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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篇 65 章 、5 大 领 域 20 个 经 济 社

会发展主要指标，勾勒出未来五年我国

奋斗的新蓝图。

今年两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查。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无论是从

指标设计，还是篇章布局，都呈现出了

第二个百年阶段的新特点。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研究员张立群看来，“十三五”规划的

指标和任务是围绕着第一个百年收官制

定的，而“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是站在第

二个百年的新起点上制定的，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开创性的内容成为其主体。

如果说，第一个百年是实现“从无

到有”的跨越，那么第二个百年我国要

实现的是“从有到好”的跨越，因此必

须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

剑认为，与“十三五”规划相比，“十

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的一些指标要求

更高更严，“我国现在发展的新特征就

是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

对照“十三五”规划，就可以清晰

地看到，“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的

约束性指标更多，对 GDP 没有设定明

确的增速目标，而是提出要保持在合理

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

对此，张立群认为，这正是坚持实

事求是态度的体现。“十四五”是第二

个百年的起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

新阶段，要应对诸多新问题，进行多方

面新探索。因此，确定阶段性经济增长

量化指标，难度较大。目前的安排，是

实事求是，更为可行的。

在指标的增减中，“十四五”规划

纲要草案中“创新驱动”指标里新增了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看到这个指标，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备感

欣喜，因为今年他在提案中也提出把数

字 经 济 占 GDP 的 比 重 写 入 “ 十 四 五 ”

规划，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指标替

代 GDP 增长率。

他指出，目前，在一些地区，数字经济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数字经济已经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略、主引擎

和主抓手，并正在领跑全国。

他希望，“十四五”期间还

要 加 快 研 究 制 定 一 套 科 学 、 可

行 、 通 用 、 可 采 集 、 可 考 核 的 数

字经济统计核算标准体系，建立健

全基于数字经济主战略的制度体系、

政策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能源综合生产能

力 ， 作 为 两 个 约 束 性 指 标 ， 首 次 被 列 为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主要指标。

“ 这 体 现 了 一 种 理 念 ——‘ 保 住 底

线、争取更好’。”苏剑指出，我国提出了

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 目标”，这也是对

世界作出的承诺，“这是一个硬杠杠，必

须要实现。”

在张立群看来，约束性指标体现了我

国在第二个百年发展的更高要求，追求的

是“有底线之上的发展”：必须探索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发展道路。

预期性指标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

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我国有 14 亿人

口，设定粮食和能源的约束性指标，要求必

须始终筑牢兜底保障的供给底线。

20项指标指向新未来。国家发改委主任

何立峰把这些指标比喻成“奋力一跳就可以

摘到的桃子”，但是必须奋

力一跳，“我们对此要有信心。”

在奋力一跳的过程中，苏剑认为，

生态环境指标下的力气可能最大。目前，我国

煤炭的使用量非常大，新能源的供应量和稳

定性还达不到要求，必须调整能源结构，用清

洁能源代替煤炭，但这是个不小的难题。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辽 宁 奥 克 控 股 集 团 董

事局主席朱建民建议，将二氧化碳资源化

利用纳入“十四五”规划中。

他 表 示 ， 多 年 来 ， 我 国 更 多 地 关 注 减

排 ， 而 对 二 氧 化 碳 资 源 化 利 用 关 注 不 够 。

近年来，随着化工科技特别是催化技术的

发展，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已经显示出

越来越重要的科技与绿色经济的重要价值。

苏 剑 认 为 ， 今 年 要 重 视 就 业 的 净 增 长

情况，同时还要重视小微企业的生存，“疫

情还没有完全过去，服务行业里的小微企

业还面临着生存压力，防风险是今年很重

要的一个课题。”

未来 5年，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1岁。

要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
大。“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均寿
命从 76.3岁提升到了 77.3岁，
但越往上提升，对国家综合医
疗和养老水平的要求就越高。

随着国民日益健康长寿，
相应的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不
断发展。目前，我国基本医疗
保障网已实现全覆盖，每年新
增近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其中
包括近 100座等级最高的三甲
医院。截至 2018 年年底，中
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全部
城 镇 社 区 和 50%以 上 农 村 社
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到“十四五”末，劳动人
口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增 加 0.5
年 ， 由 10.8 年 达 到 11.3 年 ，
大致接近高中毕业。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劳
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只
有 小 学 三 年 级 水 平 。 到 了
2011 年，我国这项指标达到
了 7.5年，总算超过了国际平
均线。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从 3 年到 7.5 年，中国大
概用了 30 年时间，而西方国
家则用了大约100年时间。

教育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0 年全国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为 91.2%，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了54.4%。

未来 5 年，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

过去 5 年，中国基础研究
经费增长近一倍，全国共有
52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但
这还不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
年行动方案。

企业是许多技术创新的主
体，也是科研成果的受益者。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提高到100%。国务院研究室
副主任郭玮在国务院吹风会上
表示，这意味着企业研发投入
可两倍计入成本，在企业所得
税方面得到更大优惠。

【编者按】

5 年 20 个主要指标，让
我们清晰地看到未来美好生
活的图景，看到未来美丽中
国的画卷。我们从这些数据
指标的起落，从“十四五”规

划纲要草案的字里行间，感
受到以人民为中心，感受到新
发展理念，感受到政府的责任
与担当，感受到信心与力量。

“十四五”、2035，我们向
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迈出坚实的步伐.....

20项主要指标勾画
新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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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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