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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内需 强创新 促投资
各地明确2025年重点工作“施工图”

本报记者 赵玲玲

5%以上，GDP增速
目标明确

经济增长目标是预期和信心
的体现。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发
展成绩令人鼓舞，特别是在2024
年9月26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之后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
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

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来看，
多数省份将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
标定在5%以上。其中，西藏2025
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最高，提出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力争
8%；海南提出GDP增长6%以上；
内蒙古、湖北、重庆、新疆提出
GDP增长6%左右；安徽、四川提
出5.5%以上；吉林、浙江、湖南、河
南、贵州、甘肃、宁夏提出5.5%左
右；福建为 5%至 5.5%；河北、辽
宁、江苏、山东为5%以上；北京、
上海、天津、广东、黑龙江、广西等
10地为5%左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大
省，在这轮经济发展大潮中发挥
着“挑大梁”的作用。专家表示，
经济大省的增长目标，既兼顾了
需要与可能，也考虑到做好与中
长期规划衔接，充分体现了推动
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的需要。

各展所长，提振消费
扩内需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
年九项重点任务之首，凸显内需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对
此，各地也纷纷提出具体的政策
举措，“扩内需”居于各地2025年
经济工作重要位置。

北京提出，要全方位扩大内
需，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
良性循环。并明确开展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面向民间资本推
介重大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2000
亿元。

上海提出，要聚力扩内需、稳
外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体
到实际，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
行动，办好“五五购物节”、“上海
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
国际光影节等重大促消费活动。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全年完成投
资2400亿元。

在这个冬天，气温最冷而人
气最热的地方非东北“雪国”莫
属。黑龙江、吉林的提振消费举
措围绕“冰雪经济”下功夫。例
如，黑龙江提出推动特色文旅产
业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办好亚冬
会，加快建设冰雪经济引领区，
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持续优
化文旅服务，加强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吉林提出推进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提升消费品保障能
力；拓展“冰雪避暑+中医中药”
康养模式；打造雪地越野等新业
态，支持更多景区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实现新雪季接待游客
人次、出游总花费增速均达到
20%以上。

此外，广东提出要全方位扩
大内需，精准有效释放消费投资
潜力；江西提出要充分挖掘释放
有效需求潜力，促进经济循环畅
通；陕西提出要提振信心稳定预
期，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山东提
出在全方位扩大内需上下功夫、
求实效；湖北提出要在全方位扩
大内需上持续加力，切实巩固经
济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云南提出
要统筹消费和投资，加快释放内
需潜力……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的发布，不仅让扩内需促消费密
集落地，同时，在各方合力和消费
内生动力作用下，消费领域将涌
现出众多新业态、新场景、新
模式。

聚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让“创新链”紧密衔
接“产业链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
的一年，各地继续将发展新质生
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形成更
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北京提出，要着力发展壮大
高精尖产业，努力打造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发动机，重点培育人形
机器人、商业航天、生物制造、新
材料、未来能源等20个未来产业，
创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广东提出，要巩固提升制造
业当家优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大力发展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型显示、

新型储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
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

浙江提出，以创新浙江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现代化产
业体系。做深做实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推动以
企业为主导、以项目为载体、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用融通创
新，完善“高校+平台+企业+产业
链”结对合作机制。力争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7.5%。

天津提出，坚持以“三新”“三
量”为重要工作抓手，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安徽提出，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体
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河北提出，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川提出，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
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提
出，聚焦全方位扩大内需，着力提
消费促投资；辽宁提出，坚持创新
驱动，加快建设科技强省；在大力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方面，西藏将
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升级布
局数字基础设施，依托拉萨高新
区打造数字经济集聚区……多地

“新春第一会”部署聚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让“创新链”紧密衔接“产
业链”，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将全面激发经济增长新
动能。

扩投资亮清单，重大
项目拉动投资增长

投资是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提高投资效益，重大项目的
带动作用不可或缺。

江苏“新春第一会”继续聚焦
重大项目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快建设500个省重大项目和
200个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

浙江提出抓好重大项目建
设，切实做好“两重”项目谋划推
进，深入实施扩大有效投资“千项
万亿”工程，加强产业项目招引和
企业培育，进一步提高投资效
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
将安排重大项目1000个以上，完

成年度投资1万亿元以上。
福建提出及早谋划“十五五”

重大项目，推动更多项目纳入“两
重”建设；湖北提出扎实开展投资
提质年活动，全年实施亿元以上
项目1.6万个，投资增长7%左右；
上海提出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全
年完成投资2400亿元；天津提出
发挥好重大项目投资带动作用，
建立健全重大项目谋划、招商引
资调度、项目建设推进服务等“三
个机制”；湖南提出推进好总投资
1.78 万亿元的 289 个省重点项
目；四川近日公布2025年四川省
重点项目名单，2025年预计完成
投资7916.5亿元；内蒙古提出实
施重大项目谋划行动,坚定不移
抓投资……各地对2025年经济发
展的积极部署，体现出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结构
在向优、动能在向新。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要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聚焦
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排出优
先序。

重庆提出，聚力打造城乡融
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在推动大城
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发展上
探索新路子；湖北提出，在城乡融
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发有
为，促进区域城乡共同繁荣；山西
提出，聚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统
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浙江提出，以“千万工程”牵引
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
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安徽提
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辽宁提
出，扛牢首要担当，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江西提出，扎实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山东提出，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上下功夫、求实效；河南提
出，更大力度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广西提出，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云南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宁夏提出，坚持以乡村全面
振兴为抓手，在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上实现新突破……2025年，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将
谱写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
篇章。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纷纷聚
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等重点领域落子布局，推
动改革举措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成效。

天津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优化民营企业对接服务
机制，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
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出台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善于把中央
惠企政策送到企业手中，助力企
业市场开拓、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和减负降本；构建高标准市场体
系，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
引，争取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
合改革试点，开展市场准入效能
评估；拓展政务服务改革，推进诚
信市场建设。

上海发布《上海市聚焦提升
企业感受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行动方案》，在优化为企整体
服务、优化涉企监管检查等方面
推出58条任务举措。

河南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
双循环支点；山东部署深化融资
平台和城投公司转型改革、地方
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等 10 项重点
改革；云南提出，着力增强内引
外联开放功能，打造沿边开放新
高地……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新的一年，多地
绘制出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路线
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

（本文根据新华社、中国网等
媒体报道综合整理）

地方两会近期紧锣密鼓召开。《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

到，1月中旬以来，北京、天津、河北、福建、广西、黑龙江、

浙江、湖南、海南、吉林、内蒙古、广东、上海、湖北、江西等多个

省(区、市)相继召开地方两会，交出了过去一年的“成绩单”，

也公布了202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了未

来重点产业“施工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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