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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2025 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场形势如何？
新民晚报记者 黄佳琪

随着上海发布 “2025 年上半年上
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沪苏浙皖三
省一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已经全部出炉。
面对多重压力和挑战，长三角地区作为
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交出一份亮眼
“成绩单”。

增长“稳”
长三角经济的“稳”，首先体现在总

量的稳中有进与增速的合理运行上。上
半年，三省一市协同发力，为区域经济
大盘筑牢根基。

具体来看，上海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26222.15亿元， 同比增长 5.1%，
增速与一季度持平， 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 5%的发展目标；江苏地区生产总值
达 66967.8 亿元，同比增长 5.7%；浙江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45004 亿元，同比增长
5.8%； 安徽地区生产总值 25723 亿元，
同比增长 5.6%。

长三角地区三大产业均保持稳健
增长态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
位支撑。安徽工业表现尤为亮眼———前
5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居全国第 7 位、长三角和中部地区第 1
位。 其中，汽车产量达 123.6 万辆，新能
源汽车产量 61.3 万辆， 双双位居全国

首位，成为工业增长的“生力军”。
在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

下，长三角进出口展现出超强韧性。今年
上半年，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超 8 万
亿，达到 8.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占
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4%。

分地区看，今年上半年，浙江出口
首次突破两万亿元，达到 2.0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9.1%，对全国出口增长贡献率
达 19.8%，居全国首位；江苏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2.81 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
长 5.2%， 增幅高于全国 2.3 个百分点；
上海市实现外贸进出口 2.15 万亿元 ，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电动汽车出口在
全国的占比都在 10%以上，彰显了“上
海智造”的竞争力；安徽省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4585.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2%，创历史同期新高。

消费暖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上

半年在长三角地区呈现 “暖意渐浓”的
态势。

上海的消费回暖迹象尤为明显 。
上半年 ，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260.41 亿元，同比增长 1.7%，增速比一
季度提高 2.8 个百分点。 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持续显效，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中能效等级为 1 级和 2 级的商品零
售额增长 63.9%， 文化办公用品类中计
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增长 1.3 倍。

以旧换新在江苏与浙江同样成为
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 上半年，江
苏“以旧换新”相关商品（汽车类、家电
类、3C 数码类、家居类）限上零售额合
计增长 9.4%，比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
点； 浙江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
照相器材、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 可穿戴智能设备、智
能手机等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均在
60%以上。

安徽消费也在“烟火气”中释放潜
力。 前 5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5.5%，高于全国 0.5 个百分点。接待国内
游客人次和旅游花费分别增长 7.7%、
8%。 以旧换新商品销售同样增长较快。

结构“新”
开年以来，Deepseek、 人形机器人

等强势出圈，新质生产力发展备受关注
和期待。 三省一市因地制宜布局新产
业 、培育新技术 ，推动区域经济 “含新
量”不断提升。

上海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发展。 上半年，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制造
业产值同比增长 9.1%， 增速快于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5 个百分点。 其
中 ，人工智能制造业增长 12.3%，集成
电路制造业增长 11.7%，生物医药制造
业增长 4.4%。第三产业同样亮眼。上半
年，上海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加值增长 14.6%，金融业增加值增
长 8.8%，合计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六成。

江苏新兴动能加快发展。 上半年，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 51.8%， 比一季度提高 0.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1.8%， 拉动全部规上工业
增长 2.7 个百分点。

上半年，浙江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企业营业收入增速明显快于规模以上
企业，其中，算力服务、数据服务、算法
模型、 智能终端营收均保持两位数增
长。全省工业机器人、半导体分立器件、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新能源汽车、
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集成电路等产
品产量呈现两位数增长。智能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
机等商品零售额增速远高于全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水平。

安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支撑作用明显。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分行业看，
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2 个增加值同比增
长，增长面为 78%，其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7.8%。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数字经济到
绿色产业，“结构新” 不仅是数据的跃
升，更是发展逻辑的转变———以创新驱
动替代要素驱动，正成为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共同追求。

安徽池州：
丹霞流彩映平天

近日， 安徽省池州市平天湖
上空出现绝美朝霞景观。 漫天云
霞如烈焰流金， 将天空渲染成绚
丽的色彩，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
形成“水天一色”的壮丽景观。

新华网 发 李 春 摄

长护险试点覆盖率、养老金上涨幅度均领先全国

打造“养老后花园”，长三角正发力
解放日报见习记者 张 驰

退休人员近日又迎来好消息。 根据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通知 ，2025 年基
本养老金将上调 2%， 这一调整将惠及
约 1.5 亿名退休人员。

除养老金之外，医疗、教育、文化生
活、居住环境等，同样是老年生活的重
要保障。随着长三角地区人口老龄化率
的不断攀升，“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成为各级政府的重大民生项目。梳理与
老年生活关系密切的各项指标，长三角
各地都有哪些亮点？

养老金上涨幅度领先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长三角地区的

老年人口占比延续上升趋势 。 截至
2023 年底，三省一市共有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 5235.44 万人， 占总户籍人口的
2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省一市的养老金不断上调，上涨
幅度均领先全国。 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来看，2024 年，上海为 1490
元/月， 江苏为 228 元/月， 浙江为 220
元/月 ，安徽为 140 元/月 ，均超出全国
基数 123 元/月。

作为东部发达地区，三省一市的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也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 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4》 中的 2023 年统计数据来粗略测
算， 上海月均支出为 5649.72 元/月，浙
江为 3601.03 元/月 ， 安徽为 3430.15
元/月，江苏为 3394.59 元/月。而全国数
据为 3162 元/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副教授杨一
心表示，这一测算口径总体上能够反映
区域间养老金支付水平的基本趋势。

养老服务各有亮点
作为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

超大型城市，上海在相关养老服务能力
方面拥有深厚积累。 截至 2024 年底，全

市共有养老床位 17.58 万张，其中护理
型床位占比 68%，养老护理人员达 6.65
万人。

长三角其他省份也在持续提升养
老保障水平。从登记注册的养老机构的
床位数量来看，江苏在三省一市中处于
领先位置，同时，政府购买的上门服务
已覆盖 360 万老人。

安徽省在养老服务的各个方面均
表现不俗。 2024 年， 全省完成 82 万人
次的上门助老服务，老年助餐机构累计
服务 1.4 亿人次。 同时，安徽累计建设
各级各类老年学校 16580 所，注册学员
人数达 399.86 万， 占全省 60 岁以上老
人的 31%，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上海。

在老年友好环境建设方面 ，2024
年浙江已累计改造 6282 个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 1.07 万台， 这一力度在三省
一市中名列前茅。 同时，浙江还大力开
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全
年共完成适老化改造 6.49 万户， 带动
消费金额 6.78 亿元。

银发经济成为共同机遇
2024 年 5 月，由上海市养老服务行

业协会牵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养老
协会共同参与的长三角旅居养老联盟
成立。 同年 8 月，长三角民政座谈会召
开。 会上，四地民政部门提出“变银发浪
潮为银发红利”， 康养旅居成为重要抓
手。 一个月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安徽
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协议，选址安徽省
广德市，跨区域共建长三角（广德）康养
基地。

长三角便捷的城际交通，成为这一
旅居养老形式的重要基础。 2024 年 6
月，途经 19 个站点、单向行驶超过 1200
公里的 G8388 次列车开行，全程约 8 小
时， 成为串联起三省一市的超级 “环
线”。 而建设多年的长三角区域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则让老人们在
这片区域内玩得放心、住得省心。

打造“长三角养老后花园”，正在成
为这片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日闵行
闵行低空测试基地项目启动

7 月 25日，首届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
上，闵行区举行“擎动闵行·翼启第一湾”低
空经济产业联盟启动仪式暨低空经济产业
推进大会。而在前一天，上海低空经济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与闵行区人民政府联合按下
启动键，推动“闵行低空测试基地”构建，共
同规划打造适配超大城市低空综合应用的
示范基地……一场关乎城市未来天际线的
“产业革命”正在闵行发生。

联盟聚势：从单打独斗到
集群作战

闵行发展低空经济拥有坚实的基
础。 这里是上海航空产业的绝对主战场，
汇聚了中航机载、 中航 615 所、 上海交
大、 华东师大等顶尖科研力量以及大批
整机研发制造与航空配套翘楚。 依托大
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的强大动
能，闵行成功构建了“一核引领（吴泾核
心区）、一带延伸（产业链拓展带）、多点
支撑、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2024 年，闵
行航空产业规模已突破 200 亿元， 剑指
2027 年 500 亿量级目标。

会上， 闵行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正
式启动。 联盟阵容堪称豪华：上海交通大
学空天学院、低空经济研究院、华东师范
大学空间人工智能学院等顶尖机构提供
智力引擎；中航机载、615 所、航天氢能等
“国家队” 与核心技术企业担当基石；时
的科技、沃兰特航空等 eVTOL 整机引领
者驱动前沿；慧程航空、澳翊通航等配套
翘楚完善链条。 这样的组合以产业链升
级为核心形成战略集结。

“联盟旨在搭建一个以企业需求为
导向、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交流
合作平台，” 闵行区经委负责人表示，它
将促进优势互补、 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
链形成， 成为推动闵行低空经济腾飞的
重要抓手和载体。 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闵
行低空经济告别单点突破， 正式迈入协
同发展、集群壮大的全新纪元。

链主企业与合作伙伴———时的科技
与澳翊通航、沃兰特与中航光电（上海）
现场签订的技术产品供货协议， 正是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的首个实质性成果，有
力加速了 eVTOL 等低空装备的研发与
产业化进程，为“研发—制造—应用”完
整链条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面向未来， 闵行区将聚力搭建三大
核心平台。 技术创新平台依托产业联盟、
供应链对接会等，聚力突破航电、电机材
料、飞控系统等卡脖子技术；场景落地平
台开辟飞行航线，深化测试基地应用，打
造超大城市低空综合场景示范基地，解
决“飞不起来”的痛点；生态共建平台融
入上海市 eVTOL 规模化总装制造基地

建设联合体，发挥闵行在发动机、机载系
统及民航人才的链主优势，支持 eVTOL
等新型航空器加快研制，推动“研发—制
造—运营”全链条融合，构建“政产学研
用”五位一体的协同生态。

破局之举：城市核心区开
辟“低空试验田”

低空经济腾飞的最大瓶颈之一，在
于城市核心区缺乏安全可靠的飞行验证
环境。 闵行低空测试基地的正式启动，正
是破解这一世界级难题的 “闵行答案”，
标志着上海低空基础设施布局从政策设
计迈向实质性建设。

基地位于闵行吴泾， 也是全国首个
复杂场景测试场， 拥有地面无人测试区
和 200 平方公里稳定可调配飞行空域，
具备上不扰民航、 下无次生灾害的黄金
区位优势。 其核心定位为城市低空飞行
全景实验室， 专门模拟复杂城市地形环
境，支持低空飞行试验与适航验证，意味
着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种子将在闵行这
片核心“试验田”率先萌发。

作为闵行低空经济的核心承载区，
吴泾镇更是上海民用航空机载装备产业
的“心脏”。 以中航机载系统“三中心一总
部”、金领谷航空科技产业园和紫竹国家
高新区为核心的“一核三极”战略布局形
成了设计研发生产的完整闭环生态。 这
里坐拥航发商发、中国商飞客服、昂际航
电等重磅企业， 今年获评上海市民用航
空机载装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
2024 年集群产值达 159 亿元， 近三年增
长率均超 10%。 镇域内集聚 117 家高成
长性航空企业。 成熟的航空产业生态为
低空经济新赛道注入澎湃动能。

“产业集聚、空间良好，战略留白为
低空经济发展探索留下宝贵窗口期。 ”上
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称。 据悉，基地正积极申报国家级中试验
证平台，将成为加速低空经济企业集聚、
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的核心枢纽。

展会期间， 闵行多个重磅合作开花
结果。 时的科技、沃兰特航空与上海低空
公司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推进闵行
新型航空器商业化生态加速成型； 沃兰
特航空与泰国泛太平洋、 中航技国际工
程签署三方协议， 创下中国高等级客运
eVTOL 单笔国际订单新纪录；昂际航电
向追梦空天交付关键航电实验件、 与御
风未来达成战略合作、 携手翊飞航空推
进工程样机试飞支持， 为低空经济生态
注入强劲动能……

产业联盟的形成、测试基地的启动、重
磅合作的落地， 闵行正以雄厚的科创产业
基础、前瞻的战略布局和高效的协同机制，
全力冲刺上海低空经济核心承载区和全国
创新示范区的目标， 场景牵引—技术攻
关—产业集聚的闭环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据 7月 25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长三角科研院所联盟大会举行
解放日报讯 日前，来自长三角三

省一市的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和相关机
构代表相聚上海，参加长三角科研院所
联盟成员大会暨 2025 年度工作会议 。
会上，长三角“人工智能+”数据创新应
用联合实验室、上海市软件信息应用技
术研发转化专家服务基地 （国家级）启
动，为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注入了新动
能。

上海市软件信息应用技术研发转
化专家服务基地（国家级）锚定“长三角

技术协同枢纽、 全国产业赋能平台”定
位，聚焦科学仪器、区块链、数据可信计
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将构建
全链条技术服务体系。

长三角“人工智能+”数据创新应用
联合实验室聚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协
同赋能重要行业 ，联合研发 “可信大模
型 ”等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将探索人
工智能在金融科技、文旅、政务、通信和
互联网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落地。

（记者 俞陶然 实习生 陆天添）

全国首个省级开源创新生态模式在江苏诞生
新华日报讯 7 月 25 日，JSopen 开

源创新生态大会暨开放原子紫金专区建
设项目启动仪式在苏州举办， 这是全国
首个省级开源创新生态模式。

当前， 开源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
展的基础共识， 中国更是将开源上升到
国家战略层面统一部署推进。 项目建成
后， 可依托开源项目资源池， 推动建立
“技术验证—标准评估—场景对接—产
业落地”的全链条成果转化通道，加速技
术成果向江苏主导产业深度渗透， 培育
一批符合行业规范、 具备技术领先性的
开源标杆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
志性开源成果， 切实将开源开放势能转
化为产业升级动能。

开放原子紫金专区可提供开源工具
链、协作开发环境、社区运营管理系统等
技术底座， 整合头部开源企业的技术标
准、 企业真实项目库及社区核心成员的
知识沉淀后，联合高校、企业与开源社区
共建“开源创新实验室”矩阵，让实验室
成为企业技术需求的“前置孵化器”。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池宇
表示，要紧密结合制造业、医疗、能源、金
融等重点领域， 大力推动开源技术在真
实场景中的落地应用，通过“场景驱动”，
打通从技术研发到商业化应用的 “最后
一公里”，让开源创新真正赋能实体经济
发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记者 姚政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