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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两会提前透露哪些政策信息？ 
 

第一，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可能与 2023 年持平，即 5%左右。 

第二，严肃财政纪律、深入推进化债依然是 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
约束之一。 

第三，中央财政可能会对地方投资缺口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今年可能发
行超长期国债。 

第四，不搞强刺激，追求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的“新质生产
力”。 

 

风险提示：部分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披露不完整，可能会导致分析出现
偏差；海外经济超预期波动或将影响国内政策出台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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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 月 30 日，31 个省级两会均已召开，从各地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

到今年稳增长的一些线索。 

第一，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可能与 2023 年持平，即 5%左右。 

超过半数的省份，没有完成 2023 年的增长目标。2023 年，全国经济增长 5.2%，超过年

初目标 0.2 个百分点，但有 17 个省份 2023 年实际 GDP 增速低于目标值。其中江西、黑

龙江偏离度较大，2023 年实际 GDP 增速分别为 4.1%、2.9%，低于目标值 2.9、3.4 个百分

点。 

图 1：各省份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完成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2024 年，多数省份下调了 GDP 增速目标。31 个省份中，有 16 个省份在 2024 年下调了

经济增长目标，其中云南、山西、海南、江西较 2023 年增速目标分别下调了 1.0、1.0、

1.5、2.0 个百分点，下调幅度较大；北京、辽宁、天津、浙江等 4 个省份上调经济增速目

标 0.5 个百分点；其余 11 个省份未发生变化。按照 2023 年名义 GDP 加权计算，31 个省

份 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加权平均值约为 5.4%，较 2023 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 

图 2：各省份 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较 2023 年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6 个经济大省的经济增速目标仍然稳定。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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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1。根据 2022 年 8 月召开的

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2，经济大省指的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河南、四川 6 个省份，2023 年产值合计占全国 GDP 的 44%。6 个经济大省中，浙江 GDP

增速目标较 2023 年上调 0.5 个百分点，河南 GDP 增速目标较 2023 年下调 0.5 个百分点，

其余 4 省均持平于 2023 年。此外，作为两个较为重要的直辖市，北京上调 GDP 增速目

标 0.5 个百分点至 5%，而上海则下调 GDP 目标增速 0.5 个百分点至 5%。用 2023 年名义

GDP 加权，6 个经济大省和北京、上海 2024 年加权平均 GDP 增速目标约为 5.2%，与

2023 年加权均值持平。 

表 1：6 个经济大省 2023、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 

省份 2023 年 GDP(亿元) 占比(占全国) 2023 年 GDP 增速目标 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 

广东 135,673 10.8% 5.0% 5.0% 

江苏 128,200 10.2% 5.0% 5.0% 

山东 92,069 7.3% 5.0% 5.0% 

浙江 82,553 6.5% 5.0% 5.5% 

四川 60,133 4.8% 6.0% 6.0% 

河南 59,132 4.7% 6.0% 5.5% 

上海 47,219 3.7% 5.5% 5.0% 

北京 43,761 3.5% 4.5% 5.0% 

     

加权平均   5.2% 5.2%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第二，严肃财政纪律、深入推进化债依然是 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约束之一。 

2024 年，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较为保守，下调幅度普遍大于 GDP 目标。截至

目前，共有 19 个省份披露了 2023 年、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目标，其中 14 个省

份的目标出现了下调，2 个省份有所上调，3 个省份持平去年。用 2023 年名义 GDP 作为

权重，19 个省份 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平均约为 5.9%，相比去年下调了 2 个百

分点，而 GDP 增速目标平均约为 5.5%，仅下调 0.3 个百分点。 

图 3：19 个省份 2024 年 GDP 增速目标、固投增速目标较 2023 年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有六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了严禁违规举债、盲目举债，严禁搞面子工程、

 
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slh=true 
2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16/content_57056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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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工程等。比如，山东要求“严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稳增长、

保民生”；广东要求“坚决防止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能让‘一时的

政绩’成为‘长期的包袱’”；四川强调“防止违反客观规律盲目蛮干”；甘肃强调“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工作”。 

表 2：6 个省份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财政纪律 

省份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财政纪律的表述 

四川 
不干劳民伤财的事，坚决反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严禁违规举债，防止违反客观规律盲目

蛮干，不上“两高一低”、低水平重复项目。 

山东 严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稳增长、保民生。 

广东 坚决防止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能让“一时的政绩”成为“长期的包袱”。 

甘肃 
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工作，多办人民群

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坚决防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坚决防范纠治“新形象工程”。 

宁夏 本届政府将始终坚持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搞违规项目、违规投资，不搞统计造假、数据造假。 

吉林 严肃财经纪律，厉行勤俭节约，决不允许盲目举债铺摊子，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第三，中央财政可能会对地方投资缺口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今年可能发行超长期国债。 

有 11 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利用好增发的万亿国债资金等政策机遇，尤

其是四川、吉林、陕西更是提到了要争取超长期国债额度，并不在现有存量政策的范畴

之内，预计后续仍会有增量财政政策适时推出。 

表 3：11 个省份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利用国债资金 

省份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国债的表述 

西藏 
抢抓战略机遇，加紧实施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围绕国家定位和西藏需要，积极用好国债、专项债等有利政策，全力服务和保障重大工

程，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项目，超前谋划“十五五”重点项目，努力在夯实发展基础上实现新突破。 

北京 
按照“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编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规划体系，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支持，用好平原区

结对帮扶机制，群策群力重建美好家园。 

河北 继续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抢抓增发国债等政策机遇，谋划储备一批水利、能源、防灾减灾等项目。 

广西 打造八桂水网，开工龙江河谷灌区、黑水河灌区、长塘水库及 350 个以上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建成百色水库灌区等工程。 

四川 

抢抓国家增发国债、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机遇，合理扩大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大力鼓励民营企业积极

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建项目。 

积极争取国债水利项目，开工建设引大济岷、黄河干流四川段防洪治理等重大项目，建成向家坝灌区一期一步等水利工程。 

广东 
争取增发国债资金 254.7 亿元。 

用足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发国债等资金，额度分配向项目准备充分、投资效率较高的地区倾斜。 

宁夏 积极争取国债资金，迅速启动首批防洪防涝、农田水利等 145 个增发国债项目。 

青海 
千方百计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围绕国家重点投向，实施重大项目攻坚行动，做好国家新增 1 万亿国债项目资金衔接落实，谋划储备生成一

批优质投资项目，深挖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新型工业化等领域投资潜力。 

吉林 争取万亿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分配额度，专项债券资金分配跟着项目走，与项目建设进度挂钩。 

陕西 
做好延长 1000 万吨炼化、榆林煤制清洁燃料、西安地铁四期、宝鸡机场等项目前期工作，积极谋划一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项目，力争

更多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盘子。 

新疆 
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功能，提高项目审批效率，管好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国债等各类政府投资，发挥带

动放大效应。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第四，不搞强刺激，追求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的“新质生产力”。 

共有 26 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相对靠前的位置重点提及了“新质生产力”，从各省政

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看，“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行业广泛，但关键还是创新和技术突破。 

可见当前经济政策优先级高的依然是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不走老路”、“不搞强刺激”

的政策定力很强。 

1 月 31 日 2024 年第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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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3，并给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定义——“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

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表 4：26 个省份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新质生产力 

省份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新质生产力的表述 

河北 
一是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打造发展新

引擎，抢占未来新赛道，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 

重庆 
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抓龙头带生态，促进产

业集聚、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北京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推进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在光电集

成、芯粒技术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加强原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培育生物制造等医药健康产业新增长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积极布局电机、电池、电控、车规级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产业链。推进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促进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开辟量子、生命科学、6G 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体系，助力更多企业发展

壮大。 

四川 

推动川渝共建项目与合作事项加快实施。“清单制+责任制”推动年度重点任务落地，滚动建设 300 个重大合作项目。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与

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高水平、大力度推进成渝“氢走廊”建设。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落实六大优势产业提质倍增“10 条支持政策”，大

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前瞻布局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广西 

加强科教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创新型广西建设，提高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产教科融合发展。 

山东 

抓实抓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一是加快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 

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三是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 

安徽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乘势而上壮大汽车“首位产业”。加快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 

上海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水平。 

促进产业竞争力跃升；加速产业新赛道布局；聚力优质大企业培育；加快海内外人才集聚。 

福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天津 

全力促进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 

在把握未来趋势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做实增量。顺应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布局人

工智能与超算、生物制造、生命科学、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深海空天、通用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特

色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培育一批紧密服务我市先进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 

辽宁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着力推进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机器人、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融合集群发展。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在人工智能、元宇宙、深海深地开发、增材制造、柔性电子、氢能储能、细胞治疗、生物育种等方

面，加快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推进 20 个以上 5G 工厂、10 个以上“5G+工

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建设，累计建成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超 500 个，建成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超百个。支持沈阳、大连深入开

展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打造沈阳北方算谷、大连数谷，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 

山西 

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发展。梯度培育“链主+链核+专精特新”企业，加快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升链建链，16 条

省级重点产业链营业收入达到 7000 亿元。开展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认定，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消费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产

业集群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1800 亿元、1700 亿元、1400 亿元、1100 亿元。推动通航全产业链发展，加快通航示范省建设。布局发展高速飞

车、绿色氢能、量子信息、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宁夏 
加力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主导力量，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

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设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 

海南 

培育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气候温度、海洋深度、地理纬度和绿色生态“三度一色”优势，聚焦种业、深海、航天、绿色低碳、生物制造、

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加强政策引导，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常态化发射，落地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项

目 5-6 个。 

浙江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一链一策”推动新兴产业提质扩量，前瞻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支持杭州、宁波争创未来产业先导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 10%以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企业、领航企业、“链主”企业培育，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新增“雄鹰”企业 30 家、上市

公司 50 家、国家单项冠军企业（产品）2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00 家以上。 

广东 

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举。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强质量支撑和标

准引领。 

甘肃 
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优势。坚持以改革办法、市场手

段释放高质量发展活力。 

江苏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打造“51010”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积极开展省级融合集群试点，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智能电网、新能源、低

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坚持以未来产业开创产业未来，围绕前沿技术、示范企业、科创园区、应用场景、标准规范等展开部署，开辟未来网

络、量子、生命科学、氢能和新型储能、深海深地空天等产业新赛道。 

 
3 https://wap.miit.gov.cn/xwdt/szyw/art/2024/art_340ed6a4ec5f4284b1e94ebd602ea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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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大力培育新材料、稀贵金属、先进装备制造、光电等新兴产业，布局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卫星应用、低空经济、氢能及储能等未来产

业，形成新质生产力。 

黑龙江 

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点。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催生新产业，强化数字、创新、设计和政策赋能，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谋划推进一批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举措，把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大招商

招大商、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把新产业新动能转化为新增长点。 

青海 
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产业“四地”为牵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支柱

产业聚链成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吉林 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突出创新和产业融合联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 

陕西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就是要始终把新发展理念作为“红绿灯”“指挥棒”，摒弃思维定势，摆脱路径依赖，深化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深化“稳控转”厚植能源优势，深化融合赋能促进大文旅繁荣，最大限度把资源要素向高质高效、彰显特色的领域倾斜，以产业

项目和社会资本投资为重狠抓高质量项目，以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破解发展方式、增长动力、要素配置等方面的突出

矛盾，在高质量发展中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 

河南 
集中精力办好河南自己的事情，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质的突破上来，放在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华山一条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上来，推动经济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赢得战略主动。 

内蒙古 

聚焦完善产业体系，加快实施科技“突围”工程。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打造“科技兴蒙”2.0 版，发展新质生产力，出台实施科技“突围”工程工友展推进方案，全力做好技术攻关、

产业培育、人才培养等工作。 

新疆 

大力实施科技兴疆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着力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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