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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

政府工作報告（全文）

兩會 焦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5日
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
作報告，全文如下：
各位代表：

現在，我代表國務院，向大會報告政府工作，請各
位代表審議，並請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意見。

一、2011年工作回顧
過去的一年，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

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同心同德，團結奮進，改革開放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
47.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2%；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
億元，增長24.8%；糧食產量1.14萬億斤，再創歷史新
高；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8.4%和11.4%。我們
鞏固和擴大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實現了
「十二五」時期良好開局。

一年來，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遏制物價過快

上漲，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我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
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
理通脹預期的關係，更加注重把握好政策實施的重
點、力度和節奏，努力做到調控審慎靈活、適時適
度，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在全
球通脹預期不斷增強，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
動，國內要素成本明顯上升，部分農產品供給偏緊的
嚴峻形勢下，我們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
首要任務，堅持綜合施策，合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
調節貨幣信貸增速，大力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搞活
流通，加強監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工業生產者出
廠價格指數漲幅從8月份起逐月回落，扭轉了一度過快
上漲勢頭。下半年，世界經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
升，國內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們一方
面堅持宏觀調控的基本取向不變，保持宏觀經濟政策
基本穩定，繼續控制通貨膨脹；一方面適時適度預調
微調，加強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結
構性減稅力度，重點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型微型企
業，重點支持民生工程特別是保障性安居工程，重點
保證國家重大在建、續建項目的資金需要，有針對性
地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我們堅定不移地加強
房地產市場調控，確保調控政策落到實處、見到實
效。投機、投資性需求得到明顯抑制，多數城市房價
環比下降，調控效果正在顯現。我們高度重視防範和
化解財政金融領域的潛在風險隱患，及時對地方政府
性債務進行全面審計，摸清了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性
債務的總規模、形成原因、償還時限和區域分佈。這
些債務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形成了大
量優質資產；也存在一些風險隱患，特別是部分償債
能力較弱地區存在局部性風險。我們認真開展債務清
理整頓和規範工作，嚴格控制增量，積極穩妥解決債
務償還和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問題。目前，我國政府性
債務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總的看，我國國民經濟
繼續朝 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抗風險能力不斷增
強，呈現增長較快、價格趨穩、效益較好、民生改善
的良好態勢。

(二)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的

協調性和產業的競爭力。我們堅持有

扶有控，促進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增強發展後勁。

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全面落實強農惠農富農政
策，加大農業生產補貼力度，穩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
價，加強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
設，開展農村土地整治，加強農業科技服務和抗災減
災，中央財政「三農」支出超過1萬億元，比上年增加
1,839億元。農業全面豐收，糧食總產量實現了歷史罕
見的「八連增」，連續5年超萬億斤，標誌 我國糧食
綜合生產能力穩定躍上新台階。繼續推進農村危房改
造，解決了6,398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60萬無電地
區人口的用電問題，農村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改善。
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

業，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新
能源汽車快速發展，三網融合、雲計算、物聯網試點
示範工作步伐加快。企業兼併重組取得新進展。支持
重點產業振興和技術改造，中央預算投資安排150億
元，支持4,000多個項目，帶動總投資3,000億元。加快
發展信息諮詢、電子商務等現代服務業，新興服務領
域不斷拓寬。交通運輸產業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
的基礎進一步夯實。
推進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發佈實施「十二五」

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
案和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清潔能源發電裝
機達到2.9億千瓦，比上年增加3,356萬千瓦。加強重點
節能環保工程建設，新增城鎮污水日處理能力1,100萬
噸，5,000多萬千瓦新增燃煤發電機組全部安裝脫硫設
施。加大對高耗能、高排放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控力
度，淘汰落後的水泥產能1.5億噸、煉鐵產能3,122萬
噸、焦炭產能1,925萬噸。實施天然林保護二期工程並
提高補助標準，實行草原生態保護獎補政策，開展湖
泊生態環境保護試點。植樹造林9,200多萬畝。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
略和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出台實施促進西藏、新疆
等地區跨越式發展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制定實施新10
年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和興邊富民行動規劃。區域發展
協調性進一步增強，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主要經濟指標
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步伐
加快。城鎮化率超過50%，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
歷史性變化。勝利完成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後恢復重
建任務，積極推進青海玉樹、甘肅舟曲、雲南盈江抗
災救災和恢復重建工作。

(三)大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經濟社會協

調發展。各級政府加大對科技、教

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的投入，

全國財政支出2.82萬億元。

持續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強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
研究。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突破一些關鍵核心技
術，填補了多項重大產品和裝備的空白。天宮一號目
標飛行器與神舟八號飛船先後成功發射並順利交會對
接，成為我國載人航天發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扎實推進教育公平。深入貫徹落實教育改革和發展

規劃綱要。經過25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實現「兩
基」目標。免除3,000多萬名農村寄宿制學生住宿費，
其中1,228萬名中西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享受生活補
助。建立起完整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初步
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推
動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提高幼兒入園率。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強中小學教師培訓工作，擴大
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試點，提高中小學教師隊伍
整體素質。首屆免費師範生全部到中小學任教，90%
以上在中西部。
大力加強文化建設。中央財政加大對文化惠民工程

的支持，各地對公益性文化事業投入顯著增加。擴大
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範圍，服務面逐步拓展。文化
體制改革繼續推進，文化產業快速發展。文物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取得重要進展。大力加強
群眾體育設施建設，全民健身活動蓬勃開展，體育事
業取得新成績。
積極穩妥推進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基本醫療保

險覆蓋範圍繼續擴大，13億城鄉居民參保，全民醫保
體系初步形成。政策範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提高，
重大疾病醫療保障病種範圍進一步擴大。各級財政對
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補助標準由每人每年120元提
高到200元。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在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
機構實現全覆蓋，基本藥物安全性提高、價格下降。
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有序進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基本建成。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取得新進展。

(四)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決關係群眾

切身利益的問題。我們堅持民生優

先，努力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
全力推動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公共
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加大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支
持力度， 力促進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人群就
業。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77.8%，同比提高1.2個百分
點。農民工總量2.53億人，比上年增長4.4%，其中，外
出農民工1.59億人，增長3.4%。
積極調整收入分配關係。 力提高低收入群眾收

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為1985年以來最
高，連續兩年快於城鎮居民；各地普遍較大幅度調高
最低工資標準；連續第7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
金，全年人均增加1,680元，5,700多萬人受益；進一步
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以及部分優撫對象撫恤和生活
補助標準，對全國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供養對象
等8,600多萬名困難群眾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建立社
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 的聯動機制。擴大
中等收入者所佔比重。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從2,000元提
高到3,500元。降低900多萬個體工商戶稅負。中央決定
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

國家扶貧標準，比2009年提高92%，把更多農村低收入
人口納入扶貧範圍，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
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覆蓋範圍繼續擴

大，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
險和生育保險人數大幅增加。2,147個縣（市、區）實
施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1,334萬人參保，641萬
人領取養老金。2,343個縣（市、區）開展新型農村社
會養老保險試點，3.58億人參保，9,880萬人領取養老
金，覆蓋面擴大到60%以上。解決了500多萬名集體企
業退休人員養老保障的歷史遺留問題。將312萬名企業
「老工傷」人員和工亡職工供養親屬納入工傷保險統籌
管理。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工作有序推進。社會
保障體系不斷健全，向制度全覆蓋邁出重大步伐，這
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得的重要成就。
大力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出台關於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設和管理的指導意見，完善財政投入、土地
供應、信貸支持、稅費減免等政策， 力提高規劃建
設和工程質量水平，制定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退
出等制度和辦法。中央財政安排資金1,713億元，是
2010年的2.2倍，全年城鎮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32萬
套，新開工建設1,043萬套。
努力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加強安全生產監管，做好

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處置、調查、問責工作。完善食品
安全監管體制機制，集中打擊、整治非法添加和違法
生產加工行為。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加強和創
新社會管理， 力排查化解各類社會矛盾，依法打擊
違法犯罪活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五）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為經濟社會發展

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我們按照「十

二五」規劃提出的改革任務，加大攻

堅力度，推動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

改革。

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特別是預算管理制度，把預算外
資金全部納入預算管理，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
範圍，深化部門預算改革，推進政府預算、決算公
開，98個中央部門和北京、上海、廣東、陝西等省市
公開「三公經費」。在全國範圍實施原油、天然氣資源
稅從價計徵改革，出台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方案。
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範圍擴大到全國，啟動境外直
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展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
算業務。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啟動國有林場改革
試點，依法開展草原承包經營登記。推進水利建設管
理體制改革，創新水資源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
革。啟動實施電網主輔分離改革重組以及上網電價和
非居民用電價格調整方案。基本完成鄉鎮機構改革。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有序開展。
我們堅持出口和進口並重，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並

舉，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積極推進市場多元化
戰略，努力優化貿易結構。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3.64萬
億美元，增長22.5%，其中，出口增長20.3%，進口增
長24.9%，貿易順差進一步下降。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
資1,160億美元，服務業和中西部地區比重提高。企業
「走出去」步伐加快，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01億美
元。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多邊雙邊經貿關
係繼續深化。
我們在民主法制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

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

過去一年的成績來之不易，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凝
聚力。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科學決
策、正確領導的結果，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齊心
協力、頑強拚搏的結果。我代表國務院，向全國各族
人民，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人士，表示
誠摯的感謝！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
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表示誠摯的感謝！向
關心和支持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
各國朋友，表示誠摯的感謝！
我們也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不

少困難和挑戰。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復甦進程艱難曲
折，國際金融危機還在發展，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危機
短期內難以緩解。主要發達經濟體失業率居高難下，

增長動力不足，新興經濟體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
回落的雙重壓力。主要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大宗商品
價格大幅震盪。國際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強化。從國內
看，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協
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為迫切、難度更大，經濟運行
中又出現不少新情況新問題。主要是：經濟增長存在
下行壓力，物價水平仍處高位，房地產市場調控處於
關鍵階段，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
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並存，一些企業特別是小
型微型企業經營困難增多，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凸顯，
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過快。一些長期矛盾與短期問題相
互交織，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國內問
題和國際問題相互關聯，宏觀調控面臨更加複雜的局
面。政府工作仍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節能減排、物
價調控目標沒有完成；徵地拆遷、安全生產、食品藥
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問題還很突出，群眾反映強
烈；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待提高，廉政建設亟需加
強。
我們一定要以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採取

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努力把各項
工作做得更好，決不辜負人民的重托。

二、2012年工作總體部署
今年是「十二五」時期承前啟後的重要一年，也是

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我們要恪盡職守、銳意進
取、攻堅克難、決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滿意的答
卷。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較長時期內

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備不少有利條件。工
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推進，消費結構和
產業結構升級蘊藏 巨大的需求潛力；經過30多年
改革開放，我國發展建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體制
條件，宏觀調控經驗不斷豐富，企業競爭力和抗風
險能力明顯提高；東部地區創新發展能力增強，中
西部地區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發展潛力有序釋放；
經濟發展的傳統優勢依然存在，勞動力資源豐富、
素質提高；財政收支狀況良好，金融體系運行穩
健，社會資金比較充裕。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正在發
生深刻變化，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
總體上有利於我國和平發展。我們要堅定信心，善
於運用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繼續抓住和用好重要
戰略機遇期，推動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不斷增強我
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
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

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
科學發展觀，堅持穩中求進，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繼續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
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
經濟結構調整， 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
力加強自主創新和節能減排， 力深化改革開放，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
努力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
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以經濟社會發展的優異成績迎接
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7.5%；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
業率控制在4.6%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控制在4%左
右；進出口總額增長10%左右，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
善。同時，要在產業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節能減排
等方面取得新進展，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和經濟增
長保持同步。這裡要 重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
標略微調低，主要是要與「十二五」規劃目標逐步銜
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 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以利於實
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發展。提出居民消
費價格漲幅控制在4%左右，綜合考慮了輸入性通脹因
素、要素成本上升影響以及居民承受能力，也為價格
改革預留一定空間。
綜合考慮各方面情況，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形勢變化適時適度預調微
調，進一步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適度的財政赤字和

國債規模。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8,000億元，赤字率下
降到1.5%左右，其中中央財政赤字5,500億元，代發地
方債2,500億元。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突出重點，更加
注重向民生領域傾斜，加大對教育、文化、醫療衛
生、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的投
入。更加注重加強薄弱環節，加大對「三農」、欠發達
地區、科技創新和節能環保、水利、地質找礦等的支
持。更加注重勤儉節約，嚴格控制「三公經費」，大力
精簡會議和文件，深化公務用車制度改革，進一步降
低行政成本。繼續控制樓堂館所建設規模和標準，壓
縮大型運動會場館建設投入。全面加強對重點領域、
重點部門和重點資金的審計。實施結構性減稅。認真
落實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的各
項稅收優惠政策，開展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繼續
對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進行清理、整合和規
範。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和風險防範。按照分類
管理、區別對待、逐步化解的原則，繼續妥善處理存
量債務。進一步清理規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堅
決禁止各級政府以各種形式違規擔保、承諾。同時，
把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嚴格控制
地方政府新增債務，將地方政府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
算管理。 （下轉A26版）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5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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