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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GDP增长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
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目标

国务院总理李强5日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
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
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
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
平衡；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右；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提出上述预期目标，综合考虑
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
了需要与可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为5%左右，既是稳就业、防风险、惠
民生的需要，也有经济增长潜力和
有利条件支撑，并与中长期发展目
标相衔接，突出迎难而上、奋发有为
的鲜明导向。城镇调查失业率5.5%
左右，体现了在就业总量和结构性
矛盾更加突出背景下，加大稳就业
力度的要求。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2%左右，目的在于通过各项政策和
改革共同作用，改善供求关系，使价
格总水平处在合理区间。实现这些
目标很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努力。

李强在报告中提出，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要突
出重点、把握关键，着重抓好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
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更
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
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着力抓好“三农”工作，深入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
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

格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 据新华社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提法
备受关注。

宏观政策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
段，在政策取向中强化民生导向，有
何深意？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众对教育、
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期待越来越
高。在此背景下，“强化宏观政策民
生导向”成为政策制定的必然选择。

“今年将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
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更加适应当
前发展需要、更具针对性。”全国人
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副院长田轩说，新形势下，支持扩大
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
激励，有利于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的良性循环。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消费
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
领产业升级，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

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多渠道促
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
收减负；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
等多元化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系列举措安排聚焦需求释
放和供给提升，精准发力。

“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权
益，缩小收入差距，让社会收入形成

‘橄榄型’结构，是当前政策设计的
一个关键点。”全国政协委员、南方
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分析，通过提
高居民收入，进一步加强民生保障，
减轻“后顾之忧”，百姓才能放心消
费，进而激活内需市场。

与此同时，通过加快数字、绿
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落实和优
化休假制度，健全县域商业体系等
优化供给措施，可以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

精细部署，立足当下，更着眼长
远。

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今年报
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
人’、服务于民生”。

金李表示，更多资金资源“投资
于人”，意味着让资金流向更有效益

的投资，特别是聚焦教育、医疗和养
老这三大民生领域短板，有助于实
现在惠民中发展、在发展中惠民。

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
的“好房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高品质居住需
要；进一步支持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
新试点项目，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
服务网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
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翻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计
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可以发现更加
鲜明地体现紧扣民生需求。

更加突出民生导向的宏观政
策，如何有效落地？

“要扭转政绩观，不能一味求‘见
效快’。民生项目虽然不容易产生立
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长期回报特别
可观。”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锦州市
市长王心宇表示，地方政府要聚焦教
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扩大民生支
出，减轻居民刚性支付负担，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健康、有力、有效地推动经济良性循
环。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透出什么深意？
解 读

消费图景
减少后顾之忧、增加消费底气

【民意关切】“提振消费”无疑是2025年的
热词。人们期待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更期待
在提高收入的同时，民生福祉有更多保障，多
一些“能消费”的底气，少一些“后顾之忧”。

【报告回应】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
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安排超长期特
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
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落
实和优化休假制度。

【两会声音】在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河池市
商务局局长欧彦伶看来，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是系统性工程。从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到扩
大多元服务供给，从推动增收减负到优化休假
制度，系列举措更加强调将促消费和惠民生紧
密联系，旨在增强消费的能力和底气，将消费
结构升级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改善。

养老图景
“家”“社”融合、老有颐养

【民意关切】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首次突破3亿人。让所有老年人有幸福美
满的晚年，是牵动亿万家庭的家事，也是关乎
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

【报告回应】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
业政策机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进社区支
持的居家养老，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扩大普
惠养老服务，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加快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两会声音】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兰州瑞
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家政事业部负责人赵振
香说，报告提出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扩
大普惠养老服务，将成为化解家庭养老难题的
有效途径。建议推动物业与家政服务融合发
展，拓展服务场景，实现居家养老“响应效率最
优化”，让“远亲不如近邻”延展出新内涵。

健康图景
“家门口”看好病、让用药更安心

【民意关切】减少辗转，能及时看上病、看
好病，是群众所盼。如何守好“看病钱”“救命
钱”？如何让百姓用药更安心？

【报告回应】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
药品集采政策，强化质量评估和监管，让人民
群众用药更放心；支持创新药发展。

【两会声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人民群众
健康的“守门者”。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教授甘华田说，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能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
务，让百姓健康福祉更有“医”靠。支持创新药
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医药产业加速向价值
链高端转型，让战胜疾病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

安居图景
建“好房子”、住有优居

【民意关切】“老破小”“城中村”“远大新”，
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热词，承载着群众对“住好
房”的热切期盼。如何让更多新市民、年轻人、
农民工实现安居？如何让老房子、旧房子变成

“好房子”？
【报告回应】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加

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动建设安全、
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两会声音】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城建大学
校长王中良注意到，报告提出的系列安居举
措，体现出更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导
向。建设更多“好房子”，要进一步提高住宅建
设标准，构建支持住房品质提升的制度体系，
推进物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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