区轨道交
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沪苏嘉城际铁路是推进沪苏浙两省一
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连接示
范区两区一县， 东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南至浙江嘉兴市区， 西至江苏苏州市吴江
区，包括上海市境内的上海示范区线，江苏
省境内的水乡旅游线，浙江省境内的嘉善至
西塘线和嘉兴至枫南线， 全长 170 公里，设
计速度为 160 公里/小时。 项目采取两省一
市联合审查、审批方式，保证规划设计统一、
建设有序协调、运营管理一体、全面深度融
合。

（记者 王建朋 田墨池）

上海发布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上海 2月 25日电（记者 陈爱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 《全面推动上
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
2027年）》，提出用好优势资源、推动转型发展、
完善产业体系，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
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持续深化世
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

这份行动计划包含开发全域多元特色大
产品、打造开放创新支柱大产业、推进文化旅游
科技大融合、做优品质高效安全大服务、实施城
市立体精准大宣推、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大联动
等六个方面，具体部署二十一项重点工作。

上海正建设世界级旅游地标，将加快推进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建
设，推动世界级主题公园矩阵提质升级，推进
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建设崇明世界
级生态旅游目的地等。

上海正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将优化提升
以 “党的诞生地” 为标志的红色文化旅游产
品，以“一江一河”“建筑可阅读”等为标识的
海派文化旅游产品，以朱家角、南翔、泗泾等

为代表的沪派江南古镇旅游产品，并促进“考
古+旅游”“非遗+旅游”“文博+旅游”“展览+旅
游”等发展。

上海还将推动科技焕新旅游，打造智慧博
物馆、智慧美术馆和智慧图书馆，增强智慧景
区、智慧酒店服务能力。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上海将在旅游企业
产品开发、客流导入、市场开拓、业态培育等方
面提供政策支持。依托上海旅游投资促进大会
平台、文旅营商通服务平台，打造亚太旅游投
资门户；加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办好上海旅
游节等文旅节展活动，促进旅游消费升级。

上海将加强与国内重要旅游城市合作，携
手建设长三角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联合推进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海也将加强与主要客
源国合作，用好免签政策及口岸外国人团体旅
游签证政策，升级便利化举措，推出更多入境
游精品线路。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2025 年
蛇年春节假期， 上海接待游客 1777.8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6.08%。

长三角多地土拍市场“开门红”
解放日报讯 今年以来， 伴随着核心

一、二线城市销售端“止跌回稳”，头部房企
加快“补仓”节奏，多地土拍出现局部火热现
象，尤其是长三角，多个城市土拍市场迎“开
门红”。

2 月 20 日， 上海迎来蛇年首场土拍，共
出让 4 宗涉宅用地，分别位于浦东、虹口、松
江和奉贤， 总土地出让面积 95949.83 平方
米，总规划建筑面积 227161.78 平方米，总起
始价 119.24 亿元。

最终此次土拍的 4 宗地块全部溢价成
交，成交金额为 159.26 亿元。

探究其原因， 主要是上海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看好，给房企溢价拿地提供不少底气。

数据显示，1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4%，降幅比上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
下降 5.7%、8.4%和 5.2%，上海上涨 5.6%。

中指研究院分析，土拍市场高涨的热情
或将传导至新房市场，加之上海购房政策仍
有放松的空间， 有助于稳定购房者预期，有
利于上海房地产市场整体企稳。

开年以来， 截至 2 月 23 日， 长三角 20
城土拍共成交 1573 亿元。 总成交量、总成交
面积较去年同期均有上涨，总成交量达 1083
宗，同比上涨 15.7%，总成交面积 3576.33 万
平方米，同比上涨 38.1%。

从成交价看， 上海、 杭州稳定发挥，金

华、南通、盐城排名其后。
杭州已举行的三场土拍，首场平均溢价

率 56.8%。 2 月 14 日出让的临平区地块以
65.11%溢价率成交， 楼面价达 15686 元/平
方米。 2 月 20 日，杭州举行春节后第二次土
拍， 上城区城东新城单元地块溢价率高达
54.04%，楼面价 47486 元/平方米，是今年在
杭州诞生的第三个“板块地王”。

从近几年的土拍市场看，杭州核心板块
的热度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高溢价成交
反映房企对其未来房价企稳的预期增强，同
时又进一步刺激新房供应和销售。

从各城市土地成交量来看，金华、苏州
排名前列，湖州、杭州、南通随后。

按照土地成交面积来看，常州、合肥、南
通、金华、苏州则在长三角城市中表现靠前。

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成交量和面积
都排名前端的金华， 而如果仔细分析其数
据，就会发现，“楼市撒手锏”在义乌。 在成交
宗数、成交面积、成交总价上，义乌都在金华
一骑绝尘。

尽管当前长三角楼市因行业大环境调
整，市场较疫情前尚未完全恢复热度，但相
比其他区域来看，因产业发达、居民收入水
平高，长三角购房需求仍相对充足，在政策
组合拳下，市场预期逐步改善，土拍表现称
得上“独树一帜”。

（记者 李珺瑶 见习记者 崔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