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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中有进 民生持续改善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之一

经济总量再上新阶
2018 年，我国 GDP 总量

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这是
自 2016 年 突 破 70 万 亿 元 ，
2017 年突破 80 万亿元后，再
次攀上新台阶。按照年平均汇
率折算达到 13.6 万亿美元，稳
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比
重继续提高，经济增量 1.4 万
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2017
年的经济总量。

从增速上看，按可比价格
计算，2018 年我国 GDP 比上
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
的预期发展目标。尽管 6.6%的
增速较过去动辄两位数以上的
增速明显放缓，但仍位居世界
前五大经济体之首，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在 30%左右，仍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林火灿）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我国就业局势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2018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达到 1361 万人，同比增加 10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这意味
着，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已连续六
年超过1300万人。

就业能够保持稳定，稳中向
好的经济基本面功不可没。过
去一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对扩大
就业、稳定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形成了有力拉动。从结构看，服
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
强，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
显现，为稳就业增添砝码。此
外，伴随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和
升级，中西部地区吸纳岗位的能
力越来越强。

（韩秉志）

新增就业再创新高

2018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
率连续四个季度保持在4%以内，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降
至近年来的低位。就业局势保持
稳定，不仅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
基本面，也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2018年全年，我国促
进就业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
从支持企业稳定发展、鼓励就

业创业、积极实施培训、及时
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等方
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同时，各地积极组织开展春风
行动、就业服务月、大中城市
联合招聘、民营企业招聘周、
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专
项服务活动，使公共就业服务
水平进一步提升。

（韩秉志）

失业水平降至低位

物价水平合理稳定
2018 年，我国 CPI 总体温

和上涨，全年同比上涨 2.1%，但
低于 3%左右的调控目标，物价
水平运行在合理区间。

物价水平与每个人的生活
密切相关，其背后的核心问题仍
然是供求关系。2019 年，由于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下行，输
入性通胀压力较小；投资需求和
消费需求较弱，对物价的拉动作

用不强；货币政策将坚持不搞
“大水漫灌”，不存在流动性泛滥
进而抬升物价的可能性。而且，
国内粮食产量稳定，农产品供给
充足；工业消费品供求平衡态势
总体稳定，供大于求局面仍在延
续。因此，我国物价大幅上涨的
可能性较小，通胀压力不会成为
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林火灿）

2018 年各月，我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保持在 4.8%-5.1%之
间，符合年度调控目标。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界十
分担心经济增速的换挡会导致
全社会的就业出现问题，导致失
业率的明显上升。

实践证明，尽管经济运行的
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但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上依然保
持总体稳定，这与我国经济结构
的持续优化密不可分。

2018 年，第三产业保持稳
定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为 59.7%。由于服务业吸纳就
业的能力强，为稳定就业提供了
良好的支撑。此外，“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也创造
了许多新的岗位。 （林火灿）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8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聚力增效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作为积极财
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全年赤字率
按 2.6%安排，在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情况下，有力促进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如果以债务率（债务余额/

综合财力）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
平，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76.6%，低于国际通行的100%-
120%的警戒标准。加上中央政
府债务余额 14.96 万亿元，按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初步核
算数计算，政府债务的负债率

（债务余额/GDP）为 37%，低于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
国家水平。 （曾金华）

财政政策保持积极

2018 年，我国财政支出保
持较高强度和较快进度。财政
部门积极盘活资金存量，加大资
金统筹使用力度，及时下达预算
和拨付资金，加快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和使用。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规模突破22万亿元。同
时，财政部门多措并举，督促部
门和地方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更
好地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尽快形

成实际支出。
2018 年一季度、上半年和

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进度分别达到24.3%、53.2%、
77.8%，各节点均超出或接近历
年最快进度。财政支出保持较
高强度和较快进度，为实施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曾金华）

财政支出有力有效

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2018 年中央财政不断加大
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转移
支付资金效率，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特别是在中央和地方
财政收入增速均有所放缓的情
况下，保障地方财政尤其是中西
部 财 政 困 难 地 区 平 稳 运 行 。
2018年中央财政加大对财力薄
弱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对老少边
穷地区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基层
财政困难地区兜住底线，以及支
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结合财
税体制改革总体进程，根据地区
间财力差异状况，调整完善中央
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加
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 （董碧娟）

转移支付重点突出

2018 年，工信部积极推进
网络提速降费，取消了手机国内
流量漫游费，电信企业持续降低
移动流量、家庭宽带和中小企业
专线宽带资费，超额完成《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网络提速降费
目标任务。

网络资费大幅下降，带给人
民群众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同时也为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流量资费快
速下降和移动应用不断丰富将
带动用户消费新一轮升级。

今年工信部还将继续开展
网络提速降费，启动宽带网络

“双 G 双提，同网同速”行动，加
快固定宽带千兆应用推广，做好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小企业精准
降费，推动大幅降低内地与港澳
间漫游费。 （黄 鑫）

资费下降消费升级
2018 年，在经济整体稳中

有进、实现较快增长的情况下，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
下降 3.1%，较好地完成了年初
设定目标，成绩来之不易。

从具体指标看，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主要得益于我
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
工业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据
不完全统计，通过改进工艺技

术、更新改造用能设备、淘汰落
后产能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举措，
钢铁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累计降低均在两成左
右。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以来部
分地区能源 消 耗 总 量 和 强 度

“双控”难度有所加大，要继续
组织实施重点节能工程，健全
政策机制，确保各项能耗目标
如期完成。 （顾 阳）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2018年，我国超额完成钢
铁去产能目标任务，全国压缩
产能超 3500 万吨。到去年底，
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确定的
钢铁去产能 1.4 亿吨至 1.5 亿吨
的上限指标。

得益于钢铁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2018年我国
钢铁行业迎来了运行最平稳、
效益最好的一年，行业兼并重

组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
得到优化，产能利用率趋于合
理，产品质量和高端产品供给
能力显著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和市场预期明显向好。总体
看，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局面
已得到基本扭转，“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得到较好扭转，有
利于促进钢铁行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 （顾 阳）

钢铁去产能效果佳

2018年，我国退出落后煤
炭产能 2.7 亿吨，超额完成年
初设定目标。至此，“十三五”
煤炭去产能主要目标任务基本
完成，煤炭行业发展由总量性
去产能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
构性优产能。

推动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通过

严控新增产能、有序淘汰退出
落后产能，有效化解了过剩产
能；另一方面通过签订中长期
合同、建立最低最高库存等举
措，让煤价处于合理的波动区
间。下一步，要进一步增强煤
炭行业化解风险的能力，加快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煤炭产业新体系。

（顾 阳）

煤炭产业清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