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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响，万物生。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明确2025年发展

蓝图，代表委员反响热烈，向春

天进发的序曲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奏响。

“ 备 受 鼓 舞 ，深 感 使 命 在

肩。”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

始人、董事长兼 CEO雷军表示，

报告高屋建瓴又特别务实，指明

了奋进的方向；列明了众多实实

在在的举措，传递了“迎难而上、

奋发有为”的精神，充分体现了

党和政府的魄力和担当。

报告中，“稳”字出现 65次。

雷军说，过去的一年，在外部压

力增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

峻形势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这是极为了不

起的成就。”

“202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仍

在5%左右，任务十分艰巨。”全国

人大代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

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

彤表示，在今后的高质量发展进

程中，科技创新将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她建议，进一步促进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大力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

并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筑牢中国式现代

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这为量子计算的

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

保障，让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量子

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本源量

子首席科学家郭国平表示，量子

科技是世界科技前沿，是新质生

产力的根基，是国家确定的未来

产业之一。国家的支持将为量

子计算研究人员提供强有力的

后盾，加速技术突破。

“报告体现了高质量发展、

奋发有为的鲜明导向，强调科技

创新，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这为民营企业推动科技

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指明了方

向。”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

事长徐冠巨说。

“报告把‘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放在突出位置，为打破发

展瓶颈、提升竞争力提供了根本

遵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

向东表示，“人工智能+”驱动新

质生产力跃升，伴生的新型安全

威胁不容忽视。作为网络安全

领域的民营科创企业代表，他表

示将坚定带领企业投身新时代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报告处处透出向新求变的

进取精神，稳健务实的实干精

神，既谋创新、求破局也守底线、

保安全，为2025年发展给出切实

可行的路线图，也为民营科技企

业注入了‘强心剂’。”全国政协

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表

示，报告 10 次提到“智能”（含 3
次“人工智能”），26 次提到“安

全”，更坚定了他带领团队持续

深耕“AI+安全”双主线的决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

虹表示，对报告多次提到的“人

工智能”印象深刻。

“人工智能为基础研究提供

全新范式。”李景虹以其从事的

生物分析化学领域为例表示，人

工智能推动生物分析化学领域

的智能化、高效化和精准化发

展。同时，人工智能也为该领域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推动器件、

工具和方法的创新，开启了生物

分析化学的智能新时代。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

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全国政协委员，合肥合锻智能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建

文看来，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引

领发展”“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布局”“强化产业基础再造”令

人振奋，他说，“我们将更加关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大研发投

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推

动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报告提出，发挥科技领军

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

产学研深度融合，从制度上保障

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承

担重大科技项目，建议加快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创

新体系，将源头技术创新与产业

应用联动起来，形成数据飞轮效

应。”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

事长刘庆峰说。

“‘内卷式竞争’在各行各业

都不鲜见，报告把这一问题提到

了新高度，对新能源企业而言是

重大利好。”全国人大代表，天能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天

任表示，政府下决心综合整治

“内卷式竞争”，势必营造更加公

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企业增添

了信心。

……

商国是、谋发展、建良言；向

前看、全力拼、加速跑。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谋划“十五五”规划之

年 。 代 表 委 员 表 示 将 坚 定 向

“新”而行，唱响奋进最强音，用

实干镌刻新荣光，共绘姹紫嫣红

新一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

为何将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5%左右？如何实现这一预期目

标？本报为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讲

教授韩保江。

为何设定为5%左右

我国连续3年将GDP增长设

定为5%左右。韩保江表示，经济

增速的设置，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

因素。

首先是稳信心。目前，中国

经济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维持

5%左右增长目标，反映了中国经

济稳健发展的态势。通过设定

增长目标，有利于各方正确判断

中国经济的稳定形势，对消费、

投资等领域预期有明显的积极

作用。

从中国长期发展需求考虑，经

济增速设定为 5%左右也是与

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的远景目标相衔接。韩保

江说，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一

个“硬指标”，便是到2035年中国

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这也是今年设置经济增速目标

重点考虑的因素。

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134.9万亿元，增长5%。韩保江介

绍说，在134.9万亿元的基础上，需

要经济增速达到5%左右，才能确

保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一目标。

韩保江同时表示，经济增长中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充分实现就

业。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超过1200万人。经济增速设定为

5%左右，也是从保障2025年新增

就业人数的实际出发考虑。按照

中国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

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创造

240万-25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

5%左右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根

本要求。

如何实现5%预期目标

关于2025年经济增速目标设

定为5%左右如何实现的问题，韩

保江认为，当前内外部环境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一

些困难和挑战，但是中国经济基础

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

向好的经济基本盘没有变。

韩保江举例说，我国拥有 14
亿多的人口规模和超4亿中等收

入群体，拥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

势，而这对应全球最庞大的市场规

模和消费潜力。最重要的是，我国

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以及完整的

工业制造体系和良好的产业发展

基础，这些都是经济稳步发展的重

要条件。

同时，“我国还拥有大量的优

秀人才，包括科研人员、企业家、

产业工人中的优秀人才，为推动

创新驱动发展和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提供了人才支撑。”韩保江特

别提到了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

处、宇树科技、深度求索等，“这些

企业创始人绝大多数都是80后，

他们不仅拥有全面专业的知识，

关键还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强

劲的创新能力。”

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

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韩保江表示，从这 3方面发

力，是实现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的关

键。

2024年我国GDP增长5%，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 30%。

韩保江说，从出口看，2024年出口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但 2025
年受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影

响，外需力量不足应是今年我国经

济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

“面对冲击，我们要千方百计

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循环。”韩保

江说，60%-70%的内需来源于消

费，要把扩大消费、提振消费作为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

个环节。报告提出今年政府工作

十大任务，其中“大力提振消费、提

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

求”被放在了首位。

在投资领域，韩保江建议，要

通过政策加大力度鼓励投资向民

营经济倾斜，持续焕发民营经济的

发展活力。

韩保江委员谈我国GDP增长5%预期目标
▶ 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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