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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消费稳投资，从三个报告看扩大国内需求

代表委员议政录

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主
引擎”。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政府投
资和政策激励要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通过高质
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无论是提请审议的政
府工作报告，还是提请审查的计划报告和预算报
告，都把全力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作为 2023
年的重点工作内容。

在计划报告中，“千方百计促消费的政策举
措”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举措”两个
专栏，引起代表委员关注。

“促消费专栏用了‘千方百计’四个字，凸显了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消费‘暖起
来’，经济才能‘热起来’，当前关键是通过各类政
策举措，让消费尽快恢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拉动
力。”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代表说。

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
力。随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开
年以来，国内旅游出行、餐饮零售等服务消费大幅
回暖。如何让消费加速恢复，成为推动经济回升
向好的关键。

让消费“跑起来”，关键是百姓“钱袋子”鼓起
来。在计划报告促消费政策专栏中，“增强消费能
力”被摆在首要位置。

“当前扩大消费的核心在于多渠道增加居民
收入，稳定就业预期，恢复消费信心。”申万宏源证
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委员说，计划报告
明确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
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

的消费能力”，抓住了当前稳消费的关键。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老百姓“买买买”的

需求已经从“有没有”逐渐转向“好不好”。辽宁大
学校长余淼杰代表认为，我国居民在养老、教育、
医疗、文化服务等方面孕育着大量消费需求，这都
将是未来扩内需的重要发力点。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离不开“新”力量的助
力。近年来，实体零售“云”上开店，定制、体验等
新兴消费崛起，首店经济、首发经济迅速发展……
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成为带动消费回补升级
的重要力量。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
售等新模式成为创造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力量。”
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贺
晗委员说，计划报告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要
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促进生活服务业触网上

“云”，打造更多新消费业态。
做好稳投资工作，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支

撑。2022年，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两端发
力，同比分别增长 9.4%和 9.1%，为稳住宏观经济
大盘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对于计划报告中专设的“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主要举措”专栏，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陈耳东代表说，这体现了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
结构关键作用、强化战略性前瞻性布局的考
量。“专栏中单列的‘强化中小城市信息基础网
络建设’，将为中西部中小城市搭上数字经济快
车提供支撑。”

继续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深入实施5G扬帆

计划，支持建设一批战略导向型、前瞻引领型、应
用支撑型、民生改善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计
划报告作出系列部署安排。

“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适度超前布局，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提供先进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南方科技大
学副校长金李委员说，特别是科学规划布局前瞻
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有利于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
根基。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
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激发民
间投资活力。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代表说，面
对新形势新挑战，传化将坚定信心、创新求变，加
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投资布局，科技
投资将保持年增长5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手
段。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000
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

“去年湖南省新增专项债券 1463亿元，撬动
总投资超6000亿元。”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
长刘文杰代表说，今年全省将锚定高质量发展，加
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形成更大投资拉动力。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代表说，确保政府投资
力度不减，更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
将在重点支持现有11个领域项目建设基础上，适
量扩大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持
续加力重点项目建设。

（据新华社 王雨萧 申铖 李紫薇）

“相比1到99的研究，我们更需要0到1的前瞻
性研究，希望有更多力量加入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支
持，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坐住坐稳基础研究‘冷
板凳’。”7日，安徽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中国科学
院院士俞书宏代表的一席话让不少代表频频点头。

专注仿生材料和无机材料化学研究 20多年
的俞书宏，2002年回国后，见证了我国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的变化，但同时也深感加强我国基础研究
的迫切性。

今年年初，他入选一项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
由探索的新型基础研究资助项目。“五到十年的长
期稳定资金支持，对科研人员来说太宝贵了。”俞
书宏感叹。

在科研一线深耕 30年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所长张成伟代表也深有同
感。“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但基础研究
往往不能立竿见影，需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
精神，这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
强。如何让科研人员坐住坐稳基础研究“冷板凳”？

代表委员认为，要从人才评价导向、多元资金投入、
创新环境优化等方面厚植基础研究的“土壤”。

“要科学设置合理考核周期，注重长期考核，
着眼于长期突破，而非短期目标，为科研人员静下
心来‘十年磨一剑’创造安稳的环境。”张成伟说。

基础研究耗时长、风险高，需要长期稳定的资
金支持。“应有序引导更多力量积极投入基础研
究，助力企业实现技术自主创新，提前布局未来。”
俞书宏说。

“经常有企业问我手里有什么技术能够立刻
进行产业化，希望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效益，可是哪
有那么容易啊！”俞书宏表示，要更加突出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早期介入基础研究，
而不是“等”“要”技术。

“目前企业与高校、研发机构的项目合作大部
分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要进一步深化高校、研发
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基础研究合作。”俞书宏说，“有
情怀的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将产生 1+1大
于2效果。”

这番话，引发了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尹同跃代表的共鸣。“当前，我们的很多技术已
经不再是跟跑，而是要领跑，这要求企业前瞻性布
局，加强源头的基础研究。”他表示，目前奇瑞汽车
建立了“首席科学家”团队，已有1万余名工程师、
科学家，计划未来五年投入1000亿元，建成300家
实验室，吸引更多工程师、科学家等，勇闯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无人区”。

让创新第一动力澎湃发力，需要多方协同发
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赵长禄委员认
为，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
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要充分发挥优势，以一
级学科下具体学科方向为基本单元打造高校科教
协同平台，为专业教育、科技创新和人才汇聚提供
硬支撑。

“支持科技创新，要‘计之深远’。”合肥市市长
罗云峰代表说，地方政府要营造宽容失败、支持长
周期创新的环境，在资金支持、资源配给等方面给
予最大支持。“只要用心浇灌、精心培育、耐心等
待，创新之花终将在春天绚烂绽放。”

（据新华社 李延霞）

坐住坐稳基础研究“冷板凳”
——代表委员热议科技自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