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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关键词”
前瞻今年全国两会热点

《经济参考报》3月3日刊发
文章《从六大“关键词”前瞻2025
年全国两会热点》。文章称，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今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一年。今年的全国两会有何看
点？《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采访
多位业内人士，前瞻全国两会与
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的热点、热词。

关键词1

“十四五”收官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新的五年

规划也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具有承上启下意味

的重要节点。

展望今年全国两会，政策将如何进一步发

力以推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以

及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将成为各界

关注的焦点。

“2025年要进一步加大各项政策力度，推

动经济回升势头进一步形成和加强，这对‘十四

五’到‘十五五’的衔接将非常有利。”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

示，尤其在财政政策方面，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定调是“更加积极”，也提

出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等

具体举措，市场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部署，尤

其是赤字率、政府债券规模等关注度都很高。

助推经济回升向好，推动重要改革举措落

地见效也十分重要。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及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预计政策将强调

深化一些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促进科

技创新和提升研发投入等。

关键词2

提振消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5年要抓好

的九项重点任务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

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位列首位，同时部

署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位业内人士认

为，扩大内需是长期战略之举，而提振消费是重

中之重，预计“提振消费”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

的讨论热点之一。

在业内人士看来，财税政策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的力度有望提升。年初，中央财政已预

下达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批资金810亿

元，支持各地做好政策持续实施的衔接工作。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2024年已安

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

以旧换新，2025年，预计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将

安排更多资金，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提振消费，重点是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紧密

结合起来。要在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

上下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

颖熙建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敢消

费”。张颖熙表示，在顶层设计上，要规范中央

与地方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加大基本公共服务

投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

要大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在保障性住房、教育、

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水

平，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关键词3

人工智能+
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DeepSeek凭借开

源模式和成本优势迅速“出圈”，引发国内外热

烈关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企

业纷纷宣布旗下AI大模型、AI应用新动作。

分析认为，企业新进展透露出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的新动向，继2024年“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人工智能+”有望继续成为热点话题。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智能化研究所副所

长顾维玺认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可加快

人工智能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对接，更好衔接

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成果转化各环节，打通从

实验室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形成市场需求

牵引的良性循环。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

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

币，产业链覆盖芯片、算法、数据、平台、应用等

上下游关键环节。

下一步，相关政策支持将持续加力。例如，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支持企业、科研机构等加快算

力、算法、数据研究攻关，加强通用大模型和行业

大模型研发布局，推动人工智能和重点行业深度

融合。地方也积极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

优惠措施，争相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关键词4

中长期资金入市
进一步打通堵点卡点，大力推动中长期资

金入市是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的重要

内容。不久前，中央金融办、证监会等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

方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长期资金入

市”预计将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应当通过政策引导切实延长考核投资经理的考

核周期，让投资经理更加注重长期的投资回报，

而不用担心短期的波动。同时要引导养老金提

高投资权益市场的比例。

安永大中华区审计服务市场联席主管合伙

人汤哲辉表示，税收政策需体现“长期友好”，法

律框架需体现“稳定和保护”，引导长线资金流

向实体经济关键领域。最终目标是形成“政策

支持—资金入市—企业成长—回报反哺”的良

性循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在税

务方面，要对长期资金投资给予税收减免，制定

专门针对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法律法规，明确长

期资金投资的基本规则、权利义务、监管框架

等，应明确长期资金与管理人的权责边界，严惩

“短钱长投”“期限错配”等违规行为。

关键词5

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最新数据显示，我

国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扩大至92%以

上。日前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了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

业内人士认为，预计“民营经济”也将成为

全国两会的热词之一。

安永大中华区税收政策主管合伙人沈瑛华

表示，当前中小民营企业密切关注减税降费政

策以及账款回收问题，期待出台更有力度、更精

准的税费支持措施。而对于“走出去”的民营企

业而言，期待国家相关部门提供更有力的政策

支持和专业指导，为民营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加快推动出台民营

经济促进法。“这将从法律制度层面对民营经济

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兼职教授谭浩俊表示。

关键词6

反内卷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召开部分企业公平竞

争座谈会，与7家企业有关负责人围绕整治“内

卷式”竞争进行深入交流。北京、江苏、湖南近

期也纷纷部署，整治“内卷式”竞争。

在专家看来，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

业行为”，部委地方系列举措传递出优化市场环

境、避免因短期利益而陷入恶性竞争的鲜明信

号。今年全国两会将进一步探寻“反内卷”的破

解之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

刘向东认为，整治“内卷式”竞争，需要引导行业

和企业摆脱以低价、低质量、低成本获取市场的

手段，转向以科技创新引领的高品质差异化的

良性竞争。同时，要有效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

为，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创新生态。

赛迪研究院新型工业化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陈全思认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是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创新生产力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

重点是规范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扶持企业的政

策举措，要加强对行政垄断行为的监管执法力

度，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记者 张莫 郭倩 吴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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