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地过年提振生产 

外需修复支撑出口 

（二零二一年二月月报） 

 2021 年 2 月，年初以来发生的局部疫情防控成效显著，随着新冠疫苗的接种范

围不断扩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性增长，积极因

素继续增多。 

 生产方面，就地过年、稳岗留工政策提振工业，工业生产继续加快，2021 年 1-

2 月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率为近年来同期较高水平；春节假期影响下制造

业 PMI 小幅回落，制造业扩张趋势放缓。 

 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的修复态势放缓；外贸实现开门红，外需继续支

撑我国出口增长，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拉动进口快速增长。 

 社融方面，截至 2021 年 2 月末，社融存量增速结束下降趋势，实现小幅上升;

新增社融结构方面，新增人民币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是社融多增的主要

原因，而企业债券则是新增社融的拖累项。社融增速虽短暂小幅回升，但是预

计未来在稳杠杆的背景下不改下行趋势。 

 区域方面，各省财政收支增速差异较大，多数省份收入增速达到两位数，支出

增速也由负转正。 

 2021 年在经济修复基础尚不稳固的环境下，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可持续性

尤为重要。财政政策方面将提质增效，落实减税政策，降低政府杠杆率；货币

总量将保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宏观政策将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

支持力度，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 

联合资信宏观研究部  

刘  艳 liuyan@lhratings.com 010-85172818-8092 

王信鑫 wangxx@lhratings.com 010-85172818-8106 

吴  玥 wuyue@lhratings.com 010-85172818-8118 

mailto:liuyan@lhratings.com
mailto:wangxx@lhratings.com
mailto:wuyue@lhratings.com


 

 

 www.lhratings.com  宏观信用观察 1 

一、宏观经济运行回顾 

2021 年年初以来发生的局部疫情防控成效显著，随着新冠疫苗的接种范围不断扩大，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逐渐减弱，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性增长，积极因素继续增多。生产方面，工业生产继续加快，2021 年 1-2

月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 8.10%1，为近年来同期较高水平；制造业 PMI 出现小幅回落，但依然处于扩张

区间。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势放缓，其中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剔除基数效应后有所回落，房地产

投资支撑有力；年初以来爆发的局部疫情抑制了消费的修复进程，消费修复态势趋缓，餐饮消费尚未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多数商品销售增势良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外贸实现开门红，外需继续支撑我国出

口增长，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拉动进口快速增长。 

1. 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就地过年政策提振工业 

工业生产继续加快。2021 年 1-2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 35.10%，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 16.90%，两年平均增长 8.10%，为近年来同期较高水平。其中 2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34%，环

比增长 0.69%，环比与同比数据均反映了 2 月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快。从三大门类看，2021 年 1-2 月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7.50%，两年平均增长 4.80%，高于近几年同期正常水平；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9.80%，两年平均增长 5.50%，与近几年同期水平相近；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9.50%，两

年平均增长 8.40%，高于近几年正常水平，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势较快，其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 59.90%、49.20%，两年平均增速为 10.20%、13.00%，高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2.10、4.90 个百分点。从

行业来看，多数行业持续恢复，1-2 月，41 个大类行业中除了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行业之外，其他 40 个

行业工业增加值均实现同比增长。 

就地过年、稳岗留工政策提振工业。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快速调查显示，2021 年春节期间工业企业员工

放假时间为 7.5 天，和往常年份比明显缩短；员工到岗情况好于往年，近一半的调查企业有超九成员工就

地过年，开工时间总体早于往年，对工业生产提振作用较大。 

服务业修复趋势放缓。2021 年 1-2 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1.10%，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4.10%，两年平均增长 6.80%，增幅较上年 12 月小幅回落 0.50%，主要是受年初局部疫情爆发拖累。 

 

                                                        

1为剔除基数效应影响，方便对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文中使用的两年平均增长率为以 2019 年同期为基期

进行比较计算的几何平均增长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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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图 2：服务业生产情况 

   

注：虚线代表两年平均增速，下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2. 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投资支撑有力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2021 年 1-2 月，固定资产投资 4.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00%，较 2019 年同

期增长 3.50%，两年平均增速为 1.70%，较上年 12 月有所回落。分领域看，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剔除基

数效应后有所回落，房地产投资支撑有力。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36.60%，两年平均下降 1.60%，主要是由于

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滞后下达叠加 1-2 月基建相关的财政支出力度减弱抑制了基建投资；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 37.30%，两年平均下降 3.40%，可能是由于短期内的疫情反复等因素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资本开支强度下降；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38.30%，两年平均增长 7.60%。房地产销售实现大幅增长。全国

商品房销售面积 17363.0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4.90%，两年平均增长 11.00%；商品房销售额 19151.00

亿元，增长 133.40%，两年平均增长 22.30%。从短期来看，天气转暖有利于项目开工、疫苗推广降低了疫

情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债券放量，短期有利因素增多，有益于各项投资的改善。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经

济基本面改善、企业利润不断修复、投资信心回升，制造业投资有望持续复苏；房地产投资更多的将受制

于信用收紧与结构性政策；基建投资则受制于资金来源以及逆周期调节必要性的下降，预计保持低速增长。 

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2021 年 1-2 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10%，两年平均增

长 11.00%，快于整体固定投资增速。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99.50%、66.60%；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分别增

长 88.40%、85.30%。2021 年 1-2 月社会领域2投资同比增长 48.00%，两年平均增长 8.8%，其中卫生、教育

                                                        

2 包括医疗、养老、教育、文化和体育五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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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别增长 63.00%、53.00%，两年平均增长分别为 20.30%、9.40%，带动社会领域投资实现较高增速。 

 图 3：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图 4：房地产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3. 消费修复态势趋缓，网上零售持续较快增长 

消费修复态势放缓。2021 年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80%，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6.40%，两年平均增长 3.20%，较上年 12 月有所下降，反映出年初以来爆发的局部疫情抑制了消

费的修复进程。多数商品销售增势良好，餐饮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2021 年 1-2 月，商品零售 6.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70%，两年平均增长 3.80%。从商品类别看，基本生活类和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均较

快增长，1-2 月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类、通讯器材类和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两年

平均增速均超 10%；1-2 月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7.60%，两年平均增速为 5.80%，较

上年 12 月有所回落，主要可能是由于今年返乡购车潮减弱导致乡县市场低迷，使得汽车消费增速不及上

年 12 月。餐饮收入 0.71 万亿元，同比虽然增长 68.90%，但是两年平均下降 2.00%，反映出餐饮消费在疫

情不确定性影响下修复较慢。网上零售持续较快增长。1-2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1.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50%，两年平均增长 13.3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60%，两年平均增

长 16.0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70%。未来随着疫情因素逐渐消退，预计消费有望持续温

和复苏。 

就地过年使得城镇消费增速快于农村。2021 年 1-2 月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 3.40%，

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 1.30%，城镇消费增速近年来首次高于农村，反映出今年就地过年

政策刺激了城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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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社会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                图 6：城乡社会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4. 外需支撑出口增长，外贸“淡季不淡” 

2021 年 1-2 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5.44 万亿元（按人民币计价，下同），同比增长 32.2%。其中，

出口 3.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10%；进口 2.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0%。2 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2.4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7.00%。其中，出口 1.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9.50%；进口 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0%；

贸易顺差 2472.80 亿元，较上年同期（贸易逆差 4266.50 亿元）转负为正。外贸实现开门红，主要是外需支

撑我国出口增长。2021 年前 2 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7862.00 亿、7790.40

亿、7163.70 亿和 3492.30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32.90%、39.80%、69.60%和 27.40%。欧美等主要经济体

制造业 PMI、消费景气度回升，外需持续恢复，出口景气度有望继续保持高位。 

  图 7：进出口情况                              图 8：主要经济体 PMI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Wind，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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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PI 同比降幅收窄，PPI 同比涨幅扩大 

CPI 同比降幅收窄，环比涨幅回落。2021 年 2 月 CPI 同比下降 0.20%，比上月收窄 0.10 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价格由涨转跌，同比由上月的上涨 1.60%转为下降 0.20%，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以及

猪肉价格下降拖累。非食品价格下降 0.20%，降幅较上月收窄 0.60 个百分点。2 月 CPI 环比上涨 0.60%（上

月为 1.00%），食品项和非食品项价格环比同步上涨，主要是受春节期间消费需求增加和运输成本上升等因

素所致。 

PPI 同比涨幅扩大，环比涨幅继续回落。2021 年 2 月 PPI 同比上涨 1.70%（上月为上涨 0.30%），其中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仍是拉动 PPI 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主要行业出厂价格均上涨明显。2 月 PPI 环比

上涨 0.80%（上月为 1.00%），环比延续上升趋势，主要是国内需求持续增加以及国际原油和金属类大宗商

品价格继续上涨带动，预计 2021 年上半年 PPI 同比增速将继续上行。 

图 9：CPI 增长情况                            图 10：PPI 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6. 社融存量增速小幅回升，新增信贷创新高 

社融存量增速小幅回升。2021 年 2 月新增社融 1.71 万亿，同比多增 8363.00 亿元；截至 2 月末，社融

存量同比增速结束自上年 11 月以来的下降趋势，较上月回升 0.30 个百分点至 13.30%。从社融结构看，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是社融多增的主要原因，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 1.34 万亿元，创历

史同期新高，反映出实体融资需求旺盛；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640.00 亿元，同比大幅多增 4601.00 亿

元；企业债券融资是 2 月新增社融的拖累项，同比、环比分别少增 2588.00 亿元和 2467.00 亿元。截至 2 月

末，社融存量增速虽然小幅回升，但在稳杠杆的政策背景下，预计社融存量增速的回升是短期现象，未来

将会有所下降。 

新增信贷创历史新高。2021 年 2 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 1.36 万亿，创历史新高；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较上月上升 0.20 个百分点至 12.90%，信用扩张增速扩大。从结构看，长期贷款依然位于主

导地位，居民与非金融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均创历史同期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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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同比增速升、M1 同比增速降。2021 年 2 月 M1 同比增速回落至 7.40%，主要是由于春节错位造

成的活期资金变化，并不反应实际流动性的变化；M2 同比增速上升 0.70 个百分点至 10.10%，主要是 2 月

信贷多增的支撑，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创历年同期新高；此外，2 月财政存款减少 0.85 万亿元，说明财政资

金加大了投放力度，也是 2 月资金面偏充裕的原因。 

        图 11：社融结构                              图 12：M1、M2 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联合资信整理 

7. 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趋势放缓 

2021 年 2 月，春节假期使得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影响，制造业 PMI 小幅回落至 50.60%，

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张趋势放缓。其中，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货商配送时间

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且生产指数下降幅度超过新订单指数，显示生产端受到的影响大于需求

端。分企业类型看，出现了分化现象：大型企业 PMI 逆势小幅回升，或是受益于就地过年政策，保持

平稳扩张，连续 9 个月位于 52%及以上，对支撑制造业稳步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小型企业 PMI

出现较大回落，处于景气收缩区间。 

从行业情况看，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多数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其中，

医药、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生产指数高于制造业总体，且新订单指数均位于 55%以上，表明相

关行业产需两端扩张较快。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及仪器仪表等行业生产经营

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高位景气区间。部分调查企业反映，3 月份将进入产销旺季，市场需求有望回升，企

业对节后行业发展信心增强。 

2021 年 2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回落 1.00 个百分点至 51.40%，非制造业扩张有所放缓。

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 0.30 个百分点至 50.80%，主要是受局部疫情影响所致。从行业情况看，与

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且高于上月，行业经营活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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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跃；而住宿、资本市场服务、租赁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临界点以下。从市场预期看，

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3.20%，高于上月 7.90 个百分点，企业对近期服务业市场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 5.30 个百分点至 54.70%，主要是由于受春节以及冬季天气影响，施工进度进一

步放缓。 

  图 13：制造业 PMI 各分项指标                  图 14：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8. 外汇储备小幅下降，人民币汇率窄幅震荡 

截至 2021 年 2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049.94 亿美元，较 1 月末下降 56.77 亿美元，降幅为

0.18%。2021 年 2 月，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苗进展、主要国家财政政策及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债券资产价格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

模小幅下降。 

2021 年 1 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暂停升值趋势，一直在 6.47 附近窄幅波动，人民币汇率三大指

数均同步升值，主要是中国基本面依然强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短期美元依然将保持强势，人民币兑美元保

持窄幅震荡趋势。 

图 15：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及三大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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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和行业运行特征 

工业增加值方面，受上年低基数因素影响，全部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均录得高速增长，尤其是湖北地区

录得 99.20%的高增速；有 9 个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全国水平。CPI 方面，16 个省份 2 月 CPI 同比

负增长，较 1 月减少 3 个；13 个省份 CPI 同比正增长，此外，江西、青海 CPI 同比涨幅为 0。环比方面，

31 个省份全部为正增长，其中有 6 个省份超过全国水平。财政收入方面，受去年疫情政府减收增支和春节

季节性影响，从公布数据的省份来看，2021 年 1-2 月财政收入均实现增长，有 20 个省份的增速高达两位

数；财政支出方面，增速多数由负转正，除了河北、宁夏、山西以及上海以外，其余已公布数据的 21 个省

份全部实现正增长。 

表 1：2021 年 2 月区域部分宏观数据（单位：%） 

省市 
工业增加值   CPI   PPI 财政收入 财政累计

支出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同比(%) 

全国 52.34 35.10 -0.20 0.60 1.70 18.70 - 10.50 

北京 - 48.50 -0.10 0.40 - 5.10 8.92 2.24 

天津 - 34.20 -0.10 0.80 - - - - 

河北 - 22.80 -0.10 0.30 - 12.30 31.05 -0.25 

山西 - 36.10 0.10 0.30 - 12.20 40.37 -1.55 

内蒙古 - 23.80 0.30 0.60 - 31.90 73.55 22.88 

辽宁 - 18.30 0.20 0.60 - 13.30 34.92 11.33 

吉林 - 35.00 -0.30 0.50 - 34.90 76.01 1.47 

黑龙江 - 15.90 -0.70 0.40 - - - - 

上海 - 42.50 0.30 0.60 - 13.30 15.98 -5.31 

江苏 - 48.20 0.30 0.50 - 19.20 30.58 16.63 

浙江 - 49.40 0.70 1.00 - 23.80 49.75 24.45 

安徽 - 34.20 -0.20 0.50 - 19.10 - 13.52 

福建 - 26.40 -0.20 0.50 - 20.60 46.11 8.69 

江西 - 41.30 0.00 0.50 - 19.70 32.36 16.60 

山东 - 31.10 0.30 0.40 - 20.00 40.42 7.83 

河南 - 19.00 0.10 0.40 - - - - 

湖北 - 99.20 -1.80 0.70 - 61.77 7632.67 63.76 

湖南 - 19.10 -0.10 0.30 - 13.71 27.76 14.97 

广东 - 44.60 -0.70 1.20 - 13.10 46.58 19.77 

广西 - 33.30 0.10 0.70 - 26.30 49.15 22.79 

海南 - 21.60 -1.60 1.00 - 34.50 139.97 16.70 

重庆 - 56.70 -1.80 0.40 - - - - 

四川 - 16.40 -0.90 0.60 - - - - 

贵州 - 27.60 -1.10 0.50 - 8.60 19.80 10.84 

云南 - 24.10 -0.60 0.30 - 7.00 26.75 6.75 

西藏 - 25.30 1.00 0.40 - 7.00 - 319.38 

陕西 - 25.40 0.20 0.50 - 34.70 -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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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 17.00 0.50 0.30 - 12.80 39.69 3.23 

青海 - 18.50 0.00 0.30 - 20.10 79.55 1.62 

宁夏 - 18.40 -0.70 0.20 - 8.70 - -10.32 

新疆 - 19.60 0.30 0.50 - -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21 年 1-2 月，原油价格延续上行趋势，煤炭价格由涨转跌，水泥价格进一步下降，房地产市场尚未

受到房贷集中度管理制度的明显影响，竣工面积、价格指数符合季节性。上游行业方面，美国原油库存同

比上升 0.69%，环比下降 3.23%，主要是 2 月美国寒潮影响生产，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升 12.26%，

环比增长 12.58%，全球经济逐步修复，原油需求继续上升，支撑原油价格的继续上升；煤炭方面，2 月春

节放假导致工业用电需求下降，煤炭价格环比下降明显，库存方面由于去年基数较高导致同比下降显著。

中游行业方面，钢铁库存及价格继续环比上涨，随着 3 月建筑业开始复工，或将支撑钢铁价格环比继续小

幅上行；水泥价格环比继续下降，与钢铁行业相似，建筑业的复工将支撑 3 月水泥价格的环比上行。下游

行业方面，房地产销售尚未受到房贷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影响，房地产销售依然向好，房地产价格环比继续

上行；汽车产量同比大幅上行主要是去年基数低，较 2019 年同期同比上行 3.5%，2 月由于春节返乡潮没

有形成导致汽车销售不及上年四季度，进而导致汽车库存环比上升。 

表 2：2021 年 2 月主要行业运行数据（单位：%） 

行业 
产量 库存 价格指数 

累计同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原油 
美国原油产量

(当月同比） 
-20.35 美国原油库存 0.69 -3.23 布伦特原油期货 12.26 12.58 

煤炭 

产量 

26.29 炼焦煤库存 -58.83 -1.69 煤炭价格指数 10.95 -6.03 

钢材 25.37 重点企业库存 -19.89 19.24 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 24.82 1.66 

水泥 61.06   - - 水泥价格指数 -7.17 -2.68 

汽车 89.90 汽车库存 2.80 6.01   - - 

房地产 竣工面积 40.37 累计待售面积 -1.09 #N/A 百城住宅 4.01 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联合资信整理 

三、宏观政策聚焦 

2021 年在经济修复基础尚不稳固的环境下，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财政政策方

面要提质增效，落实减税政策，降低政府杠杆率；货币总量保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宏观政策继续为市

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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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DP 目标增速 6%以上，强调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1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6%以上”，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中阐述了将经

济增速目标设定在“6%以上”的考量，认为“今年是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前行，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

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希望把预期引导到巩固经济恢复增长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

可持续性，尤其是和明年、后年的目标相衔接，不能造成大起大落。”考虑在去年低基数的基础上，2021 年

的增速目标是较为容易实现的，表明政府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 

2.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落实减税政策，降低政府杠杆率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总基调较上年的“更加积极

有为”有所弱化。广义赤字来看，2021 年赤字率拟按 3.2%左右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拟安排 3.65 万亿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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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上年“3.6%的赤字率+3.75 万

亿元专项债+1 万亿元特别国债”的组合，财政扩张力度减弱。但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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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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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5 日国常会议指出“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从财政预算公布的 3.57 万亿的赤字规模以及 3.65

万亿新增专项债测算，新增的狭义政府债务已经超过政府杠杆率降低的规模要求，因此大概率是从政府隐

形债务以及国有企业的债务水平入手降低政府杠杆率。 

3. 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从总基调上看，与上年

四季度货币执行报告以及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一脉相承。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中强调，“今年

没必要‘急转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着力稳固经济，推动向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还是要注重把肥施在根上，现在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还在恢复元气中。”2021 年货币政策较 2020 年

总量有所收紧，但会继续实施结构性宽松，尤其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政策。 

4. 房地产坚持房住不炒的总基调 

《政府报告》中首次将房地产放在了民生部分，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并延续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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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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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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请审查，实化量化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针对房地产方面提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

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职住平衡。2 月住建部发布“土地集中供应政策”，形成了“三道红线”“房贷

集中度”和“供地集中度”三大长效机制，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对房地产进行长期调控。3 月 2 日银保

监会主席郭树清再次喊话和警示炒房者，前两个月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累计达 60 余次，短期内部

分热点城市楼市政策依然存在继续收紧的可能。 

5. 扩大消费，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在稳定和扩大消费方面，重点指出要扩大服务消费、汽车消费、农村消费。受疫情影响，2020 年消费

受到较大冲击，对经济的贡献下降明显。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要“稳定和扩大消费”，并指出要

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发展健

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运用好“互联网+”，推进线上线下更广更深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 

6. 加快推进碳达峰，倒逼产业升级 

《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了“十四五”期间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工作，提出 2021 年要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 3%的年度目标。为此提出“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等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碳达峰，将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对耗能较高的产业带来较

大的转型的压力，而有利于可再生、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