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入2025，經濟開啟新篇。此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
「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 列為2025年
九大重點任務之首。配合這一重要變化，會議還提出 「實施提振消費
專項行動」 「加力擴圍實施 『兩新』 政策」 「更大力度支持 『兩重』
項目」 。

對此，外界普遍認為，作為2025年中國經濟的首要發力點，擴大
內需，既是應對外部衝擊、穩定經濟運行的有效途徑，也是拉動增長
的主動力和 「穩定錨」 ，被視為增強戰略主動的長久之策。對於促進
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消費和投資相
互促進，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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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方位擴內需
力度大手段多範圍廣
專家：消費投資互促 形成良性循環

大省挑大樑 廣東創新消費場景
綜觀2024年中國

經濟，經濟大省領跑
對全國經濟穩定增長

發揮了關鍵支撐作用。而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也特別強調，支持經
濟大省挑大樑，鼓勵其他地區因
地制宜、各展所長。大公報記者
梳理近期各地經濟工作會議通報
發現，經濟大省紛紛表態要 「扛
起經濟大省挑大樑的政治責
任」 。

江蘇省經濟工作會議就強
調，作為經濟大省、開放大省，
江蘇經濟運行一直保持穩健，發
展韌性持續提升，產業、科技、
人才、營商環境、樞紐節點等方
面優勢不斷積累。特別是黨中央
明確支持經濟大省挑大樑，一攬
子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效應持續

放大，給2025年經濟發展提供了
有力支撐。

浙江省委副秘書長、政研室
主任朱衛江日前在浙江省委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再次強調，支持經濟大省挑大
樑。浙江一定自覺扛起政治責
任，不僅在 「量的合理增長」 上
走在前列，更在 「質的有效提
升」 上示範引領，在 「服務國家
戰略」 上主動擔當，更好發揮帶
動和支柱作用。

廣東省亦明確提出，要大力
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更大力
度推進 「兩新」 工作，創新消費
場景，多渠道激發消費潛力。與
此同時，認真落實國家 「兩重」
政策，積極拓寬投融資渠道，持
續擴大有效益的投資。

▲廣交會吸引全球數以十萬計境外採購商到會，直接拉動數以十億計消
費。 中新社

雲南升級旅業 發展深度遊拉動消費
作為 「十四五」 規劃

的收官之年，做好2025年
的經濟工作，意義重大。

大公報記者梳理發現，全國各地在謀劃
2025年經濟政策時，亦紛紛緊
跟中央部署，抓住 「擴內需」 這
個牛鼻子，靶向發力，集中聚
焦，並根據各地實際條件，提出
各具特色的思路和措施。

福建省日前即提出，要打好
政策 「組合拳」 ，大力提振消
費、擴大內需，提前謀劃一季度
「開門穩」 「開門紅」 政策措
施，推動各項工作開好局、起好
步。福建還在省發展改革委黨組
（擴大）會上提出，全方位擴大

內需，加力推進 「兩重」 「兩新」 工
作。

雲南更加突出消費場景，並提出，
要以旅遊升級為牽引，拉動消費、擴大

內需。一方面，要從消費端推動雲南旅
遊從觀光遊向深度遊升級，深化農文旅
融合，大力發展鄉村旅遊、全域旅遊。
另一方面，也要從供給端培育壯大旅遊

業經營主體，打造全省旅遊發展
的 「火車頭」 ，形成龍頭企業領
跑、各類企業跟上的局面。

河南省發展改革委負責人日
前公開表示，要堅持把全方位擴
大內需作為重中之重，強化項目
謀劃儲備，滾動開展 「三個一
批」 項目建設活動，促進形成更
多實物工作量和產出效益，實施
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和服務業新供
給培育工程，形成消費和投資相
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中央全方位擴大內需，有助穩定市場預期，提振民眾消費意
欲。1月1日，重慶解放碑步行街，上萬民眾齊聚於此，迎

接2025年的到來。 中新社

▲顧客在浙江省杭州富陽某商場的收銀台辦理政府家
電以舊換新補貼的申領手續。 新華社

▲2024年12月7日，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
市的星光夜市流光溢彩、遊人如織。 新華社

增強戰略主動 應對外部衝擊
展望2025年中國經

濟形勢，國家統計局原副
局長許憲春日前公開表
示，全方位擴大內需的任

務居首位。具體來說要兩手抓，一方
面促消費，消費具有較強的內生動
力。另一方面擴投資，投資還有很大
空間，主要抓手便是 「兩重」 與 「兩
新」 。

「目前，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失
衡，需求不足問題突出，擴大內需成
了當下最主要的任務。」 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
群近日對媒體表示，當前需要通過政
府宏觀政策的實施來提振內需，矯正
市場引導下的總量失衡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副所長郭麗巖認為， 「兩重」 與 「兩
新」 既利當前又利長遠，有利於持續
激發增長內生動力，又能支撐以新安
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其中， 「兩
新」 「加力擴圍」 意味着更多符合先
進生產力標準的設備和新型綠色消費
產品有望納入補貼範圍，惠及更多企

業和消費者。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

究所博士後研究員郭寒
冰也對大公報表示，當
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
一些新的困難和挑戰，
因此，要實現國民經濟
良性循環，必須堅持供
需兩側協同發力，促進
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
平衡。而擴大內需，既
有助於應對外部衝擊、
穩定經濟運行，也能增
強戰略主動，是具有戰
略意義的重要舉措。

大力提振消費
重中之重

資料來源：《中國報道》

暢通 「雙循環」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
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

在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
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
消費發揮最為重要的樞紐作
用，如果消費提振不上去，
那就會成為雙循環發展的一
個堵點。

力度更強 範圍擴大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秘書長張永軍

內需不足是影響我國近
幾年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之
一，可以看到，近兩年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擴大內
需，就是因為經濟運行中存
在需求不足問題。 「全方
位」表明此輪擴大內需在力
度上會更強，在範圍上會擴
大。擴大內需實際上有利於
提高各類產業的產能利用
率，有利於提升整個經濟運
行的質量和效益。

將推消費專項行動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

我們現在的主要矛盾是
總需求不足、整個國民經濟
循環不暢，這就決定了提振
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面
擴大內需成為首要任務和首
要工作。這裏面的提振，很
重要地體現在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提出的消費專項行動。
我們以往在擴消費方面沒有
專門的行動方案，特別是全
國統一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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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
2025年國家經濟領域的九項重點工作
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大力提振消
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
需求。對於這一重要變化，業界普遍
認為，這一排序充分說明，擴大內需
將成為2025年中國經濟政策的首要發
力點。

在2024-2025中國經濟年會上，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主任韓文秀公開表示，當前我國
國內需求不足，外需受到國際上很多
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實現國民
經濟良性循環，必須堅持供需兩側協
同發力，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
平衡。要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之
舉，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的短
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
力和穩定錨。

如果說擴大內需是戰略之舉，那
麼提振消費就是重中之重。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還提出，加力擴圍實施 「兩
新」 政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
大服務消費，促進文化旅遊業發展。
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髮
經濟。投資亦是內需的另一重要組成
部分。對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
要 「提高投資效益」 ，並部署了 「更
大力度支持 『兩重』 項目」 「適度增
加中央預算內投資」 「及早謀劃 『十
五五』 重大項目」 等重點任務。

湖北加強新型基建 擴大有效投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 「擴內

需」 等一系列擘畫後，全國各地陸續
召開各省經濟工作會議，分析當前經
濟形勢，研究部署2025年經濟工作。
綜合各地信息來看， 「兩重」 （國家
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
設）和 「兩新」 （大規模設備更新和
消費品以舊換新）依然是擴大內需重
要的動力，也是地方爭取的重點。

大公報記者注意到，湖北省就提

出，統籌優化供給和擴大內需。堅持
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擴大內需的
重要抓手，加強新型城市基礎設施、
新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擴
大有效益的投資、夯實發展底板。把
社會建設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動力，
加大社會建設投入，增強教育、醫
療、養老、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
性和可及性，大力發展服務經濟。

再比如，江蘇省委經濟工作會議
也強調，要把消費能力作為重點。統
籌推進促消費、增收入、惠民生，更
加注重以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居民增
收，用心用情做好教育、醫療、生
育、養老以及困難群體保障等工作，
在改善民生中釋放消費潛力。

促消費和惠民生緊密結合
中央財辦有關負責人早前公開表

示，關於大力提振消費，今年將實施
提振消費專項行動，重點是把促消費
和惠民生緊密結合起來。要在增強消
費能力、提升消費意願上下功夫。此
外，提高投資效益，要強化目標引
領，把握好投資方向。投資目標應該
聚焦在 「補短板、增後勁」 。

事實上，2024年我國已經在 「擴
內需」 方面取得了明顯效果。中央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對國內需求擴張和
供給優化產生了正面影響。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穩步增長，消費對經濟增
長的貢獻率日益明顯。而受到消費復
甦驅動，生產側也出現較大回升，生
產指數連續處在擴張區間並保持上行
趨勢。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合作研
究部主任劉英對大公報說，2025年，
全方位擴內需將展現顯著的政策效
能，換言之，擴內需的力度會更大，
消費補短板的步伐也會更快。屆時，
也將加快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
良性循環，從而保障中國經濟穩健向
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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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兩側協同發力 加碼「兩重」「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