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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2021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
为方便广大读者更好学习领会《政

府工作报告》精神，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
《政府工作报告（2021）·视频图文版》，该
书在报告文本中配插了相关视频二维

码、图示图表、名词解释、延伸阅读等解
读内容。同时，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政
府工作报告》的电子书、有声书等融媒体
出版物，在多家网络平台同步上线发布，
供读者免费阅读。

《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及视频图文版等融媒体读物出版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揽全局，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
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付出
艰苦努力，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全
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沉着冷
静应对风险挑战，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
动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我
国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在全
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交出一份人民满
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严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迅速
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用 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用 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
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个月左右
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
决定性成果，此后又有效处置多起局部
地区聚集性或散发疫情。
——围绕市场主体的急需制定和实

施宏观政策，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
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
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
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
中求进。立足国情实际，既及时果断又
保持定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科学把
握规模性政策的平衡点，加大宏观政策
应对力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平衡性
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主要目

标任务如期完成。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狠抓政策落实，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重大
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科技

实力进一步提升。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增强，全国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为 2.4%，科
技进步贡献率提高至60%以上。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大

国内市场加快形成。着力畅通供需循
环，深入挖掘和激发国内市场需求潜力，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稳步提升。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坚持把发展
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经济质量
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

农村发展势头持续向好。统筹推进“三
农”工作，不断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明显提高。
——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区域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更加注重发
挥区域比较优势，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持续
优化，主体功能区战略稳步推进，“多规合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正在形成。
——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市场主

体信心和活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加快完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
的突破，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
——持续拓展对外开放范围、领域

和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
有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诸多
不确定性，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强化民生兜底，人民群众基本

生活得到切实保障。针对疫情带来的民
生问题，通过加大投入、落实政策、织密
扎牢社会保障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2.1%。

综合来看，2020年经济实现正增长，
就业物价预期目标较好完成，国际收支保
持基本平衡，创新驱动、资源节约、环境保
护、民生保障等领域指标继续改善，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经过五年持续奋斗，“十三五”规划
目标任务胜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重大转型，经济总量越过 100 万亿元大
关，居民收入基本同步增长。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 1万美元，165项重大工程
项目基本完成，国家发展物质基础更加
雄厚。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
本建成，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又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
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
启，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一）总体要求。
做好 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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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
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
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社会和
谐稳定，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二）主要预期目标。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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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

本平衡。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三）主要宏观政策取向和重点。
为实现上述目标，要保持宏观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
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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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
策，用好改革政策，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
善宏观政策组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以
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

可持续。考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经
济逐步恢复，今年赤字率拟按3.2%左右安
排、比去年有所下调，不再发行抗疫特别
国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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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

理适度。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

力增效。着力稳定现有岗位，对不裁员
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
融等政策支持。

2021 年，要全面贯彻党中央确定的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
决策部署，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任务要求，准确
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着力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抓紧抓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科学有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
持常态化精准防控与局部应急处置有机
结合，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提高
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紧紧扭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
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
水平动态平衡。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
合。紧盯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改革的战
略性、前瞻性、针对性，使改革更好对接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依托我国大市
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坚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实行农业现
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
——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

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纵深推进新
型城镇化战略，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
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带
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完善生态文明
领域统筹协调机制，紧盯目标任务，持续
精准发力，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不
断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
能力建设，实现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回顾过去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给
财政运行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多年未
有。一季度受疫情暴发蔓延影响，全
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14.3%，为 2009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其中 2月份下降
21.4%、3月份下降 26.1%，31个省份中
有 30个收入负增长，收支矛盾异常突
出，地方财政运转尤为困难。经过艰
苦努力，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经
济逐步恢复，财政运行情况逐季向
好，二季度收入触底回升、降幅收窄
至 7.4%，三季度由负转正、增长 4.7%，
四季度持续向好、增长 5.5%，全年预
算目标基本实现。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较好。
（一）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情况。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2894.92 亿元，
为 预 算 的 101.5% ，比 2019 年 下 降
3.9% 。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45588.0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1%，增
长 2.8%。 2.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771.08 亿元，
为预算的 100%，下降 7.3%。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410.87 亿元，完
成预算的 99.1%，增长 8.2%。 3. 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83439.14 亿元，其中，本级收入
100123.84 亿元，下降 0.9%；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收入 83315.3 亿元。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0492.46 亿元，
增长 3.3%。
（二）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情况。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3488.74 亿元，为预算的 114.8%，增长
10.6%，主要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收入增加较多。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117998.94亿元，完成预算的
93.6%，增长 28.8%，主要是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安排的支出增加较多。中央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561.58亿元，为预
算的 98.6%，下降 11.8%。中央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10439.87 亿元，完成预
算的 96.8%。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
级收入 89927.16 亿元，增长 11.7%，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4142.29
亿元，增长 15.9%。
（三）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支情况。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777.82 亿元，为预算的 131.3%，增长
20.3%，主要是加大国有企业利润上缴
力度。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85.61 亿元，为预算的 105.6%，增长
9.1%。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39.06 亿元，完成预算的 74.6%，下降
15.3%。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
收入 2992.21 亿元，增长 28.1%。地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670.37亿元，
增长 27.6%。
（四）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支情况。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72115.65 亿元，为预算的 93.3%，下降
13.3%。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78834.8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8%，增
长 5.5%。
（五）2020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

重点财政工作情况。全力支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
费。强化应对疫情的财税支持政策。
出台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以更大的
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支持纾解企业经营困难。加大
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运行困
难。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
就。支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取得积极成效。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五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
目标任务胜利完成，财政改革发展工
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2021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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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
续，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坚持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全面落实政
府过紧日子要求，增强国家重大战略
任务财力保障，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
在刀刃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进
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
效管理，努力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落
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要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稳步推进税制改革，加快建立现
代财税体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工作，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2021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
增效、更可持续。重点包括：一是保
持适度支出强度。二是优化和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三是增加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规模。四是合理确定赤
字率。五是适度减少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六是不再发行抗疫
特别国债。七是落实政府过紧日子
要求。八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2021
年主要支出政策如下：

1.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
2.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3.支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

城镇化。
4.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5.支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6.加强基本民生保障。
7.支持国防、外交和政法工作。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和支出安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450 亿元，
比 2020 年执行数增长 8.1%。加上从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950 亿
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985 亿元，收入
总量为 91385 亿元。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18885 亿 元 ，增长 0.4% 。
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27500
亿元，比 2020 年减少 300 亿元。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 108200 亿 元 ，增长 8.1% 。
加 上 中 央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83370 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及使
用结转结余 14835 亿元，收入总量为
206405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14605 亿元，增长 1.9%。地方财
政赤字 8200 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
府 一 般 债 券 弥 补 ，比 2020 年 减 少
1600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汇
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97650 亿 元 ，增长 8.1% 。
加 上 调 入 资 金 及 使 用 结 转 结 余
16770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214420 亿
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0120
亿元，增长 1.8%。赤字 35700 亿元，
比 2020 年减少 1900 亿元。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
计和支出安排。中央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 3820.85 亿元，增长 7.3%。加
上上年结转收入 240.12 亿元，收入总
量为 4060.97 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4059.97 亿元，其中，本级支
出 3325.86 亿 元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734.11 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
入 90705.77 亿元，增长 0.9%，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4143 亿元，
与上年基本持平。加上中央政府性
基 金 预 算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734.11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6500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总
量为 127939.88 亿元。地方政府性基
金 预 算 支 出 127939.88 亿 元 ，增 长
11%。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4526.62 亿元，增
长 1.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240.12
亿 元 和 地 方 政 府 专 项 债 务 收 入
36500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
量为 131266.74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
金 预 算 支 出 131265.74 亿 元 ，增 长
11.2%。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亿元。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预计和支出安排。中央国有资本经
营 预 算 收 入 1751.91 亿 元 ，下 降
1.9%。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413.14 亿
元，收入总量为 2165.05 亿元。中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81.05 亿
元，增长 25.8%。地方国有资本经营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2125.14 亿 元 ，下 降
29%，主要是 2020 年受疫情等因素影
响，地方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较多。加
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转
移支付收入 101.52 亿元、上年结转收
入 319.5 亿元，收入总量为 2546.16 亿
元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568.32 亿元，下降 6.1%。汇总中央
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3877.05 亿元，下降 18.9%。加上
上年结转收入 732.64 亿元，收入总量
为 4609.69 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2647.85 亿元，增长 4.1%。

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
计和支出安排。汇总中央和地方预
算 ，全 国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89180.75 亿元，增长 23.7%，其中，保险
费收入 63191.35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22741.75 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86412.68 亿元，增长 9.6%。本
年收支结余 2768.07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93094.21亿元。

扎实做好 2021 年财政改革发展
工作。（一）全面贯彻实施预算法及其
实施条例。（二）进一步落实落细减税
降费政策。（三）常态化实施财政资金
直达机制。（四）进一步增强民生政策
可持续性。（五）兜牢兜实基层“三保”
底线。（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工作。（七）加快建立现代财税
体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关 于 2020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1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关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本报讯 汪天玄报道：“1930年 3月 2
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3月上旬，早
交班会后，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勤部组织官
兵开展党史故事学习活动。这是该岸勤
部以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为教材，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鼓舞军心士
气、激发练兵动力的一个镜头。

“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对于引导官兵
以昂扬姿态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具有重要
意义。”该岸勤部领导说，他们探索开展“每
天学一个党史故事”活动，并组织官兵交流
心得体会，推动党史学习入脑入心。

据了解，该岸勤部精选出的党史故
事，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活动开展以来，
官兵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了党的历史，
从中获得启迪和教育，更加坚定了听党
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通过党史学习，深刻体会到革命先

辈艰辛的奋斗历程，我一定要练好本领，
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该岸勤部
一名战士说。

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勤部开展“每天学一个党史故事”活动

学 史 明 理 激 发 练 兵 动 力

连日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组织官兵学习两会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胡 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