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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解 读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设定为“6%以上”。

“中国重设年度GDP目标”——不少海外媒体第一时间报道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增速是综合性

指标，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于引
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就业、物
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平
稳衔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经济增速目标
设定为6%以上
出于什么考虑？

2020年全国两会上，鉴于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贸形势面临极
大不稳定不确定性等因素，我国从实际出
发，没有设定GDP增长的量化目标。

而去年一年，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
我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全
年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
载入史册的答卷。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年GDP增速目标
“回归”，一方面印证我国经受考验稳住了经
济基本盘这个“时”，另一方面也昭示我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个“势”。

把今年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6%以上，出
于什么考虑？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几处表述——
“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与今后目标平
稳衔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换句话说，设定GDP增速目标，不只要
考虑眼前这一年的情况，也要统筹考虑接下
来几年，尽可能避免预期目标在年度之间忽
高忽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运行。

而翻开5日提请审查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在20项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指标中，并没有设定5年的年均增
速指标，而是强调“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
视情提出”。

从这个角度看，把今年的GDP增速目标
设定在6%以上，符合“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
求，是留有余地、较为稳妥的，充分体现稳中
求进的总基调。

经济增速是综合性指标。除了6%以上
的预期增速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城镇
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粮食产
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等一系列经济社会
发展指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5日在两会
“部长通道”上表示，从今年前两个月看，中
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态势，一些先行指标
保持景气区间。发电量、用电量保持20%以
上的增幅，铁路日装车量等货运指数保持
10%以上的增幅。

由于基数的原因，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
预计出现较大幅度的同比上升，全年可能呈
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发展仍面
临不少风险挑战。从国际看，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国内看，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居民消
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等问题依然
存在。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做
好今年各项工作，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精力推进
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据新华社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今年GDP增速目标“回归”怎么看？

2021年我国赤字率
拟降至3.2%左右
财政直达将常态化

赤字率比去年有所下调，不再发行抗
疫特别国债，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并扩大范围……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亮出了今
年多项财政政策安排，彰显积极的财政政
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赤字率拟按
3.2%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调。当日提
交审查的预算报告指出，今年我国赤字规
模为3.57万亿元，比去年减少1900亿元。
这样安排，既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积极取向，
又释放出我国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并为今后应
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

“随着今年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
常，财政对冲风险的压力有所减缓，具备适
当降低赤字率的条件。”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发行
了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根据政府工作
报告，今年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这一安排符合当前国内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经济稳定恢复的大背景。”全国人
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表示，在
今年抗疫等一次性支出大幅减少的情况
下，保基本民生等可以通过正常支出渠道
给予保障。

与此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因财政
收入恢复性增长，财政支出总规模比去年
增加，重点仍是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
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并扩大范围，将2.8万亿元中央财
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规模明显大于去年，
为市县基层惠企利民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
财力支持。

“审时度势，积极调整。”在刘尚希看来，
这些有“减”有“增”的安排，一方面保持了积
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基本稳定，另一方面
有利于平衡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

突出创新重要性
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

5日，国务院新闻办邀请了国务院研究
室副主任郭玮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
况。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系统工程，需
要久久为功。”郭玮认为，在创新方面，突
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
究、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三个方面。

“基础研究是一个慢变量，必须要踏踏
实实去做，要创造条件让科学家把冷板凳
坐热。”他说，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有加大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完善对科研人员科技
成果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一系列政策。

“报告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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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企业研发投入可以2倍计入成本，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得到更大优惠。”他认为，
这旨在激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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