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4 2018年3月24日 星期六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

去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执行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审查意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好于预期，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计划执行情况总体
良好。

（一）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扎实开展经济监测预测预警，准确把握国内国际经济形势
走势趋势变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
准调控，强化财政、货币、消费、投资等宏观政策的组合运用，保
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高度重视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确保
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 82.7 万亿
元，增长6.9％，符合预期。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优化，重点项目
和民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6万亿
元，增长7.4％；财政赤字2.38万亿元，与预算持平。货币政策保
持稳健中性，流动性基本稳定，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平稳适度增
长，采取定向降准、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等差别化政策，加大对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12月末广义货币M2增
长8.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2％。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全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7.52万亿元，增长21％，增速比上
年加快12.5个百分点。

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旅游、文化、体
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幸福产业服务消费进一步提质扩容，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58.8％。

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投资结构持续优
化，民生、高技术、工业技术改造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高技
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7％和8.6％。

二是就业形势总体较好。深入落实“十三五”促进就业规
划，持续完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就业创业服务不断加
强，重点群体就业得到较好保障，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农民工
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深入推进。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3.90％。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5974 元，实际增长 7.3％，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
于城镇居民。

三是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价格监测分析预警调控不断完
善。持续加大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积极应对天然气价
格波动等突发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有效保供稳价。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1.6％。

四是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稳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有序推进，股票、债券、期货、保险市场总体平稳，金融监管统筹
协调加强。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价变化趋于稳定。国家
储备制度进一步健全。强化预期管理，提高政策公开性和透明
度，市场信心不断增强。

（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
升。着力改善供给结构，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促进资
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

一是“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钢铁、煤炭去产能年度目
标任务超额完成，“地条钢”全面取缔，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
6500万千瓦。人口净流入大中城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加快，房
地产库存继续减少，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下降
15.3％。企业杠杆率稳中趋降，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为55.5％，下降0.6个百分点。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全年为
各类市场主体减负超过1万亿元。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
工作积极推进，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等
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
农业投资分别增长23.9％、16.4％和16.4％，快于全部投资16.7
个、9.2个和9.2个百分点。

二是实体经济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中国制造2025”加快落实，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强基、
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重大工程稳步实施，机械装备、石化医药、
冶金建材、新材料、轻纺等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国务院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7〕50号）出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取得显著成效。轨道
交通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增强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
划持续推进。“中国品牌日”设立。

三是服务业向高效优质发展迈进。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和生活性服务业，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出台实施，新一轮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扎实推进。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58.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四是基础设施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已累计开工122项，其中2017年新开工16项，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不断优化，全年铁路建
设完成投资超过8000亿元，公路水路完成投资超过2万亿元，
民航完成投资825亿元。多式联运加快发展，集装箱铁水联运
量增长20％以上。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全面实施，能源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

（三）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加快培育。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优质农产品比重持续提升，
农业基础进一步夯实。

一是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粮食总产量达6.18亿吨，籽

粒玉米种植面积调减 1984 万亩，粮改饲面积超过 1300 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一批高标准节水农业示范区扎实建
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建设积极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耕地轮作休耕和土壤重
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深入推进，耕地质量得到保护提升。

二是农业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深化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调整完善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政
策，粮食、棉花库存加快消化，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市场运行
平稳。发挥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吞吐调节作用，保障农资市场
供应充足与价格基本稳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开展，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完成确权面积11.1亿亩。农村土地“三权
分置”改革稳妥实施。

三是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迅
速，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
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百县千乡万村”试点示范工程深入实施，创
建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直供直销、创意农业、教育农园、智
慧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加
快集聚。

四是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农业节水加快推
进，全国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165万亩，百万公里农村公路
工程深入实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8.5万公里，改造贫困农户危
房190.6万户。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粮油仓
储物流设施、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建
设加快推进。中西部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县乡村
物流网络加快完善。黄河下游滩区居民迁建工作全面开展。

（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新动能加速成
长。着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
进一步增强。

一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
度达到2.12％，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7.5％。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涌现，“慧眼”卫星成功发射运行，C919
大型客机首飞，量子计算机研制取得重大突破，首艘国产航母顺
利下水，海域可燃冰首次试采成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推
进，169项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全面启动，其中13项改革举措向全
国推广。北京、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
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启动，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速
攻坚，“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启动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办法等进一步落实，17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56家国家高
新区形成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引擎。

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深化。《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
见》（国发〔2017〕37号）印发实施。新支持92个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建成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
余家企业加速器，第三届全国双创活动周及“创响中国”巡回接
力活动成功举办。全年新登记企业达到607.4万户，增长9.9％，
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1.66万户。

三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全面落实。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经济、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民用空间基础设施、通用航空、新型健康技术
惠民等一批重大工程顺利实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4％、11％和
11.3％，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6.8个、4.4个和4.7个百
分点。“互联网＋”行动深入推进，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加快转型
升级。高铁网络、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基因检测等走
在世界前列。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81.4％。全年网上零售
额达7.18万亿元，增长32.2％。

（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释
放。围绕构建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持续拓展重要领域、关
键环节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一是“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全年共削减国务院部门行政
许可事项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127项，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试点扩大至15个省份。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政府
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发布实施。“多证合一”改革全面实施，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稳步扩大。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办法，集中修订了12部法律法规，核准项目前置要件精简
为2项，其他前置审批事项与核准实现并联办理。“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在价格、工商、质检、税务、海关等领域全面推行。政务
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深入推进，初步实现71个部门、32个地方“网
络通”，16个重点领域“数据通”、“业务通”。

二是国企国资改革积极推进。已分三批在50家国有企业
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中
央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扎实
开展，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国有资
产监管进一步强化。

三是重点行业改革取得新进展。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推进，
电力市场化交易比重提高到26％，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顺利
开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实施，盐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进一步加强垄断行业价格
监管的意见出台，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力度加大。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前两批试点全面完成。

四是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分领域推进中央与地
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深化，
完善增值税制度，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和开
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继续
开展，人民币国际化稳妥推进，企业外债登记制管理制度深入落
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

五是价格改革继续深化。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出
台实施。持续推进能源领域价格改革，完成首轮省级电网输配
电价改革，降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天然气全产业链价格
监管制度基本建立。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全部取消，公立医疗机
构特需等医疗服务定价稳步放开。交通运输价格改革加快推
进。水资源价格改革稳步推进。

六是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一步健全。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配合推进
民法典编纂工作，修订出台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
规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国务院60多个部门签署4
个守信联合激励备忘录和29个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制定奖惩
措施超过100项。政务诚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失信专项
治理行动扎实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加大。

（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健
全。着力提高“引进来”水平，持续改善“走出去”结构，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加快形成。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已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101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6637列，其中2017
年开行3673列。蒙内铁路建成投运，匈塞铁路、中老铁路、中泰铁
路开工建设，雅万高铁建设积极推进。中俄原油管道复线工程建
成。中白工业园、中泰罗勇工业园等境外园区稳步发展。

二是对外贸易回稳向好势头巩固发展。全年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额 27.79 万亿元，增长 14.2％，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
面。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
印发实施，深入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全国通关一体化
继续推进，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

三是利用外资规模企稳结构优化。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
外资和促进外资增长的政策措施出台，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
改善。 （下转第五版）

关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