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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 月 4、5 日，两会即将召开。我们认为今年两会提出的 GDP 增速目标或

设为 6%，但实际增速预计将达 9%，受到目标值的影响有限，投资者无需

过度担忧。财政赤字规模或温和收缩，以“碳达标”、“碳中和”为目标

的产业、能源结构调整，扩充了内涵的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主题投资方向将带来新的机会。 

投资要点： 

 2021年 GDP 实际增速预计将达 9%，目标可能在 6% 

我们认为 2021 年实际经济增速将不会大幅度偏离 9%。今年中国经济

预计将回归增速 5.8%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叠加低基数的影响（2020

年 GDP 增速为 2.3%），2021 年 GDP 实际增速预计将达到 9%左右。潜

在经济增速隐含充分就业的假设，而“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将

依然在 2021 年政府工作中处于优先位置：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的根本就是促进就业，

要“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2月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

再次强调，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六大目标任务之一是继续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今年保持 9%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就业比较充分的必要条件，

也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表

述。 

虽然 2021 年实际增速预计将高达 9%左右，但今年 GDP 增速目标很

可能会设定在 6%。地方性“两会”的 GDP 增速目标对两会有一定参

考意义。2019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1
两会提出的 GDP 增长目标

平均为 7.03%，全国两会提出的增长目标下界为 6%。而今年各地“两

会”的 GDP目标平均值也是 7.03%，因此今年 GDP目标很可能与 2019

年接近。 

对于较为保守的 2021 年 GDP 增速目标，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GDP

目标设置远低于 9%可能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的考量：（1）首先，6%

的目标更符合经济增长目标的可持续性与连贯性。2020 年的低基数

效应对 GDP 增速的影响不会持续，考虑到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目标的

                                                           
1
 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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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性，6%的增速目标更为合理，不容易引发社会的误解和担忧；（2）

其次，6%的增速目标为经济提质增效留出了广阔的空间，表明未来

的经济工作中不刻意追求高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逐步转

向质量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3）最后，参考历

年 GDP 增速目标，目标增速可以大幅低于实际增速。例如，在 GDP

增速高达 14.2%的 2007年，当年的 GDP 增长目标也仅为 8%。因此，

6%的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存在大幅下行风险，投资者无需过

于忧虑。 

 财政赤字有所收缩，政策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我们预计 2021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将收窄，但考虑到全球疫情压力

尚存，经济增长尚不稳固，赤字大概率温和收缩，政策保持适度支

出强度。2020 年我国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1 万亿元，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规模 3.75万亿元，赤字率由 19年的 2.8%提高至 3.6%以上。

2020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2 月 26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这说明虽然今年的

财政广义赤字可能会有所收缩，但是在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大

概率不会立即向疫情前的标准看齐。 

我们认为如果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率回到 3%以内，抗疫国债和地方

政府专项债的可能都将维持一定的规模；反过来，如果彻底取消抗

疫国债并明显缩减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那么一般公共预算的赤

字率可能会高于 3%。 

 三大主题投资方向值得关注 

今年两会会发布“十四五规划”。参考以往发布五年规划与十五年远

景目标的年份，我们认为《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的六大主要目标和十二项重大举措，

以及 2020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 2021 年工作重点的八项任

务，将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内容。其中，我们认为“碳达

峰”与“碳中和”为目标的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包括“打好种业

翻身仗”在内的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可能是两会重点强调的政策方向，值得关注。 

“碳达峰”与“碳中和”将带来新能源与环保领域的投资机会。2020

年 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力争于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也强调了推动产

业绿色化改造，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环保产业，推动清洁能源

利用。我们认为两会中将对“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结构、产业结

构调整作出更具体的规划。一方面，高污染行业的排放限制、环保

要求可能加强，另一方面，清洁能源与环保技术的研发推广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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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鼓励支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将更加丰富。十四五规

划建议是五年规划编制历史上首次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各项任务首

位，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经济“半脱钩”背景下，科技创新

愈加凸显的重要性与战略地位。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加快壮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

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也突出了“打好种业翻

身仗”，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我们认为 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从

国家战略、企业政策及人才机制方面给予前沿技术以及与国家安全

紧密关联的科技发展更多的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能源革命、乡村振兴，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

数字化发展等重要举措中均扮演重要角色，新基建可能仍是 2021年

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发展新能源方面，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

提出建设智慧能源系统，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乡村振兴方

面，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乡村建设提出一系列规划，包括加强

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乡村，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体系，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

深度”。数字化发展与城市群建设方面，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了“加

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完善综合

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

交通网络化”。因此我们认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在两会中被多

次提及，利好基建相关行业。 

风险提示：增长不达预期, 通胀上行超预期，国内外疫情恶化超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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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 GDP 目标历来偏向保守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图 2：2021 年地方“两会”GDP 增长目标与 2019 年一致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表 1：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六大目标、十二大举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八大任务 

六大目标 十二大举措 八大任务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成新发展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共产党员网，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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