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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区间

供给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这四年，政府工作成绩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届政府自 2013年组建至今，已

经走过了4个年头。在这4年中，世界

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压力进一步显现，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

任务交织，对政府执行好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期待提出

了更高要求。可喜的是，面对艰巨的

改革发展任务，中国政府直面问题、

锐意改革、兴利除弊，在一系列重大

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成绩。

政府职能加快转变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对外开放走向纵深对外开放走向纵深

先进文化更加繁荣
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①①
背景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
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
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
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
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

依然较大。同时要看到，我国发展仍
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
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
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进展和成就进展和成就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虽

然 GDP 增速已不再是衡量发展水平的
唯一标准，但也要看到中国仍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因此，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013 至 2016 年，中国分别实现了
7.7%、7.4%、6.9%、6.7%的 GDP 增速，尽
管经济增速本身有所回落，但始终保持
在中高速的合理区间之内，增速水平在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亦位居前列。与此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基数的不断
扩大，GDP 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所对应
GDP的绝对增量也就更大。就 GDP总
量来看，中国从 2013 年的 56.9 万亿元
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74.4 万亿元。同
时，在积极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下，
物价、就业、粮食产量等其他重要指标
每年也都完成了年初目标。

②
背景

进展和成就

2015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
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
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
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
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
力。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
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落
实“互联网+”行动计划；从设立国家新
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到积极化解
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企业兼
并重组……过去 4 年，中国政府面对压
力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而是扎扎实
实转方式、调结构，迎难而上推动供给
侧结构改革，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

2013年至2015年，中国淘汰落后炼
钢炼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
平板玻璃 7600 多万重量箱、电解铝 100
多万吨。2016年，中国推进“去产能、
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
务亦成效初显。与此同时，新动能快速
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
模以上工业高 4.5个百分点；全国新登
记企业553万户，比上年增长24.5%。

背景

进展和成就

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要坚持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和质量。

2015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
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与和谐进步。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
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体现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否日益改善，钱
袋子是否更鼓上。近4年来，中国政府
格外重视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
得感”，居民收入等关键指标逐年改善。

2013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 7%，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实际增长 9.3%，农村贫困人口减
少 1650 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

缩小；2014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际增长 8%，快于经济增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
城镇居民；201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继续快于经济增速，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增长 8.5%，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 1442 万人；2016 年，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倍差2.72，比上年缩小0.01，农
民工月均收入水平比上年增长6.6%。

背景

进展和成就

③

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繁荣发展社会事业是促进社会公正、
增进人民福祉的有效途径。要深化社
会体制改革，以更大的投入和更有力
的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6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
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我们要念之再
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
民生之忧。

要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闲有所娱，还要
依靠政府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
等社会事业，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

2013 年，中国推进养老保险、社
会救助制度建设，城乡低保标准分别
提高 13.1%和 17.7%，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水平提高 10%。2014 年，中
国政府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

平，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大幅上
调，28 个省份实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
在流入地参加高考。2015 年，中国全
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拓展
居民大病保险，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4年来，中国
政府持续增加在社会事业领域的投
入，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毫不含糊。

④

⑤
背景

进展和成就

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
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
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
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
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
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

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2015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
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
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

在经济发展早期，政府管得多、
职能全，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一些不适
应新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职能就需要
加以转变。尽管这一改革牵涉面广、
程序复杂、难度不小，但中国政府依
然坚定推动了“简政放权”等一系列
改革措施，新经济活力得以激发。

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成为本
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仅 2013 年，国

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
下放了 416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同时，
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各地积极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大幅减少行政
审批事项。据国家发改委资料显示，
到2016年年底，国务院部门的各类审批
事项已经取消了 620 项左右，本届政府
承诺的要取消 1/3 的审批事项提前完
成。2016 年，国家通过简政放权、减税
降费为企业降低的成本在1万亿左右。

背景

进展和成就

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
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
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
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2016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
得新突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
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
强力推进，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
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

从“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发展思路的
不断升级。面对高污染、高能耗、粗
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树立了绿
色发展理念，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还民众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以 空 气 质 量 为 例 ， 整 个 “ 十 二
五”期间，中国单位 GDP 能耗共下降
18.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12%以

上。2016年，全国PM10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5.7%，比2013年下降15.5%；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重点区域
PM2.5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了
7.8%、13.2%和5.9%，与2013年相比降
幅都超过了30%，优良天数的比例继续
增加。这些成绩，显然离不开政府对
于相关企业的大力监督。4年来，中国
政府严格坚守生态红线，为实现绿色
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背景

进展和成就

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
轮对外开放，在国际市场汪洋大海中
搏击风浪，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
整，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2015 年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
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
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无论是签
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和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议定书，还是人民币加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无论是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
资，还是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
4年，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表现可圈可
点，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2013 年 9 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挂牌成立，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随后，广东、天
津、福建加入试点。2016年8月，中国政
府决定在前期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成效
的基础上，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
庆、四川、陕西再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

4 年来，中国对外开放蹄疾步稳、
成效卓著。如今，外资纷纷在华布局
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等新兴产业，中国也有望迎来新一轮
开放式经济增长。

背景

进展和成就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文
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文学

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
业，重视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
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
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投入，促
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育
创新型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力求文
化繁荣与经济发展同步。

设立公益性文物保护基金，大幅
提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传习补助标准，完善文艺评价激励

机制……在政府的持续投入与引领下，
中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日益繁荣。同
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亦有力地提升
了国家的软实力。2016 中拉文化交流
年、中埃文化年、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
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等品牌活
动成功举办，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搭
建了中外文化交流“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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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障 大 巢作 （新华社发）

治理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越来越鼓 翟桂溪作 （新华社发）

更开放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