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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十四五”期间主要经济目标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对

经济形势判断有所好转，但依然严峻。2021年设定 GDP 目标增

速为 6%以上，受疫情影响，整体经济增速设定弹性较大。 

⚫ 民生方面，脱贫县设立 5 年过渡期，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的财政补助增加，基本养老金提高，逐步健全养老金

体系。 

⚫ 财政、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注重不急转弯。财政政策强

调“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减税政策预期将结构性优化。财政

政策保持了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整体依然保持积极，

也为今后应对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减税政策将逐步向国家

发展战略倾斜。 

⚫ 货币政策方面。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并未要求降杠杆，

M2和社融与经济增速基本匹配。防风险关注度依然较高，强调

了强化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科技监管，金融机构致力于服务实

体经济。 

⚫ 海外输入的结构性通胀，或为 2021 年通胀目标的主要干扰项。

2021年通胀目标设置在 3%，2020年通胀目标为 3.5%，实际通

胀增速为 2.5%，低于设定目标值。海外各国的政策仍未迎来收

紧的拐点，需要防范海外金融风险向我国市场的传导。 

⚫ 投资方面来看，扩大基建有效投资，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

利等重大工程项目。房住不炒的政策延续，新增“解决大城市

住房突出问题”的提法。房地产市场受重视程度增加，关注新

市民、青年人的租房、购房问题。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 5.3万个，为房地产存量市场带来较大发展前景。 

⚫ 从消费来看，坚持稳定和扩大消费，拓展居民消费方式，提升

供需平衡，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除了

稳定已有的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拓展健康、文娱、旅游等

多方面的消费。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 

⚫ 国家安全关注度增加，兼顾粮食、能源资源、金融安全战略，

以应对海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我国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利于国内对外贸易，并缓冲掉部分美国未来可能对中国进行的

贸易封锁。 

⚫ 碳中和概念为未来主要战略方向，数字经济服务实体将增加覆

盖率。从行业来看，政策从扶持民生、促进消费、发展科技、

国家安全、碳中和等多个方面，对行业发展做出布局。 

⚫ 风险因素：政策推进与落地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

济增速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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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经济增长整体好于预期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两会召开总结了2020年的经济运行情况，

并为2021年和未来经济发展做出部署。 

2020年经济增长整体好于预期。我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

恢复较快，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通胀整体维持在温和可控的

水平。2020年实现了全部人口脱贫。 

图表1: 2020 年主要经济指标表现 

 

资料来源：万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十四五”期间主要经济目标 

“十四五”期间主要经济目标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对经济形势判断有所好

转，但依然严峻。2021年设定GDP目标增速为6%以上，重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受

去年疫情因素影响，预估2021年经济增速或将超过8%。普惠小微企业的政策仍将延续，

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仍将继续，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至30%以上，

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让利。 

民生方面，脱贫县设立5年过渡期，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财政补助增

加，基本养老金提高，逐步健全养老金体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增加30元和5元，推动基

本医保省级统筹、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优抚对象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财政、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注重不急转弯。财政政策强调“提质增效、更可

持续”，减税政策预期将结构性优化。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也

为今后应对风险挑战预留政策空间。2021年赤字率和专项债略有下调，但整体规模依

然较高，财政政策仍保持积极。减税政策将继续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减税，并着重于

结构性减税，围绕直接税、地方税改革等核心要点，进行税制结构的优化；税收优惠

政策也将逐步向国家发展战略倾斜。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并未要求降杠杆，M2和社融与经济增速基本匹配，防风

险关注度依然较高，强调了对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完善金融风险处置的工作机制。

强调了强化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科技监管，金融机构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强化反垄

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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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输入的结构性通胀，或为2021年通胀目标的主要干扰项。2021年通胀目标设置

在3%，2020年通胀目标为3.5%，实际通胀增速为2.5%，低于设定目标值。对通胀的主

要扰动项为海外输入的结构性通胀。为应对疫情，海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幅投放，

导致流动性大幅宽松，而为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海外各国的政策仍未迎来收紧的拐

点，需要防范海外金融风险向我国市场的传导。 

投资方面来看，扩大基建有效投资，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

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体系。2021年

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优先支持在建工程，合理扩大使用范围。202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比2020年上涨100亿元至6100亿元。 

房住不炒的政策延续，新增“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提法。2021年上海、杭

州、北京、深圳等城市多次提出购房调控政策，调控房价的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受

重视程度增加，关注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购房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解决好大城市住房

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

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尽最大

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

同比提高了36%，为房地产存量市场带来较大发展前景，对提升县城公共服务水平带

来一定需求。 

坚持稳定和扩大消费，拓展居民消费方式，提升供需平衡，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坚

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除了稳定已有的家电、汽车等大

宗消费，拓展健康、文娱、旅游等多方面的消费。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稳步

提高消费能力和改善消费环境，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关注度增加，兼顾粮食、能源资源、金融安全战略，以应对海外经济政策

的不确定性。积极考虑加入CPTPP，利于国内对外贸易，并缓冲掉部分美国未来可能

对中国进行的贸易封锁。 

图表2: 历年两会主要经济目标及政策对比  

 

资料来源：万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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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对行业的支持 

碳中和概念为未来主要战略方向，数字经济服务实体将增加覆盖率。我国当前仍未

触及碳排放量平台期，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依然需要付出较大的努

力，碳中和相关的行业也将成为长期的战略重点，2021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左右，部分高能耗行业面临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数字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率

将逐步提升，建设数字中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健全政府数据共享机制，今年基本

实现“跨省通办”，为智慧城市打好基础。  

从行业来看，政策从扶持民生、促进消费、发展科技、国家安全、碳中和等多个方面，

对行业发展做出布局。 

图表3: 两会提及相关行业政策梳理 

 

资料来源：万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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