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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福祉：重点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方向，增进民生福祉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话题，建议增加调查失业率、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规划目标。 

❑ 经济发展：与 GDP 相关的目标建议取消设定，更侧重质量和结构 

我们建议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部分取消与 GDP 相关的目标设定，应着重强调“质
量”和“结构”，建议选取以下指标设定目标值：“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城镇化率、直接融资比重及资本化率。“三新”
占比 2019 年数值为 16.3%，建议 2025 年目标为 17.5%；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 2019

年为 11.5%，建议 2025 年目标为 1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19 年为 60.6%，建议
2025 年目标为 6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019 年为 44.4%，建议 2025 年目标为 50%；
直接融资占比 2019 年为 12.2%，建议目标值为 25%；股市市值占 GDP 比重 2019 年
为 59.8%，建议目标值为 80%，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占 GDP 比重 2019 年为 7.4%，
建议目标值为 8.5%。 

❑ 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是十四五增长动力的重要引擎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科技发展将是我国实现这一转
变、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引擎。我们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将 R&D 投入强度、基础研
究强度、每万人口发明专利量、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数字产业增加值作为衡量科技领域
发展目标的重要维度。其中前三者主要衡量我国在科技研发等原动力领域的投入强
度及产出成果，后二者主要衡量我国对于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 

❑ 资源生态：可持续发展仍将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安排 

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增长模式也从粗放式向包容式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
进，资源环境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愈加重要。进入十四五阶段，国土开发、节能减
排和环境保护仍将是五年规划的重点安排，参考日本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历程和生态
文明建设经验，我们建议将循环经济作为十四五规划的目标之一。 

❑ 防控风险：建议关注宏观杠杆率及粮食能源安全 

2017 年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
战”，三大攻坚战首次提出，我们建议除了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等指标设定，十四
五期间应更关注防控风险，设置相关预期性指标。除了宏观杠杆率外，保粮食能源
安全居于“六保”之列，建议重点关注。据 BIS 数据，我国宏观杠杆率 2019 年为
258.7%，建议 2025 年目标值为 280%；粮食安全方面，人均粮食占有量 2019 年为
474.9 公斤，建议 2025 年目标为 480 公斤，谷物自给率 2019 年高于 95%，建议
2025 年目标为维持 95%以上；能源自给率 2019 年为 81.7%，建议 2025 年目标值为
85%，随着能源战略深化，对能源安全较十三五可提出更高要求。 

 

 

风险提示：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再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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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四五民生福祉规划目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方向，增进民生福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话题，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目

标都应当在十四五规划报告中提及。 

 

表 1：“十四五规划”民生福祉目标建议 

 民生福祉 十三五目标 
截至 2019 年 

完成情况 
2020 年预计值 十四五目标 五年累计提高 属性 

（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5 6.5 5.8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预期性 

（2）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5000] [5378] [6460] - [>5000] 预期性 

（3） 调查失业率（%） - 5.2 5.7 5.5~6.0 - 预期性 

（4）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8 10.75 10.87 11.4 [0.53] 约束性 

（5） 商业养老保险责任准备金（万亿元） - 0.53 0.75 > 6  预期性 

（6）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 - 28.35 28.1 < 26.5  预期性 

（7） 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 2.5 2.77 3 3.5 [0.5] 预期性 

（8） 人均预期寿命（岁） 77.3 77.3 77.5 78.3 [0.8] 预期性 

（9）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亿人） - >4 4.5 5.5 [1] 预期性 

（10）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万人） [5575] [5024] [5024] 新贫困标准下全部脱贫 约束性 

（11）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万户） - - [700] - [3500] 约束性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政府网，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 ]内为 5 年累计数，下同 

 

1.1. 就业与收入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乃民生之源，就业与收入是民生福祉的核心变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充分的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在经济增长目标逐渐弱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就业”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

一，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目前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充分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海外发达国家往往更加

重视就业情况，失业率是其政府宏观调控锚定的关键变量之一。 

其二，“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写入十九大报告中，作为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一。工资性收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经济来源，充分就业是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前提条件。 

其三，由于疫情发展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大，今年两会未设置具体的经济增长

目标，而是“六稳”“六保”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其中“六稳”首稳就业，“六保”首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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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展望十四五时期，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国

际关系和外贸形势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设经济增长目标转而重视就业体现

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我们认为，十四五时期，“充分就业”方面可以设置两大重要指标，一个是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另外一个是调查失业率。 

 

1.1.1.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等于本期新就业人数减去本期自然减员，主要用于衡量城镇创造

就业岗位和提供就业服务的能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正在持续推

进，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市场。自从“九五计划”提出五年新增 4000

万城镇就业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目标从未缺席。我们建议十四五期间目标与十三

五一致，即五年累计城镇新增就业 5000 万人。 

表 2：历届五年规划中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及完成情况（单位：万人）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截至 

2019 

预期 

目标 

4000 - 4000 4200 4500 5771 4500 6431 5000 5575 5000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1.1.2. 调查失业率 

除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之外，调查失业率也是体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数据。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更关注做“加法”，只考虑有多少人加入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失业端的情况有

所忽略，若要全面描述就业情况，调查失业率是更加应该关注的数据。我们认为，5.5%~6.0%

的调查失业率可以写入十四五规划的工作目标。 

九五至十二五期间，中央主要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目标，但由于登记失业率：

（1）需要失业人口主动登记（2）不统计非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因此不能体现实际的失业

压力。十三五规划中，登记失业率目标并未提及。 

表 3：历届五年规划中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及完成情况（单位：%）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实际 

完成 

计划 

目标 

截至 

2019 

4 3.1 5 4.2 5 4.1 5 4.05 未设 3.62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2015 年 6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

作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称，“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将

城镇新增就业、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指标”，首次提出要将调查失业率作为宏观

调控目标。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5.5%”的目标，2019、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将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该指标已成为描述就业情况

的核心指标，十四五时期及以后，“调查失业率”指标的重要性可能超过“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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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中国家，5.5%以内的调查失业率是就业相对充分的重要指标依据。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失业水平为 5.5%，而我国自 2013 年开始

公布调查失业率（尽管不连续）以来一直低于该水平。因此 2018、2019 年我国调查失业

率目标均设为 5.5%。 

图 1：新世纪以后，调查失业率的最高点出现 2009 年的 5.5% 

 

注：2018-2019 年为实际值，其余年份的调查失业率为调整系数法推算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我们根据之前年度登记失业率的数据用调整系数法推算往年的调查失业率数据，发

现 2000 年后失业率最高点为遭遇次贷危机之后的 2009 年，约为 5.5%，由于登记失业率

不统计非城镇户籍员工的失业情况，因此 5.5%的估算值有可能低估了 08 年大量农民工

返乡的真实情况。2020 年遭遇新冠疫情冲击，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压力叠加，调查

失业率走高（今年 1-7 月平均为 5.8%），政府工作目标也从 5.5%上调至 6.0%。 

展望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

迷、全球市场萎缩，我国经济同样处在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潜在增速相

比十三五期间将有所下降，创造就业岗位的速率趋缓。因此，从实事求是角度出发，建

议十四五时期调查失业率目标设置为 5.5~6.0%。 

 

1.1.3. 居民可支配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 40 余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企业、个人的收入

分配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八五计划(1991-1995)中曾明确表示，“实际工资总额的增长

不能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实际平均收入的提高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到十二

五规划(2011-2015)调整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国富”逐渐向到“民强”切换。 

展望十四五，虽然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被弱化，但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愿景不会变，

应至少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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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历届五年规划中 GDP 和收入增速相关目标及实际完成情况 

 

注：从十三五开始，城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双目标统一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

目标；十三五实际值为 2016~2019 年的实际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Wind, 浙商证券研究所  

 

1.1.4.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一，

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较为宽泛，一直以来并未明确。2019 年 1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时指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

国家统计局内部测算，2017 年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 4 亿人，根据统计局的口径，家庭

收入为 10~50 万元的群体称为中等收入群体。2020 年 5 月 23 日，习总书记在政协联组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中国“有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 亿人口所形成的超

大规模内需市场”，这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基本确定。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发

展潜力，解决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有序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刘世锦、李稻葵等经济学家陆续建议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用 10-15 年的时间推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翻一番。

我们建议，十四五期间可以制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加至少 1 亿人的目标。 

 

1.2. 教育 

根据《中国教育现代 2035》，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

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

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的是 16-59 周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一个体现

国家人力资本的综合性指标。我们认为，十四五阶段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的目标，由 2020 年 10.87 年提高至 1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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