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一夫：悬念再起！谁才是

真正的“中国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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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付一夫 

中国经济第一城首次易主。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22 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的 GDP 数据，北

京以微弱优势力压上海，首次登上城市经济总量冠军的宝座。虽然只是上

半年的暂时性反超，但却打破了上海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地位，其意义

自然不同寻常。 

如此一来，不少人都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上海和北京，到底谁才

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城”？ 

其实，二者孰强孰弱，绝非仅从经济总量的大小上就能给出结论，而

是应该从综合实力着手比较。为此，我们不妨从多个维度来对上海和北京

做个全方位的深度剖析，并简单给出相应的评分，以求帮助各位看官更清

楚地认识这两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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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模 

决定一个城市根本地位的当然是经济实力，而衡量经济实力最直接的

指标就是 GDP。 

如果拉长时间线来看，在今年上半年之前的很多年里，上海的 GDP

规模一直都领先于北京，二者的 GDP 增速几乎没有明显差别，始终是势均

力敌的水平，而两座城市的 GDP 差距也常年保持在 2000 亿元~3000 亿

元的区间内。这便足以证明，上海的经济实力要胜过北京一筹，如果不出

意外，北京 GDP 很难再短时间内超越上海。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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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 月底以来，上海出现了本土疫情的大面积反弹。在动态清零的客

观防疫要求下，这座“中国经济第一大市”在 4 月和 5 月经历了长达两个

月时间的全域静态管理，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活动均受到极大限制，而

上海经济也遭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冲击，用上海市领导的话来说，“本轮

疫情对上海经济运行的冲击前所未有，市场主体所遭遇的困境前所未有，

经济恢复和重振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 

受此影响，上海经济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势头被扭转，二季度 GDP

同比下降了 13.7%之多，由此也拖累了上海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比去年上

半年下滑了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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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也不是相安无事。同样是在二季度，北京也先后经历了数轮疫情

的反弹，虽然形势远不及上海那般严峻，但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

响，再叠加去年同期新冠疫苗生产贡献的高基数等因素的客观存在，致使

北京二季度 GDP 下滑了 2.9%。而得益于一季度的良好表现，北京上半年

GDP 还是实现了正增长，为 0.7%。 

上述“一降一增”的结果，便是北京的 GDP 规模（19352 亿元）在

今年上半年实现了对上海（19349 亿元）的反超，虽然只有 3 亿元的微弱

优势，但也足够掀起一波热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以盖棺定论的态度来审视这种暂时性的

反超；换句话说，北京上半年对上海的反超并不意味着永久性的胜出。 

事实上，自 5 月份以来，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明朗向好，经

济活动已在陆续恢复，而进入 6 月份以来，上海更是全面重启经济，与之

相应的是工业、投资和外贸的暴力反弹，彰显出上海经济的强大韧性。考

虑到上海经济体量更大，经济基础颇为扎实，而北京领先的优势仅有 3 亿

元规模，上海想要追回这一差距其实并不算太难。如果下半年不再出现类

似于疫情散发等“黑天鹅”事件，那么上海大概率还是可以在全年GDP 的

数据上战胜北京，重新夺回“中国经济第一城”的宝座。 

如果说 GDP 是城市的“面子”，那么财政收入就是城市的“里子”。

身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和北京，财政收入水平一直都是稳居全国各城市排名

中的前两位。2021年，上海和北京分别实现财政收入7771.8亿元和5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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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这样的体量甚至比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还要大，足以见得两座城市财

力之雄厚。虽然今年上半年遭受了疫情的冲击，但上海依然实现了 3795

亿元的财政收入，保住了全国财政第一大市的位置；北京则实现了 2991

亿元的财政收入，未能像 GDP 那样超越上海。 

结论：经济实力上，上海 10 分，北京 8 分，上海胜。 

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 

在经济活动中，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人口规模同样是决定一个城

市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海和北京，都是名副其实的“超大城市”，二者的常住人口数量早

在 2009 年和 2011 年就已先后突破 2000 万。虽然近几年京沪两座城市都

有意识地采取了控制人口规模的相应措施，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北京

甚至还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不容小觑。2021 年，上海和

北京的人口数量分别为 2489.4 万和 2188.6 万，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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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人口的年龄结构。近年来，京沪两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都在不

断加重，而上海要更甚一些。来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上海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为 15.4%，已达到了国际通行划分标准中的“深度老龄

化”标准（即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 14%）；北京这一比重为 13.4%，

距离“深度老龄化”标准也是近在咫尺。此外，2020 年上海和北京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 21.4%和 19.7%，同样是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更为严重。 

人口老龄化对于未来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并不算是好消

息，未来京沪两座城市都需要对此持续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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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上，上海胜在总量，北京胜在结构，二者

均得 9 分。 

居民生活 

总量的统计指标并不足以充分反映一座城市的实力，有必要再从人均

经济指标上做一些判断。 

数据显示，在人均 GDP 方面，北京比上海要略占优势，二者在 2021

年的人均 GDP 数据分别为 18.4 万元和 17.4 万元，且均达到了国际认可的

初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经济发展都极具基础和

底气。北京的 GDP 规模不及上海，而人均 GDP 却稍微高于上海，原因可

能在于北京的人口数量小于上海，而并非经济发展水平层面的实质性差距。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4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