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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聂英好

1月14日，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召开。浙江省代省长刘捷代表省政府

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表示，2025

年，浙江将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

责任担当，努力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2024年是浙江改革发展进程中十分

重要的一年。刘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2024年，浙江省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任务，充分展示了“经济大省

挑大梁，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的使

命担当。2024 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5.5% 左 右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增 长

1.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

别增长 4.3%和 6.1%，十方面民生实事圆

满完成。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2024年，浙江省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减负超3000
亿元，同时民营经济金名片进一步擦亮，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浙江上榜

数均居全国第一，首次实现大满贯。在建

设文化软实力方面，8家博物馆晋级国家一

级博物馆，《黑神话：悟空》、越剧《新龙门客

栈》成为现象级“爆款”产品，12部浙产作品

获“五个一工程”奖。

对于2025年的目标任务，刘捷表示，

浙江省主要预期目标为生产总值增长

5.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以

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可支

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激发消费新潜能、引领消费新潮流，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5年，浙

江省将从发挥政策引导保障支撑作用，最

大程度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实施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力争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5%以上；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

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

此外，作为创新强省，2024年，浙江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预计达 3.2%，区域

创新能力继续保持全国第 4位。浙江继

续加大创新力度，以创新浙江建设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的一年，浙江将争

创新一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6.5%以上。

浙江：

加大创新力度 激发消费新潜能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1月14日上午，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隆重开幕。省长毛伟明作工作报告时表示，“回首

这一年不平凡的历程，最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形成了高质

量发展能快则快的最大共识，各方纷纷看好湖南、投资湖

南、发展湖南。”

报告显示，2024年预计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达5.3万亿元

左右，地方收入、消费、规模工业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旅

游业总收入迈上万亿新台阶、全省万亿级产业达到6个，城乡居

民收入稳步增长，粮食总产达615.6亿斤，创近5年新高。

今年湖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5.5%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5%，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以上，进出口保稳提质，城镇

新增就业70万人，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与全国一致，粮食产量616亿斤左右。

在2025年的十大重点工作中，“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被列为首位。湖南省目标抢抓“两重”“两新”等重大政

策机遇，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壮大经营主体、强化要

素保障，擦亮“湘商回归”“校友回湘”等主场招商活动品牌，完

善“金芙蓉”投资基金矩阵，抓好“十大产业项目”和“十大基础

设施项目”，让高质量发展成为湖南最鲜明的标识。

细看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十大产业项目”

“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不少都与上

市公司息息相关。

着重抓好的“十大产业项目”建设包括：岳阳乙烯炼

化一体化、邵虹基板玻璃、衡阳绿色盐碱产业基地、新能

源动力和储能产业基地、海信长沙综合生产基地、先进

钢铁材料产品结构升级、长沙玉湖冷链交易中心、株洲

中低压功率器件产业化、惠科长沙直显模组及整机、半

导体湘潭智造基地等。

着重抓好的“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国家干

线铁路网湖南段工程、长株潭都市圈通勤交通工程、高

速公路主通道扩容工程、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高标准

农田、重大水利工程、新型电力系统工程、一湖四水港航

工程、“四算”新型基础设施、国家医学中心等。

大力推进的“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包括：赛德雷特北斗

导航轨控卫星、航天环宇宽体客机复材壁板、三一集团氢能

重卡、国网湖南主配网调控技术及装备、中联重科“人机环

境”物流机器人、湖南杂交稻中心优质再生稻、中伟新能源

钠离子电池、华菱高磁感取向硅钢、联通（湖南）产业互联网

传输系统、长沙量子院量子重力测量等。

湖南：

抓好十大产业和
十大基础设施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在 1月 14日开幕的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上，北京市市长殷勇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

今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左右，北京将着力发

展壮大高精尖产业，努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动机，其

中将重点培育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生物制造、新材料等20
个未来产业。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方面，今年北京市地区

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左右，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4％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生态

环境质量、能源、水资源等指标达到国家要求。

2025年重点工作包括多项：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

牵引作用，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深入

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纵深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方位扩

大内需，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着力发展

壮大高精尖产业，努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动机；深

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进一步提高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水平等。

其中，高精尖产业是今年北京发展重点锚定方向。

无论是近期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寒武纪，还是小米汽车

工厂落地，都说明北京在高精尖产业方面已经形成某些

先发优势，在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企业、独角兽企

业数量和质量方面，

北京也有明

显优势。部

分产业成为

重 要 抓 手 。

报告明确，积

极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建

立投入增长

机制，重点培

育人形机器

人、商业航天、生物制造、新材料等20个未来产业。

北京还明确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报告提出，健

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

市场，推动制定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条例，优化招商引资

管理体制机制，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异地执法行

为。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服务保障，完善多层次金融

市场体系，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壮大耐心资

本，促进各类融资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

北京：

着力发展壮大高精尖产业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1月14日，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开幕。天津市市长张工作政府工作报告。

2024年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4.7%左右，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2%，城镇调查失业率5.2%，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报告指出，2024年，天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拓展。国

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持续完善，市管国企利润增长8%，75
家融资平台转型或退出。建立全市投资促进体系和市级工

作协调机制，海河产业基金带动74只母基金投资721个项

目。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落地等。

对于 2025年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报告

显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30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2%

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节能减

排减污降碳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张工表示，今年天津将重点做好七个方面工作：一是坚

持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

走实。二是坚持以“三新”“三量”为重要工作抓手，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焕新带动科技创新、支撑城市

更新，以做优增量推动盘活存量、有效提升质量，不断增强

培育新动能、更新旧动能的支撑成效。三是坚持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四是坚持

扬优势强支撑，形成各区协同并进、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

全市各区要立足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各展所

长、奋勇争先，大区要当好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五

是坚持人民城市理念，切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六

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七是坚持

以高品质生活为引领，务实发展民生事业。精心实施民心

工程，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天津：

以产业焕新带动科技创新、支撑城市更新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1月14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开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王莉霞作

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内蒙古凝心聚力办好“两件大

事”、抓好“六个工程”，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闯新路进中游迈出实质性步伐。预计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6%左右、突破 2.6万亿元，时隔 5年重回全国中游。

工业增加值跨过万亿元大关，全国排名有望上升 3位、居

第 14位，乳业、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入选国家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西部省份第 2位。粮

食总产量达到 820.1 亿斤、实现“二十一连

丰”，增量居全国第 3位。

对于2025年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

目标，报告显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8万人以上，城镇调查

失业率5.5%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左右，确保完成

国家下达的“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指标。

报告指出，2025年，内蒙古将优化调整产

业布局，加快构建优势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走在全国前列的产业保持领先地

位，抢占新的制高点。内蒙古自治区乳业、稀

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已入选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要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推动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尽快做大做

强，形成新的增长引擎。要巩固好新能源产

业领先地位。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沙戈荒”大

基地和蒙西至京津冀、库布其至上海、腾格里至江西、乌

兰布和至京津冀鲁外送通道建设。另一方面要坚持源网

荷储一体化，大力推动消纳场景应用，确保新能源利用率

保持在90%以上等。

推动有潜力、有条件的产业加快培育，争取早日形成

新赛道新动能。筹建内蒙古低空经济研究院，加快建设

低空飞行器试飞测试基地，以呼和浩特航天开发区为牵

引，培育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打造赤通锡低空应用集

聚区和乌阿海满、乌兰察布低空旅游集聚区。人工智能

要做好研发、制造和应用，支持呼和浩特发展智能控制

器、智能传感器、智能软件等关键软硬件设备，打造人工

智能产业基地等。

内蒙古：

预期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

发挥区域优势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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