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我国加快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
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
前三季度增长6.9%，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与年度预
期目标相符；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
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
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通过创
新，从供给侧发力，一批符合市场前景、掌握核心技术、质
量安全可靠的新产品、新服务将不断激发消费需求。

2015年，我国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集中推出了

一批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

和创造力，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加大，《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

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明确要求砍证明、简

流程；鼓励创新创业，《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渐次出台；国企改革进入实质性

阶段，《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为新一

轮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金融体制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

各领域改革持续推进。

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

通过。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正着力在交通、生态环保、

产业升级转移3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发挥重大项目对

稳增长和协同发展的关键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三地在

交通、生态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和错位发展不断推

进，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一张交通卡就能在区域

内乘车畅通无阻；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正式取消；产业

疏解加速推进；公共服务正在趋同；环境治理联防联治；

旅游线路连成一线⋯⋯一系列“动真格”的动作让这片土

地结合得更加紧密。

2015年，《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

策措施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开始实施，为“双创”加

油鼓劲，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潜力。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065.5万户，

比上年同期增长15.8%。其中，企业315.9万户，同比增

长19.3%，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16万户。

同时，“双创”有力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将推动发展

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也让更多

人实现人生价值，让更多年轻人拥有了更多上升通道，这

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2015年是“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的一年。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为各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12

月，亚投行正式成立，加上丝路基金的启航，将为“一带一

路”重大项目落地保驾护航。

一年间，我国先后与俄罗斯、蒙古国、塔吉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达成共建“一带一路”的相

关意向，签署了多个产能合作项目。商务部统计，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总额

为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积极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推

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通

过加快原有产能技术改造、推进兼并重组、寻求国内转移

和国际合作等措施，解决不同原因的产能过剩问题。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全年将淘汰炼铁

1300 万吨、炼钢 1700 万吨、水泥 3800 万吨、平板玻璃

1100万重量箱以上，化解造船过剩产能1500万吨。我

国重大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也顺利推进。前11个月，新

备案的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产能达到800万重量箱玻璃、

470万吨水泥、160万吨钢铁、100万吨氧化铝。

2015年以来，央行进行了五次降息和四次全面降准。

2015年3月1日、5月11日、6月28日、8月26日、10

月24日，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0.25个

百分点，从年初的5.6%降至目前的4.35%；一年期存款基

准利率分别下调0.25个百分点，从年初的2.75%降至目前

的1.5%。2015年 2月 5日、4月20日、9月6日、10月 24

日，央行四次全面降准，共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

金率2.5个百分点。

降准降息从量价两个方面保持了货币环境的稳健和

中性适度。同时，央行在总量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定向

调控，在全面降准的同时实施定向降准，引导金融机构优

化信贷结构，支持结构调整。

2015年是“互联网+”元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互联网+”；7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出台；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纲举目张，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引领为“互

联网+”提供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大环境。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O2O、互联网金融、智能制

造、智慧城市等细分领域的创新应用和实践遍地开花，互

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但推动了经济稳步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创新升级，更加快了国家综合竞争新优势

的形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

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公布《中国制造2025》，包

括 1 个大规划和若干个子规划，因此被称为“1+X”规

划。目前，“X”体系方案正在有序推进编制中，以工信部

牵头的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和战略咨询委员会也已经

建立，指导发布了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并启动建立任务

落实信息化管理平台和制造强国基础大数据平台。

围绕《中国制造2025》，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工业强

基专项行动，支持118个示范项目，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和产品实现示范应用；认定75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和25家部重点实验室；启动智能制造专项和试点示范专

项行动，确定了46个试点示范项目。

2015年，各个行业发展速度放缓，新旧动力加速转

换，我国加大扶持实体经济力度，继续深化结构调整、加

快转型升级、注重提质增效，有效应对了复杂的局面。

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改善产业结构，缓解资

源和资金方面的压力；坚持走好自主创新道路，填补企业

在技术升级、设备改造、科技开发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采

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电力价格等措施

降低企业成本，提振企业家信心；增强企业活力，努力扶

持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高、市场前景好的优秀企业，促

进实体经济不断壮大，打牢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编者按 2015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

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

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

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

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本报整理了 10 个

关键词，为您梳理 2015年的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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