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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国联证券研究所。2024年根据新华网直播整理

核心结论

➢ 总体来说，增长目标符合市场预期，工作任务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但有部分新增补充。

➢ 2024年目标：主要经济增长目标GDP增速5%左右（持平去年）、赤字率3%（持平去年）、特别国债1万亿（强调会连续几年发
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 2024工作任务首位——科技创新落脚点在新质生产力——包括产业链升级、培育新产业、推进数字经济三方面：

 1）培育哪些新产业？“加快发展”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
长引擎，“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2)如何推进数字经济？两个要点。“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 3、时隔11年再提“科教兴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科技自立自强+培养用好人才。

➢ 4、扩内需聚焦消费。

 1）新消费：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 “潮品”。

 2）老消费：新能源车、电子产品。

 3）服务消费：养老、育幼、家政等服务扩容提质，支持社会力量提供社区服务。

➢ 5、房地产方面：房地产放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主题下，强调供给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
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 6、对外方面：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 7、资本市场方面：重点在于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鼓励新产业股权投资。

➢ 8、城镇化中县域经济是重点培育发展县域经济，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 9、此外，我们注意到两个“品牌”建设：“投资中国”品牌（针对吸引外资）+“中国制造”品牌（针对推动产业链升级）



图：2024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 赤字规模4.06万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财政方面，赤字率与去年持平，但“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或超市场预期

图：2024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比上年
增加1000亿元



图：“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是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的第一、二顺位，“扩大内需”降至第三顺位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国联证券研究所。2024年根据新华网直播整理

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为“科技创新”，时隔11年再提“科教兴国”

序号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一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稳定性可持续性，促

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

度，着力稳企业保就

业

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

调控，确保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

进“三去一降一补”

。

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

政策，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

政策。

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

得新突破。

二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强化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支撑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

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

业，加大宏观政策实

施力度。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更大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增强发展新

动能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持续增长动

力。

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

的平衡。

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局面。

三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

环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

动摇”。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

发展内生动力。

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培育

壮大新动能。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

快转变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培育壮大新动能。

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

改革。

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

潜力。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

开拓发展更大空间。

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

发展新动力

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

主引擎作用。

四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

外资。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巩固壮大实

体经济根基。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

略基点，充分挖掘国

内市场潜力。

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促进农业丰收农

民增收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持续释放内需潜

力。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

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

纵深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改革发展。

五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促进互利共赢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

济金融风险。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和新型城镇化。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农业稳定发

展和农民增收。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稳住外贸外资基

本盘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任务，扎实推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

农民持续增收。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着力实现合

作共赢。

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

长和结构优化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

六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

全，有效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

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

乡村振兴。

大力抓好农业生产，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

放，促进外贸外资稳

中提质。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动社会事业改

革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

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

放。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

突破。

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

社会建设

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

七

坚持不懈抓好 “三

农”工作，扎实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推动外贸外资平

稳发展。

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

建设，持续改善环境

质量。

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

建设，大力推动绿色

发展。

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

有效投资。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力度。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建设。

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

加强教育、卫生、文

化等社会建设。

八

 推动城乡融合和区

域协调发展，大力优

化经济布局

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

社会事业。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提高社会建设水

平。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完善市场机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

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务

水平。

统筹做好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

九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

放，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

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

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

美好家园。

十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历年政府工作任务梳理



图：较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新质生产力的表述更加明确、更加细化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国联证券研究所。2024年根据新华网直播整理

新质生产力包括产业链升级、培育新产业、推进数字经济三方面

“关键词”的表述回溯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时的表述

新质生产力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
-

产业链升级

着力补齐短板、 拉长长板、

锻造新板,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竞争力。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

工程, 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创

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推动传统

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

。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促

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

2023年：持续开展产业强链补链

行动，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

培育新产业

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

业领先优势, 加快前沿新兴氢能、 新

材料、 创新药等产业发展, 积极打造

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

新增长引擎. 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

开辟量子技术、 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

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

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

、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

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16年：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

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

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

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

力强劲的新引擎。

推进数字经济

深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研发应

用，开展 “人工智能＋ ”行动, 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

项行动。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

施, 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

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

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2022年：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

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

、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

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

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图：高质量教育体系、科技自立自强、培养用好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点内容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国联证券研究所。2024年根据新华网直播整理

时隔11年再提“科教兴国”

“关键词”的表述回溯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次提出时的表述

科教兴国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强化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
-

2013年：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

撑能力

高质量教育体系

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

持续深化“双减”, 推动学前教

育普惠发展, 加强县域普通高中

建设。办好特殊教育、 继续教

育, 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大力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

2023年：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和城乡一体化，推进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创新，支

持中西部地区高校发展，深化体

教融合。

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布

局, 推进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

证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 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

入, 深化产学研用结合, 支持有实

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

- -

培养用好人才

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

人才平台建设, 促进人才区域合

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建设基础研

究人才培养平台, 打造卓越工

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加大对

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

-
加大科技人才及团队培养支持力

度



图：积极培育智能家居、 文娱旅游等新消费，稳定扩大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传统消费，推动服务消费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国联证券研究所。2024年根据新华网直播整理

扩大内需聚焦新老消费和服务消费

“关键词”的表述回溯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次提出时的表述

扩大内需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经济实

现良性循环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2013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新消费

积极培育智能家居、 文娱旅游、

体育赛事、 国货 “潮品” 等新

的消费增长点

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

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

消费增长点

传统消费

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 鼓励和推

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提振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 电子产品等大宗

消费

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

宗消费。

服务消费

推动养老、 育幼、 家政等服务

扩容提质,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社

区服务.

-

稳定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餐饮

、文化、旅游、体育等生活服务

消费恢复。



1. 全球地缘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导致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急剧变化。

2. 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变化。

3. 市场流动性超预期变化。

4. 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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