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2025年，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展现出强劲韧性和活力。近日，国务院部署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这些政策涵盖财政、金融、产业、消费、投资等多个领域，以系统性、精准化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从加大
财政支出到优化货币政策，从支持新质生产力到激发消费潜力，这些政策不仅为经济复苏注入“强心针”，也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系统落实这些增量政策，将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巩固经济回升势头，助力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展现更
大作为。财政政策是本次增量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国内需求不足的挑战，财政部加大了专项债发
行力度，2025年前三季度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达到42万亿元，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和民生保障
项目。例如，全国多地加快推进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和新能源基建项目，不仅拉动了投资增长，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此外
，财政政策还通过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过18万亿
元，惠及中小微企业超5000万户。这些措施有效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激发了经济内生动力。货币政策同样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组合，确保流动性合理充沛，同时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实体经济。2025年6
月，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为企业融资提供了充足“活水”。与此同时，信贷
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快速增长。据央行数据，截至6月末，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
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这些数据表明，金融支持正精准聚焦新质生产力和薄弱环节，
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产业政策的调整则进一步推动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增量政策明确提出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生物医药领域，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例如，广东省启动了“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计划”，支持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吸引了大
量国内外资本流入。此外，政策还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全国超80的规上工业企业已接入工业互联网，生产效率平均提
升15。这种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不仅提升了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消费作
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增量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措施，包括发放消费
券、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支持家电以旧换新等。2025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其
中线上消费增长尤为强劲，占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8。以广交会为代表的贸易平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第137届广
交会出口成交额同比增长3，智能家电和绿色产品受到海外采购商青睐。这些举措不仅提振了国内消费，也推动了中国品牌走
向全球。投资领域的政策同样亮点频现。增量政策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和放宽市场准入，吸引了更多外资流入。2025年1至
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5，高技术制造业吸引外资占比达35。与此同时，政府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通
过公私合营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例如，某沿海省份通过PPP模式建设了多个智慧港口项目，吸引了
超500亿元民间资本参与，显著提升了港口的智能化水平和吞吐能力。系统落实增量政策的关键在于多部门协同和地方政府
的执行力。国务院要求各地建立政策落实专班，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例如，湖北省通过“政策直通车”平台，将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等政策精准推送给企业，累计服务企业超10万家。地方政府还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如广东省推出“中小企
业融资畅通工程”，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信用担保。这些举措有效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切实感
受到政策红利。尽管增量政策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一定挑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可能对出口导向型企业造成压力，部分地区政
策落实进度不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专家建议，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精准支
持，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稳定外贸基本盘。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应进一步推广，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政策实施的精
准性和效率。社会各界对增量政策的积极响应体现了政策的高认可度。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减税降费和消费券政策让企业
与居民直接受益，增强了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行业协会也呼吁，企业应抓住政策机遇，加快转型升级，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
展望未来，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系统落实，中国经济有望在2025年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和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制造”到“智造”，从稳增长到促转型，增量政策正引领中国经济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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