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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罗志恒 

事件 

2023 年 3 月 5 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

作《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 2022 年工作成绩、明确 2023 年经济工作

目标和具体任务。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 

 

点评 

一、高度肯定去年和过去五年成绩，对形势的判断突出风险和预期不

稳，稳增长是政策首要目标 

一是从布局谋篇看，报告包括两大部分：“过去一年和五年工作回顾”

与“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篇幅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结构上较往年

少了一个部分，而是以“建议”的形式对 2023 年工作做了简要说明，这

均与换届年份有关。从 2023 年政府具体工作看，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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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扩大国内需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更大

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稳定粮食生产和

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

主要的变化是单列了“两个毫不动摇”和“有效防范重大风险”，这分别

涉及稳增长和防风险，通过法律、制度、政策、舆论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通过防风险实现行稳致远。 

二是高度肯定 2022 年和过去五年工作成绩并强调极为不易。GDP 达

到 121 万亿元（18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71%），五年年均增长 5.2%；

五年累计减税 5.4 万亿元、降费 2.8 万亿元，年均新增涉税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等超过 1100 万户；完全化解了本世纪初形成的 14486 亿元金融改革

历史成本；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储备规模从 1.8 万亿元增加到 2.5 万亿元

以上。 

三是对未来形势和风险挑战的判断上，提出需求不足是突出矛盾，强

调房地产、财政、金融风险，突出了预期不稳。报告在总结成绩后，提出

了对未来挑战的判断，包括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球通胀处于高位、

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不牢、需求不

足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同时对财政特别提及了基

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对房地产提出了市场风险隐患较多，对金融提出了

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对应到“政府工作建议”中，提出了“防范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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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存量。” 

 

二、5%左右的 GDP 增速目标符合预期、大概率能实现，就业目标进

一步增强 

主要经济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200

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第一，经济增速目标要基于经济潜力和内外部约束条件，5%左右的经

济增速目标能够发挥出目标的信号和引导意义，总体上实现概率较大。

2023 年是中国经济动能切换的一年，也是经济重回正常运行轨道的一年，

稳增长将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全力推动经济从疫情模式重回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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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模式。从经济动能来看，出口压力较大，要扩大内需；从主要支撑力量

来看，基建占主导；从边际力量来看，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拖累作用放缓；

从运行节奏来看，前低后高，第一季度是低点，第二季度因经济恢复及低

基数因素，将是全年经济运行高点，同比增速或超 7%，第三、第四季度略

有回落。 

第二，3%的 CPI 增速目标与正常年份一致，预计今年能够顺利达成。

去年欧美发达经济体遭遇了四十年一遇的大通胀，我国则积极做好粮食能

源保供稳价工作，通胀走势总体温和平稳，CPI 同比仅上涨 2%。预计今年

上半年通胀压力不大，但下半年需要警惕。一是上半年猪肉价格保持低位，

下半年或迎来猪周期重启；二是国内煤炭保供稳价，国际油价或受全球经

济衰退拖累；三是国内商品供应充足，核心消费品涨价空间有限；四是报

复性消费缺席、劳动力供给充足、服务价格的修复空间不大，服务消费和

服务价格将平稳恢复。 

第三，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目标进一步增强，城镇新增就业由

“1100 万人以上”提高至“1200 万人左右”。去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最高

曾攀升至 6.1%，16-24 岁青年失业率全年均处历史高位。今年高校毕业生

将达 1158 万人，再加上农民工、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落实落细就业优

先政策，提高就业目标是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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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赤字和专项债合计 7.68 万亿，减税降费从

追求规模到效果，宏观税负不能再降了 

2023 年的赤字率拟按 3%安排，高于去年 0.2 个百分点；赤字规模为

3.88 万亿，高于去年 5100 亿元；专项债拟按 3.8 万亿安排，高于去年 1500

亿元。赤字规模和专项债合计 7.68 万亿，高于去年 6600 亿元，体现了加

力提效的政策基调和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决心。 

1、2023 年财政政策基调为“加力提效”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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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2023 年财政政策的总基调是两个方面，即“加力提效”与“防范化解

地方债务风险”，意味着财政政策是有克制的宽松，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

考验财政统筹能力。财政政策在 2023 年仍将在扩大内需、稳定就业、稳

定物价、推动科技创新、改善民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加力提效”将力度置于效果前，赤字规模和专项债均高于去年，财

政较为积极，有利于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不同于 2022 年的“提升效

能，更加注重精准、更可持续”和 2021 年“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更

接近 2020 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基调，与 2019 年的“加力提效”一致。 

“加力”并“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是今年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应

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目标的顺势而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在持续恢复，PMI

连续回升、新增社融同比多增，但是总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的核心矛盾，

三重压力未根本解决。2023 年中国经济面临仍面临严峻的内外部形势：外

需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即全球经济下行引发我国出口下行；房地产风险

仍未完全释放；居民资产负债表仍需修复；民营经济信心有必要进一步提

振。 

2、2023 年财政政策基调为“加力提效”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

险”，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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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赤字规模、专项债额度上升以及实施的精准

性和有效性；减税降费从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更加注重精准性，

有利于稳定宏观税负。 

其一，从赤字率 3%看，较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赤字规模增加 5100

亿元，既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必要的支出强度，同时并未过高提高赤字

率，为未来财政可持续性和财政空间奠定基础。这种安排有利于更好支持

落实完善减税降费，助企纾困，提高微观主体活力；有利于保证必要的支

出强度，进而扩大总需求，对冲外需下行；通过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有利

于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区域均衡等重大战略；通过加大转移

支付，进一步确保基层“三保”不出问题。 

其二，从专项债看，较上年增加 1500 亿元，规模上升，短期内有利

于扩大基建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稳定总需求；中长期看有利于优化供给

结构，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同时，今年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进一步扩大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有利于一大批重大工程从节奏上尽

快落地，靠前发力。专项债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协调配合预计在今年仍将

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从减税降费看，今年的提法是“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

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意味着与

过往发生重大变化，从追求减税降税的规模转向效率效果和精准性，有利

于稳定宏观税负。我国持续推出减税降费退税缓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主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