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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組 李茜

婷、王添翼）

兩會期間，
在委員、代
表們為國家
「出謀劃策」
的同時，民
眾參政議政
的積極性也
在提高。本
報記者昨日
在天安門廣
場分別採訪
「 6 0 後 」、
「70後」、「80後」民眾，他們的目光大
多聚焦在房價、物價、食品安全、三公
經費等問題，並希望政府可以更快。
從黑龍江來京看病的60後王姓夫婦告

訴記者，過去一年，物價飛漲尤其令他
們苦惱，同時，食品安全事故頻發也令
他們倍感擔憂。王姓夫婦表示，他們期

望未來幾年，內地可以繼續深化醫改，合理
分配醫療資源，讓他們在家門口就可以享受
到優質、低價的醫療服務。來自長春的王先

生表示，自己最關注「三公」經費的透明化
進程。他說：「『三公』公布要更加詳盡，不
能含糊不清。」他了解到現在仍有很多單位
存在鋪張浪費，期望更多的代表、委員關注
此事，讓納稅人的錢能夠取之於民、用之於
民。在北京工作3年的林先生表示，房價是他
最關心的話題，「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調控措
施，雖讓北京房價有所下降，但降幅較小」，
仍遠超自己的承受範圍，同時，他亦擔心房
價回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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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慢」增速 顯示「擠水分」決心

今年GDP目標料低於8% 
自 《2005年政府工作報告》以來，

GDP「保八」的目標已連續穩守7年
不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
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向本報表示，
「十二五」規劃有關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
標中，GDP增速目標是7%，而今年的經濟
增長目標定在7.5%。

調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

李毅中表示，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加速

期，經濟增長有條件保持較快水平，但受

多因素影響，經濟增速難以再保持過去一

個時期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他說，「中國

經濟要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可持續發

展，必須適當調低經濟增長目標，主動把

過高的速度放下來。」

李毅中指出，經濟形勢的好壞不僅要看

速度，更要看效益和質量。中央強調注重

實體經濟，現在必須一以貫之的狠抓落

實，要將更多的人力、資本、政策投入到

實體經濟中。「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快，

轉型升級、淘汰落後等發展實體經濟的重

要抓手就會旁落。」

未來5年增就業4,500萬
另一位中央智囊表示，按照「十二五」

規劃綱要確定的主線，主動調低經濟增速
目標，旨在充分運用經濟增速放緩而成的
倒逼機制，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至於調

降經濟增速目標對社會可能衍生的系列影
響，該智囊表示，中央早有全盤部署，比
如在《政府工作報告》出台之前，強調實
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出台「十二五」
促進就業規劃，力爭未來五年實現城鎮將
新增就業4,5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
在5%以內等。
而對於以往各地方GDP增速與全國目標

存在差異，李毅中指出，中國的中、東、
西部地區的差距不小，發展情況也不同，
執行過程中存在差別化是正常的。比如，

中西部地區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增速要快
一點。

粵京滬浙淡化「唯GDP增長」
另據《新京報》報道，從已公布的31個

省份今年增速目標來看，調低GDP增速似
已成共識。數據顯示，在2012年目標設定
中，僅海南的增速比去年略高，其他30個
省份均持平或下降。廣東、北京、上海、
浙江等淡化「唯GDP增長」、加快調結構的
用意已非常明顯。

溫總今作政府工作報告 料釋放加快轉型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何凡）

全國人大會議5日開幕，《2012年

政府工作報告》即將出爐。參加兩

會的政協委員預料，今年經濟增長

目標將定在7.5%。這將向外界釋放

出中國加快經濟轉型、提升發展質

量的強烈信號，一系列經濟改革也

將漸次展開。而在主動調控下，今

年中國經濟可望實現「軟 陸」，

GDP實際增速預計將達8.5%左右。

中國今年調降GDP
增長目標已經是板上
釘釘子毫無懸念。至

於是傳言中的7.5%，還是8%，今天溫
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當會宣布。政
府此舉係主動為調結構騰出空間，影響
深遠，意涵豐富。
在中國經濟時鐘之中，增長、結構、

物價、環保、改革等齒輪環環相扣，互
相影響。近年來，經濟增速過快，帶動
物價攀升，能耗負擔加重，節能減排倒
退，結構調整放緩，經濟改革遲滯。而
此次「撥慢」GDP增速預期，折射出當
局決心擠出經濟增長的不良水分，將經
濟轉型擺在更重要的位置，針對潛在矛
盾問題啟動一次全面的戰略性治理。

注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

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向本報表示，西

方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總結經驗，意

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幾乎都祭出

「再工業化」、製造業回歸的方略。而中

國國內經濟結構上存在的矛盾，導致資

金脫實向虛，流入更容易獲得高回報、

高利潤的行業，企業也不去技術改造、

升級。

李毅中指出，「如何更加注重實體經

濟？關鍵在於狠抓落實。經濟增速太

快，就少了精力去轉型升級、技術改

造、自主創新。中國工業大而不強，能

耗、物耗太高，粗放式發展下去不可支

撐。目前我們單位GDP能耗是發達國家

的3至4倍。去年經濟增速9.2%，能耗總

量增加7%；按此速度發展下去，能耗總

量10年將增加1倍，即使把全球能源的

貿易量都給中國也不夠。」

加力加快配套改革政策

調低增速決心既定，關鍵環節與重要

領域的改革箭在弦上。李毅中認為，今

後一段時間以工業為主導的格局不會改

變。「沒有

夕陽工業，

只有夕陽企

業，問題在

於 是 否 轉

型、改造、

提升。」他

說，配套改

革的政策要

加 快 、 加

力。改革確

實是牽一髮

動全身，但不能以各種理由停滯改革，

要化解當前的小微企業融資困難、新興

產業低水平重複、電能供需矛盾激化等

問題都是如此。

「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目標定為

7%，歷年數據顯示，最終GDP實際增

速往往高於目標預期。而當前對於中國

經濟時鐘的期待，不是走得更快，而是

走得更準、更穩。

■文匯報記者何凡
■本報記者就兩會關心的話題採訪民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