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赵乐际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

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今后一年的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依法履职，

担当尽责，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有效做好监

督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拓展深化

人大对外交往，提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

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提供法治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过去一

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4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

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

绝对领导，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忠实履

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化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法院队伍，

严格公正司法，全面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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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所作的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过

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4年
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化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检

察队伍，严格公正司法，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几何？如何看待

中国物价运行态势？如何防范化解地方

债务风险？中国制造如何保持竞争力？促

进青年就业如何打开新空间？……

全国两会时间，中国经济备受关注。

3月5日至11日，新华社推出“两会中国经
济问答”系列报道一组九篇，直面海内外

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关切问题，广泛采访

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和会外各界人士，深

入浅出剖析怎么看、怎么办，帮助广大干

部群众更好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大逻

辑，增强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和

实干苦干的斗志。

1.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几何？

针对炒作中国经济潜力“见顶”、增

长“达到顶峰”等论调，文章指出，风雨兼

程中，中国不仅没有成为外媒所说的“下

一个崩溃的经济体”，反而顶压前行，保

持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仍是全球经

济增长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的关键时期，难免遇到各种问题

挑战，甚至会经历必要的阵痛，但中国经

济发展有底气、有优势、更有机遇，长期

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2.如何看待中国物价运行态势？

去年以来，中国物价持续低位运行，

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陷入通货紧缩的担

忧。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物价保持温和

上涨态势，货币投放总量适度、节奏平

稳，经济发展总体回升向好，没有出现通

缩，更不存在通缩外溢。造成当前物价低

位运行的因素主要是阶段性、周期性和

季节性的，并非趋势性的，不宜夸大其影

响。要警惕和防范通缩风险，积极有效破

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等问题。

3.中国如何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备受各界关

注。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积极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报告和计划

报告均围绕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作出

多项部署，将着力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

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防范化解风

险、应对困难挑战，中国具备充足的条件

和十足的底气。

4.中国制造如何保持竞争力？

面对复杂国际形势、“脱钩断链”的

外部挑战，“中国制造优势不再”“产业链

外迁”等声音不断。文章指出，面对变局，

中国制造底气足韧性强，去年以来产业

规模、贸易规模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并

在结构升级中形成新的竞争力。拥有完

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市场规模等优势，

中国制造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

保持“稳”的定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将不断塑造新优势。

5.如何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
文章指出，当前民营企业遭遇的挑

战和困难，既有市场还在恢复的因素，也

有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挑战。要始终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企业需求出发制

定政策，推动政策落地显效，弘扬优秀企

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注创新发展、敢

干敢闯敢投、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解决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将政

策的“暖意”转化为发展的“暖流”。

6.促进青年就业，怎样打开新空间？
文章指出，青年就业的挑战客观存在，

但要看到出现了很多积极因素：党委政府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

化困难群体帮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一揽子新举措；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

展推动一大批新岗位、新职业加快涌现；广

大青年主动对接职场所需，脚踏实地提高

能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力，集

成政策的牵引力，将为稳定就业大盘特别

是保障青年就业提供强力支撑。

7.如何看待中国外贸发展形势？

文章指出，外部环境“寒”，但中国外

贸不会“凉”。中国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要素禀赋、创新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出口

商品正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进口市场机遇

也在扩大，展现较强韧性。中国已深度嵌

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大势所趋，有进有出、稳中有进才是中国

外贸的主流。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

定，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开放水平越来

越高，支撑中国外贸重塑新优势。

8.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引资态势和未
来前景？

文章指出，在全球跨国投资低迷、引

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2023年
中国吸引外资仍保持了万亿规模，处于

历史第三高水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

系列重要举措，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跨国公司正以实际行动抢抓中国机

遇、拥抱中国市场，构建全球竞争优势，

在“双向奔赴”中互利共赢。

9.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换新将如何撬
动内需大市场？

文章指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不仅能从存量中产生

增量，而且可以将投资和消费统一起来，

畅通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实现“1+1>2”
的政策效果，体现扩大内需的系统性。更

新换新不仅是设备和消费品的升级换

代，更是一场系统的生产力变革，需要产

供销、上下游、政企民、线上线下协同联

动综合施策，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推进，

打通难点堵点。 据新华社

两会中国经济九问九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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