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的含金量几何

聚焦长三角聚焦长三角 62025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张文兰 □版式：罗亚培 □校对：刘晓静

甬温冲击千万人口

引得来更要留得下

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今
年以来，安徽省推动一系列扩内需
促消费政策加力显效，新能源汽车、
家电等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餐饮、
文旅等服务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全
省消费市场延续增长势头。今年1
月至 2 月，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7.5%，比去年全年高2.1个
百分点。

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1
月至 2 月，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增
长 7.3%，比去年全年高 1.7 个百分
点。限额以上单位近八成商品零售
额保持增长。其中，日用品类、粮油
食品类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分别增长
10.1%、8.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
具类等居住类商品由去年全年下降
2.7%、3.2%转为增长15.8%、14.1%。

政策措施加力显效。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带动汽车、家
电、3C 等商品销售向好。1 月至 2
月，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47.5%，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3.7%；
限额以上计算机、通讯器材、可穿戴
智能设备等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77.1%、57.1%、36.1%，比去年全年高
66.9个、46.6个和12.5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餐饮收入增长
加快。居民出行增加，餐饮、文旅等
服务消费潜力快速释放。1 月至 2
月，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增长
9.8%，比去年全年高 6.9 个百分点，
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2.5个百分点；
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增长4.3%；
电影票房收入同比增长 68.9%。

来源：《安徽日报》

开年以来安徽消费增势向好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
务局发布 11 条浦东引领区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税收征管服务措施（以
下简称“浦东税收 11 条”），主要围
绕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增强外商
投资新引力、创新征管服务新模式
三方面，推出 11 条举措，涉及出口
退税、离岸贸易税收等多个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口退税方
面，“浦东税收11条”提出在上海市
率先推进卫星发射及在轨交付、中
高端航天器维修、飞行员跨境培训
等新兴业务退税政策落地，提升大
飞机园区能级与产业聚集度；升级
船供物品退税管理，支持绿色甲醇
等新型能源燃料加注退税，助推航
运产业绿色转型。

“出口退税政策是与出口贸易

联系最为紧密的税收政策。”浦东
新区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处
长孙慧介绍，上海税务部门希望立
足浦东引领区产业结构、贸易类
型、改革趋势，通过积极推进新兴
贸易业态的退税落地，助推引领区
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增强韧劲，
提升活力。

另外，此次“浦东税收11条”中
提到的“持续扩大离岸贸易税收政
策效应”也颇受市场关注。该优惠
政策自2024年4月开始在上海自贸
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免征企
业从事离岸贸易的印花税。上海税
务部门介绍，2024年二、三、四季度，
优惠政策共惠及企业 700 余户次，
减免税额逾1.38亿元。

来源：《解放日报》

上海发布“浦东税收11条”率先推进卫星发射等退税落地

3 月 24 日，住建部公布第二批
城市更新典型案例，江苏 4 个案例
获全国推广。

南通市南川园片区完整社区建
设入选完整社区建设类典型案例。
2023 年起，该片区共改造楼宇 89
栋，拆除外立面构筑物11323处，清
除违建1050处，楼道口设置非机动
车停车点327处、新增车棚65组，区
域面貌焕然一新。

无锡市蓝系列园区更新和苏州
市十全街片区综合更新提升入选老
旧街区改造类典型案例。蓝系列园
区原址为无锡市轻工冶炼厂、针织
厂、五金厂等诞生于上世纪不同年
代的工业遗存，以及部分废弃的供
销社、蚕种场等老旧单体建筑和民
居。2019年起，无锡引导社会企业
参与投资、改造、运营，打造综合型

产业园、数字文化产业聚集区、生活
休闲文化商业街等不同功能板块，
整体出租率超 90%。2023 年，园区
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贡献全口径
税收1510万元。

全长 2 公里的十全街是苏州
特色古街，2024 年起通过空间改
造、步行改善、文化赋能焕然一
新，成为苏州 Citywalk 目的地和网
红打卡地。

南京市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更新入选历史文化传承类典型案
例。该街区是南京规模最大、密度
最高、保护最好的民国住宅集聚区，
街区以修缮保护、业态规划和产业
导入激活区域更新、推动产业升级，
在保持街区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实现
功能品质的提升与改变。

来源：《新华日报》

江苏城市更新四案例获全国推广

3 月 25 日 拍
摄的安徽省黄山
市歙县霞坑镇石
潭村春色。

春日时节，在
安徽省黄山市歙
县霞坑镇石潭村，
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和桃花等肆意
绽放，和山川、民
居相映成趣，浓浓
春意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春游赏花。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花满山野花满山野
春意浓春意浓

过去一年，尽管浙江常住人口保持了较好的
增势，但增量逐年减少，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大
势所趋。

从近期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来看，这一趋势愈
发明朗。经济大省中，经济总量全国第二的江苏，过
去一年人口与上年持平，为近年来首次出现零增
长。而同为经济大省的四川，近日公布的2024年常
住人口数据，相比巅峰的2022年少了10万人。同时
下降的还有人口大省山东。

也就是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六
个经济大省中，除广东和浙江仍保持增长外，其他三
省人口都是下降或零增长，河南尚未公开最新人口
数据。

“常住人口的增长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
增长两股力量的作用。”张祥晶解释，当前浙江省的
总和生育率1.04，处于较低水平。从全球经验看，短
期内总和生育率难以回升到更替水平，未来浙江省
常住人口增长主要靠机械增长，也就是省外人口流
入。

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浙江需要千方
百计吸引更多外来人口持续流入，另一方面，还要千
方百计留住已流入的外来人口。

让省外流入人口安心扎根浙江，正如上千年前，

苏轼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首要仍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引劳动年龄人

口尤其是各类人才的流入。”张祥晶认为。
以杭州为例，早在2015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超

过10万人，达到12.6万人。之后几年里，杭州每年的
常住人口增量都在增加，2016年为17万人，2017年
为 28 万人，2018 年为 33.8 万人，2019 年更是达到了
惊人的55.4万人。

在这一年人口增量达到全国第一之后，杭州的
人口增长并没有减速，每年增量均保持在10万人以
上，2024年杭州常住人口依然保持了10.2万的增量，
也就是说，杭州人口增长保持这样的高强度已持续
10年。这离不开杭州持续鼓励创新、始终坚持产业
发展优先。

持续多年的人口高速增长，使得杭州成为人才
向往的聚集之地。2023年，杭州仅35岁以下大学生
就流入了39.7万人，同比增长9%，处于历年的最好水
平。到了2024年，这一数据超过了40万。

从今年春节起，科技创新让杭州这座城市再度
走到聚光灯下。作为一次成功的城市形象宣传，这
股热潮也将成为杭州持续吸引人口的最新契机。

就业之余，外来人口能否扎下根，与公共服务
的供给密切相关，比如随迁子女就学、随迁老人养

老等。
在对浙江人口的长期研究中，浙江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
任、宁波工程学院“一老一小”发展研究院院长米红
教授表示，“和多年前只身外出打工不一样，当前省
外人口流动呈现愈发明显的家庭化趋势。”他认为，
既要千方百计吸引新鲜人口，又要想尽办法让已经
在本地打工的人，尤其是打工多年的人，愿意带着家
人一起来，这是浙江增加人口的现实选择。

这也就意味着，保障随迁的未成年人同等享受
托育公共服务和进入公办学校，保障随迁老年人同
等享养老年公共服务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变得迫在
眉睫。

浙江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比如温州，已
连续多年实施企业外来用工子女入学便利化改革。
近三年，温州外来用工子女入（转）学17.5万人，不少
照顾孩子的长辈也随之在温州安家。

“除了工作机会、一老一小，阻碍大量只身打工
者迁入家人的障碍还有房子。针对性地解决，我相
信浙江在吸引人口流入方面潜力还很大。”米红进一
步建议，浙江应创新流动人口购房、租房、保障房的
政策，使他们能够安居立业，留得住、扎下根。

来源：《浙江日报》

2024年省外净流入45.4万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列第一

他们因何而来 浙江何以留人

浙江人口又增加了！日前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24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
为6670万人，总量增加43万人，增量在
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位列第二，仅次
于广东省。

全国常住人口总量比上年末减少
139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看，浙江43万
的增量，尤为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常住人口总量
增加，主要依靠省外人口净流入。2024
年，浙江省外净流入人口45.4万人，在全
国 31 个省（区、市）中位列第一，充分显
示了浙江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可硬币的另一面，当前净增人口的
绝对数，正在逐年收缩，浙江也不例外。
趋势如此，浙江如何持续保持吸引力，值
得深思。

他们，因何而来？浙江，何以留人？

来杭州半年多的“95后”小高，是新汇入浙江的
45.4万省外净流入人口中的一员。“毕业前，我们就
想来杭州发展，这里经济好、人才政策好、收入也高，
加上距离安徽老家也近，是理想的安居地。”小高说。

作家冯骥才说：“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有
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有人因为梦想扎根一座
城，也有人因为习惯眷念一座城。人们因为各色各
样的原因来到浙江，最终汇聚成为浙江6670万常住
人口。

省统计局人口处相关负责人解释，过去一年，浙
江常住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增量在全国位居前列。
同时，虽然浙江人口出生率比上年有所回升，但仍处
于低位。“也就是说，浙江常住人口增加，主要依靠省
外人口净流入。”该负责人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外流入
的常住人口1618.6万，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5.1%。
仅过去一年，就有超过45万省外流入人口，成为新浙
江人。他们，因何而来？

“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长期关注浙

江人口的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祥晶
说。她认为，浙江人口总量增长主要依靠省外人口
净流入，这反映出浙江经济发展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数据显示，2024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9.01万
亿元，总量居全国第四位；按不变价格计算，地区生
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的5.0%，也高
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同年，浙江城镇调查失
业率平均值为4.5%，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也明
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为重要的是，浙江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底
色，同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日
新月异。这一切，犹如吸引人口流入的强有力磁石，
吸引省外人口持续流入。

去年7月，胡斌博士放弃了海外的高薪工作，加
入位于温州永嘉的温州大学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研
究院，担任算法研究员，从事柔性工业机器人系统的
应用开发工作。“温州对前沿技术产业发展的热忱，
让我在这里找到了科研与产业结合的契合点。”胡斌

表示。
除了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强有力后盾，浙江

“人才强省”战略的实施，是浙江人口持续增长的战
略条件。在浙江，这是一项久久为功的工作。早在
2003年12月29日，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首次召开
人才工作专题会议，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至2024年
底已有21年。

在此期间，浙江在吸引人口尤其人才引进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浙江人才引进数量、新增就业
大学生人数、营商环境满意度排名等，均居全国前
列；全省人才总数增长超千万，为浙江发展提供强
大动能。

在张祥晶看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其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治理能力、公共服务
水平在全国均处于领先位置，吸引了劳动年龄人口
的持续流入。

小高告诉记者，去年底他和女朋友已经订婚，目前
正在努力攒首付中，计划未来两年内在杭州买房，成为
真正的新杭州人。交谈中，小高的幸福溢于言表。

浙江外来人口引入，杭甬温是主力。
截至2024年末，杭州、宁波和温州常住人口分别

为1262.4万人、977.7万人和985.2万人，分别比上年
末增加10.2万人、8.0万人和9.1万人，是浙江人口增
加最多的3个设区市。

除了人口已超千万的杭州，甬温都有冲击千万
的实力。早在2020年9月，温州就印发了《关于打造
千万级常住人口城市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打造千
万级常住人口城市战略。2022年，温州又公布了《温
州市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常住
人口超过1000万的目标。

然而，在人口规模增速相对放缓的当下，引人大
战已然成为“零和博弈”。而各地密集的抢人政策，
以及人口持续的回流、回迁等因素，甬温跨越千万人
口大关挑战重重。

放眼周遭，今年合肥以 1000.2 万人的常住人口
总量，跻身为全国第18座千万人口大城。而“千万人

口”城市的候选队伍中，除温州、宁波，还有南京、徐
州等不少长三角选手，也就是说，大家争夺的很可能
就是“同一个人”。

记者发现，甬温不约而同选择了以青年人才为
突破口。

今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城市发展
“青和力”，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构建人产城融
合新生态，全力冲刺千万级人口城市。

什么是“青和力”？走进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内，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格子间里，青年创客扎堆创
业。像国家大学科技园内这样的孵化器，已经成为
温州吸引青年人才最重要的阵地，超四分之一的留
温青年在这里创新创业。2024年温州新增孵化空间
220万平方米、孵化项目超3400个，新增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载体数量全省第一。

宁波则重点吸引青年大学生奔“甬”而来。
“2020年以来宁波每年新集聚大学生年均增长

超20%。”宁波市人社局人才开发与市场处副处长罗
雨辰表示，2022 年，宁波对人才政策进行了全面升
级，推出一系列招才引智“组合拳”，从青年人才租房
补贴到硕博人才生活补助，构建起全方位的人才政
策链条。

为了招引大学生，去年宁波举办线上、线下共
1700余场招聘会，赴境内外52座城市114所高校举
办校园招聘宣讲 159 场，广泛搭建青年人才来甬通
道。同时，宁波为青年人才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宁波亲家园，包含生活、求职、培训、政策等7大
类40余项服务，让奔“甬”青年人才留甬无忧。

人口是城市细胞。细胞活跃，城市才更具活
力。人才更是被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
源”，基数庞大的人口，往往也意味着更充足的人
才。甬温突破千万人口大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
前路漫漫亦灿灿。

3月26日，杭州滨江区闻涛路上的樱花跑道3000多株樱花进入盛花期，人们在樱花跑道跑步、骑行。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