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两会报道组 昌校宇 刘 钊

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
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中国经济、民
营经济、政府债务管理等热点话题答记者问。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谈及当前中国
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娄勤俭表示，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保持战略定力，顶住压力，克服
困难，特别是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
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
振，经济明显回升。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
破130万亿元、实现了5%增长，中国式现代化迈
出新的坚实步伐。

娄勤俭指出，不可否认，当前，外部环境带来
的不利影响加深，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稳
定外需面临的困难挑战加大。从国内看，国内需
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但我们更要看
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长
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比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九个方面重点任务，
这一系列举措激发和增强了经济活力。比如，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是

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有需求升级、结构升级、动能升级的
广阔增量空间，既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也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
地。再比如，中国正处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
时期，新动能茁壮成长，为拓展新空间、开创新
机遇增添了更多可能。”娄勤俭举例说。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
在历经考验中壮大。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充满信心。”娄勤俭表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通过立法、
监督等方面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谈及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工作进展，娄
勤俭介绍：“去年12月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
案）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上
个月又进行了再次审议。一审后，草案在中国
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全国人大有关
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还通过座谈、调研等
方式听取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方面意见。”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娄勤俭表示，
草案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
个健康”写入法律，把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举措上升为法律规
范，对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
护，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

企业家发展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常委会继续审议情
况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认真做好草案修改完
善工作，推动法律尽快出台。”娄勤俭说。

2024年11月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娄勤俭介绍：“截至
去年年底，2024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已全部
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完成置换。2025年2万
亿元置换债券发行相关工作已经启动。这有效
防范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力保障了地
方财政平稳运行，支持推动了高质量发展。”

“要把事情办好，监督必不可少。”娄勤俭
表示，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
了国务院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组织
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情况介绍，形成了
监督调研报告，针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化解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建
议，并依法送国务院研究处理。

娄勤俭指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
照有关法律规定，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
督，特别是加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
隐性债务实施情况的跟踪监督，推动进一步加强
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
管理机制，助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娄勤俭：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凝心聚力共谱壮美华章，奋
发有为再绘时代新篇。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4日
下 午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开 幕 。
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围
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紧扣
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
责，积极议政建言，广泛凝聚
共识，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的智慧和力量。

三 月 的 北 京 ，春 意 盎
然。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灯光
璀璨，气氛隆重热烈。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悬挂
在主席台正中，十面鲜艳的
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应出席委员 2154人，实到
2110人，符合规定人数。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胡
春华、沈跃跃、王勇、周强、帕
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
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
云龙、陈武、穆虹、咸辉、王东
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
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
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
希、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下午3时，石泰峰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议程。

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
会报告工作。

王沪宁表示，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
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
务，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更加坚定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决心
和信心。

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人民政协工作。他说，2024年
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
征程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
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
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聚
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落
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
性作用，激发政协委员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

王沪宁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把中
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
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
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助力高质
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
局打牢基础。

王沪宁表示，要坚持中
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
领导，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紧扣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议政建言，健全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坚
定必胜信心，汇聚奋进力量，
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
工作迈上新台阶，不断夯实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为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
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蒋作君
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
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
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以来，共提出
提案 6019 件，经审查立案
5091件，99.9%的提案已经办

复。提案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建言献策，一大批
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实到相关
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提案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兴瑞、王毅、尹力、刘
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
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
洪、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
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吴
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开
幕会。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石泰峰主持 蒋作君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彭春来

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春回大地之际，
两会时间再次开启，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
数千名代表委员齐聚一堂，共商国是。

2025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关键之年。如何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
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继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之后，今年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再度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这不仅是高瞻远瞩的蓝图擘画，也是与时代
脉搏、市场大势的同频共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环境复杂多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

“深水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已
成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迫切需求。2025年开年以来，从DeepSeek横空
出世，到宇树机器人亮相春晚舞台，再到《哪吒2》
开启中国电影工业新纪元，接连为我们生动展示
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澎湃动力，也极大地提振了国民信心。

在这一大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
核心枢纽，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的意义和作用愈加凸显。科技创新是产业创
新的内生动力，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价值实
现，资本市场一方面能够高效引导要素资源向科
技创新领域聚集，另一方面有助于加速科技成果
的转化和应用，驱动产业向“新”攀“高”，在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架起融合发展、协同共进的

“桥梁”，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
正如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日前发表的署名文

章《奋力开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所
言，创新需要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的融资环境，
资本市场独特的风险回报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创
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造活力，
对于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产业和金融
高水平循环十分重要。

使命坚定信念，信心源于作为。“十四五”以
来，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蹄疾步稳，一系列大刀阔
斧的举措落地见效，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创造了更加有利
的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撑。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覆盖面
和精准度提升，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已成为支持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板块。2024
年，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的新上市公司数量占A
股全部新增上市公司数量的比例超过七成，募资额
占比超六成，金融资源进一步向新质生产力聚集。

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持续增强。新
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研发及商
业化不确定性高等特点，2024年以来，证监会先后
出台“支持科技十六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
等政策措施，向更多有潜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敞
开怀抱，也为已上市企业创新发展扩动能、增后劲。

促进中长期资金加快入市，争做“耐心资本”，
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活水。为进一步壮大耐心资本，2024年以来，顶层
设计对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多次强
调要“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中长期资金
入市卡点堵点”等。2025年，《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
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的发布，进一步明晰中长期
资金入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也意味着资
本市场有望迎来更多“耐心资本”，能够做“时间的
朋友”，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我们期待代表
委员们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集思广
益、建言献策，也有理由相信，在资本市场的加持
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的道路上，将
涌现出更多的DeepSeek、宇树科技或者《哪吒2》，
中国经济发展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

架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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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举行 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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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