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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高度关注两会热点议题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乔慧

2021 年全国两会召开，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十三五”规划胜利收官，“十四五”规划开局落子，意

义特殊，引发国际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外媒普遍认为，

两会彰显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制度自豪感和实力

自信心 ；《政府工作报告》概述了“十四五”时期主要

任务目标，部署了 2021 年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重点 ；财政预算报告反

映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为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两会传递大国自信

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回顾了 2020 年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

的成绩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描绘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外

媒认为，这些内容显示出中国的制度自信心和民族自

豪感。

美联社表示，会议审查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显示中国正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理想迈进，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纽约时报》称，两会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崛起的路径，表明中国对自身实力

和团结的乐观自信。西班牙《日报》认为，中国防控疫

情取得战略成果，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彰显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

力，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这些辉煌成果迎来了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充满自

信地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英

国路透社称，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可小觑，未来的

挑战也不可否认，中国的复兴之路并非坦途，两会对

当前及未来挑战进行了深刻审视。

《政府工作报告》突出高质量发展，体现构建新发

展格局战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 GDP 年均增

长应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今年 GDP 预

期目标设定为 6% 以上，以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

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外媒普遍认为，中国设定的

发展目标合理适度，既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又为提高

发展质量留有空间，体现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部署。

经济增长目标稳健，留足空间着眼长远。路透社

认为，2021 年经济增长目标稳健适度，表明中国致力

疫后经济社会稳定回归，并将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深化结构性改革。“十四五”规划未设定具体经济增

长目标，使中国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

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

中国 2021 年经济增长目标以 6% 为底线，低于世行等

机构预测值，显示中国将以稳健步伐实现经济增长，

避免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 而加大杠杆率和隐性债务。

《纽约时报》称，中国 2021 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6% 以上，

向全球释放了积极信号，显示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

增长发挥引擎作用。美国彭博社认为，中国的经济增

长目标相对保守，为推动结构性改革、实现科技自主

创新等长期目标提供了更多政策空间。

推进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报道，中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十四五”时期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24.1%，单位 GDP 能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这让世界看

到中国经济正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路透社称，中国发

展清洁能源，投资新基建，可以推动扩大内需，助力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体系。德国《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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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全面向绿色转型，包括投

资可再生能源、开发电池和推进产业创新，以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 ；中国履行减排承诺的同时，还需保持经济在

合理区间增长，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考。

拉内需促创新，布局发展新格局。《德国之声》报

道，中国将通过“拉动内需”和“促进创新”两大抓手

畅通“内循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更好地摆

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挟持。瑞士《每日新

闻报》表示，中国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充足研发资金，

而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循环”被赋予辅助角色。

中国在继续强调开放的同时，正通过拉动内需和促进

创新培育壮大国内市场，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德

国《商报》认为，中国在“双循环”战略下，将实现 5G、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摆脱

对西方国家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指出，2021 年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财政赤字率安排为

3.2%，专项债额度为 3.65 万亿元，进一步优化和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外媒普遍认为，中国财政政策“疫后”

温和收缩，但仍然保持积极基调，为科技创新、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大财力保障。

财政赤字率小幅下调，财政政策更可持续。彭博社

称，中国 2021 年赤字率安排低于去年，但高于分析机

构预测值 3%，显示中国正温和退出疫情期间的刺激计

划，以连续和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疫后复苏，避

免在政策层面急转弯。中国财政政策已开始向常态回

归，与美国仍在推出大规模新刺激计划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21 年中国拟安排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5 万亿元，主要用于支持 5G 网络、

铁路等重大基础工程项目 ；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这表明中国正在经济发展和控制债务之间巧妙平衡。

路透社认为，去年受疫情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财政

赤字情况明显恶化，而中国财政赤字率增幅温和，反映

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和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减税降费保民生，惠企利民扩内需。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认为，减税和创新是促进中

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2020 年中国陆续推出 7 批 28

项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施策为企业注入源头活水，降

低了企业财务压力，稳定了就业市场，也稳住了中国

经济基本盘。路透社报道，中小微企业关系中国就业

和民生，中国财政 2021 年继续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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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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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激发了市场主体

活力，改善了营商环境，助力中国经济平稳增长。2021

年中国还将继续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 政策，将

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进一步提高到 100% ；对先进

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这些

政策将有力推动中国加速科技创新。美联社报道，中

国将 2.8 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财力从中

央直接下达基层，加大了支持基层落实保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主体的力度。

大力增强研发投入，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纽约时

报》称，中国宣布今后五年研发支出持续增长，并重点

支持一系列尖端技术研发，这将减少中国对西方国家

的依赖，也显示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心。日

本《东京新闻》表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实现自给自足

绝非易事，将基础研究在研发经费中的比重提高到 8%

以上，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的决心。美联社认为，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 2021 年的

优先事项，“十四五”期间全社会投入的研发经费年均

增幅将达 7% 以上。美国《财富》杂志认为，中国政府

科研支出将重点投资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半导体

等领域，希凭自身实力成为“技术超级大国”，减少对

美依赖。

国防开支增幅再引热议。彭博社认为，为推动国

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中国 2021 年国防预算增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46

中国财政｜ 2021.07半月刊｜总第828期

本期专题

幅为 6.8%，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仅为 1.8%。

尽管中国军费持续增长，但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估算，中国 2020 年国防开支的 GDP 占比约为

1.7%，仍低于美国的 3.4%，甚至低于印度的 2.4%。《纽

约时报》报道，中国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

比重进一步提高，保障了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中国在科研领域和国防领域同时加大投入，将加速在

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方面赶超美国。

路透社称，中国连续第 6 年国防预算个位数增长，此次

官方公布的 2021 年国防预算约为美联邦政府 2021 财

年军费的 1/4。中国一直在军力方面追赶美国，但中国

表示军费稳步增长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

地区稳定的需要。

责任编辑  刘慧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正式启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按照中央有关

要求和财政部庆祝活动安排部署，由财政部机关党委、

人事教育司、离退休干部局、中国财政杂志社和中国

财经报社联合举办主题征文活动。通过文学艺术形式，

抒发财政系统干部职工对党的深情厚爱，展示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财政改

革发展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历史贡献

和一代代财政人理财为民、勇于进取、无私奉献的精

神风貌，宣传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奋进、

攻坚克难，为更好推进财政改革发展，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一、征文主题

初心·使命·奋进

二、征文时间

报送征文作品的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5月 31日

三、征文范围

全国财政系统干部职工。欢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的特邀专业作家参加。

四、征文要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石，歌颂党、歌颂祖

国和歌颂财政事业，颂扬财政领域的先进人物和先进

事迹，展现全面深化改革中财政战线改革创新的丰硕

成果。抒发财政人的情怀，记录财政人的感动，展示

财政人的风貌。凡与财政事业相关联的人物、故事、

经历、感悟，都属征文范围。文章体裁不限，可以为

散文、随笔、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要突出真实

性和文学艺术性。

五、征文报送方式

征文活动由财政文学会具体承办。请各单位将征

文作品电子版集中报送至《财政文学》编辑部电子邮

箱：czwxzz@163.com。可分期分批报送，并附目录，

报送文章数量不限。地市、县级财政部门职工报送作

品，原则上由各省市财政厅（局）负责收集后集中报送，

以个人名义报送的应注明邮政地址和联系方式，每篇

作品须附作者简介 1 份（100 字以内）。

六、交流展示及评奖表彰

对于所征集的作品，将择优在部内有关简报专刊、

网站专题、《中国财政》《中国财经报》《财政文学》

等刊发。组委会办公室将于 6 月下旬进行评奖。评奖

以文章体裁分类，每类均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和优秀奖若干，特邀专业作家作品列入组织奖。对组

织工作突出的部机关司局、直属事业单位和省级财政

厅（局），在系统内予以通报表彰。

联系人及电话：

财政部机关党委：苏浩，010-68552176

中国财政杂志社：陆安平，010-88227043

中国财经报社：宁新路，010-63803919

财政文学会《财政文学》编辑部：宁新路，010-

63803919

中共财政部机关委员会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

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

中国财政杂志社

中国财经报社

2021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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