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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稳增长，扩大内需出实招。过去一年，各地区各
部门着力稳投资、促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79.1%，比上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扩内需成效

“杠杠”的——
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支撑国民经济稳定恢复。举办

购物节等活动、推动夜间经济发展、支持新能源汽车消
费、激活和释放农村消费潜力……2021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由上年的下降3.9%转为增长12.5%，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达到24.5%。“在一系列精准政
策措施的助推下，消费这驾‘马车’加速奔跑向前！”全国
人大代表、湖南省株洲市委书记曹慧泉说。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短板弱项领域得到加强。重
大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补短板领域持续发力、产业升
级投资继续加快……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9%，比上年加快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17.1%，高于全部投资12.2个百分点。

“去年以来，投资缓中趋稳，规模继续扩大，发展
韧性进一步增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张兆安建议，围绕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后
劲，推动“两新一重”和民生领域投资；同时，加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把产业投资与
产业调整、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
为，过去一年，国家推出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培育
链条完整的内需体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就业政
策配套实施、协同发力，充分激发了国内需求潜力。

推动消费持续恢复

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今
年我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代表委员认为，面对
压力，要推动消费持续恢复，更好发挥其拉动作用。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从需求侧提升消费能力。“扩大
内需，要解决‘有钱花’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
学商学院教授杨德才说，既要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
增长；又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
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他认为，中低收入群体的边
际消费倾向高，能显著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从供给侧优化配套服务。在广
东深圳，近年来当地引入中国平安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等
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呼叫、远程照护、居家安全
监测、文化娱乐等服务，搭建智慧养老服务网。全国政协
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认为，政府应统筹

安排，将社会优质有效资源进行整合，提升养老质量。可
依托物联网等技术，建立大数据中心，推动养老服务信
息共享，实现无线定位、安全监测，打造智能养老立体网
络，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养老服务。

抓住新增长点，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全国人大
代表、东风公司技术中心主任谈民强表示：“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给了我们信心，相信未来中国汽车市场特别是自
主品牌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他认为，民族汽车品牌一
定要真正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加经费投入，加
大自主开发的力度和深度，提升行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通过接入冷链系统和数字经济平台，湖北罗田大
别山锦秀羊借助盒马APP仅需40个小时就能出现在各
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动线上线下
消费深度融合，让我们更加坚信数字经济这条路是走
对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名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锦秀说，“数商兴农”、电子商务进乡村是
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用新业态、新模式连通“绿水
青山”，为农村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发力促消费的同时，如何扩大有效投资？政府工

作报告的部署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稳投入，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用好政府投资资金，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今
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5 万亿元。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表示：“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利于发
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下一步，
广东省将全力管好用好专项债资金，做实做细项目
储备，加强专项债券制度建设，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效益。”

补短板，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曹慧泉表示：“我
们不仅要抢抓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大重点
领域投入等机遇，针对性加强产业项目谋划铺排；更
要紧盯群众生活中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着力
推进医院床位、小区梯位、停车车位等建设，让城市
发展更有温度、百姓生活更有幸福感。”

优结构，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注意到，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优化投资结构，破解投资难题，切实
把投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应加大对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优化
升级的支持力度，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投入。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胡
晓炼说。

代表委员聚焦两会

畅通大循环，内需拉动后劲更足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徐佩玉 齐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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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面对疫情多发、市场萎缩等问题，我国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消费和投资规模持续
扩大，内需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聚焦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努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今年一定能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力。

建材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涉
及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等多个方
面。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建
材行业应主动作为，聚焦减碳降碳，加快绿
色建材产品应用，推动新技术研发攻关，研
发替代燃料、替代原料、新型燃烧、碳捕集
等技术，从源头上减少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
排放，并加大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和资源转化
再利用工作，从末端治理上实现控排、减排
目的。

聚焦数字应用，建材行业还可借助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

手段，赋能行业数字转型，提升资源综合利用
效率。目前，海螺集团初步打造的水泥智能工
厂集群，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20%，年增效
逾10亿元，减排二氧化碳750多万吨。

此外，应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体系
建设，增加绿色建材产品供给，提升绿色建材
产品质量，促进建材行业转型升级。推动制订
并实施建材产品的节能标准，提高终端用户用
能效率、提高总的能源利用效率。加大绿色建
材产品政策支持，推动节能环保家居建材的产
品迭代。

（本报记者 廖睿灵整理）

加快绿色建材产品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 诚

加快绿色建材产品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 诚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18.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8.6个
百分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保持较快增长。这些，意味着中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蹄疾步稳，经济增长新动能十分强劲。

机床作为工业母机，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
生产基础。尤其高档数控机床，更是一个国家
制造业升级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机床产业经
过多年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关键核心
技术和关键功能部件方面仍面临挑战。近年
来，通用技术集团把高档数控机床产业作为核
心主业。2021年，集团牵头成立了“数控机床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高端协同创新平台，与天津市共同
出资100亿元组建机床装备子集团，打造一体
化集约化运营管控平台。

今年，我继续就机床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一是建议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
机床产业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强链补链
提供技术支撑，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
力；二是建议有关部门提高对机床装备制造
领域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建设
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完善共性技
术创新体系。

（本报记者 王俊岭整理）

让机床产业更高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于旭波

图①：2021年9月29日，
参观者在中国（天津）国际
汽车展览会现场试乘体验。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图②：2022年3月8日，
在四川省犍为县，嘉阳小火
车穿行在花海之中，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乘坐。

刘国兴摄（人民视觉）

图③：2021年6月18日，
在海南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内，种类多样的免税品吸引
游客前来选购。

王程龙摄（人民视觉）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掀开了中国冰雪
运动发展和全民健身新的一页，也带来了巨
大的发展红利。我们要抢抓机遇，推动我国
冰雪经济和冰雪科技质的飞跃，带动更多国
人参与冰雪运动，更好服务于体育强国、健
康中国建设。

北京冬奥会上涌现出一大批国产冰雪运动
装备，我国冰雪体育产品和装备不断丰富，冰
雪科技取得巨大进步。在冬奥会的强力带动
下，我国冰雪相关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冰
雪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投入冰雪装备研发，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
信赖国产冰雪运动装备，中国冰雪装备制造业

正在迎来新机遇。
建议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大力发展冰雪制造

业。从扶持重点企业开始，找准科技创新的突破
口，大力支持国产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发展，以点
带面，实现冰雪装备制造国产化，以高性价比、高
质量的产品抓住市场。同时，大力提升校园冰雪
运动场地供给，盘活闲置场馆、场地资源，统筹实
施、有序推进场馆场地新建、改造和提升工程。建
立国产装备产需对接平台，形成制造企业、经销
商、终端用户各环节紧密联系的冰雪产业链。通过
政策引导和支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冰
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金 晨整理）

推动冰雪产业大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卞志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