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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10 信号 

事件：2019 年 3 月 5 日上午，《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后文简称《报告》）。 

1、对困难的担忧进一步加大，政策总基调仍是强化底线思维和逆周期调控思维。

相较于去年，本次《报告》新增了‚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等表述，货币、财

政和产业政策趋于放松且托底经济。 

2、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速目标，但‚稳增长（6%以上）‛仍是硬要求。维持年度观

点，我们预计，2019 年 GDP 增速上半年将逐步回落、下半年走平，当季增速则不

排除跌至 6%，二季度压力最大。 

3、工作重点发生变化，今年转为注重把握好‚三重关系‛（中美经贸摩擦、‚要

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以及更为市场化的监管方法），并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

臵于宏观政策层面。  

4、货币已然宽松，强调‚M2、社融增速应与名义 GDP 增速匹配‛，删掉‚中性‛

但保留了‚总闸门‛的表述，我们预计：今年货币政策更注重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

节，后续再降准和‚降息‛可期；2019 年 M2 同比中枢在 8.5%左右、但难破 9%，

社融增速 2 月有望回落、之后再企稳甚至回升。 

5、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小幅调高赤字率水平，减免增值税、扩大地方专

项债和稳基建是主抓手。 

 减税降费方面，全年减轻企业税费近 2 万亿元，而具体的减税方案则与我们去

年 9 月的预判相接近。根据我们的测算，增值税减税规模约为 6000 亿，白电、

化学制药、中药生产、白酒、化学原料、食品等行业有望最受益。 

 稳基建方面，我国基建投资的内涵逐步扩充。此外，《报告》从财政资金（提

高专项债上限至 2.15 万亿）、民间资本（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项目资本金

（适当降低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三方面扩充基建资金来源。 

6、删去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且再提房地产税，各地结

构化、差异化、区域化放松仍然可期。 

7、改革的重心发生转变，可重点关注国企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维持我们前期

判断，本轮金融供给侧改革将多样化增加金融供给（机构、产品、服务、制度）。 

8、更加注重创新、新动能和科研技术产业化，可重点关注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为代表的‚硬科技‛，以及后续我国知识产权和

专利有望加速资本化（可关注研发投入越高、专利越多、知识产权越多的公司）。 

9、区域发展战略有所调整，突出了西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本次《报告》对西部

地区予以了‚重点关照‛，此外强调‚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次被正式提及），建议关注相关区域基建投资机会。 

10、多措并举缓解小微企业困境，财政和货币‚双管齐下‛，大行对小微企业贷

款要增长 30%以上。相比于去年，《报告》从减税降费、设定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结构性货币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后附：重要指标一览、近三年报告对比、《报告》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比。 

风险提示：政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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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困难的担忧进一步加大，政策总基调仍是强化底线思维和逆周期调控思维。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本次《报告》进一步认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去年同期对经济

总体还是偏乐观，当时并没有类似表述）。由此不难理解，《报告》继续强调要‚发挥好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报告》对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的总思路也总体是趋于放

松和托底经济。 

 

2、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速目标，但‚稳增长（6%以上）‛仍是硬要求。今年 GDP 增长目

标设定在‚6%－6.5%‛（去年是‚GDP 增长 6.5%左右‛），总体还是符合各方预期。毕

竟，已结束的 31 个省级‚两会‛中，有 23 个省市下调 GDP 增长目标，31 省平均调低

了 0.4 个百分点，最大下调幅度为 1.5 个百分点，并有 10 余省将目标增速调至 6%左右。

与此同时，《报告》明确指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共 5 次提及），也就是说，今

年 GDP 增长的底线是 6%。维持年度观点，我们预计，2019 年 GDP 增速上半年将逐步

回落、下半年走平，当季增速则不排除跌至 6%，二季度压力最大。 

 

3、工作重点发生变化，今年转为注重把握好‚三重关系‛，并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臵于

宏观政策层面。《报告》指出，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注重把握好以下关系，即‚统筹好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去年

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具体看，‚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应指向的是中美贸易冲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

险的关系‛，指向的是还是 2 月 22 日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所指出的‚要在稳增长的

基础上防风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向的是今年的监管可能更加注重方式方

法、会敬畏市场规律以及会更加注重优化营商环境。 

 

此外，稳就业已成头等大事。《报告》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就业是民生之本、

财富之源。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臵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

持就业的导向‛，进一步凸显了‚稳就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实，自 2018 年 7 月底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稳预期）， ‚稳就业‛就一直位居首位。从已经落幕的 31 个省级地方两会来看，

各地也均强调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具体目标上，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由去年的

‚5.5%以内‛变为‚5.5%左右‛，预示着今年就业压力确实不小。 

 

4、货币已然宽松，强调‚M2、社融增速应与名义 GDP 增速匹配‛，删掉‚中性‛但保

留了‚总闸门‛的表述，我们预计：今年货币政策更注重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节，后续

再降准和‚降息‛可期；2019 年 M2 同比中枢 8.5%左右、但难破 9%，社融增速 2

月有望回落、之后再企稳甚至回升。  

 

《报告》删去‚中性‛但重提‚货币总闸门‛说法，对于货币政策走向，《报告》提出

‚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去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对比之下，删

去了‚中性‛的表述。与 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和《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相比，重提‚货币总闸门‛，不过表述由‚管好（18 年政府工作报告）‛转为

‚把好‛；此外，报告强调‚在实际执行中，既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

又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凸显

了灵活利用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施策。再结合《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的 ‚继

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动态优化和逆周期调节，适度熨平经济的周

期波动，在上行期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下行期对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货币

政策将更注重逆周期调节。对比之下，本次《报告》有两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 

 

一方面，《报告》提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

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延续了《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的说法，去年为‚保持广义货币 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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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连续第二年没有直接给出具体的信贷目标。维持此前判断，在中性假设下，我们预计

2019 年实际 GDP 增速在 6.2%-6.3%左右，CPI 中枢 2.3%-2.5%左右，对应的今年 M2

同比在 8.5%-8.8%之间，难破 9%。需要指出的是，经验规律表明，合意的 M2 增速应

该为‚实际 GDP 增速+通胀水平+2-3%的弹性空间‛。 

 

另一方面，《报告》提出‚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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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

济，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此前央行曾正面表态不会购买国债，不会实施 QE，

货币政策发行机制更加注重主权信用，我们认为‚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意味着

后续我国信用创造机制可能迎来更大突破，即自主性有望大大提升。此外，考虑到四季

度各类利率普降，维持此前判断，我们预计，后续降政策利率可期、但降基准利率难，

也大概率再降准 2-3 次（预计最快 4 月份）。 

 

5、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小幅调高赤字率水平，减免增值税、扩大地方专项债

和稳基建是主抓手。‚今年赤字率拟按 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 0.2 个百分点‛（去年则

是自 2016 年以来首次调低赤字率），总体看符合各方预期，其中，积极财政发力的有两

个方向： 

 

减税降费方面，《报告》指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其中将增

值税 16%的税率降至 13%，10%的税率降至 9%，这也与我们去年 9 月预判相接近（《再

看减增值税的可能路径与行业影响 20180924》）。根据我们的测算，减税规模约为 6000

亿。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并不进入利润表，其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将通过企业的议价能

力实现。综合考虑行业毛利率，我们倾向于认为，白电、化学制药、中药生产、白酒、

化学原料、食品等行业利润增厚最为明显，增厚幅度约为 4%。 

 
图表 1：中性假设下（终端和成本均不调价），增值税减免后相对受益的前 30 大行业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测算 

 

增值税变动
增值税变动幅

度
毛利变动 毛利变动幅度

零售 8726 17% 14% 531 1663 19% -132 -25% 132 8%

煤炭开采洗选 8168 17% 15% 574 2645 32% -131 -23% 131 5%

房地产开发管理 17259 11% 11% 620 5110 30% -126 -20% 126 2%

乘用车Ⅱ 14929 17% 16% 522 2147 14% -123 -23% 123 6%

普钢 12861 17% 16% 404 1718 13% -94 -23% 94 5%

白色家电Ⅱ 7264 16% 16% 384 1998 28% -84 -22% 84 4%

发电及电网 8468 17% 15% 355 1596 19% -82 -23% 82 5%

公交物流 8140 12% 13% 255 625 8% -68 -27% 68 11%

汽车零部件Ⅱ 7341 17% 16% 300 1439 20% -67 -22% 67 5%

其他医药医疗 5107 15% 15% 257 871 17% -62 -24% 62 7%

贸易Ⅱ 4415 17% 13% 211 334 8% -57 -27% 57 17%

化学制药 2967 17% 16% 261 1354 46% -57 -22% 57 4%

中药生产 2949 17% 15% 262 1386 47% -57 -22% 57 4%

工业金属 9423 17% 16% 228 806 9% -56 -24% 56 7%

汽车销售及服务Ⅱ 4276 15% 13% 185 201 5% -52 -28% 52 26%

白酒Ⅱ 1662 17% 14% 224 1233 74% -48 -21% 48 4%

其他元器件Ⅱ 4849 17% 16% 211 1018 21% -47 -22% 47 5%

化学制品 3890 17% 16% 192 887 23% -43 -23% 43 5%

航运港口 6069 11% 13% 172 749 12% -42 -24% 42 6%

化学原料 4707 16% 15% 219 1458 31% -41 -19% 41 3%

通信设备制造 4726 14% 15% 190 974 21% -41 -21% 41 4%

电子设备Ⅱ 3418 17% 16% 162 735 21% -37 -23% 37 5%

食品 3026 15% 14% 163 904 30% -35 -21% 35 4%

通用设备 3444 17% 16% 157 807 23% -34 -22% 34 4%

农用化工 2955 17% 15% 143 578 20% -34 -23% 34 6%

输变电设备 3469 17% 16% 146 760 22% -32 -22% 32 4%

运输设备 3059 16% 16% 133 667 22% -29 -22% 29 4%

新能源设备 2585 17% 16% 121 581 22% -27 -22% 27 5%

水泥Ⅱ 1976 16% 15% 121 620 31% -26 -22% 26 4%

工程机械Ⅱ 2191 17% 16% 108 402 18% -26 -24% 26 6%

17年毛利率

将16%降至13%，10%降至9%

所属中信二级行业
17年营业

收入

17年销项

税率

17年进项

税率

17年增值税

（估计值）
17年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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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基建方面，此次《报告》第四个政府工作任务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

内需潜力‛。除继续加大铁路、公路、水运、水利等传统基建投资力度以外，提出要‚加

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基建投资的内涵也逐步发生

变化。 

 

在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方面，《报告》则从财政资金（地方专项债）、民间资本、项目资本

金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一是从财政端入手，提高地方专项债限额至 2.15 万亿元（比

去年增加 8000 亿元）、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776 亿元，比去年增加 400 亿元）、

增加特定国企央企上缴利润、压减一般性支出（压减 5%以上）和三公经费（压减 3%左

右）；其二是从民间资本端入手，强调‚创新项目融资方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

点领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三是加大项目杠杆，‚适当降低基础

设施等资本项目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 

 

6、删去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且再提房地产税，各地结构化、

差异化、区域化放松仍然可期。对比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本次《报告》首次删去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的表述，继续强

调要‚落实城市主体责任‛（但删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因城施策、分类指导‛） ，

同时，房地产税立法由去年的‚稳妥推进‛改为今年的‚稳步推进‛，倾向于认为，今年

房地产调控基调较去年有所松动，各地还是有可能结构化、差异化、区域化放松各自调

控力度。 

 

7、改革的重心发生转变，可重点关注国企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报

告》提出‚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去年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由‚推进‛变为‚加快‛，

再考虑到 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本次

《报告》提出的‚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

推向市场‛，倾向于认为，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有望‚倒逼‛国企改革力度及进程。 

 

另一方面，《报告》提出‚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发展民营银

行和社区银行。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其实

对应的就是 2 月 22 日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所提出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维持我们此前的判断，相比 2015年底钢铁煤炭的供给侧改革（以淘汰产能为主），

本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多样化增加金融供给，包括金融机构供给、金融产品供给、

金融服务供给、金融制度供给等，大金融有望继续受益。 

 

8、更加注重创新、新动能和科研技术产业化，可重点关注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为代表的‚硬科技‛，特别地，我国知识产权和专利有望

加速在资本市场变现（也即货币化或者资本化）。《报告》把‚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

壮大新动能‛作为今年的十大工作任务之一，这其实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硬要求，具体

看，包括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深化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等等方面。特别地，《报告》提出‚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

用机制‛，以及‚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促进发明

创造和转化运用‛，倾向于认为，后续我国知识产权和专利将逐步走向资本化的定价时代

（比如，我国后续有可能会建立‚知识产权交易所‛）。换言之，研发投入越高、专利越

多、知识产权越多的企业，将来有望更加受益。 

 

9、区域发展战略有所调整，突出了西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

成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但相比去年的报告以及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次《报告》

对西部地区予以了‚重点关照‛，提出要‚制定西部开发开放新的政策措施，西部地区企

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此外，还突出强调‚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这一说法，习总书记在 11 月 5 日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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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首次提及）。由此看，应可关注西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基建相关投资机会。 

 

10、多措并举缓解小微企业困境，财政和货币‚双管齐下‛，大行对小微企业贷款要增

长 30%以上。相比于去年，本次《报告》凸显了对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可谓

财政与货币双管齐下。 

 

财政政策方面，以减税为着力点，提出‚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抓好年

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要切实让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其中

提到的普惠性减税应是指 1 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的‚对小微企业推出普惠性

减税措施，预计每年可为小微企业减负约 2000 亿元‛，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经济

活力。 

 

货币政策方面，强化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报告》提出‚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

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并明确指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 30%以上（2018 年底银保监会主席曾提出‚125‛政策，即：

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 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 2/3，

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 50%）。激励

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明确提出银行对小微

企业贷款的增速目标强化了银行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的担当意识，有助

于倒逼银行建立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从而提升银行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风险偏

好。再结合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鼓励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调整普惠金融口径等举措，国家盘活

民企的决心不容动摇，银行加大对民企的信贷支持力度可期。 

 

风险提示 

政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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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政府工作报告重要指标一览；来源：政府网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2019 年目标 2018 年目标 2019 年较去年变化 

国民经济

核算与人

民生活 

国内生产总值 6.0%-6.5% 6.5% 
确切值变为区间值，

整体下调 

居民收入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增加“基本”两字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3%左右 不变 

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 1100 万人以上 不变 

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 5.5%以内 “以内”变为“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 4.5%以内 不变 

宏观杠杆率 基本稳定 保持基本稳定 不变 

进出口 稳中提质 稳中向好 更注重“提质” 

国际收支 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不变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表述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

性，要松紧适度 
基本不变 

总闸门 

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

水漫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

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 “管好”变为“把好” 

社融信贷 
M2 和社融增速与 GDP 名义增

速相匹配 

保持 M2、信贷和社融规

模合理增长 

强调 M2、社融和名义

GDP 匹配 

财政政策 

赤字率 2.8% 2.6% 上调 

财政赤字 
总 2.76 万亿元，中央 1.83 万

亿元，地方 0.93 万亿元 

总 2.38 万亿元，中央

1.55 万亿元，地方 0.43

万亿元 

上调 

地方专项债券 2.15 万亿元 1.35 万亿元 上调 

减税降费 

深化增值税率改革（制造业等

行业 16%→13%；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等行业 10%→9%；

其它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 

改革完善增值税，全年

减税 8000 多亿元 减税降费规模扩大近

9000 亿元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

至 16% 
降费 3000 多亿元 

投资和城

镇化建设 

棚户区住房改造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镇棚

户区改造 
完成 580 万套 未提及确切指标 

铁路建设投资 8000 亿元 7320 亿元 上调 

公路水运投资 1.8 万亿元 1.8 万亿元 不变 

水利在建投资 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1 万亿元 未提及确切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 5776 亿元 5376 亿元 上调 

去产能 

压减钢铁产能 未提及 3000 万吨左右 未提及 

退出煤炭产能 未提及 1.5 亿吨左右 未提及 

淘汰、停建、缓建

煤电产能 
未提及 

淘汰关停不达标的 30万

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未提及 

农村建设 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 1000 万人以上 减少 1000 万以上 不变 

环保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继续下降 继续下降 不变 

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量 
下降 3% 下降 3%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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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一表看懂本次会议的变与不变：近三年政府工作报告；来源：政府网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工
作
重
点 

1、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臵于宏观

政策层面； 

2、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3、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金

融市场异常波动； 

4、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稳增长与

防风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2、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3、抓好三大攻坚战。 

1、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 

2、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3、围绕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着眼

补短板、增后劲来增加投资； 

4、新旧动能转换； 

5、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

出问题。 

财
政
政
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

字率 2.8%，为应对今后可能出现

的风险留出政策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率 2.6%，财

政支出向三大攻坚战、创新驱动、“三

农”、民生等领域倾斜，严控一般性

支出。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赤字率

3%，进一步减税降费，加大力度补

短板、惠民生，各级政府一般性支出

压减幅度不低于 5%。 

货
币
政
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M2

和社融增速要与 GDP 名义增速

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

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

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提高股权

融资比重；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

业、“三农”和贫困地区。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促进金融资

源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坚持汇率

市场化改革。 

政
府
工
作
建
议 

1、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 万亿减税

降费、融资难融资贵、2.15 万亿

地方专项债、扩就业。 

2、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减少政府

干预、公正监管、降低涉企收费。 

3、培育新动能：技改、新兴产业

培育、加大科研力度、双创。 

4、释放内需：养老及婴幼儿服务、

创新项目融资方式，吸引民间资

本参与基建。 

5、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扶持贫

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粮食生产、

乡村建设、农村改革。 

6、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

化质量：西部开发新政策、东北

振兴、中部崛起、雄安新区、粤

港澳、长三角，保障房建设。 

7、污染防治：改革创新环境治理

方式、重污染行业达标排放改造。 

8、深化改革：国企改革、民企竞

争中性、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9、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竞争新

优势：出口多元化、吸引外资、

一带一路、贸易自由化。 

10、改善民生：教育、医疗、社

保、文化生活、社会治理。 

1、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

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大力简政减

税减费：新动能、制造强国、破除无

效供给、“放管服”、减税降费。 

2、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

体系、创新激励政策、双创。 

3、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国企

改革、民企发展、产权制度和要素市

场化、财税体制（房产税、个税）、

金融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 

4、打好三大攻坚战：金融风险、地

方债务、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5、乡村振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基建。 

6、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京津冀、粤

港澳、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

北振兴、新型城镇化。 

7、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新能

源车购臵税优惠、支持社会力量增加

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向中西部倾

斜、新一轮技改升级。 

8、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

巩固外贸、外商投资、贸易自由化。 

9、改善民生：促就业创业、居民收

入、教育、医疗、住房、兜底保障、

社会治理格局、精神生活。 

1、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去产能、因城施策去库存、

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去杠杆、降成

本、精准扶贫。 

2、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商事制度、财税体制（营改增、增值

税）、金融体制（设立普惠金融事业

部）、多层次资本市场（创业板、新

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国企改革、

电力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非公有

制经济、产权保护、生态文明体制。 

3、促内需：服务消费、高品质产品、

有效投资、三大战略和“四大板块”发

展、新型城镇化。 

4、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科创能力、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

产业、双创、提升质量水平。 

5、农村供给侧改革：农业结构调整、

现代农业建设、农村基建。 

6、扩大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外贸、

外商投资、贸易自由化。 

7、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蓝天保卫战、

水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建设。 

8、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创业、教育、

医疗、养老、文化产业、社会治理创

新、安全生产。 

9、政府自身建设：依法履职、保持

廉洁、勤勉尽责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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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3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