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今日公布的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目标设定在 5%左右，较市场之前有预测可能将目标设定为

“5%以上”更具弹性。 

在海外需求放缓的背景下，《报告》中指出今年进出口目

标为“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今年出口增速

存在下滑的可能是制定全年增长弹性目标的重要因素。 

《报告》中将 2023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设定在 3%左右，

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2023 年我国通胀水平总体保

持温和是主基调。 

《报告》中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 5.5%”。今年 1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

16-24 岁青年失业率高达 17.3%。今年高校毕业生新毕业人数

预期 1158 万人，比去年增加 82 万人。年青人就业压力较大，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仍是非常必要。 

《报告》延续了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政

策的相关表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精准有力。《报告》中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 3%安排，比去

年增加 0.2 个百分点。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8 万亿

元，比去年 3.65 万亿元增加了 0.15 万亿元。 

《报告》中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

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总体面对可能的不确定性，弹性目标的设置有助更切实际

的应对变化，保留了相机决策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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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公布的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将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

定在 5%左右。市场之前有预测可能将目标设定为“5%以上”，而报告中的表述更具有弹性。我国面

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恢复的

基础尚不牢固，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设置弹性目标更科学。 

在 2 月 28 日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近期美国国会通过多项涉台法案。美

国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继续增加制裁或长臂管辖中国企业的名单，和扩大对我国技术封锁限制的范

围。2 月 20 日新华社发表名为 《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重磅文章，是对美国霸权行为的

直面回应。目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国际环境在 2023 年亦充满不确定性。 

《报告》中将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目标设定在 3%左右，与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同。2022

年欧美国家因为之前大量发行货币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严重。而我国 2022

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 2%，通货膨胀实现了较好的控制。今年开年以来，美联储和欧洲央行

继续加息，市场预期接下来还会持续加息 2~3 次，欧美国家信贷利率高位必然会压制需求，这样一

方面不利我国对外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报

告》中指出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预计 2023 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央行副行长近日

表示 2023 年我国通胀水平总体保持温和是主基调。 

在海外需求放缓的背景下，《报告》中指出今年进出口目标为“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

本平衡”。2022 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7.7%，今年有多个机构预测全年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进出口总

额保持稳定和更多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科技含量成为主要目标，今年出口存在下滑的可能也是

制定全年增长弹性目标的重要因素。 

《报告》中今年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2022 年

我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06 万人，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 5.5%。在去年 GDP 实现增速 3%，今年

预期 5%的增速下实现该目标应该比较有把握。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仍是工作的重点。过去两年有应

届毕业的高校学生尚未完全实现就业。今年 1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但 16-24 岁青年失业率高

达 17.3%。今年高校毕业生新毕业人数预期 1158 万人，比去年增加 82 万人。年青人就业压力较大，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仍是非常必要。 

《报告》延续了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政策的相关表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

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财政部部长在近期表示“加力”，就是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



 

 

扩张力度。在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 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将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

字、贴息等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报告》中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 3%安排，比上一年

增加 0.2 个百分点。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8 万亿元，比上一年 3.65 万亿元增加了 0.15 万

亿元。今年专项债将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持续形成投资拉动力。 

央行在 2 月末发布的 2022 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保持信贷

总量有效增长，推动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加强金融、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央行领导近日表示下一阶段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

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在今年外需不确定的情况下，内需稳定增长变的更为重要。《报告》中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

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稳定大宗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去年末中央和国务院印发《扩大内

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重大方针，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近日商务部将今年定为“消费提振年”，将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展

会、周周有场景”，确保全年消费活动不断、精彩纷呈，形成波浪式的消费热潮。 

《报告》中设定的经济目标，与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方针一脉相承，面对可能的

不确定性，弹性目标有助更切实际的应对变化，同时保留了相机决策的灵活性。 

 

 

 

 

 

 

重要声明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报

告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也不保证分析师作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

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期货品种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

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作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据此投资，投资风险自我承担。我公司可

能发出与本报告意见不一致的其它报告，本报告反映公司分析师本人的意见与结论，并不代表我公

司的立场。未经我公司同意，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或对本报告进行有悖

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