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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分析 3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 

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 

局，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 

动，付出艰苦努力，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沉着冷静应对风险挑战，坚持高质量 

发展方向不动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中国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 

恢复常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一、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国家主席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打响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 

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 

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 

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此后乂有效处置多起局部地区聚集性 

或散发疫情。

一是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救治工作。按照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全国“一 

盘棋”，迅速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派出 

中央指导组，发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作用，举全国之力开 

展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快速阻断本土疫情传播。明确 

“四早”“四集中”要求，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着力提高收 

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开展联防联控和群 

防群控，各省（区、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组织干部力量下沉抓好社区防控，引导各类社会组织、 

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服务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和 

社会服务。扎实做好医疗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 

工作，快速实现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医疗救治设备、医治 

床位从严重短缺到基本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千方百计协调 

解决重点物资生产核心岗位用工，保障粮油与肉禽蛋菜奶 

等食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多措并举确保能源供 

应安全稳定，有效保障医疗废物、废水安全处置。注重科研 

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 

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国产疫苗接种正 

式启动，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针对境外疫情 

扩散蔓延，加强输入性风险防控，做好对境外中国公民关心 

关爱，开辟临时航班有序接回中国在外困难人员。

二是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适时将全国总体防 

控策略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 

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广泛应用健康码识别，持续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精准性，保障 

企业正常生产和居民正常生活。面对局部点状疫情反弹，坚 

持分区分级防控，有针对性调整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及时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追踪溯源。着力查补薄弱环节，持续 

提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盯紧冷链物流等重点行业加强 

防控。

表1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主要举措 工作成效

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

制定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低风险地区全面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 

高风险地区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医疗物资

统一调配

建立口罩等重点医疗物资全国统一调配机制，实时跟踪 

督促调配落实情况，确保武汉等重点地区医疗物资供 

应，口罩产能、产量以及出口均大幅提升。全国口罩日 

产能2月底突破1亿只,3月底突破2亿只,4月底突破 

10亿只。

全力保障 

物资供应

综合采取增供应、增库存、保生产、保运输、稳市场、稳预 

期等措施，全力保障武汉等重点地区粮油菜、肉蛋奶等 

生活物资供应。严格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保障主副食品供应，防止物价过快上 

涨，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积极推进电力、天然气、煤 

炭等能源的联保联供，保障抗疫和民生领域用能安全。

补齐公共 

卫生短板

印发《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 

案》和《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下达近400 

亿元中央投资直接用于防控救治一线，有力地支持了各 

地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精准有序 

复工复产

打通人流、物流堵点,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 

出台8个方面90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加强政策效果 

评估和经验推广。

着力抓好 

农业生产

开展重点磷复肥企业生产日调度，协调建立农资运输 

“绿色通道”，适时开展春播，精心组织秋粮收购，促进畜 

牧水产养殖业全面发展。

三是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本着公开、透明、负责 

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义务，最早向世界通报疫情，第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