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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2020年经济年报出炉——

20 省份经济增速跑赢全国
本报记者 熊 丽

2020年地方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多个省份增速在前三季度转正基础上继续加快，全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好于预

期。各地危中寻机、变中育新，新兴动能表现活跃。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保障和改善基

本民生，政策持续发力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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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几则“全国多地个

人住房贷款收紧”的消息引

发关注。具体情况如何？经

济日报记者选择了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四个重点城市

了解情况，发现目前除广州

市部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出现上涨外，其他三地房

贷利率暂无变化，但已有部

分银行表示，今年贷款额度

与往年相比较为紧张，可能

会出现“排队等放款”情况。

具体来看，工农中建四

大行在广州地区首套房贷利

率已调整为 LPR + 55 个基

点，二套房贷利率为LPR+75

个基点，即首套房贷利率为

5.2%，二套房贷利率为5.4%，

此前分别为5.05%、5.25%。

除了四大行，一些股份

制商业银行也针对广州地区

作出调整，其中，浦发银行在

广州地区的首套房贷利率已

调整为 LPR+60 个基点，二

套房贷利率为 LPR+80个基

点，即分别为5.25%和5.45%，

均较此前上涨30个基点。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

深圳三地的房贷利率则无明

显变化。北京地区多家商业

银行、房地产中介机构负责

人均对记者表示，最近受传

闻影响，前来询问房贷政策

的客户明显增多，但目前没

有接到政策变动的通知。

“北京地区各家商业银

行 的 首 套 房 贷 利 率 仍 为

5.2% ，二 套 房 贷 利 率 仍 为

5.7%，但已没有折扣。”链家、

我爱我家多位经纪人表示，

从贷款额度上看，目前北京

地区各家商业银行也暂未出

现“排队等放款”现象，审贷、

批贷的速度也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2019 年银行内部还有利率折扣的余地，但 2020 年下半

年后，受政策收紧影响，各家银行在系统操作上没办法给出折

扣，目前也仍然没有折扣。”某国有大行相关负责人说。

尽管利率未变，但在上海地区已有部分商业银行的房贷

额度出现紧张情况。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放款周期已由

此前的两周左右延长至一个月左右，甚至更长。究其原因，这

与近期监管层严查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有关。据了

解，为了减少购房者的首付款支出，有些中介机构会联合商业

银行，帮助购房者从银行贷出一笔个人消费贷款，用于充当部

分首付款，这无形中造成信贷资金变相流入房地产市场。

正因此，规范房地产信贷业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一直备受监管层关注，也成为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

202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

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曾一度被市场解读为个人住房贷款收紧的信号。

具体来看，《通知》要求，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中资法人银行

业金融机构，其房地产贷款余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比例应

满足央行、银保监会确定的管理要求，即不得高于央行、银保

监会确定的相应上限。

光大证券研究所曾粗略测算2020年上半年多家银行房地

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在第一档中资大型银行中，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超标，在第二档中资

中型银行中，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超标。

尽管政策对超过上限的金融机构设置了过渡期并建立了

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但部分银行仍面临一定的调降压力。

“对于超出管理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要求其合理选择业

务调整方式、按年度合理分布业务调整规模；针对个别调降压

力较大的银行，可以通过延长过渡期等方式差异化处理，确保

政策平稳实施。”央行相关负责人说。

各地 2020 年经济年报已全部出炉。截

至 1 月 29 日，全国 31 个省区市均发布了去

年全年的经济运行数据，除受疫情冲击最

重的湖北省外，其余省份均实现正增长。

西部地区增速继续领跑全国。

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2020 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2.3%，经

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的积极变

化，同样体现在地方层面。多个省份增速

在前三季度转正基础上继续加快，全年主

要指标完成情况好于预期。

从经济总量看，东部省份复苏势头强

劲，广东、江苏、山东位列前三。2020

年，广东省经济总量超 11 万亿元，连续 32

年居全国首位；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历史

性突破 10 万亿元大关，综合实力跨上新台

阶；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73129亿元。除粤

苏鲁外，GDP 总量超过 5 万亿元的省份还

有浙江和河南。超过 4万亿元的省份共有 9

个，除上述5省外，还有四川、福建、湖北

和湖南。

从经济增速看，除湖北外其余省份均

实现正增长，20 个省份的经济增速跑赢全

国，其中 19个省份同比增速超过 3%，增速

前三均在西部地区。西藏增速居首，同比

增 长 7.8% 。 贵 州 紧 随 其 后 ， 同 比 增 长

4.5%。云南同比增长4%。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河北增速领

先 ， 比 上 年 增 长 3.9% 。 江 苏 同 比 增 长

3.7%，山东、浙江同比增速均为 3.6%，海

南、福建分别同比增长 3.5%、3.3%。广东

同比增速与全国同步，达 2.3%。上海、天

津、北京同比增速慢于全国增速，分别为

1.7%、1.5%、1.2%。

在东北地区，前三季度率先实现由负

转正的吉林省同比增速继续领先，全年实

现 2.4%的增长，黑龙江、辽宁的增速分别

为1.0%、0.6%。

西部地区增速继续领跑全国。西部

12 个 省 区 市 中 有 9 个 省 份 增 速 在 3% 以

上 。 重 庆 、 甘 肃 、 宁 夏 同 比 增 速 均 为

3.9%，四川、广西、新疆分别同比增长

3.8%、3.7%、3.4%。陕西、青海、内蒙古

增速分别为 2.2%、1.5%、0.2%，慢于全国

增速。

在中部地区，安徽同比增长 3.9%，湖

南、江西同比增速均为 3.8%，山西同比增

长 3.6%，河南同比增长 1.3%，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湖北同比下降5.0%。

2021 年的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去年湖北经济严重受创，今年要全力回归

正常，不仅要把损失的部分补回来，还要

力争把应有的增长追回来。考虑去年低基

数因素和潜在增长率，湖北将今年的经济

增长目标定在增长10%以上。

动能转换持续推进

2020 年，尽管受疫情冲击，“新高”“突

破”“提升”等依然成为各地经济年报热词，

高质量发展有新进展。

从供给端看，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

生产加快恢复，服务业生产持续改善。据记

者粗略统计，全国有超过 2/3 的省份实现了

三次产业全面增长。

2020年，山东省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

值超万亿元的省份；四川省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总量突破 5000亿元，增速创近 15年新高；

山西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7%，

较年初回升 14.6个百分点；江苏省产业转型

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52.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投资看，投

资增速稳步回升，高技术产业和民生领域投

资快速增长。在湖南，2020年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7.6%，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

投资增长 44.2%；在重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 23.4%

和 39.8%。在广东，民生类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69.4%。

从消费看，消费升级持续推进。疫情期

间，线上线下融合提速，网上购物、直播带货

等新模式新业态逆势增长。在江西，通讯器

材类、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50.0%、95.5%。在海南，限额以上单位商品

零售中，汽车类零售额增长 22.0%，化妆品类

增长 132.9%，金银珠宝类增长 102.8%，通讯

器材类增长11.0%。

从进出口看，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浙江、安徽、江西、重庆等省份外贸规模创新

高。2020年，浙江省进出口、出口、进口占全

国的份额分别比上年分别提升 0.7个、0.6个

和 0.7个百分点，创出新高；安徽省货物贸易

进 出 口 总 值 5406.4 亿 元 ，比 2019 年 增 长

14.1%；重庆市进出口总值 6513.4 亿元，同比

增长 12.5%，笔记本电脑出口值创新高。山

东省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跨境电商进出口

138.3亿元，增长366.2%。

2020年，各地危中寻机、变中育新，新兴

动能表现活跃。在北京，高技术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25.6%和 24.8%，均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以

上。在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 13.0%。在安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 16.4%，创 2017 年以来最高水平。在

甘肃，全年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增速比地区

生产总值高 1.9 个百分点，新能源利用率达

95%以上。

民生福祉不断增强

2020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助力保障和改

善基本民生，政策持续发力取得明显成效。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2020年，北京市先

后制定出台“免减缓、返补保”等30余项援企

稳岗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免社保费 1423 亿

元。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增长 25.9%，增速比上年加快

18.3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37.47万人，完成年计划的149.9%。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2020年，贵州出台

多项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工返岗就业、吸纳建

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全体居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 7.2% ，对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贡 献 率 达

54.5%。上海市推出一系列民生保障有力措

施，居民转移性收入保持稳健增长，对全年

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六成左右。浙

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96，比上年缩小

0.05，连续 8年呈缩小态势，自 1993年以来首

次降至2以内。

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长。2020年，浙江

省在册市场主体达 803.2万个，企业 282.0万

家，分别比上年增长 10.9%和 11.2%。贵州省

市场主体数量达 346.76 万个，比上年增长

13.0%，特别是新建投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14家，比2019年还多93家。

展望2021年，地方经济有望延续稳定恢

复态势，经济运行将趋向常态。各地纷纷表

示，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乘势而上，巩固拓展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动“十四五”时期

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网上“赶集”在线“约”饭“云上”拜年

年轻人准备这样过春节

本版责编 孟 飞 李 瞳

“就地过年”最近成了热门话题。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

不少地区纷纷倡导就地过年。这个特殊的春节，年轻人有哪

些特别的过法？让我们从电商年货大数据里找找答案吧！

不回家过年，怎么向长辈表达心意？调查显示，今年，更

多年轻人选择网购年货寄回家，通过快递礼品送去新春祝福，

不少网友还把这种拜年方式调侃为“淘宝式拜年”。

来自淘宝的数据显示，网上年货节开启首日，平台上的

“年货”搜索量增长 240％。而“90 后”也首次接棒，成为置办

年货新主力，在天猫年货节的下单比重超过六成。

不少年轻人选择为父母添置些实用小家电，解放他们做

家务的双手。苏宁易购数据显示，电火锅、烤箱、空气炸锅等

产品搜索量分别增加 200％至 800％不等；网上年货节期间，

面条机、洗地机、洗碗机等产品的天猫销量增幅超过100％。

今年春节，“买健康”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孝顺长辈的首

选。京东平台数据显示，网上年货节期间，京东上的保健品礼

盒销量同比增长69％，体检类套餐销量也持续走高。

就地过年，年夜饭怎么吃？不会做不要紧，你还可以选择

在线“约”饭。

记者了解到，今年由于疫情防控倡导不聚集，不少餐饮品

牌纷纷瞄准线上，涉足年夜饭礼盒市场。唐宫、知味观、广州

酒家等地方老字号陆续在电商平台推出年夜饭半成品礼盒，

今年年货节期间，有120余款菜品在天猫超市上线。

盒马也宣布将在年货节期间“上新”来自全国的 2000 款

“牛气年货”，其中异地特色年货占比超四成。浙江冬笋、陕西

流心柿饼、苏州八宝饭等特色地方美食将首次走进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门店，消费者在线上下单，30 分钟即可送货

上门。

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进入腊月以来，年夜饭搜索量同比

上涨 4 倍。该平台年夜饭项目负责人表示，在就地过年的新

形势下，半成品年夜饭及 1至 2人份套餐，将能更好满足一二

线城市年轻消费者需求。

这届年轻人，购物车里都装了哪些年货？

京东平台数据显示，网上年货节期间，“95 后”“00

后”年轻消费群体成交额增长迅猛，其中“95 后”最爱年

货前 5名分别是面点烘焙、水果、乳品冷饮、潮玩动漫和养

生滋补品。

一些“土味年货”也变身为创意年货。例如用手机盒包装

的山东苹果、用上谐音梗“真梨谱”的大鸭梨等。一款为甘肃

百合设计的“百年好合”礼盒，在电商平台一经上线销售额就

超过 25万元。“土味年货”变潮货，不仅获得年轻人的青睐，也

帮助当地农民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

以智能产品为代表的“数字年货”同样十分走俏。能解冻

的暖菜板、可以语音遥控的智能养生壶、智能美妆镜……今

年，天猫精灵与 20 多家智能家居合作，在年货节期间推出 60

余款“数字年货”，平台销量持续走高，其中“90 后”“00 后”群

体消费占比最高。

此外，疫情之下，直播成为不少年轻人“云置办”年货的重

要方式。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淘宝直播在年货节期间成交和

日均直播场次同比增长均超 150％；苏宁趣逛逛年货大集开

集一周，线上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万。

文/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新华社电）
1月29日，江西庐山市农贸市场，各种节庆商品琳琅满目，

两位年轻人正在采购年货。 韩俊烜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记者佘颖）针对近期频

繁发生的商家跑路前促销，中国消

费者协会 1 月 29 日发声，强烈谴责

这种“再坑最后一把”的做法，认为

企业跑路前还搞促销，可能涉嫌

诈骗。

近期，某在线教育平台被传出

运营困难、面临破产倒闭的消息。

中消协及部分省市消协接到了大量

消费者来电反馈和求助。不少消费

者表示，该企业在 2020年七八月份

就已经出现经营困难，“双 11”期间

却仍在大肆宣传正常收款卖课，不

少消费者直言“交了好几万块钱，自

家孩子却一节课都还没上”。

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多渠道筹

款回款原本情有可原，但是有意隐

瞒经营状况、持续投放广告吸引消

费者进行资金回笼，这样的营销方

式显然不可取。

中国消费者协会正告相关企业

和经营者，相关培训机构在明知出

现重大风险且难以恢复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仍然持续宣传、招生、收取

高额费用，除了侵害消费者的知情

权外，很可能已经涉嫌合同诈骗，而且虚假宣传的行为和携款

跑路的事实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应当予以强烈谴责。

相关主管部门应予以严厉打击，通过企业开办审核、资金

账户监管、信用审查、批评约谈、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加大对

欺诈行为和不良营商手法的约束和惩处力度，切实保障消费

者资金安全和合法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提示消费者，在选报相关培训课程和

缴费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务必留意相关企业在经营上是否存

在异常行为，适当关注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公示信息，注意选

择合适的消费支付方式，谨慎判断和选择各类预付式消费，理

性消费、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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