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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严运涛 马文俊

2023年武昌区GDP预计将突破1900亿元，东西湖区预计为1800亿元

江岸区预计为1685亿元，江汉区预计为1680亿元，黄陂区预计为1370亿元

江夏区、洪山区预计为1200亿元，新洲区预计为1130亿元

经济总量每跨越一个关口，城市能级将迎来“质的飞跃”。
2014年，武汉GDP（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2023年，武汉GDP跨越2万亿元台阶。

这是从“重”到“新”的9年，工业重镇迈向“科创中心”。
这是进入新时代的9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为20011.65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7%

第一产业增加值474.38亿元，增长4.2%

第二产业增加值6800.91亿元，增长5.1%

第三产业增加值12736.36亿元，增长6.2%

全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2.4∶34∶63.6

其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比上年提升1.7个百分点

2万亿：“英雄城市”的里程碑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邹薇

2023年，在国际局势复杂变化、多国面临高通胀
的大环境下，武汉市GDP首次超过2万亿元，是难中求
成，也是难能可贵。跨上2万亿新台阶，对这座“英雄
的城市”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目前，我国GDP超万亿元的城市扩容至26个，它
们也是未来要代表中国去引领都市圈、城市群发展，
去参与全球综合竞争力角逐的主力军。在全国
GDP2万亿元以上的城市中，头部之间的竞争异常激
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外，重庆、苏州、成都、杭

州的增速同样迅猛。
多年以来，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武汉稳住了经济

发展阵脚，这也是它实现城市能级跨越至关重要的一
环。作为中国经济重镇之一，武汉持续推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以
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表现可圈可点。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
全国第五个、中部第一个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站上新起点的武汉面临着巨大

的发展机遇。
在科技创新方面，武汉拥有先天充足的人才、教

育和科技优势，完备的教育体系，众多一流院校、院士
和专家学者，以及光谷、车谷等众多科技创新实业的
土壤，为高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武汉的发展目标是以进促稳，建设全国经
济中心。建议密切关注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智能
化、生态化等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布局无人驾驶、航
空航天、量子、5G/6G、AI等领域的新技术。

同时，发挥新区效能，提高城市能级，高标准推进
武汉新城建设，打造现代化长江新区，发挥双机场优
势，实现城、港、产、人融合发展。

“武汉强则湖北强”，是一句老话，也是一句实
话。根据最新数据，武汉市GDP约占湖北省GDP总
量的36%。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方面，武汉已经取
得显著进展，具备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万亿级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群的潜力和实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采访整理）

突 围
地处华夏之“中”，坐拥“天元”之位，这就是

武汉——中国重镇。
回望历史，“重”是武汉鲜明的标签。
汉口开埠，大武汉与大上海并肩，“东方芝加

哥”的风华自此书写。
洋务运动，“汉阳造”闻名全球，为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打下深深烙印。
新中国成立后，“武字头”创下共和国诸多第

一，挺起中国工业的脊梁。
改革开放，“天下第一街”成为“试验田”和

“晴雨表”，“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
街”耳熟能详。

1959年到1982年间，武汉工业总产值仅次
于上海、北京、天津，居第四位，成为全国重要的
重工业基地之一。

每一个片段，都曾令大武汉闪闪发光。
光阴驶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版图开始翻天覆

地。
起了早床的武汉，却赶了晚集：上世纪90年

代，武汉GDP跌出全国前十，此后一直在10名
至20名间徘徊。

“武汉在哪里？”
2003年3月，北京，全国两会，时任武汉市

市长的一句发问，语惊四座。
这是武汉之问，也是时代之问。
突围之路，艰难开启。

向 新
2013年，中国经济迈入新时代。
武汉，也实现了城市能级的一次关键跃升：

2014年，GDP首次站上万亿元台阶。
新台阶，新挑战。
彼时，这座曾有着无限荣光的重工业城市，

正在经历痛苦的调整期：武汉的工业脊梁，一度
以钢为“纲”。

武汉人常常戏言：武钢“打喷嚏”，武汉就“感
冒”。

武汉向何处去？引领经济转型的“关键一
跃”是什么？

新起点，新征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一竞争力。

一场影响城市发展轨迹的科技巨变，从东湖
之滨星火燎原。

中国光谷，扛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金字
招牌，不断向新兴产业更高端“升级”，用创新引
领武汉经济结构完成“关键一跃”。

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爆发，
大武汉的经济名片，悄然焕变。

2019年，光谷经济总量达1876.77亿元，首
次跃居武汉各区之首。这片518平方公里的创
新热土，以武汉6%的土地面积，创造出了
11.6%的GDP。

这一年，武汉20%的新注册企业、
52.5%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70%的发
明专利授权量，均来自光谷。

让创新成为城市真正的竞

争力——完成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蝶
变”，这一步跨越，工业重镇武汉走了整整20
年，方才实现从“钢时代”到“车时代”、再到

“芯时代”的“三级跳”。
2022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光谷考

察时指出，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
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

2023 年，武汉首次进入自然指数科研城
市排名全球前十，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提速提效。

“创新”成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第一
动力，中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的武汉，
扛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发展的
重大责任。

重 塑
GDP断崖式下滑，增速-4.7%！
经济崩了？城市慢了？活力没了？
2020年，世纪疫情冲击下，质疑武汉的声音

不绝于耳。
这是对武汉乃至中国经济韧性的一次大考。
武汉，英雄的城市，面对困难勇敢闯。

打赢气吞山河的抗疫之战；抵御
世纪罕见的大汛洪水……

浴火归来，涅槃重生。武
汉逆风奔跑、负重爬坡，最终

将当年经济总量定盘在全国前十。
武汉经济快速反弹、逆势崛起，引来西班牙

《世界报》网站刊发观察报道：《武汉：中国经济加
速的镜子》。

作为世界望向中国的窗口城市，武汉挺过来
了，重拾烟火气、国际范儿。

2023年，武汉城市烟火气升腾，接待游客
3.33亿人次、增长62.4%，持续位列全国十大热
门旅游城市。

阳逻港，长江中上游最大的铁水联运枢纽，
东望航运向东入海，西望班列向西入欧。2023
年，中欧班列(武汉)开行突破1000列，武汉港集
装箱吞吐量稳居长江中上游港口首位，武汉加速
迈向新时代“九州通衢”。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
英雄的人民！”

站在2024年的新起点，英雄城市武汉，坚决
扛起先行区建设主力军责任，闯关夺隘，转型升
级，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数

说
从1万亿到
2万亿的

“武汉突破”
年份 总量（亿元） 增速

2014 10069.48 9.7%

2015 10905.6 8.8%

2016 11912.61 7.8%

2017 13410.34 8.0%

2018 14847.29 8.0%

2019 16223.21 7.4%

2020 15616.06 -4.7%

2021 17716.76 12.2%

2022 18866.43 4.0%

2023 20011.65 5.7%

进入新时代，存储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航天产业、网络安全与创新等四大国家级产
业基地在武汉加快建设，“中国光谷”“中国车谷”

“中国星谷”“中国网谷”乘势崛起，引领新质生产
力潮涌两江四岸。

“中国光谷”点亮科创新亮度。从拉出全国
第一根石英光纤，到成为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新城，35载岁月，“中国光谷”已成长为全球
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中国最大的光器件研
发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
以及中国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之一。“独树一帜”
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未来将串起万亿级产业集
群。

“中国车谷”跑出发展新速度。军山脚下，9
家整车企业、13座整车工厂和1200多家零部件
企业生产引擎轰鸣，形成全国少有的完整汽车产
业链。在东风汽车的领航下，“二次创业”的热浪
席卷车谷，100余家智能网联汽车上下游企业犹
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车路协同技术全国领
先，“无人驾驶之城”近在眼前。

“中国星谷”筑梦苍穹新高度。中国首个商
业航天产业基地落子长江北岸后，首枚汉产“新
洲号”火箭、世界首发星箭一体小型固体运载火
箭、全国首颗低轨宽带通信技术验证卫星等接连
诞生。锚定潜力巨大的商业航天产业，“中国星
谷”正冲刺打造中国航天“第三极”。

“中国网谷”挖潜产业新深度。作为全
国首个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全国网

安企业前50强半数以上落户“中国网
谷”，落户的220余家企业覆盖硬件安
全、通信安全等多个领域，武汉金银湖
实验室、黄鹤网络安全实验室等国家
级科创平台加快建设，每年为全国培
育培训万余名网安人才。

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蓬勃
向上，为武汉凝聚磅礴发展势

能，助力“英雄的城
市”逐浪时代潮头。

“四谷”同兴
挺起工业脊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5.7 %

20011.65 亿元

2000亿以上

回升向好 进中提质

12个千亿区“龙腾虎跃”

东湖高新区
武汉经开区

硚口区、青山区GDP

2023年预计将首次突破千亿元

新晋千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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