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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告捷，攻坚可期

——辽宁2023年经济发展回顾与2024年展望及对策建议

姜健力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课题组）

2023年，全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经济形势呈现经

济工作成效显著、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回升的特征，经济增长及主要支撑

性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创近年来最好水平，经济运行低速徘徊

的态势发生重大转变，辽宁振兴呈现多年少有的良好局面。2024年是

三年行动攻坚之年，我省经济形势将延续向好回升发展态势，经济增长

有望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实现攻坚之战全胜，实现经济全面恢复，

还需全省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

提质增速，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固本兴新，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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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战告捷：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回升

2023年，全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首战告捷，经济工作呈现多

年少有良好局面，工作成效不断显现，发展热度攀升，辽宁成为国内各

方关注的焦点。当前，我省经济运行向好回升之势已成，经济增长创近

年来最好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及工业、投资、消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等主要支撑性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全

国各地中居第16位。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在全国各地的位次

在2022年超过重庆后稳定在第16位，追赶的步伐加快。在我院监测的

辽宁27个年度指标中，有15个指标的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我院研

制的、反映全省经济增长态势的“辽宁综合经济增长指数”超过100，这

说明2023年全省经济增长水平已经超过2018—2022年五年年均增速。

整体看，全省经济基本恢复到常态，内需是经济恢复的主要动力，服务

业拉动作用突出，工业支撑作用明显，首战告捷的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

现，“经济运行低速徘徊的态势发生重大转变”（参见表1）。

各月指数

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工业经济增长指数
需求增长指数
财政金融增长指数
民营经济增长指数

101.00

100.50

100.00

99.50

99.00

98.50

98.00
1-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居民消费
增长指数

生产增长
指数

需求增长
指数

财政金融
增长指数

居民收入
增长指数

民营经济
增长指数

一季度
上半年
前三季度
全年

102.00

100.00

98.00

96.00

图1 2023年辽宁经济增长月度综合指数及季度分项指数
注：“辽宁经济增长综合指数及分项指数”是我院编制的反映我省各月（季）经济整体（综合）及某方面
（分项）增长态势的指数，根据相关监测指标2018年到2022年各月（季）累计增长率计算。
指数值>100，说明该指数当月（季）累计增速高于近5年同期累计增速平均水平，处于增长态势；
指数值<100，说明该指数当月（季）累计增速低于近5年同期累计增速平均水平，处于减速态势。
综合指数根据各分项指数计算，分项指数根据其相关指标的指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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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3年辽宁主要部分经济指标与全国的对比

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建筑业总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

#民间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地区融资规模增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综合经济增长指数综合经济增长指数

生产增长指数

需求增长指数

财政金融增长指数

民营经济增长指数

居民收入增长指数

居民消费增长指数

2023 年

辽宁

绝对额

亿元

30209.4

2651.0

11734.5

15823.9

35677.3

1500.9

4326.6

7335.0

1744.8

10362.1

7659.6

3535.6

4124.0

2754.0

80296.8

54909.3

2438.0

37992

45896

21483

24865

29091

21483

位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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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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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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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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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

5.3

4.7

4.8

5.5

5.0

8.8

-1.0

-6.4

9.9

4.0

25.3

-26.1

-12.2

8.8

-3.1

-1.1

-4.6

9.1

6.5

1.0

192.0

5.3

4.3

7.9

10.0

9.2

12.0

位次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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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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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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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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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0

2

28

23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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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增长

（%）

5.2

4.1

4.7

5.8

4.6

2.7

1.1

-2.3

1.3

3.0

9.9

-9.6

-0.4

7.2

0.2

0.6

-0.3

7.8

9.6

10.1

48.6

6.3

5.1

7.7

8.2

8.6

9.3

辽宁与全
国增速差
（百分点）

0.1

0.6

0.1

-0.3

0.4

6.1

-2.1

-4.1

8.6

1.0

15.4

-16.5

-11.8

1.6

-3.3

-1.7

-4.3

1.3

-3.1

-9.1

143.4

-1.0

-0.8

0.2

1.8

0.6

2.7

2022-2023 年

两年平均增长率（%）

辽宁

3.6

3.7

2.3

4.4

1.7

12.6

2.3

-8.3

3.4

3.8

14.6

-22.4

-9.9

2.9

-0.4

4.6

-3.3

-0.2

7.1

1.6

4.0

3.2

5.7

2.1

1.1

4.8

全国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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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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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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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9

5.4

2.0

2.4

10.2

10.3

5.7

4.6

7.0

5.4

4.3

6.9

辽宁与
全国增
速差

-0.5

-0.4

-1.3

0.0

-2.4

7.6

-1.2

-5.1

-0.4

-0.2

-1.3

-12.6

-10.1

-0.5

-4.3

-0.8

-5.3

-2.6

-3.1

-8.6

-1.7

-1.4

-1.3

-3.3

-3.2

-2.1

辽宁

经济

增长

指数

100.66

100.77

100.21

100.42

100.18

99.20

99.05

99.63

101.84

101.22

100.57

97.63

97.50

101.05

99.38

99.83

99.21

101.36

99.86

99.65

99.97

99.83

100.08

100.97

100.93

100.86

100.12

100.66

100.52

99.94

98.67

99.97

100.9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区市统计局、人民银行和政府网站

注：1.建筑业总产值、居民收支增速按当年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为笔者推算数

2.“增长指数”为我院编制的反映某指标（分项或综合）增长态势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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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基本形成消费持续恢复、投资和出口基本稳定的发展态势。

内需恢复好于外需，消费成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

产投资平稳增长，建设项目投资和中央项目投资支撑作用明显。

月度累计增长率 月度累计增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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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辽宁三大需求月度累计增长率和需求指数及分项指数

注：“月度累计增长指数及分项指数”是我院编制的反映我省各月需求增长状态

供给侧基本形成第三产业持续较快恢复。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基

本稳定的发展态势。第三产业在接触型、聚集型和商务等服务行业快

速增长的带动下加速恢复，带动经济整体向好。全年，全省建筑业总产

值名义增长9.9%，在全国各地中居第2位。

季度累计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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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辽宁三次产业月度累计增长率及2023年经济增长贡献率

注：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笔者推算

收入端基本形成居民收入回升、政府收入平稳、企业收入触底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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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

速，推进消费倾向有所增强。

新动能基本形成持续增强的发展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和投

资、软件业务收入、电信业务总量持续较快增长，数字赋能增效取得新

进展。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59.8%，实有经营主体增长9.4%。

区域发展基本形成沈阳大连“双核”牵动作用增强和各市经济加快

恢复的态势。沈阳带动作用突出，按当年价格计算，其对全省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30.8%。

但是，从整体看，我省经济恢复程度不及全国平均水平，运行回升

具有明显的恢复性。2022—2023年两年我省经济增长及工业、投资、消

费、出口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支撑性指标

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速度恢复好于质量效益恢复。

宏观数据好于微观实感，经济增长及主要支撑性指标增长速度稳定性

不高，同时受2022年的较低基数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

二、攻坚可期：经济提质加速之势已成

2024年是全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之年。2023年首战

告捷、经济向好回升之势已成，为打赢攻坚之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中

国与美欧日及周边国家地区政治经贸关系趋向好转，为打赢攻坚之战

营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我

省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各领域各方面各行业恢复还不均衡，有效

需求不足，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状况还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我省经济发

展仍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处于经济恢复关键阶段的国内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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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环境的较大挑战。实现我省打赢攻坚之战的年度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还需付出艰苦努力。

年初以来，基于2023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外权威机构

对2024年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新的预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1月30日预估，由于美国以及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呈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以及中国提供了财政支持，2024年全球

经济增长3.1%，与2023年持平，全球贸易量增长3.3%，低于4.9%的历史

平均增速。同时，IMF预估，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4.6%，比三个月前的

预测提高0.4个百分点。国内权威机构和专家近期预计，2024年全国

经济增长4.5%—4.8%，考虑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衔接，多数机构

和专家建议将2024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

展望2024年，我省经济提质加速之势已成。政策利好将是我省

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2023年以来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实落地，这将使

有效投资加速增长和消费继续改善，工业经济效益有望触底回升，经

营主体和个人预期回升，2024年的经济增速将超过全国水平，回归合

理区间。但是，我省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强，新的增长点还较少、

较弱，还存在人口等中长期因素和上年经济增长基数较高等非经济因

素。初步研判，2024年，我省经济增长将“虚降实升”，低于2023年增

长速度，高于2022—2023年两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将高于2021—2023

年年均增长速度，实现增长5.5%的经济预期增长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

努力。

从全国各地今年政府的预期目标看，我省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较高，

低于重庆（6%左右），高于江西和云南（5%左右）。可见，2024年我省经

济总量位次较稳定，并有可能进一步缩小与江西的差距（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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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4年全国各地主要部分经济指标预期目标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GDP

5+_

4.5+_

5.5+_

5+_

6+

5.5+_

6+_

5.5+_

5+_

5+_

5.5+_

6+_

5.5+_

5+_

5+

5.5

6.0

6+_

5.0

5+

8+_

6+_

6+_

5.5+_

5+_

8+_

5.5+_

6+_

5+_

6+_

6.5+_

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5.0

同步

5+_

3.0

5.5+_

5.0

10+_

6.9

5.0

4+_

同步

3.0

5.0

4.0

4.0

5.0

7.0

6.0

3.0

3+_

7+_

6.0

4.5

3+_

3.0

-4.0

3.0

6.0

5+_

10+_

规上工业

增加值

5.5+_

4+_

7+_

5.5

5+

6+_

6.5+_

6.5

7+

7.0

5.0

6+

10.0

7.0

6.5

7+_

10+

6.0

7.0

8+_

8+_

固定资

产投资

正增长

6+_

10+_

15+_

10.0

3+

7+

6+_

7+_

5+_

3+_

7.0

8+

5.0

4.0

3+

10+_

4.0

4.5+_

10+

13+_

6+_

6.0

10+_

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6.0

6+_

5.5+_

8.0

6+

6.5+_

5.5+_

5.5+_

7+_

6.5+_

6.5+_

7.0

9+

6.0

6.0

5+

8+_

7.5

6+_

7+_

10+_

5.5

8.5

5.0

8+_

进出口

3+_

5+_

6.0

3+

7+

正增长

9+_

出口5.5+_

稳中提质

促稳提质

平稳增长

8+

6.0

1.0

7+

3.0

30+

10+

6+_

8+_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同步

同步

5.5+_

基本同步

基本同步

基本同步

高于

基本同步

基本同步

同步

同步

c6.5、n7.5

同步

c5、n7

5.5+_

同步

同步

高于

同步

同步

c8、n8.5

同步

c6、n8+_

同步

同步，N>C

c25.5、n6.5

c6、n7

同步

6+

c26.5、n7.5

城镇新增就

业（万人）

35.0

45.0

18+

46.0

30+

120+

68+_

50+_

41.0

110+

110+_

70+

70.0

110+

30.0

16+_

60+

85.0

60.0

50+

40+

6+

8.0

46+

调查

失业率

5_

5.5+_

5.5+_

5.5+_

6+_

5.5+_

5.5+_

6_

5_

5+_

5_

5.5+_

5.5+_

5.5+_

5.5+_

5.5+_

5.5+_

5.5+_

5.5+_

5.5+_

5.5_

5.5_

5_

5.5+_

5.5+_

5.5+_

5.5+_

5.5_

数据来源：各省区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

注：1.表中数字后的“+”表示以上，-表示以内，“+-”表示“左右”

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或“高于”表示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或高于经济增速；两个数字分别

为城镇（C）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N）

3.各地预期CPI均在3%左右，单位GDP能耗降低率设置为“完成国家任务”

-- 7



三、固本兴新：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全面完成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2024

年目标任务，全省上下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锚定

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聚力实施“八大攻坚”，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着力提质增速，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固本兴新，实现经济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提质增速，重在提质增效。今年省内各市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都

在6%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等指标增长都高于全省预期。从我省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应深刻

领会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怀平常心，把握住自己的历史定位”“这个

快也是相对论，现代化建设不能违背了规律”的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我

省振兴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长期过程，推进各项工作

都需要尊重规律，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高质量为追求，在“稳”的

基础上推动“进”，通过经济结构、发展质量、重大改革上的“进”来实现

“稳”，在经济保持稳定且可持续增长并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基础上，将经

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上。着力提高经营主体

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居民收入增速高于

经济增速，增强经营主体和居民的获得感，取得“实实在在”的、民富企

强的GDP。

2.固本兴新，着力推进工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要着力固传统产

业这一我省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之“本”，以存量的转型升级增强发

展内生动力，兴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和新产业、新业态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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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集聚新动能，以增量扩张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先立后破，做好新老

动能、新老产业、新旧模式之间的衔接和切换，推动现有优质生产力与

新质生产力相互促进、迭代发展。聚焦我省经济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人

口等中长期影响因素，加快谋划未来产业发展蓝图，全面规划、重点推

进银发经济和以冰雪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

3.扩大内需，着力推动有效投资持续增长。在我省消费需求受就

业、居民收入和人口总量减少且老龄化加剧的影响下难有较大提升的

情况下，完成今年经济预期目标任务的关键是扩大有效投资。要把提

振民间投资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支

持、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国家、省市，以及央企、国企的重大工程和

项目建设，鼓励民间投资消费品生产和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服务及社

区服务（特别是养老服务）项目，谋项目，抓落实，求实效。着力推进项

目实施，做到政策落实、资金到位、项目落地。要确保近年来我省对内

对外合作工作和招商引资的工程、项目按质按量按时落实落地，竣工达

产，形成有效投资，使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以上，为我省实现经济

预期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4.提振信心，着力推进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是实现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是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基

础。应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在扶持

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同时，更加着力培育中小企业，使之“铺天盖地”，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支持民营经济做多、

做优、做强、做大，帮助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固本培元，休

养生息，壮骨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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