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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改革与创新是高频词

6.5%-7%,今年GDP增长划明确区间
3月5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也是
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改革”与“创新”是报告的高频词。

为何报告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划定了明确区间， 报告透露了今年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哪些新信号？

][
【关键词1】经济增长
GDP预期目标
划定明确区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6.5%-7%，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3%左右……”

【报告看点】 保持经济
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考虑了
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
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实现比
较充分的就业。

【点评】 5日公布的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了2016年经济
增长预期目标，标志着我国为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划定了明
确区间。“这一目标兼顾稳增
长和调结构的平衡，既要将经
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也要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

“从2014年的7.5%左右，
到2015年的7%左右，再到今
年清晰设定6.5%至7%的区
间目标，我国宏观调控的认识
和能力不断创新、更加成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
鞍钢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
境，0.5个百分点的空间让中
国更有回旋余地。

【关键词2】供给侧改革
在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
上下功夫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报告看点】 减少无效
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
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
促进经济发展。

【点评】“供给侧改革要
做好减法，更要做好加法。”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茅永红说，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既要落实好“三去一降
一补”重点任务外，更得在改
善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下功夫，
充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
效率。

【关键词3】新经济
重塑产业链、 供应链、价
值链

“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
加快发展新经济。”

【报告看点】 推动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
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
发展； 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
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

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点评】 全国政协委员车
黎明表示， 通过创新驱动，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不断释
放，新能源汽车、生态产业、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经济亮点频出， 发展不断加
速，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和新引擎，这些新经济构成的
新动能，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持
续利好。

【关键词4】政府自身建设
要包容干部改革创新

“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
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
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
事、能干成事。”

【报告看点】 建设人民
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
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
动简政放权；健全督察问责机
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
为， 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
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
机制， 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
劲。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
舒表示，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
提到的“简除烦苛， 禁察非
法”，出自《后汉书》，意为政府
把该管的管好，不该伸手的坚
决砍掉。政府要继续推动简政
放权，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
高效能。同时，要鼓励改革创
新，对于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和
试点，要有包容态度，让干部
释放更大的工作积极性。

【关键词5】重拳治污
全面落实新环境保护法

“全面推广车用燃油国五
标准， 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380万辆。”

【报告看点】 加大环境
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
新突破；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
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重
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大
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强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为建设美丽
中国贡献力量。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
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
景岭说，铁腕治污是环境保护
的关键，要有紧迫感和足够耐
心，全面落实“史上最严”的新
环境保护法，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全面开展环境保
护督查，强化督政问责。

【关键词6】新型城镇化
解决好“城、房、人”问题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 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

【报告看点】 加快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人
地钱”挂钩政策；推进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副院长
张朝伟表示， 推进新型城镇
化，解决好“城、房、人”问题，
推动棚改，容纳更多进城农民
工就近就业创业， 扩大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覆盖面。借助
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城乡一体
化的双轮驱动，把新型城镇化
建设推向更高层次和水平。

【关键词7】民生改善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
只减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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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看点】 着力扩大就
业创业；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
平的教育； 协调推进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改革，首次明确
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织密织牢
社会保障安全网；确保所有行
业税负只减不增。

【点评】 尽管财政收入放
缓，但民生实事一件不少。全国
人大代表姜健表示， 国家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近年来逐步
加大， 在扩大民生基本面的同
时，更要提高民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和精准度，共享社会经济发展
成果的获得感会越来越强。

【关键词8】对外开放
推进“一带一路”和自贸
区建设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着力实现合作共赢。”

【报告看点】 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国际产
能合作； 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快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邵
志清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是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共赢之
路，也是促进全球发展治理的
“中国方案”，潜力巨大，成效
明显，要促进全面开放，将合
作项目早日落地开花结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披露，2016年中国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 拟安排财
政赤字2.18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
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

这一赤字规模将创1949年新
中国成立以来之最， 赤字率也首次
碰触了欧盟所谓“3%的国际警戒
线”。

“今年大幅增加财政赤字，正是
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的表现。”全
国政协委员张连起说。他指出，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
面临较大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减税增支、

扩增赤字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3%一直被欧盟等经济体视为

衡量一国财政风险的警戒线之一。
今年我国财政赤字率达到3%，碰触
了欧盟警戒线， 是否意味着财政风
险加大？

“我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
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相对较低，
这样的安排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
安全的。”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说。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
的影响， 主要发达国家的赤字率经
常突破3%，如2014年美国的赤字率
为4.1%、英国为5.7%、法国为4%、
日本为8.8%。 ■据新华社

赤字率提高到3%释放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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