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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人以上。

现在距离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只剩下不到 6

年时间，但我国仍有 7000 多万

人口需要脱贫。“今年国家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国家财力紧张，

但政府对减贫任务丝毫没有减

码，让我们这些贫困地区的人

感到很温暖。”来自云南的人大

代表铁飞燕表示。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有 6 亿多人口脱

贫。但受历史、自然条件、社会

等因素影响，贫困状况依然十分

严峻。14个连片特困地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六成，还有数千个村不通电，

近10万个村不通水泥沥青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是贫困地区，

必须补齐这块短板。”全国人大

代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

富说，“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

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

件艰苦的地区，扶贫工作进入

‘啃硬骨头’阶段。”

铁飞燕表示，扶贫不是国

家给点钱、发点米那么简单，关

键是要创造条件让贫穷地区的

百姓自力更生谋发展。“当前对

云南来说，扶贫的关键在于改

善交通。” （据新华网）

十大数字勾画新常态下的中国2015

GDP增长7%：彰显稳增长调结构决心1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

GDP 增长 7%左右。这一数字较

去年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也是

2004以来最低的预期目标。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行

动力不足，调低增速目标，是中

国政府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做出的务实之举，更彰显了转

方式、调结构的坚定决心。”全

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经济学部

副主任刘树成表示。

7%左右的预期目标，符合

中高速发展要求，与现阶段我

国增长潜力相一致，经过努力

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这一目

标也有利于稳定就业，并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相

衔接。

增速目标的下调向企业传

递了强烈信号。“在整个国家更

重 增 长 质 量 而 非 速 度 的 背 景

下，企业要调整心态，不能寄希

望于大规模刺激政策，而要通

过技术创新等挖掘内部潜力。”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钢

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陈 代 富 表

示。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为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留空间2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比去年 3.5%的目标略有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

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表示，中国

经济是双元的物价上涨结构，

制造业产品价格在下降，但农

产品、资源类产品价格呈现上

升趋势，尽管短内期能源价格

比较低，但这个格局不能指望

长期持续，农产品价格仍然有

上涨压力。

2014 年 我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比 上 年 上 涨 2% ，物 价 水 平

总 体 稳 定 。 当 前 国 际 大 宗 商

品价格走低，国内重要商品供

应 充 裕 ，部 分 行 业 产 能 过 剩 ，

价 格 总 水 平 有 可 能 延 续 偏 弱

走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

示，CPI 增速较低，为货币政策

适当放松提供了空间，也为价

格改革预留了空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15%：有效投资是关键3

计划报告提出，2015年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 15%，

低于去年 17.5%的目标，接近去

年15.7%的实际增速。

李稻葵委员认为，适度调低

投资增长目标是合理的。“因为

今年国家不会搞大规模的投资

拉动，而是促进投资带动产能优

化，民生领域的投资将成为拉动

经济的增长点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多管

齐下改革投融资体制，大幅缩减

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放宽民

间投资市场准入。

李稻葵表示，促进投资的关

键在融资方式的改革，不能再单

纯靠银行贷款和政府担保，也不

能靠借新还旧、债务滚动。“应该

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投向长远回

报的、与地方政府财力匹配的基

础项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让消费潜力变成支撑动力4

计划报告提出，2015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增长 13%，

略低于去年14.5%的预期。

201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为 26.2394 万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 12%，实际增长 10.9%。白

重恩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需要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来支撑，提出高于去年实际增

速的消费预期，表明今年在促

进 消 费 方 面 可 能 会 有 更 多 动

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

培育消费增长点，促进养老家政

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绿色、住

房、教育文化体育等 6 大领域消

费。

白重恩认为，今年这个预期

目标完成起来难度不大，消费在

不少方面具有较大潜力，比如养

老服务有利于全社会消费扩大，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崛起

为消费带来增长空间。

李稻葵认为，我国居民消费

正在起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

重近年来有所上升，是经济发展

的一个亮点。“下一步应主要启

动中低端消费需求，随着工资不

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

可进一步拉升消费。”

广义货币M2增长12%：有利于调结构防风险5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广

义货币 M2 预期增长 12％左右，

而 2014 年这一目标是 13%，实

际增长 12.2%。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广义货币(M2)余额 122.84

万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M2

预期增长12%左右的目标是适度

的、合理的。“市场上老有一个误

区，就是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操作手段，当成货币政策取向的

变化，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变，央行

一直在执行中性的货币政策。”

今年 1 月份 M2（广义货币）

增长 10.8%，这是 1986 年 12 月

以来的新低。去年 11 月和今年

2 月，央行两度下调的存贷款基

准利率，目的在于降低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支持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主动应对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无疑是2015年两会的重大主题。透过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

十大数字勾画出新常态下中国在2015年的大致走向。

财政赤字1.62万亿元：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66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拟

安排财政赤字 1.62 万亿元，比去

年增加 2700 亿元，赤字率从去

年的2.1%提高到2.3%。

“赤字规模与赤字率的上升

是今年严峻财政收支形势下的必

然表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

政学会副会长贾康说，这也是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的要求。

“赤字规模和赤字率都还明

显处于安全区之内，不会产生过

大风险。”贾康说，所增加的财政

投入将更注重用于“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的支出安排中。

如何使“钱少”还能“多办事”

“办好事”？贾康建议：“要在适当增

加地方政府‘阳光化’债务举借规模

的同时，大力促进发挥民间资本、社

会资金作用的PPP机制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说，两会

期间，代表委员将审查讨论预算

报告是否把钱花在“刀刃”上。

能耗强度下降3.1%以上：
完成“十二五”目标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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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能耗强度下降3.1%以上，主要

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2014 年我国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年度任务顺利完成，

但当前减排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辜胜阻说：“必须顺应人

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

待，强化节能减排硬约束，努

力加强大气、水、土壤等生态

环境治理。”

白重恩建议，通过鼓励新

能源、绿色服务业等发展带动

节能减排目标完成，在实现环

境有效改善的同时为宏观经

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进出口增长6%：
新的开放战略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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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外贸进出口增长 6%左右，这一

数字低于去年 7.5%的预期目

标，高于3.4%的实际增速。

“外贸预期增速下调与当前

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相适应，也

表明中国正在摆脱靠出口、投资

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更加

持久稳固的增长动力。”全国人

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

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

过去 3 年外贸进出口预期

指标都没有完成，说明国际金

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形势复杂严

峻。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依然压

力较大，１月份进出口总值同

比下降 10.8%。商务部部长高

虎城表示，2015 年实现外贸平

稳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不过也不必过于悲观。蔡

继明说，尽管国际市场需求疲

软、我国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

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但中国正

在施行的开放型经济大战略，

将为外贸发展与转型增添持久

动力。“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将

成为中国与广大新兴国家贸易

融合的大平台。”

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以上：
经济减速就业不“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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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

与去年目标持平；城镇登记失

业 率 4.5% 以 内, 比 去 年 提 高

0.1个百分点。

“面对经济放缓的现实，新

一届政府全力稳定就业、促进就

业的态度鲜明。”辜胜阻说，“随

着经济总量增加、经济结构优

化，中国经济不用维持过高速度

就可以保证一定的就业增长。”

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8.2%，

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中国经

济正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

为主转型，整个经济运行对就业

的承载能力正在加强。

“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鼓

励创业创新措施将在 2015 年

发挥更大的作用。”辜胜阻说，

新设立的企业大多属于小微企

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多、

成长性强，是中国经济增长新

的支撑力量。

再减贫1000万以上：
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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