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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贸易年鉴》（2017）（以下简称《年鉴》）由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管、主办，因机构改革， 

现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中国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经济贸易年鉴社负责编纂。原国资委 

副主任黄淑和担任编委会主任、主编。

二、《年鉴》是一部详尽刊载、客观评价2016年我国经济贸易运行状况和主要行业及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大型工具 

书和资料性年刊，对于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我国经贸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研究我国经济运行和重要行业、 

重点企业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对于指导下一年度的经贸工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三、《年鉴》融政策性、实用性、指导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力求展示地区经济特色，突出行业发展特点，数据翔 

实、内容丰富。读者对象主要包括：⑴全国经贸系统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⑵生产、贸易企业；⑶研究机构、图书 

馆、资料室。

四、《年鉴》共七篇。

第一篇：重要经济文献。刊载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改 

委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摘要）。

第二篇：经济运行与企业改革发展。本篇请国家相关部委就2016年我国经济运行、企业改革与发展、国内外贸易 

发展状况等方面予以分析、评述。

第三篇：行业改革与发展。刊载2016年度重要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及相关统计资料。

第四篇：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邀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分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 

经贸委（经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商务厅（商委）等相关机构就本地区2016年的工业经济，企业改革及国内外 

贸易发展状况予以评述。由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资料，就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列表，刊载17项经济指标数 

据。

第五篇：全国重点企业介绍。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重点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及经验。

第六篇：经济贸易统计资料。精选一部分与经济贸易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同时刊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的重要生产、经营指标数据。

第七篇：附录。刊载中国百强企业，机械、连锁、电子信息服务等行业企业经营业绩排序。

五、《年鉴》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据，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第四篇和第六篇的统计资料主要由国家统计局 

提供。由于统计口径、方法不尽相同，如有行业、地方的统计数据与上述两篇的数据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以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为准。

六、《年鉴》所署编委、联络员名单以截稿日期为准。

中国经济贸易年鉴社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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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经济文献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003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2017年3月5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 

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6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 

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 

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正式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党和人 

民的根本利益，对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 

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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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全面深化 

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国深入实施，全面从 

严治党纵深推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 

满完成，“十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

——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74. 4万亿元，增长6. 7%,名列世界前茅，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2%。工业企业利润由上年下降2.3%转为增长 

8.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 ,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4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人数再创新高。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02% ,为多年来最低。13亿多 

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就业比较充分，十分不易。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对 

外开放推出新举措，“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快速，一 

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

——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 

主要拉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 

升到51.6%。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 

农业稳中调优，粮食再获丰收。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科技领域取得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成果。新 

兴产业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 

24. 5% ,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 

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 5万户。新动能正在撑 

起发展新天地。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高速铁路投 

产里程超过1900千米，新建改建髙速公路6700多 

千米、农村公路29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加快。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1项。 

新增第四代移动通信用户3.4亿人、光缆线路550 

多万千米。

——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长6. 3%。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40万人，易 

地扶贫搬迁人口超过240万人。棚户区住房改造600 

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380多万户。国内旅游快速增 

长，出境旅游超过L2亿人次，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 

新的提高。

我国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推动 

取得一系列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重要成果，在全 

球经济治理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

回顾过去一年，走过的路很不寻常。我们面对的 

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7年来最低、国际金融市场波 

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的外部环境，面 

对的是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风险隐患显现、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多重困难，面对的是改革进入攻坚期、 

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多的复杂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能够稳住很不容易，出现诸 

多向好变化更为难得。这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有勇 

气、有智慧、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中国经济有 

潜力、有韧性、有优势，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 

更好。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去年宏观调控面临多难抉择，我们坚持不 

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依靠改革创新来稳 

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 

向调控、相机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加大，增加 

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所有行业实现 

税负只减不增。制定实施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 

过渡方案，确保地方既有财力不变。扩大地方政府存 

量债务置换规模，降低利息负担约4000亿元。稳健 

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广义货币M2增长11.3% ,低 

于13%左右的预期目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施促进消费升级措施。出 

台鼓励民间投资等政策，投资出现企稳态势。分类调 

控房地产市场。加强金融风险防控，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进一步完善，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