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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2024 年 7 月 18 日，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按照惯例，会议审议通过

的，也是市场最关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后文简称为《决定》），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发布。财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等关注度高的问题，在公报里没有详细介绍，具体部署预计将

会在《决定》中体现。 

◼ 但通过对公报的学习，有助于了解《决定》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所指明的大方向。具体来看，我们认为公报中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 第一，公告里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关键节点、落脚点等重点

内容。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9 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2035 年要全面建

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第二，强调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

公报的相关内容看，要平衡好市场机制和政策调控的作用。一方面，必须更好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在

“放得活”的同时又要“管得住”，通过政策调控来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

市场失灵。公报里也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可能意味着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会更加

兼顾公平。 

◼ 在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部署方面，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本次公

报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删掉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

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表述；二是强调一视同仁

和公平，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两个变化，和近年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一脉

相承，关注《决定》如何部署政策及后续政策的落实情况。 

◼ 第三，全会认为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相比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全会对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定位，是有明显提高

的。其实近年政策已经开始向上述领域倾斜了，比如 2024 年《政府工作报

告》里，把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放入了 2024 年各项工作的第二位。可能原

因是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队伍，以及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 第四，稳步推进各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经济增速中枢下移后，各界对

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会提高。从公报的部署看，未来预计是以稳中求进的基调

来推进。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可投入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这意味着财政资金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可能会是稳步提高的。公报

专门提到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它们可

能是未来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 

◼ 第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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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面提到的几点外，还做了其它方面的部署。具体包括城乡融合发展、必

须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全过程民主、推动法治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持党的领

导，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 

◼ 这些领域中，和经济相关的关注点，一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增减挂调

剂和流转，可能是盘活土地的重要方式；二是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

通过外贸体制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来稳外贸和稳外资；三是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这意味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可能难以成为掣肘

经济发展的约束。 

◼ 第六，对于 2024年来说，稳增长和防风险协同推进。今年上半年 GDP 同比

增长 5.0%，二季度为 4.7%，考虑到下半年的基数等原因，全年实现 5.0%左

右的目标增速有一定难度。会议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预计重点是用好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房

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机构这三大重点风险领域，下半年要继续防范，可

能会有新的稳地产和化债政策出台（比如新增专项债用于化解隐债的范围扩

大）。 

 

◼ 风险提示：国内外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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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

其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

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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