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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2024/3/6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员  阎奕锦 

010-66555831 

yijin_yan@chiefgroup.com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点评 

事项： 

 2024年 3月 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

告》，对 202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主要工作进行回顾，明确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和宏观政策取向，并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2024年 3月 6日，财政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主要观点： 

 经济：今年的经济形势定位和目标制定均偏正向——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 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描述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频

发，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有

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

国际循环存在干扰。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公共服务仍有

不少短板。一些地方基层财力比较紧张。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重点领域改革仍有不少硬骨头

要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任重道远。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不容忽视。政府工作存在不足，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有的干部缺乏担当实干精神，

消极避责、做表面文章。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然多发。” 

我国的有利条件为“我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完备的供

给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众多的人才优势，科技创新能力在持续提升，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在加快壮大，发展内生动力在不断积聚，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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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定性为“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 经济增速目标设置在 5%左右，与上年相同，但实现难度较上年提升。将今年的 GDP增速目标

值设置在 5%左右，为较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主要是出于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考虑：1、

一方面，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超过 11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再加上农民工、转业军人等群体

的新增就业需求，今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因此政府报告提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 1200万人以

上，目标高于上年的 1200万人左右；2、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关联带动效应，我国当前经济增

长 1个百分点可带动 200多万人就业。以上年为例，GDP增长 5.2%，城镇新增就业 1244万

人。从二者的关系看，今年 1200万以上的新增就业目标需要 5.0%以上的经济增速。3、设置

该增速目标值也是为了与 “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相衔接。 

但今年 5%的增速目标要在上年 5.2%的基础上实现，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下难度高

于上年。 

✓ CPI 涨幅目标值设置在 3%左右，与上年相同。经过测算，我们认为今年 CPI 走势呈现“前低

后高，逐渐回升”的走势，全年通胀压力不大，设置 3%的 CPI目标，主要是维持之前的目标

值的连续性。 

 

 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今年开始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 赤字率为 3.0%，与上年持平。今年赤字金额 4.06 万亿元，较上年预算增加 1,800亿元。财政

收入增长、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利润、调入预算稳定基金等因素使

可用财力增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5万亿元，较上年高 1.1万亿元。 

✓ 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

建设，今年先发行 1万亿元。超长期意味着为 30 年期或 50年期，特别国债意味着不计入赤字

率，体现出财政政策作用于当前的同时，也兼顾长远发展。 

✓ 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000 亿元。受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对地方政府基

金收入的持续性影响，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依然较低，较上年仅增长 0.1%至 7.08万亿

元。但预算支出增速较快，增长 18.6%至 12.0万亿元，二者之间的差额靠上年结转收入

391.87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 10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9000 亿元三项补

充。 

 

 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速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 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

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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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居于政府工作报告 2024 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也是今年两会的热词。 

✓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 它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力。 

✓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投资重心向科技民生设备更新转移，传统基建投资分量淡化：重点支持

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推进防洪排

涝抗灾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实施“十四五”规

划重大工程项目。 

✓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政策标本兼顾。“标”的方面，推动新型消费、传统消费、服务消费等各

类消费。“本”的方面，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

潜能。对于消费而言，要注意三点：一、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治“标”政策只是通过

补贴等政策把部分靠后的置换需求前置，集中置换期过后置换需求会快速将至正常水平之下，

对总体需求拉动较为有限。二、消费结构正处于从传统商品消费向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的

阶段，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需求和实际消费金额均呈增加走势，政策要随势而动，做好助力。

但与此同时，居民讲究性价比、消费降级等倾向也越发凸显；以春节假期出游消费为例，出行

人次创新高，显著高于疫情前的 2019年，但人均消费金额增速却为负值。三、增加收入、优

化供给等治“本”政策对消费的拉动效果更为显著，但这些政策产生作用所需时间较长。 

 

 房地产：强调处置风险隐患和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 优化房地产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 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

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完善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

需求。 

✓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市场+保障”住房供应体系。市场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住房需求，政

府保障基本住房需求。政府继续做好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和

城中村改造三大项目，今年再改造 5万个老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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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科教兴国、深化改革、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民生等诸领域均进行了部署。 

 

图表 1：2024年财政预算表 

 

资料来源：财政部、致富研究院 

 

2020年（实际） 2021年（预算） 2021年（实际） 2022年（预算） 2022年（实际） 2023年（预算） 2023年（实际） 2024年（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82,894.90 197,650.00 202,538.88 210,140.00 203,703.48 217,300.00 216,784.37 223,950.00

        支出 245,588.00 250,120.00 246,321.50 267,125.00 260,609.17 275,130.00 274,573.81 285,490.00

        结转调入 26,133.30 16,770.00 11,713.52 23,285.00 24,541.00 19,030.00 16,840.68 20,940.00

        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40.20 3,540.90 1185.31(150) 2851.24(5000)

        赤字 37,600.00 35,700.00 35,700.00 33,700.00 33,700.00 38,800.00 38,800.00 40,600.00

    政府性基金预算

94526.62 98636.67 78169.9 70802.05

（外加结转收入240.1
亿）

（结转收入354.67亿，特
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
构上缴利润16500亿元）

（结转收入7393.09亿） （结转收入391.87亿）

        支出 117,998.90 131,265.70 113,661.01 138,991.34 110,583.28 117,962.99 101,338.59 120,193.92

        地方政府专项债 37,500.00 36,500.00 36,500.00 36,500.00 36,500.00 38,000.00 38,000.00 39,000.00

        特别国债 10,000.00 10000(结转下年5000亿) 10,000.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3877.05 5792.31 5358.4 5925.14
（外加结转收入732.6

亿）
（外加结转收入664.23

亿）
（加结转收入275.41亿）

（外加结转收入107.35
亿）

        支出 2,609.40 2,647.90 2,765.60 3,520.19 3,395.32 3,468.81 3,345.22 3,282.49

    社保基金预算

        收入 72,115.70 89,180.80 94,734.74 100,273.59 101,522.98 109,356.63 111,499.69 117,491.02

        支出 78,834.80 86,412.70 87,876.29 92,412.78 91,453.11 98,008.44 99,281.29 106,823.30

        收支结余 -6,219.20 2,768.10 6,858.45 7,860.81 10,069.87 11,348.19 12,218.40 10,667.72

收支平衡

盈余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4,777.80 5,179.55 5,688.60 6,743.61

收支两条线

以收定支

        收入 93,488.70 98,023.71

77879.34
（结转收入354.67亿，调
入150亿，特定国有金融
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

18100亿元）

70,7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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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主要经济目标与上年基本一致 

 

资料来源：各年政府工作报告、致富研究院 

 

  

指标 单位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实际GDP增速 % 6-6.5 无 >6 5.5左右 5左右 5左右

CPI同比增速 % 3 3.5 3 3左右 3左右 3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 万人 >1100 >900 >1100 >1100 1200左右 1200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 % 5.5 6 5.5 5.5以内 5.5左右 5.5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 % <4.5 5.5

居民收入增长 %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进出口 稳中提质 促稳提质 量稳质升 促稳提质 促稳提质 -

国际收支 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基本平衡

单位GDP能耗（下降） % 3 继续下降 3 “十四五”规划期统筹考核 继续下降 2.5左右

宏观杠杆率 基本稳定 - 基本稳定 基本稳定 - -

赤字率 % 2.8 >3.6 3.2 2.8左右 3 3

财政赤字 万亿元 2.76 3.76 - - 3.88 4.06

财政支出 万亿元 >23 24.8 25 26.7 27.5 28.5

特别国债 万亿元 - 1 - - 1 1

专项债 万亿元 2.15 3.75 3.65 3.65 3.8 3.9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亿元 5776 6000 6100 6400 - 7000

M2同比 % 与GDP名义增速相匹配 明显高于去年 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社融同比 % 与GDP名义增速相匹配 明显高于去年 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国有大行小微企业贷款 % >30 40 >30 >40 - -

老旧小区改造 万个 - 3.9 5.3 - - -

铁路投资 亿元 8000 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 - - -

公路水运投资 万亿元 1.9 - - - - -

水利投资 万亿元 再开工一批 - - - - -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万公里 20 - - - - -

棚户区改造 万套 继续推进 - - - -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60.6 - - - - -

农村贫困人口 万人 >1000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 - - -

异地扶贫搬迁 万人 基本完成十三五规划 - - - -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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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声明 

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员在此声明：（1）该研究员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该研究员的研究观点；（2）该研究员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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