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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

—2022年 3月 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各位代表：

現在，我代表國務院，向大會報告政府工作，請予審

議，並請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意見。

一、2021年工作回顧

過去一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

國各族人民，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一百週年，勝利召開黨的十九

李 克 強 離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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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六中全會、制定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如期

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

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新

征程。一年來，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和

諸多風險挑戰，全國上下共同努力，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全年主要目標任務較好完成，「十四五」實現

良好開局，我國發展又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經濟保持恢復發展。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114萬

億元，增長 8.1％。全國財政收入突破 20 萬億元，增長

10.7％。城鎮新增就業 1269萬人，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為

5.1％。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0.9％。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快

壯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重要進展，載人航天、火

星探測、資源勘探、能源工程等領域實現新突

破。企業研發經費增長 15.5％。數字技術與實

體經濟加速融合。

——經濟結構和區域佈局繼續優化。糧食

產量 1.37萬億斤，創歷史新高。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

長 18.2％，信息技術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較快發展，產業

三個歷史決議

〔延伸閱讀〕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1945 年 4 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

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1981 年 6 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

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2021 年 11 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

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

議》。

中國共產黨成

立 100 週年

慶祝大會隆重

舉行

神 舟 十 三 號 

載人飛船成功

發射

經濟保持恢復發展

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強

經濟結構和區域佈局繼續優化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

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

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

疫情防控成果持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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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韌性得到提升。區域發展戰略有效實施，新型城鎮化扎

實推進。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推

出一批重大改革舉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放

管服」改革取得新進展。市場主體總量超過 1.5億戶。高

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穩步推進。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生效實施。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 21.4％，實際使

用外資保持增長。

——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污染防治攻堅戰深入

開展，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

粒物（PM2.5）平均濃度下降 9.1％。第一批國家公園正式

設立。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實際增長 8.1％。脫貧攻堅成果得到鞏固和拓展。基本養

老、基本醫療、社會救助等保障力度加大。教育改革發展

邁出新步伐。新開工改造城鎮老舊小區 5.6萬個，惠及近

千萬家庭。

——疫情防控成果持續鞏固。落實常態化防控舉

國家公園
〔名詞解釋〕

國家公園是指由國家批准設立並主導管理，邊界清晰，以保護

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

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地或海洋區域。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

其定義為大面積自然或近自然區域，用以保護大尺度生態過程以及

這一區域的物種和生態系統特徵，同時提供與其環境和文化相容的

精神的、科學的、教育的、休閒的和遊憩的機會。

國家主席習近平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下午以視頻方式出席《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並發表主旨講話，宣

佈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

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名詞解釋〕

2020 年 11 月 15 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在 2020

年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的組織下正式簽署，標誌著當前世界上人口

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RCEP

由東盟 10 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文

萊、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

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 6 個對話夥伴國參加，旨在通過削減關稅

及非關稅壁壘，建立一個統一市場。協定涵蓋 20 個章節，既包括貨

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市場准入，也包括貿易便利化、知識產

權、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採購等大量規則內容。在現代化上，

RCEP 採用區域原產地累積規則，支持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採

用新技術推動海關便利化，促進新型跨境物流發展；採用負面清單

作出投資准入承諾，大大提升投資政策的透明度；適應數字經濟時

代的需要。2022 年 1 月 1 日，RCEP 正式生效。首批生效的國家包

括文萊、柬埔寨、老撾、新加坡、泰國、越南等東盟 6 國和中國、

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非東盟 4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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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疫苗全程接種覆蓋率超過 85％，及時有效處置局部

地區聚集性疫情，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維護

了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回顧過去一年，成績得來殊為不易。我國經濟尚處在

突發疫情等嚴重衝擊後的恢復發展過程中，國內外形勢又

出現很多新變化，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難度加大。我們深入

貫徹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

念，扎實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注重宏觀政策跨

週期和逆週期調節，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主要做了以

下工作。

一是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針對性，推動經濟運行保持

在合理區間。宏觀政策適應跨週期調節需要，保持對經濟

恢復必要支持力度，同時考慮為今年應對困難挑戰預留政

策空間。建立常態化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將 2.8萬億元中

央財政資金納入直達範圍。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

用。有效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兩次全面降準，推動降低

貸款利率。有序推進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範化解，穩妥處

置重大金融風險事件。強化穩崗擴就業政策落實，扎實做

好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加強大宗商品保供穩價，著力解決煤炭電力供應緊張

問題。從全年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符合預期，財政赤字

率和宏觀槓桿率下降，經濟增速繼續位居世界前列。

二是優化和落實助企紓困政策，鞏固經濟恢復基礎。

上億市場主體承載著數億人就業創業，宏觀政策延續疫情

發生以來行之有效的支持路徑和做法。去年新增減稅降

費超過 1萬億元，還對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煤電和供熱企

業實施階段性緩繳稅費。實踐表明，減稅降費是助企紓困

直接有效的辦法，實際上也是「放水養魚」、涵養稅源，

2013年以來新增的涉稅市場主體去年納稅達到 4.76萬億

兩次全面降準
〔延伸閱讀〕

2021 年 7 月 9 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決定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 5% 存款

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此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

金率為 8.9%，釋放長期資金約 1 萬億元。2021 年 12 月 6 日，中

國人民銀行宣佈決定於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

金率 0.5 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 5% 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

此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 8.4%，釋放長期

資金約 1.2 萬億元。

全面降準的目的是加強跨週期調節，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一是在保持流動性合

理充裕的同時，有效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長期穩定資金來

源，增強金融機構資金配置能力。二是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運用降準

資金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三是降低金融

機構資金成本，通過金融機構傳導可促進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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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6%以上

任務 完成

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
1143670億元

1100萬人以上

1269萬人
比上年增加83萬人
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115%

漲幅3%左右
同比上漲0.9%

5.5%左右

平均值為5.1%
比上年平均值下降0.5個百分點
1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也為5.1%
低於疫情前同期水平
比上年同期下降0.1個百分點

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量化指標任務完成了！

國內生產總值

城鎮新增就業

居民消費價格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

降低3%左右
據初步核算，降低2.7%

城鎮調查失業率

增長8.1%

糧食產量

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13657億斤
比上年增加267億斤，增長2%
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赤字率

擬按3.2%左右安排
比上年有所下調

赤字率3.1%
比上年下調0.6個百分點
赤字規模3.57萬億元，比上年
減少1900億元
·中央赤字規模2.75萬億元
·地方赤字規模8200億元

任務 完成
完成 完成

中央本級支出繼續安排負增長
進一步大幅壓減非急需非剛性支出

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7.8%
增幅明顯高於上年
·均衡性轉移支付增幅超10%
·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
      等增幅超10%

中央本級支出35050億元
較上年下降0.1%
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約
7.49萬億元

較上年增長7.8%
·均衡性轉移支付增長10.1%
·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
      資金增長13.2%

建立常態化機制並擴大範圍
基本實現中央財政民生補助資
金全覆蓋
中央財政共下達直達資金預算

指標2.8萬億元
各地安排項目43萬多個
累計形成支出2.67萬億元
佔中央財政已下達的95%
為地方落實惠企利民政策和做
好「六穩」、「六保」工作提
供更好財力保障

建立常態化機制並擴大範圍

2.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
納入直達機制
規模明顯大於上年

財政資金直達

中央本級支出和對地方
一般性轉移支付

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
從月銷售額10萬元提高到

15萬元
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年應納
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的部分，
在現行優惠政策基礎上，

再減半徵收所得稅

增長30%以上

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
從月銷售額10萬元提高到

15萬元
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年應
納稅所得額不到100萬元的部
分，在現行優惠政策基礎上，

再減半徵收所得稅相關政策
全年新增減稅1097.99億元

截至2021年12月底
5家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小微
企業貸款餘額5.52萬億元
較上年底增加1.62萬億元

增幅41.4%

增值稅起徵點提高
和所得稅優惠

大型商業銀行普惠
小微企業貸款

再降10%

截至2021年12月底

寬帶較上年底下降33.4%
專線較上年底下降14.8%

中小企業寬帶和
專線平均資費

降低20%

自2021年4月1日起

降低20%

民航發展基金航空
公司徵收標準

中央本級基礎研究支出

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

增長10.6%

延續執行企業研發費用加計
扣除75%政策
將製造業企業加計扣除比例

提高到100%

增長15.3%

下達3.53萬億元
剩餘額度用於補充中小銀行
資本金擬安排3.65萬億元

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下達6100億元

安排6100億元

中央預算內投資

將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75%政
策執行期限延長至2023年12月
31日
自2021年1月1日起，製造業企
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
企業預繳申報當年第3季度或9月
份企業所得稅時可以自行選擇就
當年上半年研發費用享受加計扣
除優惠政策
企業2021年度可提前享受前三季
度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政策
相關政策2021年前三季度共減稅
3333億元

5.3萬個

5.56萬個
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105%

新開工改造城鎮
老舊小區

截至2021年12月底
北方地區清潔取暖面積約
156億平方米

清潔取暖率73.6%

北方地區清潔取暖率

到2022年年底前

每個縣至少要確定1家定點醫
療機構提供包括門診費用在內
的醫療費用跨省直接結算

已完成年度任務
截至2021年12月底
2804個縣實現有1家以上普通門
診費用跨省聯網定點醫療機構
各地區均實現60%以上的縣至少

有1家普通門診費用跨省聯網定
點醫療機構

醫療費用跨省直接結算

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

新增30元
達到每人每年580元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人均財

政補助標準新增5元
達到每人每年79元
新增部分統籌用於基本公共衛
生服務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疫
情防控工作
各地區均已落實兩項提標要求

居民醫保和基本公共
衛生服務經費人均財
政補助標準

高職院校擴招
2021年擴招139.41萬人
2020年擴招157.44萬人
兩年共計擴招

296.85萬人 

  2020年和2021年擴招

 200萬人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
 量化指標任務）

居民醫保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
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分別再增加

30元和5元 

達到70%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任務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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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完成
完成 完成

中央本級支出繼續安排負增長
進一步大幅壓減非急需非剛性支出

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7.8%
增幅明顯高於上年
·均衡性轉移支付增幅超10%
·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
      等增幅超10%

中央本級支出35050億元
較上年下降0.1%
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約
7.49萬億元

較上年增長7.8%
·均衡性轉移支付增長10.1%
·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
      資金增長13.2%

建立常態化機制並擴大範圍
基本實現中央財政民生補助資
金全覆蓋
中央財政共下達直達資金預算

指標2.8萬億元
各地安排項目43萬多個
累計形成支出2.67萬億元
佔中央財政已下達的95%
為地方落實惠企利民政策和做
好「六穩」、「六保」工作提
供更好財力保障

建立常態化機制並擴大範圍

2.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
納入直達機制
規模明顯大於上年

財政資金直達

中央本級支出和對地方
一般性轉移支付

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
從月銷售額10萬元提高到

15萬元
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年應納
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的部分，
在現行優惠政策基礎上，

再減半徵收所得稅

增長30%以上

將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
從月銷售額10萬元提高到

15萬元
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年應
納稅所得額不到100萬元的部
分，在現行優惠政策基礎上，

再減半徵收所得稅相關政策
全年新增減稅1097.99億元

截至2021年12月底
5家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小微
企業貸款餘額5.52萬億元
較上年底增加1.62萬億元

增幅41.4%

增值稅起徵點提高
和所得稅優惠

大型商業銀行普惠
小微企業貸款

再降10%

截至2021年12月底

寬帶較上年底下降33.4%
專線較上年底下降14.8%

中小企業寬帶和
專線平均資費

降低20%

自2021年4月1日起

降低20%

民航發展基金航空
公司徵收標準

中央本級基礎研究支出

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

增長10.6%

延續執行企業研發費用加計
扣除75%政策
將製造業企業加計扣除比例

提高到100%

增長15.3%

下達3.53萬億元
剩餘額度用於補充中小銀行
資本金擬安排3.65萬億元

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下達6100億元

安排6100億元

中央預算內投資

將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75%政
策執行期限延長至2023年12月
31日
自2021年1月1日起，製造業企
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至

100%
企業預繳申報當年第3季度或9月
份企業所得稅時可以自行選擇就
當年上半年研發費用享受加計扣
除優惠政策
企業2021年度可提前享受前三季
度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政策
相關政策2021年前三季度共減稅
3333億元

5.3萬個

5.56萬個
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105%

新開工改造城鎮
老舊小區

截至2021年12月底
北方地區清潔取暖面積約
156億平方米

清潔取暖率73.6%

北方地區清潔取暖率

到2022年年底前

每個縣至少要確定1家定點醫
療機構提供包括門診費用在內
的醫療費用跨省直接結算

已完成年度任務
截至2021年12月底
2804個縣實現有1家以上普通門
診費用跨省聯網定點醫療機構
各地區均實現60%以上的縣至少

有1家普通門診費用跨省聯網定
點醫療機構

醫療費用跨省直接結算

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

新增30元
達到每人每年580元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人均財

政補助標準新增5元
達到每人每年79元
新增部分統籌用於基本公共衛
生服務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疫
情防控工作
各地區均已落實兩項提標要求

居民醫保和基本公共
衛生服務經費人均財
政補助標準

高職院校擴招
2021年擴招139.41萬人
2020年擴招157.44萬人
兩年共計擴招

296.85萬人 

  2020年和2021年擴招

 200萬人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
 量化指標任務）

居民醫保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
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分別再增加

30元和5元 

達到70%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任務 任務
任務 完成

完成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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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加強鐵路、公路、航空、海運、港口等運輸保障。加

大對受疫情影響嚴重行業企業信貸投放，繼續執行小微企

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和信用貸款支持政策，銀行業金融機

構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增長 27.3％，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小微

企業貸款增幅超過 40％，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三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加強市

場體系基礎制度建設，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等改革。繼續

壓減涉企審批手續和辦理時限，更多政務服務事項實現

一網通辦。推廣一批地方改革經驗，開展營商環境創新

試點。加強和創新監管，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維護公平競爭。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支持民營企

業健康發展。基本完成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

關脫鉤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和廣州期貨

交易所。穩步推進農業農村、社會事業、生態

文明等領域改革。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務實

合作。加大穩外貿穩外資力度，成功舉辦進博會、廣交

會、服貿會及首屆消博會等重大展會。新增 4個服務業擴

大開放綜合試點，推出海南自由貿易港開放新舉措。

四是強化創新引領，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加強國家實

驗室建設，推進重大科技項目實施。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

北京證券交易所和廣州期貨交易所

〔延伸閱讀〕

北京證券交易所於 2021 年 9 月 3 日註冊成立，是經國務院批

准設立的中國第一家公司制證券交易所，受中國證監會監督管理。

經營範圍為依法為證券集中交易提供場所和設施、組織和監督證券

交易以及證券市場管理服務等業務。

廣州期貨交易所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由中國證監會批准設立，

4 月 19 日揭牌。廣州期貨交易所是一家創新型期貨交易所，為粵

港澳大灣區內企業、「一帶一路」沿線企業提供更多風險管理工

具，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構建資本市

場高地，加速推進國際金融樞紐建設，提高全球金融影響力。

首屆中國國際

消費品博覽會

開幕

海南自由貿易港
〔延伸閱讀〕

海南自由貿易港是按照中央部署，在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

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是黨中央著眼於國內國際發展大局，

深入研究、統籌考慮、科學謀劃作出的重大決策。2020 年 8 月 24

日，《2020 海南自由貿易港投資指南》發佈，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一

站式服務。9 月 28 日，海南自貿港開通洲際航線（洋浦—南太平

洋—澳大利亞航線）。2021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

為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發佈實施。1

月 27 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稅務總

局聯合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鼓勵類產業目錄（2020 年本）》。

3 月，海關總署發佈《海南自由貿易港自用生產設備「零關稅」政

策海關實施辦法（試行）》。6 月 10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自公佈

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