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意外降臨北京的冬

雨，顯然沒有澆滅中外記者

的熱情。十八大新聞中心第

二場記者招待會請來國家發

改委主任張平，本報記者提

前半小時到場卻發現，三百

多名中外記者早已冒雨趕

到，等待向張平提問。

國家發改委素有「小國務

院」之稱，是宏觀經濟政策

的重要決策部門，中國會否再推寬鬆刺

激措施引起外界關注，不過張平並未給

出外界期待的答案。如今中國經濟企穩

跡象日益顯著，再推大規模刺激政策已

無必要，而要將更多努力放在經濟轉

型、促進民生之上。

伴隨經濟轉型，記者提問紛紛「轉

型」，「增長」和「刺激」不再是「熱

詞」。在全部八個提問中，超過半數問

題聚焦「民生」，從教育投入到社會保

險，再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記者

會結束後數十位中外記者圍堵張平試

圖「補充提問」，拋出的也是涉及收入

分配、個稅改革的民生問題。

■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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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幅 可超7.5%
張 平稱，今年中國把穩增長放在了更加重要的

位置。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的基礎上，
加大了預調、微調的力度。8月份以後，經濟增速下
滑的趨勢已經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張平表示，國內投資8月累計增長20.2%，9月是

20.5%，10月是20.7%，總曲線是向上的、抬頭的趨
勢，「所以我們完全有信心實現今年確定的經濟發
展目標。」

消費效用已超投資
結構調整方面，張平表示，今年消費拉動發揮的

作用已經超過了投資。今年前9個月，
內需拉動經濟的作用達到105.5%，外需
為-5.5%，而在內需105.5%的拉動經濟增長
的份額中，消費佔了55%，投資為50.5%。

不過，張平也提出，企穩的基礎還不夠穩固，還
必須進一步努力，貫徹落實好中央提出的各項方針
政策。「在全球經濟復甦緩慢、金融危機揮之不去
的大背景下，必須做長期應對困難和挑戰的準備。」

力促增收完善保障
張平稱，從今年上半年開始，中央在保持宏觀經

濟政策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加大了預調、微調的力
度，主要方向是進一步擴大內需，擴大消費需
求；千方百計地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強居民消費
的意願和能力；搞好社會保障，解除居民後顧之

憂，改善消費環境。在保
持消費增長、調整優化結
構的基礎上，保持投資的
合理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昨日在十八大記者招待會上

表示，從10月份數據來看，中國經濟企穩的跡象更加明顯，今年的經濟增幅料達7.5%以

上。但他又說，企穩基礎尚不夠穩固，全球金融危機揮之不去，中國需長期應對挑戰，

繼續落實穩增長措施，扶持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並努力穩定出口。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昨日在回
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和澳洲的經濟具有互補性，已建立多個經濟
合作協調機制，其中國家發改委主任與澳洲副總理兼國庫部長韋恩．
斯旺即有一個內部資源開發投資互利協調機制。
張平表示，中國和澳洲之間經濟合作規模在不斷擴大，合作深度不

斷加深，對於澳洲來說，中國是一個穩定的市場；對於中國來說，澳
洲可以提供比較可靠的資源供給。目前澳洲已是中國投資海外最多的
國家，雙方合作互利共贏。

中澳建協調機制拓資源

中央挺港措施陸續落實

陸資渡海不暢籲台開放

記者提問轉向
紛紛聚焦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國家發改委主任
張平昨日表示，中央政府一直在採取措施支持香港發
展，尤其在CEPA簽訂後，在經貿的各個方面給予香港更
大的支持。去年副總理李克強到香港訪問，出台36條政

策。今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到香港，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
政策，未來將進一步落實。
「相信香港同胞一定能夠借助中央的惠港政策，與全

國共享發展和繁榮。」張平說。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國家發改委主任
張平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大陸各領域均對台資開放，
ECFA「早期收穫」（清單）正在積極推進，雙方正就
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護協定和爭端機制解決等
會商，爭取一兩年內達成協議。對於陸資赴台進展不盡
如人意，張平直言「希望台灣方面能夠在思想、政策方
面都更解放一些」，允許大陸的資金、大陸的企業到台
灣去投資興業。

張平表示：「大陸與台灣合作領域寬闊，除了新能
源、電動汽車，在新興產業、OLED（有機發光二極
管）、電子信息、機械製造及一些裝備製造、農業技術等
都有很大合作潛力，希望雙方能夠進一步加強磋商，按
照互利共贏的原則，加強我們相互之間的投資。」
「我們是一家人，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什麼問題都好

談。」張平認為，只要本 這樣的一個原則，合作的規
模會不斷地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海巖）

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昨日解讀中共十八大
報告稱，中國將加大對農村、西部、困難
地區的公共服務投入，到2020年總體實現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今年內地在教育方
面的投入佔財政收入六分之一，即2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而醫療保險覆蓋了
13億人，社會養老保險則實現制度的全覆
蓋。
在中共十八大新聞中心舉辦的記者招待

會上，張平表示，財政教育支出佔GDP百
分之四這一目標今年可以首次實現。今年
用人民幣計價的GDP可以超過50萬億元，
財政總收入估計將近12萬億元。4%的比例
意味 ，今年要拿六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即2
萬億元，用到教育方面。

養老保險全覆蓋提前八年
另外，張平介紹說，基本醫療保險已

經覆蓋了13億人口，到今年10月新型農
村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實
現制度的全覆蓋，比規劃提前八年。保
障性住房方面，今年確定的700萬套以
上的開工目標到10月份已經實現。這幾
年累計的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1,000萬
套以上。
張平還表示，今後將繼續加大公共服務

投入，尤其對農村、西部地區、困難地
區，要加大幫扶的力度，實現城鄉統籌，
在困難地區、西部地區也能夠讓人民群眾
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

大會今日看點
上午

■代表團分組會議，醞釀主席團會議
通過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
紀委委員候選人預備人選名單

下午

■代表團分組會議

1、醞釀主席團會議通過的中央委員、
候補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候選人
預備人選名單

2、討論關於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報告、
中紀委工作報告和黨章修正案三個
決議（草案）

晚上

■主席團常委會第一次會議。聽取各
代表團醞釀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
員和中紀委委員候選人預備人選名
單情況，提出中央委員和中紀委委
員候選人預選名單

記者會

■11:00至12:00  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
清、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桂敏傑
接受集體採訪

■15:00  中宣部等多部委官員介紹文
化體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
設情況，並答記者問

■17:00至18:00  衛生部副部長、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接受媒體
採訪

■20:00至21:00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
小川、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等，
圍繞「中國銀行改革與科學發展」
接受集體採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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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3季消費佔GDP份額

為55%，投資份額為50.5%。

上圖為顧客在上海LV店購物，

下圖為上月底貫通的南水北調

中線沙河渡槽工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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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今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達2萬億元

人民幣。圖為河北張口家黑龍山的學童接

受志願者贈送食品和書籍。 資料圖片

■中國和澳洲已設立資源開發投資互利協調

機制。圖為澳洲一個礦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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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主任張平：基礎未牢仍需穩增長

2012年11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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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2901  今日出紙2 10大張 售6元

氣溫：19-24℃　濕度：60-95%
大致多雲 早上有雨

星
期
日

壬辰年九月廿八 初九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