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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逆周期调节将使经济韧性明显增强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五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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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 5 日 9 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点评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一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总结，在此基础上对

2019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作了总体部署。我们主要针对政府

设定的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部分目标数据和宏观政策做点评，主要有五

大看点。 

一、经济增长目标适度下调，淡化规模注重质量 

政府将 2019年 GDP预期目标设定为 6-6.5％。经济增长目标相比上年

有两方面变化：一是增速目标有所下调，2017 和 2018 年连续两年政府设

定的目标都是 6.5%左右，今年设定 6-6.5%，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所下调；

二是设定了目标区间，这是继 2016 年设定 6.5%—7%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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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府再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区间值。经济增长目标相比上年有所

下调同时设置弹性区间，表明政府对经济增速下行容忍度提升，同时也向

市场传递出不再单纯追求经济规模增长，未来将更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的

信息。体现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我们预计

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外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缓和的背景下，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维持在 6.3%左右的增速，能够实现 6-6.5%的

预期增长目标。 

二、价格运行整体温和，将为政策操作提供灵活空间 

2019 年政府设定的通胀目标仍是 3%。自 2015 年以来政府连续第五年

将通胀目标设定在 3%,但其实最近五年 CPI 同比年均只有 1.8%，不到 2%。

因此，3%应该是政府对控制通胀的上限目标，如果达到这一上限，就意味

着货币政策需要通过调整来应对通胀，而在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之前，物价

就不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关注目标。我们预计 2019年 CPI年度同比将维

持在最近五年的平均水平左右，仍将明显低于 3%的政策目标，更谈不上是

高通胀。2019年物价不会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不会是货币政策需

要重点关注的目标，更不会成为制约政策操作的重要因素。而物价运行整

体温和，一方面为经济由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另

一方面也为宏观政策操作留下灵活空间。 

三、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稳增长首要就为保就业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

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稳

增长首要是保就业。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指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要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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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万预期目标的基础上，力争达到近几年的实际规模，也就是说仍要力

争实现全年新增1300万就业。为了实现就业优先的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中

专门提出多项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具体举措：一是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

业帮扶。二是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

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三是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

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

业培训。四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

人才。 

四、减税降费超预期，企业活力有望明显提升 

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两个方向加力提效： 

一是扩大财政支出。今年赤字率拟按 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 0.2个

百分点；财政赤字 2.76 万亿元，比上年提高 3800 亿元。财政赤字率没有

如市场预期的那样提升至 3%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扩大财政支出方

面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但考虑到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提升到 2.15万

亿，比 2018年增加 8000亿元，因此调整后的名义财政赤字率接近 4.98%,

相比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左右，并不低。 

二是减税降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税降费规模应该是超出市

场预期的。报告提出将“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

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 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

低；保持 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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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

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同时提出要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

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综合以上两

项减税降费措施，将实现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

这是在 2018年政府实现减税降费 1.3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

的规模，力度之大应该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如此大力度的减税降费一方面

有助于增加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

企业经营的信心，将给企业活力提升注入强大动力。企业作为经济中最重

要微观主体，其活力的提升无疑将对稳增长、保就业、提收入等起到良好

的支撑作用。 

五、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精准滴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松紧适度”，与去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的表述不同，不再提“中

性”一词，表明货币政策将比去年偏向积极，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 

从货币政策相关内容的表述细节来看，有三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明确提出要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并且还提到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

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

这意味着利率工具并没有被排除在政策工具箱之外。 

二是货币政策强调疏通传导渠道，有效缓解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和小

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是要精准滴灌，不搞大水漫灌。未来货币

政策的重心仍在疏通政策传导渠道，重点支出民营和小微企业，实现“精

准滴灌”。重点将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主要用于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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