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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坚持把稳就业、

保就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减负、稳岗、扩就业并

举。统计显示，2020 年就业形势

逐季好转、总体稳定、好于预期。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0 年就业工作能够取得这

样的成效实属不易。年初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造成严

重冲击，新增就业人数大幅下滑。

面 对 异 常 严 峻 的 就 业 形 势 ，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有关

部门以空前力度应对空前冲击，把

就业放在“六稳”“六保”首位。国

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保

证企业复工复产，成为稳就业的前

提。得益于国家实施的减负、稳

岗、扩就业“组合拳”，突破性政策

力助市场主体减压，尤其是帮助中

小企业渡过难关，这为稳住就业存

量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灵活就业的形式日趋多

样，在解决劳动者生计的同时，也

成促进就业的重要渠道、吸纳就业

的“蓄水池”。 （韩秉志）

新增就业好于预期

政 策 显 成 效 民 生 有 保 障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一）

2020 年，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

社会持续稳定恢复，各项稳就业政

策不断落实落地。2020 年全国年

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低于 6%

左右的预期目标。

2020 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下，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企业停工

停产较多，就业市场受到明显影响，

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升至 6.2%的

年内高点。随着疫情防控取得积极

成效，复工复产复市持续推进，带动

就业岗位逐步恢复，城镇就业人员

持续增长。步入下半年，社会生产

生活秩序进一步恢复，受冲击大的

密接型和聚集型服务行业持续改

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2020 年

四季度，就业形势进一步回稳向好，

12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 5.2%，

与2019年同期持平。

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

群体，我国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提供

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各地、各部

门出台相应激励举措支持毕业生自

主创业，推动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

就业形势趋于稳定。 （韩秉志）

重点群体精准帮扶

2020年，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

进稳就业工作，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减轻企业负担，取消对灵活就业的

不合理限制，鼓励创业创新带动就

业，全面加强各项就业服务，推动

就业预期目标顺利完成。2020 年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4%，低

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

我国坚持对贫困劳动力优先

组织外出、优先留用稳岗、优先转

岗安置。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

“点对点”返岗复工协作机制，开通

专车专列包机，帮助务工人员实现

“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稳岗

政策全面落实，设立驻企服务专

员，加强用工指导、政策引导，鼓励

企业优先留用贫困劳动力。

国家还加大对困难群众就业

的帮扶，强化线上就业服务，开通

全国统一的线上失业登记、毕业生

求职登记等服务平台，扩大失业保

险保障范围，多措并举促进长江退

捕渔民转产就业。经过不懈努力，

贫困劳动力务工人数大规模增加，

工资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

（韩秉志）

稳岗政策全面落实
2020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比上年上涨 2.5%，涨幅比

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低于 3.5%

左右的预期目标。

CPI运行同比呈现“前高后低”

走势。前两个月，受新冠肺炎疫情、

“猪周期”和春节等因素叠加影响，

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较快，带动

CPI 上涨较多，同比分别上涨 5.4%

和 5.2%；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猪产能不断恢复，CPI涨幅从

3 月份开始平稳回落，尽管三、四季

度受到季节性、极端天气、散发疫情

等影响，个别商品价格出现短期波

动，但总体上延续稳定回落态势，全

年走势符合预期。

2020 年，食品价格上涨 10.6%，

涨幅比上年扩大1.4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2.20 个百分点，是推动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非食品价格

上涨 0.4%。2020 年全年，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居

民消费价格的平稳运行，充分展现

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民生保障有

力有效。 （熊 丽）

物价运行前高后低
2020 年，我国及时出台规模

性助企纾困政策，以合理适度的政

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特殊时期

采取特殊举措，我国将赤字率提高

到 3.6%以上，并发行 1万亿元抗疫

特别国债。

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

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新增财

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 2 万亿元

全部转给地方，资金直达市县基

层、直接惠企利民，省级财政既当

好“过路财神”又不当“甩手掌柜”，

推动资金高效精准投放到终端，支

持基层落实“六保”任务。

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有效应

对疫情影响的重要举措，是财政宏

观调控方式的重大创新。从 2020

年实施情况看，直达资金下达速度

更快、投向更加精准、管理更加规

范，在改进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增强财政调控效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地各部门

共同努力下，仅用 20天时间，就将

九成以上的中央直达资金下达市

县基层，省级财政细化下达时间平

均只有1周。 （曾金华）

直达资金精准投放

2020 年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中央部门带头精打细算、勤俭节

约，中央本级支出下降 0.1%，其中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2020 年，各级政府厉行节约

办一切事业，压减一般性支出，强

化“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各

项经费开支标准，切实将有限的

资金用在刀刃上。全国一般公共

服 务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分 别 下 降

1.1%、20%。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

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财力虽然

紧张，但民生问题马虎不得。各

级政府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

有保有压，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

口，集中财力保障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等重点领域支出。尤其是在

防控疫情阻击战中，加大经费保

障力度，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心

费用问题不敢就诊，确保各地不

因资金问题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

防控。2020 年，全国卫生健康支

出增长 15.2%，与疫情防控直接相

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 74.9%。

（李华林）

财政支出精打细算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

响，2020 年我国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出台实施了 7 批 28 项有针对性

的减税降费措施，累计为企业新增

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在支持小微企业纾困发展方

面，通过“免减缓”等一系列措施，帮

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

关。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

中近九成免征增值税，余下600多万

户征收率从3%降为1%，2020年1至

11月，共计减免增值税911亿元。同

时，阶段性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占三

项社保费全部减免额的近90%。

减税降费措施有效增加了企业

现金流，大幅提升了疫情防控物资

保障能力。在受疫情影响行业中，

交通运输、住宿、服务业等减税降费

受益面最大。相关政策有效降低了

企业用工成本，支持了企业稳定岗

位和生存发展。截至 2020年底，全

国 10 万户重点税源企业销售收入

税费负担率预计同比下降 8%；全国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1144万户，同比

增长10.1%。 （李华林）

减税降费持续加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我国很多

市场主体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2020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4 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主要针对企业

实施互联网接入宽带和专线降费，

并重点向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倾斜，

整体上实现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

资费降低15%。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宽带与

专线资费分别下降 31.7 和 18.6%，

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在

所有政策中，降成本措施是企业感

受最直接、见效最迅速的真招实

招。以降成本为突破口，进一步落

实惠企纾困政策，不仅有利于企业

轻装前行，更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2020 年，在工信部的指导下，

宁夏、辽宁、海南等地纷纷出实招，

在网络提速降费上下功夫，面向中

小企业主动开展多样化专属优惠

活动，“小提价、大提速”“小提速、

降 风 险 ”多 效 并 举 ，实 现 提 速

惠 企。 （李芃达）

网络宽带提速惠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