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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这个增速预期目标的考量。 出现大规模失业潮。2021 年的就业目标是城镇

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2020 年的保就业，很

多办法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的特点，比如说，通

过大规模减税降费和其他支持政策，让企业活了

下来，员工即使一时没有工资，但企业没有裁员。

企业保住了，挺过最困难的时期，一复工复市，

企业又开始了运营，员工也恢复了工资收入。

而要实现 2021 年的就业目标，主要是通过

经济稳定恢复增长来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所

以，确定一定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就是必要的。

正如李克强总理说的，这个经济增速目标不是

计划，是为了引导预期，是政府考虑了经济运

行恢复情况之后，用这个预期目标来引导各方

面集中精力“谋发展”。

同时，6% 以上的目标也是留了余地的。毕

竟，现在还处于经济恢复增长时期，恢复增长

的态势并不稳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世界经济

形势复杂严峻。

而国内，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1 年前

两个月经济数据看，主要指标增势平稳。其

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3.8%。

两个数字都很高，这是因为 2020 年 1~2 月，

受疫情影响，经济社会生活停摆，因此对 2021

年 1~2 月来说，同期基数较低。如果和 2019 年

1~2 月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5%，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4%。这显示经济的确是在

恢复性增长过程之中。不过，国家统计局也指

出，国内恢复进程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经济

恢复基础并不牢固。

3月 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今年

前两个月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但是恢复进程仍然不平衡，特别是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一些地方经济恢复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政府工作报告在安排今年重点工作时明确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

告，对于 2021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报告提出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 以上。2020 年，因为疫

情等不确定因素太多，政府工作报告少有地没

有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经过一年的艰苦

努力，我们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全年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2.3%，GDP 首破 100 万亿元人民币。

今年提出 6% 以上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

其实也是恢复了常态，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

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这个增速预期目标的考量。

首先是，6% 本身已经是不算低的增速了，在

100 万亿元基础上的 6% 就是 6 万亿元，要是在

“十三五”时期，达到这样的增量需要8%的增速。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 3 月 11 日出席记者会时提到

的，2021 年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

动力大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

创历史新高；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要为

两亿七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

2020 年虽然没有提出经济增速预期目标，

但提出了就业目标，目的就是在非常时期，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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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经济发展类指标中，

并没有设定经济发展的 GDP 年均增速预期目

标，而是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要保持在

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这一方面是考虑

到“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

化；另一方面是保持弹性，不是不提经济增速

预期目标，而是改为每年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为不确定性预留了空间。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同时，《纲要》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年均增长 7% 以上。这说明国家更加注重发展

的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也提

出，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

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用税

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推动

企业以创新引领发展。这无疑会进一笔提高企

业研发的积极性。

总体来说，2021 年的经济工作，通过保市

场来继续保就业、保民生，同时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让

中国经济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两者都是为

了赢得未来。

提出，宏观政策要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

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

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

社会各界非常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不急转弯”。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有利于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因为经济恢复增

长，政府肯定会合理调整政策，特别是一些临

时性、应急性、阶段性的政策，需要逐步退出，

这也是为了保证宏观政策可持续性。同时，政

府也明确承诺，保持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

主体的力度不减。因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还在恢复元气之中，还需要再帮一把。也

就是说，政府会用一些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来

冲抵阶段性政策退出的影响。

比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延长小规模纳

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

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 10 万

元提高到 15 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

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货币政策

方面，在稳定杠杆率的同时，引导金融企业合

理让利，使中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融资成本

做到稳中有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 年大

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30% 以上。

还要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引导

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

可以说，减税降费仍然是 2021 年保市场

主体的主要抓手，金融给实体经济让利仍然是

2021 年金融工作的一个重点。财政金融方面的

这些支持政策，对政府也好、对银行也好，肯

定会带来压力。比如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一减”，即减少中央政

府本级支出；“一增”，即扩大直达资金范围，

更快更有效地惠企利民。

需要注意的是，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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