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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 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5 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
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
勃向上的朝气，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加强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着力加
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步伐，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好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习近平还就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发表
了看法，他指出，上海及周边地区有不少
台资企业，同台湾方面的人员往来和交流

合作比较多。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
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2008 年以
来，两岸关系摆脱紧张动荡、走上和平发
展道路，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发展，同胞
往来更加密切，台海呈现安定祥和局面。
两岸同胞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满
期待，我们不应让他们失望。

习近平强调，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
确的、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
变。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继
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九二共识”明
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确保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承认“九二
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

双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
性互动。我们将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
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
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
增强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我们将坚决
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
裂的历史悲剧重演。这是全体中华儿女
的共同心愿和坚定意志，也是我们对历
史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责任。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成果需要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开
创共同美好未来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携
起手来同心干。

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对台方针不因台政局变化而变

左图：3 月 5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党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
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出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右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右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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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 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奋斗才能赢得未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良好开局，为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德江主持大会。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应出席代表 2943 人。今天的

会议，出席2890人，缺席5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9 时，张德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一、2015 年工作回顾；
二、“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三、2016年
重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摘编见第二、第三版）

在回顾“十二五”时期发展成就后，李克强说，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国务院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草案）》，提交大会审查。《纲要草案》紧紧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了今后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支撑发展的重大政
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突出了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保持经
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二是强化创新引
领作用，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四是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五是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
体制；六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李克强指出，做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着力把握好三点。
一是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
改革。三是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李克强说，2016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6.5％至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
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进出口
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主要污
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
2016年计划草案、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6年全国预算草案。

3 月 5 日上午，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提出，2016 年国内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预 期 目 标
6.5%—7%，这标志着我国为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划定了明确
区间。这个区间目标有何新意？这个目标
对中国来说够不够？对世界来说够不够？

首先，6.5%—7%的增长区间目标，符
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要实现比 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未
来 5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就要达到 6.5%
的水平。所以，设定 6.5%的经济增速作为
区间目标下限，即最低速度，是完成两个
百年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今年经济工
作，将会采取更多灵活精准的政策工具，
保持经济增长率不下穿这个底线。

其次，6.5%—7%的增长区间目标，符合
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李总理在报
告中表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6.5%—7%，
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
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
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稳增长主要是为了
保就业、惠民生，有 6.5%—7%的增速就能
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这里的“需要”，
就是改善民生和就业，对保持一定增长速
度有客观要求。这里的“可能”，就是资源
环境条件和控制通货膨胀政策目标，对经
济增长速度的约束。因此，设定7%的增长
上限，无论是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需

要，还是从当前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政策
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第三，6.5%—7%的增长区间目标，为
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灵活的空间。今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
性改革的攻坚年。一方面，中国经济韧性
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
改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
有改变，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改
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改
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当前确实面临着
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问题，经济在向新常态
转化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国际经济和金

融格局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国际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不确定性增加。在这种环
境条件下，设定一个经济增长的区间目
标，为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提供了灵活的空
间，有利于提高中国政府在多重约束条件
下，采取更加灵活、精准、有效、及时的
调控政策，实现保增长、促就业、改善民
生和控通胀、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等
的平衡。

第四，6.5%—7%的增长区间目标，对
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会减少。以绝对增量计
算，中国经济体量和基数巨大，每增长一
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贡献的增量也将成

倍增加。2015 年，中国对世
界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超 过
25%，名列前茅。今年如果实
现 6.5%—7%的增长目标，中
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将达到
或超过25%。正如《日经亚洲评
论》评论称，中国政府将 2016

年的 GDP 增长目标设定在 6.5%—7%之间，
这一高位区间或许可以让低迷的全球市场
松一口气。中国经济在2016年两会释放的积
极信号，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心剂”。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同济大学财
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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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目标6.5%-7％，如何看？
■ 石建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