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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10月份，西部各地诸多领
域取得新进展、新成绩，多项指标创历史新
高，各领域“枝繁叶茂”成果丰硕，再次为我
们展示了充满活力与生机的新西部。

内蒙古
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速排名全

国第6位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1536.6亿元，历史
同期首次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11.7%，
高于全国增速6.4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
中增速排名第 6 位。其中，出口 623.1 亿
元，同比增长16.7%；进口913.5亿元，同比
增长8.5%。

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取决于供需两个
方面。据了解，作为蒙古优势产品，前三季
度，机电产品出口 231.8 亿元，同比增长
17.8%，占内蒙古外贸出口值 37.2%；农产
品出口78.5亿元，同比增长41.2%；钢材出
口61亿元，同比增长3.3%。此外，国际市
场的旺盛需求带动了外贸“新三样”出口强
劲，前三季度内蒙古“新三样”产品出口33
亿元，同比增长 57.8%。在工业生产和消
费市场平稳增长的带动下，前三季度内蒙
古全区煤炭、铜矿砂、铁矿砂等大宗商品进
口 727.7 亿元，同比增长 10.5%，占内蒙古
外贸进口值的 79.7%。企业是拓市场、抓
订单的“冲锋队”，前三季度，内蒙古各类经
营主体保持活跃，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202.1亿元，同比增长16.8%，占内蒙古外
贸进出口总值的78.2%。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分析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内蒙古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
货物进出口稳定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
化。随着外贸发展积极因素累积，外贸综
合竞争优势更加巩固，一、二、三季度内蒙
古外贸进出口规模逐季提升，分别为475.6
亿元、527.5 亿元、533.5 亿元，为全年外贸
保持“质升量稳”态势打下坚实基础。

满洲里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创历史同期
新高

10 月 26 日，满洲里口岸一派繁忙景
象，一辆辆满载果蔬的货车缓缓驶入“六进
六出”货运通道，经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民警和满洲里十八里海关关员联合查验
后快速通关。

满洲里口岸管理办公室数据显示，截
至10月25日，满洲里口岸累计通关过货量
2005.7万吨，同比增长9.4%。其中，铁路口
岸 1808 万吨，同比增长 5.4%；公路口岸
197.7 万吨，同比增长 65.8%，较 2023 年提
前26天过货量突破2000万吨，进出境货运
量再创新高。

今年以来，满洲里口岸立足独特的区
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坚定推动中俄互联互
通、开放合作，积极争取国家、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资金支持，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进一步提升口岸疏运功能；持续加强
与海关、边防检查站、铁路车站及俄方联检
部门的沟通协作，充分发挥口岸联席会议
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口岸通关存在问题；创
新实行先期审核转关数据、“延时、错时+
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积极推进智慧口
岸试点建设，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
务功能，实现联检部门间数据共享、信息互
通，通关作业流程进一步优化，通关服务保
障能力进一步提升，通关过货量实现了跨
越式增长。

截至目前，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运量、
贸易额、出入境人员、出入境车辆4项指标
较同期大幅增长，较去年实现了新突破。
下一步，满洲里口岸将持续发挥向北开放
桥头堡支点作用，瞄准现代化、智慧化口岸
建设目标，按照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在补强基础设施短板、提高通关效
率等工作上精准发力，不断提升通关效能
和服务水平，力争全年进出口货运量超
2400万吨。

二连浩特口岸货运量创历史新高
笔者从二连浩特市商务部门获悉，截

至10月26日，二连浩特口岸完成进出口货
运量1749万吨，同比增长153万吨，增幅达
9.6%，创历史同期新高。

从二连浩特口岸进口货物主要有煤
炭、铁矿石、铁精粉、铜矿粉、锌精粉、萤石、
木材、纸浆、活羊等。而出口货物主要有建
材、机械、成品油、化工品、粮食、果蔬、日用
品、二手车等。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精简进出口
货物随附单证，建立出入境旅客“分类分
流”通关制度，保障旅客高效通行。同时，

“一企一策”为企业定制全程物流解决方
案，推行公路口岸货运通道旺季 24 小时
通关，助力口岸大进大出、快进快出。

为提高跨境货物列车通关时效，二连
浩特铁路口岸充分利用“数字口岸”系统，

积极与海关、边检、货代公司等联检联运部
门配合，在国际联运交接所内勤营业大厅
设置业务办理绿色窗口，为企业货主提供
7×24 小时不打烊服务，确保企业货主能
够随到随办、随办随走，积极助力能源物资
跑出“加速度”。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重要的
进出境口岸之一。为了提升通关效率，该
口岸深化“铁路进境快速通关”业务模式应
用，全面开展“车边直提”等业务改革，积极
推广应用“边检通”口岸备案预约申报系
统，实行“核查前置、快捷通行”查验模式，
还推出中欧班列专勤、铅封免查等一系列
新举措。

今年以来，二连海关以智慧海关建设
和“智关强国”行动为总抓手，提高铁路进
出口货物快速通关运输效率和便利化水
平。二连海关持续深化监管装备智能化应
用，对进出境班列开展“先期机检”、核辐射
探测核查，探索使用无人机、AR设备辅助
现场监管，扩展查验监管的视野和角度，实
现立体化全景监管作业。同时，拓展铁路
运舱系统功能，新增“单一窗口”申报铁路
快通舱单模块，指导企业申报快通舱单，深
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

“我们率先实现进境和出境中欧班列
应用‘铁路快通’业务双向贯通，盯紧中欧
班列的发车计划和到站时刻，将海关、铁路
各监管环节合理嵌入到物流作业流程中，
实现进出口货物监管与物流作业一次性联
动完成，节省集装箱短倒、落箱等大量企业
成本，节约通关时间1～2天。 ”二连海关
铁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嘉寅说。

前三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和发
电量均居全国第一

笔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获悉：今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
煤产量、发电量位居全国第一。

从原煤产量看，前三季度，内蒙古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9.5亿吨，同比增长
4.6%，增速较 1—8 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
其中，9月份内蒙古原煤产量1.09亿吨，同
比增长6.7%。从主产区原煤产量看，鄂尔
多斯市、锡林郭勒盟原煤产量合计占同期
内蒙古原煤产量的 79.9%，合计拉动同期
内蒙古原煤产量增长4.5个百分点。其中，
鄂尔多斯市原煤产量6.52亿吨，同比增长
5.3%；锡林郭勒盟原煤产量1.07亿吨，同比
增长7.8%。

从发电量看，前三季度，内蒙古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发电量5990.7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9.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能
源 发 电 量 1347.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3.5%，高于同期全部发电量增速13.9个百
分点。新能源发电量中，风力发电量
110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9%；太阳能
发电量23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9%。

新 疆
前三季度电网售电量增幅位列全国

第一
笔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获悉：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售电量达1553.58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0.19%，增幅位列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27个省公司首位，持续保持高
增长。

售电量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前三季度，新疆电网售电量显著增
长，折射出新疆经济强劲发展势头。

从全社会售电量来看，新疆第二产业售
电量为100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78%，
占同期新疆电网总售电量的64.49%，是新疆
电网售电量增长的“主力军”。

从具体行业售电量看，新疆工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四大行业的售电量同比增长幅度均
超两成，分别达23.48%、21.53%、20.99%和
20.3%，经营发展趋势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随着新疆把培育壮大特色
优势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新
疆“九大产业集群”用户累计售电量379.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39%。其中，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绿色矿
业产业集群是售电量同比增速最快的前两
位，分别同比增长16.99%、12.52%。

售电量大幅增长的背后与新疆电力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密不可分。前三季度，国
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市场化直接交易用户
数量达8.58万户，同比增长7.35%，市场化
直接交易电量达859.38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26.06%。

良好的电力营商环境也促进了新疆电
网用户数量持续增长，用电需求随之增
加。截至9月底，新疆电网今年总营业户
数达 1322.71 万户，较 2023 年年底增加
43.08万户。其中，居民和工商业用户增长
较多，分别增加37.2万户和4.79万户。

前三季度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全国
第一

笔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获悉：
10月24日，随着110千伏大唐昆玉光伏三
电站并网投运，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8452.5 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 3909.9 万千
瓦，光伏装机4542.6万千瓦。至此，新疆新
能源装机规模在新疆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
比首次超过一半。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新增新能源装机
规模1998.5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642.3万
千瓦，太阳能装机1356.2万千瓦，今年新增
新能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
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蕴藏量均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新疆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持续推
进能源结构调整。新疆加快在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建
成了哈密、准东、南疆环塔里木千万千瓦级
新能源基地，在建新能源规模超8000万千
瓦。预计到2024年底，新疆新能源装机规
模将超过1亿千瓦。

如今，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正全力
做好国家第二、第三批沙戈荒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并网工作。预计随着各光伏、风电
场站陆续建成并网，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
和占比将再创新高。

藜麦小面积单产创全国最高纪录
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的马

场农业科技示范园传来好消息，来自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中国科学
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等5家单
位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园区内藜麦
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实收面积5.12
亩，测得平均亩产315.97公斤，这一结果创
下2024年全国藜麦小面积单产最高纪录。

这也是新疆重点研发任务专项“新疆
藜麦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

该项目由新疆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转
化中心牵头，联合疆内外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等 10 家单位，于 2023 年 2 月启动，
2025 年 12 月结题，重点聚焦藜麦全产业
链，旨在解决新疆藜麦高产品种短缺及配
套技术不成熟、全程机械化程度低、人力成
本高、功能产品开发不足及产业链条短的
技术难题，制定适宜不同生态区和不同模
式下的藜麦绿色高产栽培技术标准，构建

“农业+旅游+文化”多元融合创新模式。
新疆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助

理研究员张军高介绍，315.97公斤/亩是科
研团队历时近2年时间联合攻关的结果。
示范田重点集成示范高产耐密品种、种子包
衣、膜下滴灌、精准水肥管理及绿色高效栽
培、全程化控、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
术，通过在不同种植区联合攻关，形成可复
制的种植模式，进而实现全疆范围内大面积
示范推广，提升新疆藜麦整体生产水平。

“藜麦作为超级谷物和新兴健康食品，
不仅营养成分好，且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
等特性。新疆土地资源丰富，种植藜麦前景
广阔。”测产专家组组长、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杨发荣说，该
项目科研团队在藜麦种植方面应用许多高
新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未来新疆大
力发展藜麦产业，必将造福各族人民。

笔者了解到，目前，项目组已在尼勒克
县、特克斯县、新源县、奇台县等种植区建
立示范区，布局28份藜麦品种资源适应性
研究、水肥耦合试验及高产技术集成示范
等，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近2万亩。此外，还
通过订单模式，基本实现种、产、销一体化，
每亩纯收益在300元至800元之间。

“科研团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不
断提升新疆藜麦绿色生产水平和科技创新
能力，促进新疆藜麦产业高效绿色发展，增
加粮食产能，助力乡村振兴。”该项目首席、
新疆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冯
耀祖说。

西 藏
前三季度七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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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西藏 2024 年前三季度西藏经

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

西藏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地区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等七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亲自包保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积极研
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进一步狠抓工
作落实，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相关部门在积
极争取国家原有规划项目投资外，主动汇
报衔接增发国债、“两重”建设超长期特别
国债、政府专项债等项目投资，前三季度，
西藏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亿元及
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38.0%，拉动
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西藏积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实落地，持续深入开展

“幸福西藏 乐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
全力打好政策“组合拳”，消费需求显著释
放，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逆势回升。

市场预期稳步提升。前三季度，西藏
民间投资进一步加快，较1-8月提高10个
百分点。西藏市场主体平稳增长。西藏接
待国内外游客保持两位数增长。前三季
度，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5728.56万人次，
同比增长 15.3%。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26.73 万人次，增长 211.7%。旅游总收入
（花费）670.55亿元，增长12.9%。

前三季度，西藏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1777元，同比增长8.1%，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2.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42766元，增长6.5%，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2.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547 元，增长 8.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6个百分点。

网上零售额增速领跑全国
在数字经济的大潮中，西藏以其独特

的魅力和迅猛的发展态势，成为全国网上
零售领域的一匹黑马。据西藏自治区统计
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1－9月，西藏网
上 零 售 额 达 到 16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5.4％，增速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更是高达138.0亿元，同比增
长91.1％，同样领跑全国。这一串串亮眼
的数字，不仅彰显了西藏在数字经济时代
的强劲动力，也预示着这片高原热土正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农村电商在西藏的发展也
呈现出蓬勃的态势。1－9月，西藏农村电
商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61.4％，在西藏电
商中的占比上升至15.5％。农村电商的快
速发展，不仅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优质、
特色的农产品。在农村电商的重点行业
中，钻石、养生茶饮、女装等商品排名前三，
展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除了金银珠宝类和电商平台的发展
外，旅游和直播电商也成为推动西藏数字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1－9
月，西藏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监测显示，旅
游人次同比增长27.9％，零售额同比增长
25.7％。林芝市和昌都市等地市的旅游零
售额增速更是领跑西藏全区，分别实现了
46.4％和37.0％的同比增长。这一增长背
后，离不开西藏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
旅游魅力。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也在西藏迎来了
快速发展。1－9月，西藏直播网上零售额
达到53.1亿元，同比增长84.4％，增速位于
全国前列。抖音、快手、点淘等直播平台在
西藏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加直观、生动的购物体验。在直播电商
的推动下，西藏的农产品等特色商品也实
现了网上零售额的快速增长。农产品直播
的商品数达到 10551 个，实现网上零售额
1.7亿元。

随着电商平台的不断完善和消费者需
求的日益多样化，西藏网上零售额增长迅
猛，这不仅彰显了数字经济在西藏的蓬勃
发展态势，也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四 川
成都金融实力排名全国第五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发布《2024

天府金融指数》报告。指数评价体系包含
一个总指数、两个分指数和十个子指数。
根据2024天府金融总指数，排名前十城市
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广
州、重庆、南京、武汉和天津。

“天府金融指数（TFFI 指数）”由中国

人民大学课题组编制完成，旨在评价我国
36个中心城市的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促进
各城市加强相互了解，实现错位竞争和错
位发展。

前三季度成都航空口岸进出口货值中
西部第一

10月19日，笔者从成都海关获悉，今
年前三季度，成都航空口岸实现进出口货
值4497.2亿元，同比增长30.3%，进出口规
模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列中西部第 1、全
国第 3，占全国空运进出口总值的 7.7%。
同时，笔者从成都市口岸物流办了解到，今
年前三季度，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旅客吞
吐量、货邮吞吐量均列全国前茅。

从电子信息类产品、跨境电商货物、汽
车零部件到进口的三文鱼、虾蟹、新鲜水果
等，乘坐飞机从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的“主
角”增多，进出口货物类别越来越丰富。去
年12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口岸功能区建
成投运四川省内首个综合性指定监管场
地，进境水果、植物种苗、食用水生动物和
冰鲜水产品4类鲜货可以直接从天府国际
机场口岸入境，与双流国际机场口岸一起
形成入境成都的双通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成都航空口岸迎
来这4类鲜货成倍增长，除了供应四川本
地消费市场，还丰富了北上广深等地餐
桌。目前，成都航空口岸拥有中西部地区
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进境指定监管场
地，成为鲜货“游”进成都的最佳选择。不
仅如此，成都已开通 70 余条定期直飞国
际及地区航线，高效通达全球五大洲的航
线网络，是众多货物选择成都进出的另一
大原因。

笔者从成都市口岸物流办了解到，今
年以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呈现出客货并
举快速发展态势，前三季度实现旅客吞吐
量超 65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超过 73 万
吨，分别位居全国城市第3、第5。据悉，今
年前三季度，天府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同
比增长近七成，双流国际机场同比增长约
两成。

重 庆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居西部第一
10月25日，重庆市发改委、科技局、经

信委和重庆邮电大学联合发布《重庆新质
生产力发展报告(2024 年)》指出，近年来，
重庆市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23年，
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8位、西
部第1位。

人才密度居西部第一
近年来，重庆全面实施人才强市首位

战略，西部人才中心建设步伐提速。
重庆实施“渝跃行动”和新重庆引才计

划，吸引优秀人才来渝创新创业，2023 年
新引进市外人才 7.4 万人，人才总量达到
634.7万人，人才密度位居西部第一。

在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实施
“巴渝工匠”行动计划，重庆全市高技能人
才达到162万、位居西部第一。

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国第9，
两项指标排名全国第一

10月12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办新
闻发布会，发布《重庆市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3)》。

《报告》显示重庆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
排名全国第 9、位居第一梯队。国家网信
办网络问卷调查显示，重庆市民对基层数
字化治理满意度、网络安全知识知晓度，两
项指标排名全国第一。

接下来，重庆还将从加强统筹协调推
动任务落实、优化发展环境弥合数字鸿沟、
拓宽提升渠道惠及群众、营造浓厚氛围宣
传数字化成果等方面持续发力，大力提升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为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夯实基础。

工业电子商务普及率位居全国第七、
西部第一

在实数融合新业态方面，重庆通过平
台经济整合产业各方资源，重塑产业分工
协作方式，打造电商集聚区60余个，培育
电商企业10.4万家，工业电子商务普及率
73.5%，位列全国第七、西部第一。

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近两年重庆连
续获评全国重点区域移动网络质量专项评
测“卓越城市”，已经累计建成10个国家级

“千兆城市”。截至去年底，每万人拥有5G
基站数29个，持续保持西部领先地位，位
列全国第一梯队。

其他
重庆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持续

深化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6 个区
县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数
量位居西部第1、全国第3。

推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能源等要
素市场化改革，西部数据交易中心交易额
超过5亿元，跻身全国数据交易场所第一
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