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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两会的深改表达

下调GDP

主动落地新常态

“新常态”下，如何更好适应形势
发展，各地给出不同解析。

本报记者统计发现，各地新常态
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GDP的下调，其
中19省份下调了GDP增长预期或保持
不变，上海更是直接取消GDP增长目
标，而将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定为“经济
平稳增长，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进
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
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从内容的贴近性方面来看，林林
总总的“适应”表述中，北京的报告可
谓紧跟政策步伐。

在该市《报告》中，北京市长王安
顺将政府2015年的任务，具体细分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7个方面，而对于
其中的6个方面，每一点均从“适应”新
常态的角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比如，探讨京津冀协同的重要性
时，王安顺将之视为适应新常态的“必
由之路”，全面深化改革，被视为“动力
源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被视为

“根本举措”等。作为政治中心，北京对
于国家政策的领会与把握的敏感，从
中可见一斑。

当然，不用“新常态”做表述，并不
意味着下一阶段的政府工作就不依照

“新常态”。从《报告》中来看，地方政府
更多是将新常态作为政策实施的背

景，在此背景下出台一系列与当地相
适应的政策，而且这种“新常态”并不
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是涉及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海就在“新常态”背景下，提出
政府在未来8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的

“自贸区建设”、“创新驱动战略”、“新
型产业体系”等与经济方面较为贴近
之外，其余包括“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强化安全防范和基层建设”及“缩小
城乡差距”等，更多是从民生、城市管
理，社会治理等角度对如何适应新常
态，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

此外，“新常态”还包括了跟本地
密切相关的一些不利因素。比如，身处
我国反恐一线的新疆，其政府报告谈
及2015年重点工作，在“适应新常态”
一语表述前，加入了“以社会稳定为基
础”的表述，足见“稳定”对于该地的重
要性。

2014年，新疆先后发生乌鲁木齐南
站爆炸、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恐怖袭击等
一系列案件，反恐形势骤然省级。对此，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代主席雪克来
提·扎克尔在回顾去年工作时，将之称为

“维稳形势严峻复杂”。
有时政观察者在分析这一形势

时，认为未来恐怖主义对中国和中国
人来说，可能将是一种“新常态”，与之
相对，反恐“新常态”刻不容缓。

对于新疆而言，这点尤为重要。于
是在新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适应新
常态不仅是“维稳”的前提，更是维稳
的首要任务。在2015年政府的十项重

点工作中，“坚决维护社会稳定”被列
在了第一位，并在后面进行了千余字
篇幅的详尽分析。

可以说，在不断的“地方化”过程
中，对于新常态的认识，已经逐步渗透
进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随
之而来的一系列对策，则鲜明体现在
了今年各地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新常态不会是一两年，而是今后相当
长时间，各地都要面对的现实。

过半数政府工作报告

单列依法行政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除了贵州、青海、西藏、浙江
4地，其他省份都将“依法行政”进行了
单列。在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申“依
法治国”重要性，在中纪委高压反腐，
持续不断“打虎拍蝇”的大背景下，重
塑官场风气，“依法行政”口号日渐深
入人心，法治“新常态”已呼之欲出。

有破才有立。2014年出现塌方式、
系统性腐败的山西，在其《报告》中，在

“切实加强政府建设”的大标题下，专
门辟出一节，对反腐进行论述，表示要

“围绕资源配置、工程招标、政府采购、
资金分配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整
治。

“去年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在山西
经常被领导干部们提到。”在接受采访
时，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贾桂梓说，

“现在已经到了多方发力，消除腐败的
时候了。”

在适应新常态的背景下，山西省
长李小鹏表示，今年仍将持续高压反
腐态势。而法治，无疑是最佳的反腐利
器。“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红色文化、廉
政文化的资政育人作用。”该省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

事实上，反腐只是法治化进程中
的一部分，在山东省政府的工作报告
中，对“依法行政”做了非常细致的要
求，“各级政府部门和所属单位都要带
头清偿拖欠的工程款，补缴应缴税
费”，并且还要“严格执行公务回避、任
职回避和亲友回避，在不能回避的情
况下，必须由本人作出说明”，法治受
到极大重视。

山东的情况并非孤例。包括云南、
河北等地的政府报告中，无一例外地
将“依法行政”提到重要地位，制度化
的笼子对权力的约束不断加强。

与依法行政相关联的重要表现之
一，是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下放，各级
政府对此也不遗余力。

现已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17个省
市中，行政审批取消或下放，成为一大
亮点。其中上海取消和调整审批事项
844项，是其中最多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不止一次表
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而从过去习惯审批“画圈圈”，到不断
自我消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对于
未来的改革而言，这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过程。在可预见的未来，法治必将
成为“新常态”。

（下转B02版）

2015年省级两会方兴未艾，“新常态”成为各
地热词。

如何适应新常态，各地新常态有何不同，成
为舆论关注焦点。从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变成各地实实在在的工作，出现在各地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新常态”，已经或即将成为具体的
政策执行。

地方政府的“新常态”中，折射出的，正是未
来中国的发展之路。

17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新常态”出现106次

从已经公开的17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下
简称《报告》）来看，“新常态”无疑是最热门词汇。本
报记者统计发现，在这17份字数介于1万至2万之间
的《报告》中，“新常态”一共出现了106次，平均约
6 . 23次。

各地《报告》中该词的出现频率并不均衡，最多
的为北京和广西，“新常态”均出现11次，其次为宁
夏、青海和贵州，分别是10次，9次和9次，最少的当数
西藏和浙江，均为1次。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新常态”，在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去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那次会议提出，“必须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
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这些报告中提到的“新常态”，多与“适应”相搭
配。“目前正在逐步进入‘新常态’。”2月1日，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徐洪才认为，“适应是因为随着经济
发展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地方多处于摸索阶
段。”

比如西藏《报告》中，回顾2014年工作时，认
为该地“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打牢农
牧业和基础设施两个基础……”而青海《报告》中
在谈今年政府工作的总要求时提到，要“主动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力稳定增长，加快结构调
整……”

类似表述还出现在云南的《报告》中：“坚持以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以
及黑龙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等。

而在“适应”的前后，还有“认识”、“引领”等与之
搭配。从对事物的认知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过程。

比如青海省就在政府报告中，将“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做好2015年政府工作
的根本要求。

“新常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徐洪
才说。形势发生变化，认识也要跟着改变，否则不利
于经济发展。

对于国内而言，2014年5月考察兰考时，习近平
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而后在11月的北京
APEC峰会上，他又从我国经济的增速、结构等方
面，系统阐释了新常态的内涵。当时发表的《谋求持
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中，“新常态”一词就曾出现
8次，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

由于具有不确定性以及难以预料性，“新常态”
作为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背
景，已经引起各地的充分重视。

而在此前后，我国社会各界也对“新常态”展
开各种讨论，不过这种讨论更多是从国家层面进
行。

作为“新常态”提出后的第一个地方两会月，新
常态的出现，预示着这样的经济发展状态，已经从中
央到地方逐渐达成共识。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实习生 刘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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