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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从“绝对贫困时代”到“小
康社会时代”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至2020

年将经历42年，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根本

【摘 要】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发 展 经 历 了 “ 极 低 收 入 阶
段”“低收入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上中等收入阶段”四个时期。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社会发展将再上新
台阶，在保持6.5%以上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成果将进一步惠及
民生，消除极端贫困人口，推进教育现代化，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充
分就业目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等，使全体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关键词】“十三五”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共享发展

质变（指不同的发展阶段），将把一个世界最

大规模的绝对贫困社会建设成为世界最大规

模的小康社会，将一个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建

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世界第二十九

位贸易体建设成为世界第一位贸易体。

从 国 际 发 展 水 平 比 较 ， 中 国 发 展 分



17

35.7%的富裕型和41.1%的小康型（见表1），

按国际贫困线标准，到2010年我国贫困人口

已降至1.23亿人，贫困发生率降至9.2%。

（见表2）第四个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2011～2020），也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时代”。其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0美元达到2015年的

8000美元以上，再达到2020年的1.2万美元

以上，接近或达到高收入阶段（门槛）。这

里又区分为两个五年：一是“十二五”时

期，它的定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上

启下）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二是

“十三五”时期，它的定位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

二、“十三五”时期社会发展目标

“十三五”规划的根本任务，是要向

全国人民解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什么样的图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导向。

“十三五”的定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我们将它视为实现这一核心目标

的全面决战期、全面决胜期、全面建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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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极低收入阶

段（1978～1990），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基本

解决11亿人民温饱问题。这一阶段是从“绝

对贫困时代”进入“温饱水平时代”，按汇率

法美元现价计算，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不

足200美元上升至330美元，占总人口绝大多

数的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67.7%（绝

对贫困型）下降至58.8%（温饱型）。（见表

1）第二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91～2000），

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目标，进入“小康水平时代”。人民生活总

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

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均国民

总收入达到了930美元，城乡居民家庭恩格

尔系数已分别下降至39 . 4 %（富裕型）和

49.1%（小康型）。根据世界银行的国际贫

困线标准，按每人每日支出低于1.25美元计

算，1990年到2002年，中国贫困人口从6.94

亿人减少至3.6亿人，贫困发生率从60.7%

下降至28.1%。第三个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

段（2001～2010），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时代”，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的目标。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4300美

元，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分别下降至

年份

1978

1990

2000

2005

2010

2014

2015

2020

城镇人口

（亿人）

1.72

3.02

4.59

5.62

6.70

7.49

7.74

8.79

恩格尔系数

（%）

57.5

54.2

39.4

36.7

35.7

30.0

29

25

类型

温饱

温饱

富裕

富裕

富裕

更富裕

更富裕

更富裕

农村人口

（亿人）

7.9

8.41

8.08

7.45

6.71

6.19

6.08

5.41

恩格尔系数

（%）

67.7

58.8

49.1

45.5

41.1

33.6

31.5

30以下

类型

绝对贫困

温饱

小康

小康

富裕

富裕

富裕

更富裕

全国恩格尔

系数（%）

31.0

30.6

27

类型

富裕

富裕

更富裕

表1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化（1978～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1978-2015年数据《中国统计摘要2012》《中国统计摘要2015》，2020年数据系

作者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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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充分体现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也具体体

现了五大发展的核心理念。

“十三五”时期，在保持6.5%以上经济

增长率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成果将进一步惠

及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使全体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社会建设再上新台阶，国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具体表现为以

下方面：

消除极端贫困人口。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十二五”时期，国家制定了现行

农村贫困人口标准，即按照每人每年2300

元(2010年不变价)，高于目前国际贫困线

（每人每日支出1. 9美元），相当于每人每

日支出2.19美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

的16567万人消减至2015年的5575万人，减

少了10992万人（见表3），到2020年消除国

家贫困线以下人口，也意味着中国提前10

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发展目标）中的最核心目标，即消除

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小于3%。为此，国家

还专门设立了8项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举全

国之力实现消除极端贫困人口目标。

推进教育现代化，提升全民教育水平。

其核心指标是：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还提出了三个

次优先指标：义务教育巩固率提高到95%；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2015年的75 %提高到

2020年的85%。这不仅提前实现了原定2020

年70%的目标，而且也高于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8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普及高中

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见表

4）还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

重要目标。 1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的战略设想仅十多年，就获得了重

年份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2010

2011

2014

2020

贫困人口（万人）

69400

65066

45773

45283

36095

20659

16335

12336

8530

4000

0

低于1.25美元

贫困发生率（%）

60.7

54.9

37.4

36.0

28.1

15.8

12.3

9.2

6.3

3

0

贫困人口（万人）

96460

94340

80600

77520

64950

46970

37583

31109

25061

18000

＜3000

贫困发生率（%）

85.0

79.6

66.2

61.9

50.7

36.0

28.3

23.2

18.6

13.2

＜3

表2  中国国际贫困线人口及发生率（1990～202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低于2美元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

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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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20（原定目标）

2020（预期目标）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50.9

56.6

62.3

64.5

67.5

70.5

75.0

70.0

85.0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0.8

92.4

91.8

92.3

92.6

93.0

95.0

95.0

高中阶段（15～17周

岁）毛入学率

79.2

89.5

84.0

85.0

86.0

86.5

87.0

90.0

90以上

高等教育（18～22周

岁）毛入学率

24.2

26.5

26.9

30.0

34.5

37.5

40.0

40.0

50左右

表4  不同年龄段各级教育毛入学率（2009～2020）

注：2020年原定目标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2020年预期

目标系作者估计。

主要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5》，第156页；其余数据来源于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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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20

贫困人口（百万人）

94.22

90.29

86.45

85.17

75.87

64.32

56.98

43.20

40.07

35.97

26.88

2008年标准

贫困发生率（%）

10.2

9.8

9.2

9.1

8.1

6.8

6.0

4.6

4.2

3.8

2.8

贫困人口（百万人）

165.67

122.38

98.99

82.49

70.14

55.75

0

贫困发生率（%）

17.2

12.7

10.2

8.5

7.2

0

表3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2000-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第170页；2014～201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4，201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0年标准

大进展，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QS（Quacquarelli Symonds，

英国一家教育组织）等多家大学排行，我

国大陆已有30多所大学进入世界前500名，7

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跻身前100名。2014年我国高校进入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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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指标数据库（ESI）世界排名前1%的学

科数近600个，进入1‰的学科超过50个。 2

到2020年，上述世界排名还会明显提高，与

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大体相当。形象地

讲，中国大学必须与中国经济巨人的“大

脑”“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理

论”“知识”“智慧”“文化”等相适应、相

促进，更要为世界的科技进步、文明进步作

出中国大学的应有贡献。为此，国家还专门

设立了教育现代化重大工程9项。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参

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

达到50%以上。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

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3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

平。核心指标只有一个— 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1岁，从2015年的76.34岁提高至2020年

的77.34岁，实际可能超过77.5岁。次优先

指标4个，分别是一个卫生人力资源投入指

标，即每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2.5名；其他三个指标分别是健康服务产出

指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8‰，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下降至10‰，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

18/10万，实际可能都会低于上述指标。从

国际视角看，除人口预期寿命之外，其他三

个指标均接近或达到世界极高人类发展组平

均水平。（见表5）健康中国还包括建成全民

健康社会和全民健身型社会，为此还提出了

青年体质达标率达到95%以上的量化指标。

国家还专门设立了健康中国行动计划8项工

程。

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这始终是五年规划

的核心目标之一，从实际完成情况来看，比

预期目标要高得多。如“十五”计划曾提出

400万人，实际结果为4200万人；“十一五”

规划曾提出4500万人，实际结果为5771万

人；“十二五”规划曾提出4500万人，实际

结果为6431万人。为此，“十三五”规划提

出的核心指标是，五年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

人以上。这就意味着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在

1000万人以上，尽管经济增长下行，但是中

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在扩大，这有两个相互关

联相互重叠的创造就业的因素：一是城镇化

因素，最近世界银行一份重要的报告指出，

推动城市发展是创造就业引擎。 4 2010年我

教育部：《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5年实施情况总结》，2015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7月。

该报告还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湖南长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3500美元到2012年增至超过1.5万美元，在短

短的十年间，长沙从一个中下等收入的城市跃升至高收入的城市。为此世界银行向世界推荐这一成功范例。世界银

行：《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促进就业与增长：什么、谁和怎样》，2016年3月10日，引自《经济参考》，2016年3月11日。

2

3

4

指标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

婴儿死亡率（‰）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儿童免疫普及率（%）

2000年

71.4

32.2

39.7

53

2010年

74.83

13.1

16.4

30

90

2015年

76.34

9

10

20

93

2020年

77.34（77.5）

8（6）

10（7）

18（16）

95

极高人类发展国家

80（2013）

5（2012）

6（2012）

16（2010）

94

表5  “健康中国”主要发展指标（2000～2020）

数据来源：2000年、201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5，2020年数据系作者估

算；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数据来源：UNDP,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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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镇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34687万人提高

至2015年的40410万人，净增5723万人，平均

每年增加1145万人。二是服务业因素，2010

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为26332万人，到

2014年增加至31364万人，净增5032万人，平

均每年增加1258万人。此外，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劳动力正在大规模地

退出就业队伍，也为新生劳动力腾出了更多

的就业岗位。今后，每年仍有700多万大专

以上和700多万高中、中职毕业生进入就业

大军，从总体上不断提高在职在岗人力资本

水平，也会明显地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负面

作用。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我

国已出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全国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也在缩小的趋势。尽管《纲要》没

有提出具体的指标，但是这两个双缩小趋

势还会继续下去。我们预计，到2020年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从2015年的

2.73倍缩小至2.35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

数从0.462缩小至0.45左右。同时也鼓励沿

海地区和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加大政府对收

入分配调节的力度，争取所辖地区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小于两倍。这也是

实现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重

要标志、最大亮点之一。

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其核心指标

是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82%提高到90%，堪

称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次优先指标

城乡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约有13.3

亿人口，堪称世界最大的医保安全网，逐步

提高个人、社会和财政补助标准 5 ，使制度

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可持续。加快健全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不断提高城乡低保补助

标准，为各种特困人员、临时救助人员提供

援助，使他们能充分地分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成果。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城镇棚户区住房

改造2000万套。到2020年，基本消除各类

棚户区，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

志。同时，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达到20%

以上，为中低收入家庭或外来人口提供租赁

房，基本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乡人口

全覆盖。实现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电

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服务人口

均超过13亿人口以上；有线广播电视进入

农民家庭覆盖率，从目前的1/3左右提高到

2/3左右；大力改善市县公共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设施条件；提高村级综合文化中

心功能和使用效率；贫困地区县县配有流动

文化车；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推动中

华优秀文化网上传播；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三、小结：“十三五”规划本质
上是人民发展的规划

总之，“十三五”时期社会发展目标充

分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也

具体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在目标制定上，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更加注重促进全体人民的发展，真正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

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个

意义上来看，国家“十三五”规划本质上就

是人民发展的规划，也是各级政府有效运用

公共资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规划。

 (责任编辑：赵  雯）

2016年财政补助由2015年的380元提高到2016年的420元，个人缴费从120元提高至150元，人均医保总费用从500元提

高至5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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