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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林
晖）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第四期研讨班 23日下午在中央党校
结业。

按照党中央部署，从 2017 年 12 月
上旬至 2018 年 4 月底，在中央党校举
办 7 期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每期 5 天。集中

轮训对象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
部级在职领导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部委、各人民团体、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领导班子成员，中管金融企业和中
管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管高校党委
书记、校长。

第四期研讨班 209名学员主要来自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管金融企
业和中管企业。培训期间，全体学员结合
有关领导同志作的专题辅导报告，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做表率，进一步提高
了政治素养和思想理论水平。结业式上，
各小组的学员代表分别发言，汇报交流
了学习收获。

目前，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研讨班已在中央党校举办四
期，共轮训学员1000余人。

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第四期研讨班结业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贪图安

逸、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

光辉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铿锵话语，昭示

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彰显国家掌舵

者的担当、人民领路人的情怀。振聋发

聩的警示、鼓舞人心的号召、高瞻远瞩

的擘画，凝聚起亿万人民创造新辉煌

的磅礴力量。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回首峥嵘岁月，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光辉历程中，推动久经磨难的中

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的，是共产党人的不懈

奋斗，是亿万人民的众志成城。人民

有信心，国家才有力量，才有未来。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更加自信

自尊自强。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我们就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强大生

机活力，让更多奇迹在中华大地不断

涌现。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刚刚闭幕

的全国两会上，新一轮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拉开序幕，政府工作报告谋

定年度任务。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

理，举国上下加满了油，鼓足了劲。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

的要求，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以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

就能够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不断迈

进，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加

充分地展示出来，让社会主义民主

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让

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

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让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

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

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

长。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如何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建立符合时代要求

的现代经济体系？新起点标注新方

向，新时代呼唤新业绩。我们决不能

有松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决不能有

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适应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紧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始终为人民不懈奋

斗、同人民一起奋斗，才能抓住历史

机遇乘势而上，实现我们确立的伟大

目标。

春回神州，日暖东方，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祖国大地激荡着蓬勃的复兴

气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再接

再厉，我们就一定能创造属于新时代

的光辉业绩，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三论习近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哈格·戈特弗
里德·根哥布将于3月 28日至 4月 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李克强、栗战书23日在京分别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23日举行揭牌和宪法宣誓

仪式，赵乐际出席并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
■王岐山23日在京会见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
■国办日前印发《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

（均据新华社）

去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
内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
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
告》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执行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的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坚持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好于预期，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目标任务较好完成，计划执行情况总体
良好。
（一）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

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
值 82.7 万亿元，增长 6.9%，符合预期。
就业形势总体较好。价格总水平基本
稳定。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稳妥推进。
（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
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三去一降一补”
成效明显。实体经济振兴取得积极进
展。服务业向高效优质发展迈进。基
础设施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三）积极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加快培育。农业结构调整
步伐加快。农业农村改革稳步推进。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农业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四）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新动能
加速成长。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不断深化。新兴产业蓬
勃发展。（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放管
服”改革深入推进。国企国资改革积极
推进。重点行业改革取得新进展。财
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价格改革
继续深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一步健
全。（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稳步健全。“一带一路”建
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对外贸易回稳向
好势头巩固发展。利用外资规模企稳结
构优化。境外投资发展规范有序。（七）
深入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增长点
增长极增长带加快培育。区域发展协调
性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重要步
伐。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推进。（八）加强
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
展取得新进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
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入实施。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继续提高。环境治理和生
态保护力度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积
极开展。（九）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
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战取
得重要进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 2018 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
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特别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
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
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按照上述要求和思路，综合考虑需
要和可能，提出 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
——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6.5%左右。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

就业 11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与去年目标值保
持一致。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促

进进出口稳中向好、外商直接投资总体
稳定和境外直接投资平稳有序发展。
——民生福祉继续增加。再减少

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人以上，完成 280
万人左右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2018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落实
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
举措和重大任务，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要求，着力抓好10方面工作。
（一）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转变。一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二是大力培育新动能。三是
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四是加强水
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健全创
新激励制度，不断提升企业创新力和产
业竞争力。一是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二是加快科技创新突破。三是促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四是深
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三）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

加快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着力激发各类市
场主体活力。一是持续扩大“放管服”

改革综合成效。二是着力完善产权制
度。三是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四是构建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
五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六是稳妥推
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
（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调动
各方面力量、采取更有力措施，着力提
高防范抵御风险能力，着力提高脱贫质
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一是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二是扎实推进精
准脱贫。三是持续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五）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重大举

措。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加快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一是强化城乡融合
发展顶层设计。二是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三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四是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五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六）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加强分类指导，细化区域政策，加
大对重点地区的帮扶力度，逐步缩小区
域发展差距。一是大力推进区域协调
发展。二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
“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是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长江
经济带发展。四是积极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五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
（七）切实发挥消费和投资有效作

用。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有效投资，形
成供给结构优化和总需求适度扩大的
良性循环。一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
机制。二是积极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三是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四是聚焦
重点领域优化投资结构。
（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快培育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是积极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二是扎实推进
贸易强国建设。三是促进利用外资稳
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四是引导对外投
资平稳有序发展。五是主动参与和推
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九）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大力推进社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努力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提高
就业质量和居民收入水平。二是推动
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三是不断
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四是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
（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坚

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改善良性互动，加快建设美
丽中国。一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二是加强生态系统
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
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三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四
是积极推行绿色生活方式。五是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关于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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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严格执行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审查批准的预算，认真落实全国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持续
发展，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经济结构继续
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升，风险管控稳步
推进，市场信心显著增强，社会大局保持
稳定。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一）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

况。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72566.57 亿元，为预算
的 102.3%，比 2016 年同口径（下同）增
长 7.4% 。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03330.03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3%，增
长 7.7%。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1119.03亿元，为预
算的 103.2%，增长 7.1%。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95076.99 亿元（包括本级支
出、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完成
预算的 99.3%，增长 5.4%。3.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65.64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73471.14亿元，增长 7.7%。
（二）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情况。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61462.49
亿元，增长 34.8%。全国政府性基金相
关支出60700.22亿元，增长 32.7%。
（三）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情况。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578.69亿元，下降1.2%。全国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2010.93亿元，下降6.7%。
（四）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情况。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55380.16
亿元，为预算的 106.9%，增长 10.5%。全
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8951.67亿元，完
成预算的101%，增长12.3%。
（五）2017 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

重点财政工作情况。2017年，财政部门
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预
算决议要求，全面贯彻实施预算法，有
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加大重点领域保障力度，支
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促进了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7年的财政预算工作，是过去五
年财政改革发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五年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
台阶，财政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实
现新提升，现代财政治理体系和能力建
设不断取得新突破，财政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
伟大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坚
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二是坚持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供求关系新的
动态均衡。三是坚持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
成果。四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
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五是坚持推进
依法理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预算编制和
财政工作意义重大。要适应新时代、聚
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更好发挥财政
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

2018年主要收支政策：1.支持打好
三大攻坚战。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制造业优化升级。
促进新动能成长壮大。继续推进“三去
一降一补”。3.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创业创新
和小微企业发展。4.支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同时，建
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
制度，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
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各方面的投入，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5.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支持实施国家重点规划。6.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支持发展公平优质
教育。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推动文
化繁荣兴盛。支持平安中国建设。支持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强军梦
提供有力支撑。继续支持国防和军队改
革。积极支持武警部队调整改革。深化
国防科技工业投入改革。深入贯彻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研究完善配套政策，落实
相关资金保障。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85357亿元，比 2017年执行
数同口径（下同）增长5.2%。加上从中央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2130亿元，从中
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调入323亿元，收入总量为87810亿
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3310亿
元，增长8.5%。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
赤字 15500亿元，与 2017年持平。中央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2536.05 亿元。
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156908.35亿元。

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97820 亿元，增长
7%。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收入 70344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
金 4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量为 168564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76864 亿元，扣除上年使用结转
结余及调入资金后增长 7.3%。地方财
政赤字 8300亿元，与 2017年持平，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23789.22亿元。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汇总中央和
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177
亿元，增长6.1%。加上调入资金2853亿
元，收入总量为186030亿元。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209830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亿元），扣除上年地方使用结转结余及
调入资金后增长7.6%。赤字23800亿元，
与2017年持平。赤字率随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而适当降低，预计为2.6%，比2017年
预算降低0.4个百分点，与经济稳中向好、
财政运行健康的状况相适应，也为长远发
展和宏观调控留下更多政策空间。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
和支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 3863.04 亿
元，增长 0.2%。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385.59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
为 4248.63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
4247.17 亿元，增长 15%。其中，中央本
级支出 3262.71 亿元，增长 20.5%，主要
是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彩票
公益金等安排支出增加较多；对地方转
移支付 984.46亿元，下降 0.1%。向一般
公共预算调出1.46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60301.81
亿元，增长4.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54661.7亿元，增长5%。加上中央
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984.46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13500亿
元，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为74786.27
亿 元 。 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相 关 支 出
74786.27亿元，增长28.9%，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66932.08亿元，
增长29.3%，主要是对应的专项债务收入
大幅增加，相应增加支出安排。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余额限额86185.08亿元。

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
计和支出安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376.82
亿元，增长 5.9%。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113.59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总量为1490.41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1168.87亿元，增长 16.4%。其
中，中央本级支出 1068.87 亿元，增长
39%，主要是为支持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适当增加中央企
业注资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100亿元，
下降57.5%，主要是中央下放企业“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补助资金减少。向一般公共
预算调出321.54亿元，增长3.6%，调入比
例由2017年的22%提高到25%。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1460.84亿元，增长9.5%。加上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100
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60.84亿元，下降0.6%。地方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1204.71亿元，下降 3.2%。
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356.13亿元。

切实做好 2018年财政改革发展工
作。（一）进一步贯彻实施好预算法。
（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三）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四）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五）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六）进一
步严肃财经纪律。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关 于 2017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18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