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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2023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地方两会是观察地方经济规划、政策方向的重要

窗口。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地

方如何布局新征程备受关注。本文基于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运用大数据分析

方法和可视化技术进行深度解读。

根据31份政府工作报告汇总的高频词云图，可以

看出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是“发展”，“经济”

“产业”“企业”“改革”“创新”均超过1000频

次。发展是我们的主基调，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

发展的根本，企业的改革创新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

基底的重要支撑。同时，消费、投资、政府治理、人

民、生态都是各地政府的关注要点，也是经济建设的

关键环节。

进一步梳理31省份报告中的产业高频词，可以清

楚地看到数字经济、新能源、绿色低碳和医药健康成

为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总共出现128

次，其次是新能源有113次，超过50次以上的还有绿

色低碳、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新材料和大数

据，显示一批朝阳产业仍然处于产业发展的上升期，

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贡献更多的经济发展动能。人工

智能、储能等一些新兴的产业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并有望在今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新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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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地方两会是观察地方经济规划、政策方向的重要窗口。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

之年，地方如何布局新征程备受关注。本文基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23年政府工作报

告，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可视化技术进行深度解读。

根据31份政府工作报告汇总的高频词云图，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是“发展”，

“经济”“产业”“企业”“改革”“创新”均超过1000频次。发展是我们的主基调，而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的根本，企业的改革创新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重要支撑。同时，消

费、投资、政府治理、人民、生态都是各地政府的关注要点，也是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

图表 1：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高频词云图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梳理31省份报告中的产业高频词，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字经济、新能源、绿色低碳和医

药健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总共出现128次，其次是新能源有113次，超过50次

以上的还有绿色低碳、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新材料和大数据，显示一批朝阳产业仍然处于

产业发展的上升期，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贡献更多的经济发展动能。人工智能、储能等一些新兴

的产业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有望在今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新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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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产业高频词图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一、综合经济实力整体稳步上升

（一）五年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区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缓解

由于2022年经济环境较为特殊，故选用地区生产总值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值
1
。图表3

是将各地方的过去五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国家过去五年GDP年均增速5.2%为中心点，整体

分为三大类，蓝色即是5.2%左右（4.5%-6.0%）的，增速越大则显示为橙色，增速越小则显示为绿

色。整体看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五年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由图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在5.2%左右。6.0%以上的为橙色区域，山西、

四川、江西、福建、云南、西藏、贵州、湖南和江西，最高值为江西6.8%。可以看出区域省份的

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区域的开放，转型面向欧亚大陆的西部大开发转变。从趋势来看，西

北地区的发展加速度将快于东部沿海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会进一步缓解。

GDP过去五年年均增长率在4.5%以下的是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东北三省的产业机构较为单一，导致当地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亟需进行产业转

型发展。

1
因统一数据口径进行对比，GDP 近五年的年均增长率统一采用过去五年 GDP 不变价增速平均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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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过去五年 GDP 平均增长率

来源：新华财经

（二）2023 年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在 6%左右

2023年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新一届政府履职起始之年，在经历三年

疫情的严峻考验后，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各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2023年经济发展目

标。

第一，GDP增速方面，由图表4看出各省份GDP增长目标普遍定在5%-6.5%之间。北京经济体量

较大，2023年将GDP增长目标定在4.5%。旅游业为海南省支柱产业，2022年受疫情防控影响较大，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居民出行更加便利，2023年海南省将GDP增长目标定为9.5%。江西、

新疆、西藏等地也根据实际将GDP发展目标定在7%-8%区间。

图表 4：2023 年 GDP 目标增速

地区 2023GDP增速目标（%） 地区
2023GDP增速目标

（%）

海南 9.5%左右 四川 6%左右

西藏 8%左右 贵州 6%左右

江西 7%左右 云南 6%左右

新疆 7%左右 福建 6%左右

安徽 6.5%左右 上海 5.5%以上

湖北 6.5%左右 广西 5.5%左右

湖南 6.5%左右 陕西 5.5%左右

宁夏 6.5%左右 辽宁 5%以上

重庆 6%以上 浙江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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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6% 山东 5%以上

甘肃 6% 广东 5%以上

河北 6%左右 江苏 5%左右

山西 6%左右 青海 5%左右

内蒙古 6%左右 北京 4.5%以上

吉林 6%左右 天津 4%左右

黑龙江 6%左右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地方财政收入方面，共有24个省份披露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目标。图表5是31省份

针对GDP和财政收入的2023年计划目标，可以看出大部分省份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与当地经济增

速目标挂钩，范围集中在4%-6%之间，海南、新疆两地则分别制定了15%和10%的增速目标，陕西省

则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定为3%。

图表 5：2023 年 GDP 与财政收入目标增速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二、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为各地主要举措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它的主体内容包括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第一

产业，比较发达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以及高效优质的现代服务业。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不同省份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各自走在不同的队列。东北

三省、河南、山东等在农业保障领域，安徽、陕西、云南、新疆等在制造业领域，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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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苏、浙江等在科技创新产业领域，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在新能源新兴产业领域，一起

推进了整个产业体系升级发展。

（一）农业大省通过现代化农业进一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图表 6：2022 年粮食总产量

来源：新华财经

图表6是31省份2022年粮食总产量，可以看到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的粮食产能有了较大

提升，更好地做到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在黑龙江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实施现代农业振兴

计划，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通过现代化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进而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二）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成为地方发展的主旋律

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当前的发展需要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在31省份

的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产业转型升级都作为报告的首要任务，图表7是根据“新兴产业”

“产业转型”“产业集群”“产业链”“产业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词语统计报告出现

的词频，可以看出新疆、安徽、内蒙古、山西、云南、陕西等相关地区重点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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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第一梯队省份的科技创新要求更高

科技创新可以促进产业优先升级，以此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31省份政府工作报告里同

样可以看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有12个省市如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均把科技创新

当作一个单独的主题，可见对科技创新的重要程度。图表8是2022年针对31省份的区域科技创新指

数图，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均属于第一梯队，可以看出经济相对较强的地

区对科技创新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图表 8：2022 年区域科技创新指数图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2》

图表 7：产业升级转型关键词云统计图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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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能源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的热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频频出现在各地方报告中。图表9是根据各地政府

工作报告里“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的词频数统计，可见“新能源”成为地方政府

工作报告的高频词。

图表 9：战略新兴产业关键词频统计图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五）2023 年有望成为数字经济的大年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多

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元宇宙、人工智能、超算服务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提前布局，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力争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增加值实现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图表 10：各地方针对数据经济产业的预期量化发展目标

省市 数字经济产业预期发展目标

陕西 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8%。

湖北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4000亿元。

西藏 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10%以上。

宁夏 数字信息产业产值达到 850亿元。

江苏 力争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5.5万亿元。

福建 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 2.9万亿元以上。

青海 力争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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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10%。

天津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2%。

山西 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长 15%以上。

上海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 18%。

江西 数字经济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5%以上。

湖南 力争数字经济增长 15%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33%。

海南 力争数字经济增长 15%。

重庆 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10%以上。

贵州 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0%左右。

云南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20%以上。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三、产业规划梯次结构更趋合理

根据2022年人均GDP这一经济发展指标，我们将31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发达地区（橙

色），中等发达地区（蓝色）和发展中地区（绿色）三个层次（见图表11），进一步观察不同发

展阶段的省市产业结构特征，并以华东区域为例剖析各城市群的产业分布。

图表 11：2022 年人均 GDP 聚类图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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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地区聚焦先进生产力与高新技术产业

2022年中国人均GDP超10万的省市中，包括三个直辖市和东南沿海四省。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

们可以看到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医疗健康、先进制造、航空航天以及海洋产

业等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各发达地区省市发展的主要产业方向。但各省市的重点的细分领域呈

现出差异化的结构特征。

比较北京、上海这两个人均GDP接近20万的中国经济领头羊，上海的发展门类更为齐全，尤其

是在制造业方面涵盖了诸如工业母机、精密仪器、增材制造这样的中国制造短板，向世界制造业

的最尖端领域挺进。而北京产业规划中几乎没有提及制造业，体现出首都功能定位变化带来的影

响。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产业领域也出现在了各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例如北京、福建的卫星应用；

上海、江苏、福建的量子信息；天津的类脑科学；上海、广东的工业母机、航空航天、新型显示；

江苏、福建、天津的海工装备。

总体上看，发达地区的产业构成中，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优势，在经

济发展中占比稳步提升。例如，上海明确提出了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45%的目标。同时，世界性的前沿科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产业规划中，体现了中国经

济规模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质也在不断地提升，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赶超和引领产业发展。

（二）中等发达地区百舸争流，各展所长

中等发达地区包括内蒙古、湖北、重庆、山东、陕西、山西、安徽、湖南、江西、宁夏、辽

宁、新疆、四川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 GDP 基本越过了 1万美元的门槛，既有沿海省

份，也有中部及内陆省份，成分较为丰富，发展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

产业结构上看，这部分地区越来越多地承接了发达地区的一些成熟工业体系，包括新能源汽

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风光储、高端装备等。这些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这些地区 2022 年

GDP 整体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的重要原因，其中江西、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内蒙古

等地都在 4%以上。

同时，一些有能力的省份也在努力布局和赶超第一团队。例如重庆、湖北的第三代半导体；

山东、四川的新型显示；湖北、四川的类脑科学；安徽、四川的聚变能源等。不难看出，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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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才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已经不满足于现有的发展定位，正加大对更前沿的科技领域进行前瞻

性布局。这就与发达地区省市在一些战略新兴领域形成了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为进

一步发展承接新的产业奠定产业基础。

当然，根据各自省份的不同资源禀赋，也形成了一些差异化的产业结构。例如内蒙古、宁夏

虽然主要依托于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发展壮大，同时也加大了风光氢储的新能源产业布局；山东、

辽宁在海工装备等海洋产业上大力投入；陕西则把航空航天作为重要发展方向。

（三）发展中地区产业结构提升正在进行时，并凸显发展特色

发展中地区包括海南、河南、云南、青海、西藏、吉林、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

这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受限于政策、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基本要素，这些区域的

产业结构仍然处于不断优化、提升的过程中。

其中，河南、河北、黑龙江、吉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等产业的承接方面具备良好的条件，有望在工业化的程度上更进一步。其余地区结合自身的

区位和资源优势，在产业的发展上有不同的策略：贵州的大数据和数字经济；青海的风电、光伏；

海南的旅游等。这些地区的产业政策也更多地体现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理念，

把文旅产业、新能源产业、数字产业作为发展的方向，与其他地区形成良好的互补特征。

（四）区域城市群产业分布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以华东区域六省一市为例，可根据地理位置分为四个主要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

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江西）、海峡西岸城市群（福建、浙江、江西）。

其中，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尤为明显，各省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明确了打造长三角世界级

产业集群的各项具体举措，形成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项规模够大、

产业链成熟、创新动力强劲的重点产业。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上海主打顶尖芯片设计与制造，

江苏强于封装测试，浙江在模拟芯片及功率半导体设计制造以及打造区域 IDM（集成器件制造）

模式上崭露头角，安徽则在存储芯片上胜人一筹；人工智能产业，上海强于中游技术层环节，浙

江强于下游应用层环节，江苏则占据物联网高地；生物医药产业，上海、苏州在研发创新环节优

势突出，浙江强于“互联网+医疗健康”；新能源汽车产业，浙江强于中游电池电机零件制造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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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于下游整车装配环节。到 2025 年，优势产业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

集群。

长三角区域协同优势共筑产业高地，以促进重大技术装备一体化发展为例，根据工信部统一

部署，开展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重大技术装备协同发展工作，以航空装备、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电力装备为重点领域，推进集群建设、创新提升、品牌培育和开发合作。随着产业链补

链、固链、强链行动的深入实施，长三角产业协同将持续深化，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将取得更大进展。

据山东省政府报告指出，山东半岛城市群积极打造海洋经济发展新亮点。深化“透明海洋”

工程，建设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启动海洋人才港建设。培育壮大油气开发、新能源，加

速发展高端海工装备，高技术船舶，打造山东半岛世界级港口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江西）、海峡西岸城市群（福建、浙江、江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

强调了依托沿海核心区福州、厦门、汕头、泉州、温州五大中心城市及其以五大中心城市为中心

所形成的经济圈构筑地域分工明确、市场体系统一、经济联系紧密的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

繁荣的经济综合体。

四、激活市场活力是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展望新征程时提出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

一。国企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主力军，202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在各

地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各地区国企改革基本全面完成计划，进入到深化阶段。中小微企业不仅

是产业创新的“生力军”，也是发展主力军的重要支撑。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国企敢干、

民企敢闯、外企敢投，激活市场活力。加强数字政府改革，更好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优化数字社

会环境，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图表12展示了针对2023年工作目标关于市场改革热点工作的深度提及省份数、涉及内容文字

数量及涉及文字数量在预期工作情况的占比。其中，“优化营商环境”及“民营经济发展”涉及

的内容较多，均达200字以上。此外，深度涉及“国企改革”的覆盖省份较多，达到22个省份，表

示企业工作仍是地方政府未来重点推进的工作，以企业发展促产业优化。



15/ 23

图表 12：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改革关键主题汇总图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五、国内需求急需着力扩大

（一）2022 多地社零增速出现负增长

2022年由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整体经济大局以稳为主。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投资是推动经济的关键作用。由图表13对比2022年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投资和消

费数据，可以看出各地消费水平明显下滑，多地社零增速出现负增长。同时消费受冲击较小，投

资增速依然在高位的地方经济更加稳定，比如江西和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8.6%和9.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5.3%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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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2022 年消费与投资增速

来源：新华财经

（二）2023 各地提振投资消费“双引擎”，加大项目建设

消费和投资是扩大内需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有力工具，2023年需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

图表14是31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目标，

相比2022年的增速数据，2023年大部分地区有较高的目标。

为刺激消费复苏，多地把激活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鼓励消费模式、消费业态、消费场

景等创新，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共有455次提及“消

费”，其中重庆、山西两地提到消费的频率高达30多次。由图表14可以看出，共有23个省份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本年社零总额增速目标，其中有21个省份的社零增速目标集中在6%-10%的增

长区间。此外，浙江省2022年社零增速4.3%，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受高基数影响，2023

年浙江省将社零总额增速定在4.5%，新疆定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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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2023 年投资与消费增速目标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投资方面，共有27个省份披露了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其中21个省份的固定资产增速

目标集中在6%-10%的区间。新疆、海南、西藏三地的增速目标超过10%，北京、天津、贵州三地的

固定资产增速目标低于6%。

此外，多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2023年规划继续推进和新开工建设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投

资和战略新兴产业项目[ 见附件1：各地2023年重点项目清单]
2
。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

机场、能源、水利等领域，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则多为当地优势特色产业项目，如贵州特色酒企技

改项目、河南新能源汽车规划项目、吉林碳纤维产业链项目等。规划资金方面，河南、湖北等地

规划投资超3万亿，黑龙江、青海、江西、浙江等地规划投资超万亿。

六、政府工作报告的民生“温度”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都将民生作为单独专题，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五年虽然经济形势严峻，但从就业、物价、居住环境的数据看，各地都

在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工作上有突破。

2
见附件：各地 2023 年重点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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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收入差距逐步缓解

图表15可以看出，虽然2022年发展环境极其严峻，但人民生活水平在持续提高，也进一步说

明了我们的发展基础相对牢固。山西、湖北、湖南、贵州、西藏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6%，

也进一步说明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会进一步缓解。同时，各省份2023年发布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计划目标相比2022年基本都有上升。

图表 15：2022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 2023 年增速目标

省市 2022年实际增速% 2023年目标增速 对比

北京 3.22 4.5%以上 上升

天津 3.22 4%左右 上升

河北 5.05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5%和 7.5% 上升

山西 6.39 6%左右 持平

内蒙古 5.32 6%左右 上升

辽宁 2.78 5%以上 上升

吉林 0.74 6%左右 上升

黑龙江 4.37 6%左右 上升

上海 2.03 5.5%以上 上升

江苏 4.98 5%左右 上升

浙江 4.8 5%以上 上升

安徽 5.96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7%和 8% 上升

福建 6.05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7%和 7.5% 上升

江西 5.9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5%和 7.5% 上升

山东 5.2 5%以上 持平

河南 5.26 6% 上升

湖北 6.76 6.5%左右 持平

湖南 6.39 6.5%左右 持平

广东 4.61 5%以上 上升

广西 4.69 5.5%左右 上升

海南 1.6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9%和 9.5% 上升

重庆 5.51 快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为 6%左右 上升

四川 5.5 6%左右 上升

贵州 6.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7%和 9% 上升

云南 4.95 6%以上 上升

西藏 6.91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和 10% 上升

陕西 5.4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5%和 7.5% 上升

甘肃 5.47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和 7.5% 上升

青海 4.17 5%左右 上升

宁夏 6.07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5%和 7.5% 上升

新疆 3.79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7%和 8% 上升

来源：新华财经及 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二）2023 稳就业、稳物价是政府工作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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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民心、根基工程。为缓解就业压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2023年，各地均表示将积极落实稳就业工作，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出台各项政策措施，促进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困难群体就业，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等。

物价方面，2022年，公布物价指数数据的省份物价水平多在3%以内。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大部分省份CPI增速目标与2022年基本持平，维持在3%左右。

图表 16：2022 年失业率、CPI 以及 2023 年增速目标

省份
2022年城镇调查失业率

目标

2023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

标

2022CPI目

标
2022实际
CPI

2023CPI目

标

安徽 5.5%以内 - 3%左右 2.0% 3%左右

北京 5%以内 5%以内 3%左右 1.8% 3%左右

福建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1.9% 3%左右

甘肃 5.5%左右 5.5%左右 3%以内 1.9% 3%左右

广东 5.5%以内 5.5%以内 3% 3%以内 3%左右

广西 - 6%以下 - 2%左右 3%左右

贵州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 3%左右

海南 5.5左右 - 3%左右 - 3%左右

河北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 3%左右

河南 5.5%以内 - 3%左右 - 3%左右

黑龙江 6%左右 6%以下 - 1.9%左右 -

湖北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2.1% 3%左右

湖南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 3%左右

吉林 6%以下 6%左右 3%左右 - 3%左右

江苏 5%左右 5%左右 3%左右 2.2% 3%左右

江西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2% 3%左右

辽宁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2.0% 3%左右

内蒙古 6%左右 6%左右 3%左右 - 3%左右

宁夏 5.5%以内 5.5%以内 3% - 3%左右

青海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2.4% -

山东 5.5%以内 5.5%以内 3%左右 - 3%左右

山西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 3%左右

陕西 5.5%以内 5.5%以内 3%左右 - 3%左右

上海 5%以内 5%以内 3%左右 - 3%左右

四川 5.5%以内 - 3%左右 - 3%左右

天津 5.5%以内 5.5%左右 3%左右 2.0%左右 3%左右

西藏 5%以内 5%左右 3%以内 - 3%以内

新疆 5.5%以内 5.5%以内 3%左右 - 3%左右

云南 5.5%以内 5.5%以内 3%左右 - 3%左右

浙江 5.5%以内 5%以内 3%左右 - 3%以内

重庆 5.5%以内 - 3%以内 2.1% 3%以内

来源：新华财经及 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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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生态环境较五年前均有明显改善

部分省份公布了2022年末地区PM2.5浓度指标，横向来看，京津冀、山西、陕西相较我国南部

地区PM2.5浓度仍然较高，但对比过去，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的背景下，各地落实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产业转型等各项举措，全国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较五

年前均有明显改善。

2023年各省绿色发展主要方向在于：一、传统重点能耗领域如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向

节能降碳方向转型；二、清洁能源如海上风电、风光基地、太阳能发电、源网荷储、风光制氢、

分布式光伏、氢能、新型储能等占比提升；三、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四、固体废

物和新污染物治理；五、历史遗留生态系统问题的保护修复等。

图表 17：各地方近五年 PM2.5 对比情况表

省市 2022年 PM2.5：微克/立方米 2017年 PM2.5：微克/立方米

安徽 34.9 56

北京 30 58

福建 19 27

广东 20 33

海南 12 18

河北 36.8 65

河南 下降 20% ——

湖北 下降 18.2% 49

吉林 25 40

江苏 下降 33.3% 49

江西 27 46

辽宁 31 44

山东 下降 33.3% 57

山西 38 59

陕西 39 57

上海 25 39

天津 37 62

重庆 下降 30% 45

来源：2023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 2017 年环境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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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地2023年重点项目清单

图表 18：各地 2023 年重点项目清单

地区 投资

总额

2023重点建设项目

北京 “3个 100”市重点工程、京东方北京 6代线项目。

福建 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和新型能源体系领域的基建项目。

甘肃 特色产业项目：兰州石化 120万吨乙烯、金川集团 28万吨硫酸镍、海亮

集团 15万吨高性能铜箔波、嘉峪关文丰 600万吨氧化铝、中科电气 10万

吨负极材料等项目。

广西 特色产业项目：中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华谊三期一阶

段、华友锂电二期等项目、弗迪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惠科电子北海产

业新城一期等“双百双新”项目。

广东 传统基建项目：皇岗口岸重建、深江高铁、广佛环城际等项目；深圳枢

纽西丽站、广州东站改造项目。特色产业项目：粤芯三期、增芯科技传

感器、华润微电子、江门中创新航等项目，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埃克森

美孚惠州乙烯、中海壳牌三期乙烯、茂石化技术改造等项目。

贵州 传统基建项目：528万千瓦在建煤电项目建设，推进 480万千瓦现役煤电

机组改造升级，开工建设贵阳、黔南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特色产业项

目：重点酒企技改扩能项目、中航重机产业园、黎阳航空发动机产业生

态圈、振华集成电路产业园等重大项目。

海南 特色产业项目：中海油陵水 25-1气田、澄迈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等项

目、中德绿色高端新材料海南示范基地、聚碳酸酯二期等百亿级项目。

河北 8500
亿

传统基建项目：曹妃甸大宗商品储运基地、石衡沧港城际、承平高速等

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特色产业项目：邯郸高纯电子气体项目。

河南 3万

亿

传统基建项目：郑济高铁，平漯周高铁、郑州南站、南信合高铁、呼南

高铁焦洛平段、三门峡灵宝、济源逢石河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贾鲁河

综合治理、小浪底北岸灌区等项目、昭平台水库扩容、海河流域综合治

理、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治理项目。特色产业项目：上汽新能源二

期、奇瑞新能源二期、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动力电池、宁德时代电池

等项目。

黑龙

江

1万

亿

传统基建项目：哈尔滨至绥化至伊春高铁、鹤岗至伊春等高速公路、哈

尔滨机场二期、富加铁路改造、哈尔滨至北安高速、齐齐哈尔等机场改

扩建项目；松花江连通、乌苏里江治理等水利项目；特色产业项目：大

庆聚碳酸酯、深圳联合飞机大型无人机等重点项目。

湖北 3.45
万亿

传统基建项目：沿江高铁等 8个铁路项目、京港澳高速湖北段改扩建等

39个高速项目、天河机场三跑道等 10个机场项目；引江补汉、鄂北二期

等重大工程，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荆汉运河等水利项目；鄂州电厂四

期、随州电厂、咸宁大幕山等 11个抽水蓄能项目；华润仙桃等 10个百

万千瓦级“风光水储”一体化项目。特色产业项目：武汉中航锂电、襄

阳比亚迪、宜昌欣旺达、荆门亿纬动力、孝感楚能新能源、十堰万润新

能源等重大项目。

湖南 传统基建项目：长赣高铁、桂新等高速公路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

程、湘江航道及虞公港建设、重大能源工程、湖区重点垸堤防加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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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骨干水利枢纽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怀化国际陆

港等十大基础设施项目。特色产业项目：岳阳乙烯炼化一体化、株洲中

车中低压功率器件、衡阳建滔化工产业升级、湘江新区中联先进智造基

地、长沙比亚迪和湘潭吉利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三一株洲智造基地、

邵虹基板玻璃、涟钢冷轧硅钢、望城德赛电池储能电芯、宁乡楚天科技

生命科学产业基地等十大产业项目。

吉林 传统基建项目：梅河口－桦甸天然气管道、四平市、松原市全域海绵城

市建设示范项目、烟筒山至长春、长春都市圈环线东环等 5个高速公路

项目，建成桓仁至集安、大蒲柴河至烟筒山 2个高速公路项目、引嫩入

白扩建一期、大安灌区二期等水利骨干工程项目。特色产业项目：吉林

化纤 20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

江苏 传统基建项目：北沿江高铁江苏段、南沿江城际铁路以及宁淮、沪苏

湖、通苏嘉甬铁路等在建项目，潍坊至宿迁铁路、上元门铁路过江隧

道、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南北接线、锡宜高速改扩建、盐泰锡常宜铁路等

新项目，常泰铁路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淮安机场等环沪机场群改建扩容

项目。

江西 1.6万

亿

传统基建项目：建成昌景黄高铁、信丰至南雄高速公路等项目，开工定

南、南城、贵溪通用机场和通城（赣鄂界）至铜鼓高速公路、袁河航道

提升、分宜电厂二期、铅山抽水蓄能、康山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工程等项

目。特色产业项目：南昌现代职教城、新余职教中心仙女湖校区、宜春

人民医院二期、上饶城东医院、洪都航空文化园等项目，开工南昌大学

二附院鹰潭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高新院区等项目。

辽宁 传统基建项目：大连新机场、沈阳机场二跑道、引洋入连工程，加快建

设沈白高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等重点项目。特色产业项目：盘锦兵器

集团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葫芦岛扬农化工农药精细化工、沈阳宝马全

新动力电池等项目。

内蒙

古

6300
亿

传统基建项目：鄂榆延高铁、包鄂、集通长、齐乌通、齐海满高铁及两

伊、临哈铁路改造项目，呼和浩特新机场航站区、飞行区建设项目，东

台子水库，推进引绰济辽二期、河套灌区改造等工程项目。

宁夏 2200
亿

传统基建项目：银昆高速、六盘山机场扩建、固海扩灌扬水工程等 400

个基础设施项目。特色产业项目：银川 4580大化肥、石嘴山高分子材

料、吴忠万头奶牛标准化牧场等 526个产业项目。

青海 1.3万

亿

传统基建项目：青藏铁路西格段提质工程、兰新客专兰西段达速提质工

程、西成铁路等铁路项目；西宁机场三期、共和机场、都兰、大柴旦等

通用机场项目；茶卡至察汗诺、加定至西海、同仁至赛尔龙、扁都口至

门源、尖扎至共和等公路项目；引大济湟和蓄集峡水利枢纽工程，羊

曲、玛尔挡水电站，哇让、同德、南山口等抽水蓄能电站等能源项目。

山东 传统基建项目：海阳核电二期、烟台港至裕龙岛输油管道等集中在交

通、水利能源领域的基建项目。特色产业项目：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

目、万华新材料低碳产业园、海尔卡奥斯生态示范园、东旭光电新型显

示、宁德时代新能源、天辰齐翔新材料等。

山西 无具体项目名称

陕西 4804
亿

传统基建项目：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和西延、西十、西渝高铁、延榆

鄂高铁等交通项目，引汉济渭、东庄水利枢纽、榆林黄河引水等水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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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特色产业项目：西安奕斯伟产业基地扩产等 5个百亿级项目，隆基

绿能泾河新城光伏产业园等 3个百亿级项目。

上海 2150
亿

传统基建项目：13号线东延伸、21号线东延伸、上海示范区线、崇明

线、机场联络线等轨道交通项目，沪苏湖铁路上海段、沪渝蓉铁路上海

段、北横通道东段等铁路项目。原水西环线，杨树浦、长桥等水厂深度

处理改造项目。

四川 传统基建项目：市域（郊）铁路成资、成眉、成德线和都市圈外环铁路

一期等重大项目。

天津 特色产业项目：中石化南港 120万吨乙烯、华为天津区域总部、中芯国

际大二期、诺和诺德扩能、联想创新产业园、康希诺创新疫苗产业园等

项目（进行中），渤化新材料产业园二期、卓朗工业软件产业园、海能

发海洋装备制造等项目（新开工）。

西藏 传统基建项目：拉日高等级公路、狮泉河镇至昆莎机场高速公路、青藏

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街需水电站等重点项目。

新疆 传统基建项目：罗布泊至若羌铁路，星星峡至吐峪沟高速公路改扩建、

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等交通项目；轮台机场及一批通用机场项目。西

二三线果子沟战略安全管道工程，莫莫克水库、尼雅水库等水利工程项

目。

云南 传统基建项目：渝昆高铁、文蒙铁路、大瑞铁路保瑞段、大理铁路枢纽

等铁路项目，昆明、丽江、西双版纳机场改扩建和蒙自、昭通、楚雄机

场新建迁建等机场项目，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旭龙、托巴水电站等水

利、能源项目。

浙江 1万

亿

无具体项目名称

重庆 3240
亿以

上

传统基建项目：渝宜高铁、黔江至吉首高铁等项目，重庆站改造、重庆

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洛碛港一期、乌江白马至彭水航道整治等工程项

目，江北国际机场第四跑道主体工程、万州机场航站楼扩建等项目；中

心城区至永川、南川、大足、綦江（万盛）等 4条市域铁路和 7号线一

期、17号线一期、18号线等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藻渡水库、向阳水库、跳蹬水库等水利项目；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重

庆电厂环保搬迁、两江燃机二期、永川燃机热电联产、合川双槐电厂三

期及万州、涪陵、江津天然气发电等能源项目。特色产业项目：奥松半

导体传感器芯片、长安汽车渝北新工厂、万凯聚酯材料扩建、京东方柔

性面板等项目。

来源：新华财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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