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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從「新」出發 

2024 年 3 月 5 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發表本屆政府的

首份工作報告(簡稱《報告》)。《報告》延續了過往政府工作報告一貫的行文架構，

第一部分回顧了 2023年政府各方面工作以及過去一年內地經濟社會所取得的主要成

績，第二部分制定了 2024年內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和政策取向，最後一部分

則闡述了對今年政府工作任務的具體部署。 

肯定成績又正視問題挑戰 

《報告》在開篇起首便羅列了去年以來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主要成績。

針對國際上尤其是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惡意唱衰」和肆意散播「中國經濟

見頂論」的負面情緒，當局用實實在在的數字予以回應，指出我國「去年國內生產

總值超過 126萬億元，增長 5.2%，增速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並特別強調內地在

科技創新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上取得重要突破，例如「航空發動機、燃氣輪機、

第四代核電機組等高端裝備研製取得長足進步，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前沿領域創

新成果不斷湧現；國產大飛機 C919投入商業運營，國產大型郵輪成功建造，新能源

汽車產銷量佔全球比重超過 60%」。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報告》亦直面過去一年來遇到的各項問題和挑戰，並

對當前內地面對的內外部形勢進行客觀的研判。就國際環境而言，李總理概括性地

表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地區熱點問題頻發，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

不確定性上升」。在內部方面，中央亦毫不諱言地體認「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基

礎還不穩固」，並特別強調「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問題，以及指出「部分行業產能

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國際循環存在干

擾，部分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等一系列挑戰。 

設 5%增長目標略超預期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強總理將 2024年內地 GDP增長目標設定為 5%左

右，與 2023 年的增速目標持平，大致符合甚至略高於市場的預期。《報告》對此專

門作出了解釋，表示「提出上述預期目標，是綜合考慮了國內外形勢和各方面因素，

並兼顧需要和可能的兩個維度」。前者可以解讀為促進就業增收、防範化解風險等需

要，並與「十四五」規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相銜接；而後者則是指考慮了我

國經濟增長潛力和支撐條件；可以說，中央基於「需要和可能」來制定增長目標，

體現了一種務實穩健而又積極有為的施政方針。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內地經濟增長 5.2%，達到政府預期增長目標；但

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前期比較基數低有關(2022 年中國因疫情的拖累，GDP 僅增長

3%)。在低基數效應消退之後，內地 2024年的經濟增長將會更具「含金量」；換言之，

儘管當局制定了與去年相同的預期增長率，但要達成目標的難度毫無疑問將會更

高。當局亦坦承，要實現今年 5%左右的預期目標並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發力、工

作加倍努力以及各方面齊心協力。為此，《報告》遵循 2023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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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總體部署，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總基調，並強

調各地區各部門要多推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謹慎出台收縮性

和抑制性舉措，並清理、廢止有悖於高質量發展的阻礙性政策規定。 

擴張性財政政策繼續擔綱 

宏觀調控政策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強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繼

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當中，對財政政策的具體表述由去年「積

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調整為今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

效」；加重語氣的字眼表述反映內地來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亦會加碼，可以說是今年

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大亮點。 

預料在今年乃至未來幾年裡，內地財政政策的推行力度上將會繼續加強；這亦

可以從政府安排的財政赤字以及擬發債的規模等數字中得以印證。《報告》將今年的

財政預算赤字率擬定為 3%，赤字規模為 4.06 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預算增加 1,800

億元；擬安排的地方專項債達 3.9萬億元，比去年增加 1,000億元。值得一提的是，

中央還表示從今年開始將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

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今年會先發行 1 萬億元。凡此種種，均預示內地將持

續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尤其透過中央政府債務「加槓桿」的方式，對沖短期內

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亦為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所需的重大基礎建設投資籌措

資金。 

貨幣政策方面，相比去年「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的提法，今年提出「穩

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並特別強調要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

結構雙重功能，加大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促進社會綜合

融資成本穩中有降。考慮到美聯儲在今年下半年有望開啟減息，美元強勢對人民幣

的匯率壓力有望隨之減低，預計內地的貨幣政策在推行力度上或會有所增強，例如

透過採取進一步降准、降息等手段，有針對性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相比往年，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新增了對「增強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的要

求，這既是對過去一段時間內地股市大幅下挫的回應，亦表明中央已把資本市場穩

定運行放在中長期工作的突出位置，希望透過多管齊下的制度改革，重構和發揮資

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正向作用，尤其是作為科技企業融資渠道以及居民財富保值增

值手段的基礎性功能。 

重視科創打造新質生產力 

今年的《報告》從十大方向對政府工作任務作出了具體安排，當中將「大力推

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放在所有工作任務的首要位置。「新

質生產力」在近期受到內地官方及社會各界熱議，最初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 9

月在黑龍江考察時率先提出，隨後在多個中央重要會議中出現，此次更是首次正式

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概括而言，「新質生產力」指的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

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誌。可以

說，新質生產力論的興起，進一步凸顯了科技創新對引領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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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可以簡化地理解為中央希望將厚積薄發的創新動能切實轉化為高效能的生產

力，為實體經濟的增長開啟「新質引擎」，從而促成從量變到質變、實現高質量發展

的飛躍。 

具體而言，《報告》提出從三個方向來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其一是持續推動產

業鏈和供應鏈優化升級，包括實施製造業技術改造升級工程，促進傳統產業的高端

化、智能化和綠色化升級，促進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以及打造更多有國際

影響力的「中國製造」品牌。其二是積極培育新型產業和未來產業，特別是聚焦於

內地幾個擬重點發展的產業方向，包括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新興氫能、新材料、

創新藥、生物製造、商業航太、低空經濟等新興產業，以及優先規劃佈局量子技術、

生命科技等未來產業的新賽道。其三是深入推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深化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開展「人工智能+」行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

群，實施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加快工業互聯網規模化應用。 

在今年報告中位居第二位的工作任務是「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高質量

發展的基礎支撐」，凸顯中央以「三位一體」的思維來統籌推進教育強國、科技強國

和人才強國的建設。事實上，科技創新離不開高素質的人才隊伍，而人才供應的根

本途徑在於高質量的教育；正因如此，科教興國戰略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要

性顯著上升。《報告》提到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大力

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實施更積極、更開放、更有效的人才政策，培養造就更多一流

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打造卓悅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隊伍；以及完善國家實驗

室運行管理機制，推進共性技術平台、中試驗證平台建設等。 

此外，《報告》還從擴大內需、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防范風險、鄉村振興、區

域協調、綠色低碳、以及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在促消費方面，

中央將雙管齊下地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和穩定、擴大傳統消費，積極培育智能家居、

文娛旅遊、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以及鼓勵和推動消費品以

舊換新，提振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等大宗消費。在兩會召開前不久，國務院常務

會議已通過了《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預計相關領域的

政策將會迅速落地，為今年促消費的「決戰」吹響號角。 

在吸引外資方面，去年 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開幕式上宣佈，中國將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今年的政府

工作報告落實相關承諾，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准入，重申要戮力打造「投

資中國」品牌；亦提到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深化多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

以及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 3.0 版談判、推動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全

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隨著歐美國家進入「大選年」，尤其是特朗普有

可能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捲土重來，中國政府此刻重申堅定不移地走對外開放的路

線，亦是藉機表明心跡，昭示中國將在「風高浪急」的全球經濟中繼續擔任「定海

神針」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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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22至 2024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的要點比較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總

體

要

求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強，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統

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統籌新型城鎮

化和鄉村全面振興，統籌高

品質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切

實增強經濟活力、防範化解

風險、改善社會預期，鞏固

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

勢，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

大局，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

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把

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

合起來，突出做好穩增長、

穩就業、穩物價工作，有效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推動經

濟運行整體好轉，實現質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動

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綫，統

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繼

續做好「六穩」、「六保」

工作，持續改善民生，著

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

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預

期

目

標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左

右；城鎮新增就業 1,200 萬

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

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

幅 3%左右；國際收支保持

基本平衡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左

右；城鎮新增就業 1,200 萬

人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

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

幅 3%左右；進出口促穩提

質，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5%左

右；城鎮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

率全年控制在 5.5%以內；

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3%左

右；進出口保穩提質，國

際收支基本平衡 

工 

作

主

要

任

務 

/ 

建 

議 

 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

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强化

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撑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經

濟實現良性循環 

 堅定不移深化改革，增强發

展內生動力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

互利共贏 

 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

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 

 堅持不懈抓好「三農」工

作，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

發展，大力優化經濟布局 

 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

發展，大力優化經濟布局 

 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

和創新社會治理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

融風險 

 穩定糧食生產和推進鄉村

振興 

 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保障基本民生和發展社會

事業 

 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穩市場主體保就業，加大

宏觀政策實施力度 

 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

激發市場活力和發展內生

動力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

城鎮化 

 大力抓好農業生產，促進

鄉村全面振興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

動外貿外資平穩發展 

 持續改善生態環境，推動

綠色低碳發展 

 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

强和創新社會治理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廠商會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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