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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統計發現，2013年約有近20個省份將「居民
收入跑贏GDP」作為政府戰略部署的重心。

新疆、陝西、甘肅、貴州、四川、廣西、安徽等今
年的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目標都不低於
12%，且高於其設定的GDP增速目標。而廣東、上
海、江西等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雖未設定具體
的居民收入增速數字，但都明確指出「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長將快於GDP增長」。

居民收入增長不低於10%
江西2013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跑贏」GDP增

幅，則是首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這被解讀為當
地政府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將更加注重富民優
先，讓民眾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和好處，讓
幸福感不斷提升。而寧夏、雲南、內蒙古、重慶、
福建、湖北、湖南等省區，都將居民收入增長與經
濟增長保持同步作為努力實現的目標，且增幅目標
都不低於10%。

多省區提2015年收入翻番
在各個地方政府制訂收入倍增計劃時，不少省份

更將計劃實現的時間目標大幅提前。比如新疆制訂
的目標提出，預計到2015年實現比2010年城鄉居民
收入翻一番的目標，即比2020年實現收入翻番的目
標提前五年。同樣位於西部地區的甘肅提出，到
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在2011年的基礎
上實現翻番，達到3萬元以上，年均增長15%以上。
雲南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要按照從2010年到
2020年「翻兩番、增三倍、促跨越、奔小康」的總
體部署，到2017年，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將在全

國兩會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國家信息中
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處處長高輝清表示，居民收
入增速的增長是以經濟發展為前提，十八大提出到
2020年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相對穩妥。按照計劃
每年居民收入增長7%點多便可完成，未來國家整體
也有可能提前完成收入倍增計劃。

增加幸福感有利社會穩定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文躍然表示，收

入增長是居民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最直接收益，有
助於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幸福感，有利於社會
穩定。不過，文躍然也指出，各地都提出了收入倍
增的目標，但尚有很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即收入
增長的源頭。從目前來看，要實現收入倍增，還需
要出台一些具體的措施保駕護航。要實現收入倍增
計劃，須進一步拓寬財源，通過增加社會保障、提
高民生方面支出方式，為居民收入倍增提供基礎。

中央政治局會議23日討論了國務院《政府

工作報告》稿，本屆內閣的最後一份工

作報告將於3月5日提請十二屆全國

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這份工作報

告十天左右就能揭曉，而今盤

點31個省級地方兩會工作報

告，以其做參考坐標，不難判研出

中央今年施政方針的若干路向。綜而觀

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各個省級政綱

中均留下濃墨重彩，超過四分之三的省份將

居民收入增長跑贏或同步於GDP作為工作重

點，「富民優先」執政理念已成普遍共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增長

與往年相比，「瘦身」務實是今年各省政府
工作報告的另一大特點：篇幅大大縮短，空話
套話減少，語言表達更精練。而在勾勒民生藍
圖時，則不吝惜筆墨，有詳盡具體的部署和承
諾。今年北京市人代會提交大會審議的政府工
作報告等6項報告，均壓縮篇幅。其中，政府工
作報告不到1.7萬字，較5年前減少2200字。江蘇

省政府工作報告就今年十項重點工作的內容共有13
頁，其中「切實保障改善民生」一項佔用的篇幅超
過3頁。

多省報告1.5萬字左右
山東省省長姜大明在參加山東兩會分組討論時

說，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是他任省長以來篇幅最短
的。這份1.41萬字的報告，是山東兩會近十年來最短
的一份。一位上海市人大代表描述今年上海政府工
作報告時說，「30頁，1.5萬字，這是5年來最短的一
份政府工作報告。」陝西省政府工作報告面世時，
篇幅也僅有1.6萬字，是歷經3月時間、將兩萬多字的
原稿修改300多處後的結晶。

各省不約而同壓縮政府工作報告的整體篇幅，卻
在報告涉及民生話題的內容大幅增磅，且紛紛將
「民生工程」、「民生實事」列為今年乃至未來五年
政府工作的重點。

就業教育等提具體指標
江蘇提出，要深入實施民生幸福工程，並在今年

增加收入、就業、社保、教育、健康等方面，提出
了具體措施或年度指標。青海省長駱惠寧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提到，今年雖然財政收支壓力較大，但要
努力集中75%左右的財力，動員社會力量，共同推進
民生建設取得新進展，並承諾重點辦好十件實事。
天津1.6萬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民生、群眾

生活的詞句有40餘處。而山東省承諾十大民生實事
新舉措，包括完成1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任務
等。山西提出未來五年將投入400億元，為農民群眾
再辦五件實事。湖南提出2013年投資340億元，為民
辦21件實事。安徽提出在2013年實施動態調整後的
33項民生工程，並建立民生工程績效評估機制，完
善民主決策、管理和監督制度。

報告瘦身少套話 民生承諾落重墨

從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可見，許多省區
都將「推進城鎮化建設」作為未來拉動經濟的
新引擎，地方城鎮化速度正明顯加快。各省區
不甘落後，亮出各自城鎮化建設的增長目標與
工作規劃，要求提升城鎮化質量，推動產業與
城鎮融合互動。相關專家表示，新型城鎮化的
關鍵在於產業支撐及戶籍、土地、社會保障等

配套制度改革進度。

多省區指標訂50%以上
自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力提高城鎮化

質量」以來，新型城鎮化提速之勢在地方有所顯現。
在制訂未來5年的城鎮化率指標上，安徽省提出力爭達
到55%，河南省表示要提高到52%以上，廣西壯族自
治區提出要由目前的43.53%提高到53%，湖北省提出
要由目前的53.5%提高到58%，雲南省由目前的39.3%
提高到48%等等。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向本報指

出，從國際比較看，中國城鎮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發
展。根據國際經驗，合理的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

值範圍在1.4-2.5之間，而中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
比值從1978年的0.41到2011年的1.28，城鎮化與工業化
的關係尚未進入合理區間。當前中國城鎮化存在的一
大問題，是地區發展不平衡，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發展
差距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不協調，大中城市
發展超前，小城市和城鎮發展落後。

改革戶籍土地等制度
新型城鎮化不僅要求加強基礎設施投資，且要求推

進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此次，許多省區在政府工作報告表態，未來的城鎮化
重點將轉向人口城鎮化。湖北省政府強調，有序推進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因地制宜，分步推進，把有穩
定勞動關係並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轉
為城鎮居民。力爭全年轉移農民工60萬人以上。山西
將研究出台戶籍制度改革實施意見，推行居住證制
度，解決好社會保障、子女上學、保障性住房等問
題，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廣東省政府稱，
要破除地域、戶籍等限制，完善異地務工人員積分制
入戶城鎮、參與社會管理等制度。

中國房地產與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雲昌表示，以城
鎮化為主要載體擴大內需，充分釋放城鎮化的需求潛
力，是中國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和戰略重點。他
提醒說，城鎮化被寄予為拉動GDP增長的厚望。不少
地方政府認為其將帶來新一輪的土地財政機會。在財
政壓力下，地方政府有可能巧立名目賣地。而城鎮化
成敗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產業支撐能力。如果沒有
就業，農民工就無法真正成為城市人，各地出台的指
標也就達不到城鎮化的效果。

推進城鎮化 經濟新引擎

延續既往規律，換屆後新政府擬定的增
長目標總體較高，全國有24個省份的GDP
預期增速是兩位數。但與2012年的預期目
標相比，全國沒有一個省份的今年GDP預
期增速超過去年目標，反而有12個省份調
低預期增速。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換屆引
發投資衝動隱隱再現。

中西部投資擬增20%
因外需不振，各省份普遍調低出口預期，同

時強調投資的作用。傳統外貿大省廣東、江
蘇、福建均將今年的進出口總額目標定為5%
左右。而中西部省份普遍將2013年投資增速設
定在20%以上，黑龍江、新疆、甘肅、貴州等
地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標鎖定在
30%。而2012年全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
增長20.6%。

專家指出，保持適當的投資規模十分必要，但如不顧
效益回報而盲目擴大政府投資規模，則很可能埋下隱
患。一些省份規劃未來五年的重大項目計劃金額達數萬
億，遠高於當地一年的生產產值，後續資金接續有可能
成為嚴重問題。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鵠飛向
本報表示，近年來，地方項目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
逐年上升，截止2011年底，地方項目上升到固定資產投
資的93.3%，中央項目的佔比則不到7%。按照以往的經
驗，固定資產投資的換屆效應仍可能出現，加之穩增長
政策在執行中可能失當的雙重作用，使得未來有可能出
現投資過熱風險。

各省投資 側重不同
在投資方向上，各省側重略有不同，但均強調加大對

基礎設施、民生等領域的投入。北京今年要加大改善民
生、基礎設施、生態環境、防災減災等領域投資力度。
湖北的新增投資重點是現代農業、先進製造業、現代服
務業、高新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基礎領域和關鍵行
業。山東省則提出，引導各類資金投向現代農業、技術
改造、高新技術、現代服務業、民生和社會管理等重點
領域，支持100個左右重點項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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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跡地方政綱主線 最大共識富民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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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增加可增加幸福感，有利社會穩定。 資料圖片

■推動新型城

鎮化將成為拉

動經濟的新引

擎，但過度投

資亦存在過熱

的風險。圖為

房地產新盤展

示廳。

資料圖片

■現代化工業生產仍為地方實體經濟的主攻方向。圖

為蕪湖玉柴重卡發動機生產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