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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经 济 发 展 动 力 足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之一

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990865亿元，逼近100万亿
元关口；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14.4万亿美元，继续稳居世界第
二位。

从增速上看，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6.1%，符合6%至
6.5%的预期目标；明显高于全球
经济增速，在经济总量1万亿美
元以上的经济体中更是稳居第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冠军。从
人均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为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达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
美元大关。

2019 年，我国GDP占世界
的比重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动力
最足的火车头。 （林火灿）

经济总量再创新高

2019年，我国就业形势保
持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52 万人，超过年初提出的
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城
镇新增就业连续 7 年保持在
1300万人以上。

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得益
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
策。一年来，党中央坚持把稳就
业放在“六稳”首位，各项稳就

业政策不断落地，就业优先导向
愈发鲜明。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对就业
的拉动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
着我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产业
结构逐步优化，服务业快速发
展，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涌现，
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
就业形态。

（韩秉志）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2019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走势平稳，失业率受季节性因
素影响在个别月份略有波动，但
各月均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
标，全年保持在 5.0%至 5.3%
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25岁至 59
岁主要劳动年龄群体失业率各月
均在5.0%以下。相关数据表明，
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各

项就业预期目标均顺利完成。
2019年是就业优先政策全

面发力的一年，国家通过减税降
费降低企业负担，开展大规模职
业技能培训，着力做好重点群体
就业，“双创”带动市场主体数
量保持较快增长，充分发挥政策
兜底作用，有力保障和稳定了
就业。

（林火灿）

顺利完成就业目标

2019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3.62%。全年城镇失业人
员再就业546万人，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就业179万人。

纵观2019年全年，我国就
业优先政策不断落实完善，在支
持企业稳定岗位、开发更多就业
岗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稳就
业政策措施。同时，通过扎实推
进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职

工分流安置、农民工转移就业和
返乡创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就业困难人员帮扶等工作，重点
群体就业保持稳定。

同时，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加
力增效，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
困难企业稳定岗位，全年向
114.8 万户企业稳岗返还 551.7
亿元，惠及职工7289.5万人。

（韩秉志）

失业水平降至低位

2019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CPI）比上年上涨2.9%，涨幅低
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分月度
看，CPI同比涨幅前低后高。1月
份同比上涨1.7%；2月份受春节
因素影响环比上涨1.0%，因上年
基数较高，同比仅上涨1.5%；3月
份以后，受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推
动，CPI涨幅逐渐扩大，11月份同
比达到4.5%；12月份受猪肉价格

回落影响，同比涨幅为4.5%。
尽管受部分食品价格结构性

上涨影响，CPI同比涨幅在下半
年有所扩大，但各地区各部门针
对价格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
化，特别是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
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协同发力，做好促生产、保供给、
稳物价、惠民生工作，确保了价格
形势的总体稳定。 （林火灿）

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2019年，全国成功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1109万人，这一成绩来
之不易。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展
扶贫工作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
难题，一是以当时的扶贫标准，贫
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时，就

“减”不动了；二是随着扶贫工作
的开展，反倒是戴贫困县“帽子”
的越扶越多。

就在去年，脱贫攻坚工作扭
转了上述趋势。首先，贫困人口
由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
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
发生率由10.2%降至 0.6%。其
次，目前已经有780个贫困县宣
布脱贫摘帽，未摘帽县只剩下52
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
决，脱贫攻坚胜利在望。

（黄俊毅）

脱贫攻坚胜利在望

2019年，我国全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较上年下降
2.6%，基本达到年初确定的量
化目标。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受能
源消费构成、经济增长方式、技
术装备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去
年以来，我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推动重点行业转型发展，
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消费占比持续增加，钢铁等传统
高耗能领域能耗降幅显著。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部分地区
和行业在能源消耗总量及强度上
有所上升。对此，各地需要继续
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确保完成

“十三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目标。

（顾 阳）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当政府支出超过收入时，就
会出现财政赤字，赤字率就是赤
字规模占 GDP 的比重。2019
年，我国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减税降费
规模，这给财政收支平衡带来了
较大压力。

为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而
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一方面中
央财政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另

一方面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
度。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形势和
各方面支出需求，财政支出规模
得到了一定扩大。此外，科学稳
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适当提
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额度，盘活用好存量资金资
产，打出了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的“组合拳”。

（曾金华）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38874 亿元，同比增长
8.1%，全国财政支出总体保持较
快增长。

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转移支
付力度，全年下达对地方转移支
付 7.4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7.5%。支出结构也不断优化，重
点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良好。各级
财政部门重点增加了对脱贫攻

坚、“三农”、科技创新、生态环保，
以及教育、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
的投入，并切实抓好预算执行。
例如，2019年，农林水支出中的
扶贫支出增长11%；科学技术支
出中的科技条件与服务、基础研
究，分别增长28%、26.7%；节能
环保支出中的污染减排、可再生
能源支出，分别增长 48.6%、
38.3%。 （董碧娟）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

2019年，我国切实加大了对
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力度。去
年，中央财政安排各地均衡性转
移支付15632亿元，较上年增长
10.9%，有力推动了各地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

特别是中央充分考虑了“老、
少、边、穷”等财力困难地区的实
际情况，在当地脱贫攻坚压力加
大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对“老、少、

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2019
年，中央安排“老、少、边、穷”等财
力困难地区转移支付2489亿元，
较上年增长14.7%，增幅高于全
国近4个百分点。一系列举措有
力地支持了“老、少、边、穷”地区
经济发展，进一步缩小了当地与
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打赢脱
贫攻坚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董碧娟）

加大均衡转移支付

在增值税改革中，制造业一
直是减税规模最大、受益最为明
显的行业。2019年3月20日，财
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印
发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明确将适用16%
税率项目改按13%税率征税，主
要涉及制造业等行业。制造业适
用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是下降
幅度最大的行业之一。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进一步
扩大抵扣范围，将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纳入抵扣，将不动产由分两
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制
造业企业相关支出的总体规模较
大，受益尤为明显。此外，试行期
末留抵退税制度，根据统计数据，
制造业期末留抵税额占比最高，
将是这项政策的最大受益对象。

（董碧娟）

减税让制造业受益

从2019年4月1日起，我国
将适用10%税率的项目改按9%
税率征税，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
邮政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基础
电信服务和农产品等货物。

税率下调可以有效降低企业
负担，改善企业预期和经营效
益。企业获得减税资金后，将拥
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设备更新、技
术创新和升级改造，这不仅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还
能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关政策出台后，财政部、税
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组织
实施，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比
如，开展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解
读和培训辅导，帮助企业用足用
好政策；加大督查和监督力度，确
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等。

（董碧娟）

税率下调企业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