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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专题 

专题 

 

历史上的两会——总量篇 
 
 两会中的总量目标 

历年两会期间，总理工作报告及各部委报告中制定的当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其往往是未来一年经济运行和政策组合的重要
指引。两会期间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包括两类指标，一类为预
期性指标，一类为约束性指标。 

 历年两会总量目标完成情况 

总的来看，2010 年以来两会制定的各项总量目标中，经济增长、就业、
通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完成情况普遍较好，实际情况与预期目标
误差较小。相对而言，经济的细项指标投资、消费、进出口由于本身波
动较大，实际与目标误差相对较大，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近几年连续
不及预期，主要与经济调结构过程中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减少投资
依赖有关。 

具体来看，2010 年以来 GDP 增速目标的完成情况较好，完成年份占比
80%，向下误差保持在-0.1%以内，误差不大。就业目标每年均实现超
额完成，完成年份占比 100%。通胀目标多数年份维持在预期警戒线下
方，完成年份占比 80%。M2 及社融历年实际增速与目标增速相差不大，
M2 增速误差基本维持在±2%以内。财政政策一直保持积极取向，减税
降费自 2016 年设置预期目标以来，每年均超额完成。 

细项指标上，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在 2013 年及以
前完成情况较好，但自 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年不及预期目标，这
与近几年来经济调结构过程中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减少投资依赖有
关。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目标在 2010-2012 年、2017

年完成情况较好，但 2013-2016 年、2018 年不及预期目标，2019 年
不设量化目标。进出口增速的波动较大，与目标之间误差也比上面的几
类总量指标更大。 

 资本市场的反应 

市场上对于“两会行情”的讨论更多是从短期的事件型驱动视角，即两
会期间（约 2 周）的市场表现。这里我们想从更长期的维度（1 年左右），
讨论历年两会目标完成情况是否会反映在当年的金融市场表现上，下面
我们以股、债为讨论对象。 

从过去十年来看，股市、债市的表现与两会目标完成情况的相关性并不
大，经济总量目标完成较好的年份也存在股跌债涨（2011 年）或股债
双跌（2010 年），经济总量目标完成较差的年份也可能出现股债双涨
（2014 年）。总体来看，股债走势还是与经济实际运行的趋势更加相关，
市场更加关注基本面的边际变化或预期，而并非全年盯着两会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关注的总量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的计
划目标不是预测值，而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体现政策导向，实际运
行结果可能高于预期目标，也可能低于预期目标，只要保持在合理区间
就是政策可容忍的。市场关注的焦点更集中在经济基本面实际运行的趋
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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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中的总量目标 

历年两会期间，总理工作报告及各部委报告中制定的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成

为市场关注焦点，其往往是未来一年经济运行和政策组合的重要指引。 

两会期间的重点政策性报告 

持续两周的两会会议覆盖议题广泛，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是市场关注的重中之重，

为当年各项工作定下总体基调，是制定当年发展目标的主要政策性文件。此外，

发改委、财政部提请审议的两个报告从产业部门发展、财政开支等细分领域提

供增量信息，也值得重点关注。 

图 1：两会期间审议的重点报告内容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两会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 

两会期间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包括两类指标，一类为预期性指标，一

类为约束性指标。根据中国政府网的解释： 

（1）预期性指标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

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

和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努力争取实现。例如 GDP 增长

率属于预期性指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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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

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

工作要求。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例

如“十一五”规划提出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减少 10%属于约束

性指标。 

 

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前一年工作回顾

- 回顾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完成情况

- 回顾全年政府工作成果，包括宏观调控、攻坚战、改革、民生、法制等方面

（国务院在会前或会中对外公布前一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表）

第二部分：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 确定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就业，通胀，进出口，脱贫，居民收

入增长,生态环境等量化指标）

- 确定当年宏观政策取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19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第三部分：当年政府工作任务

- 分项工作具体部署

发改委提请 《关于(前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前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发改委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回顾与确定量化目标，对经济增长、经济发

展质量、就业、价格总水平、投资、消费、进出口、创新驱动、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社会保

障等量化指标逐一讨论

第二部分：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

- 包括总体要求、主要预期目标、主要政策取向

第三部分：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主要任务

- 分项工作具体部署

财政部提请 《关于(前一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当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前一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及主要

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工作情况

第二部分：当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 具体讨论当年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收支政策、各项中央及地方预算安排

第三部分：财政改革发展工作

- 部署财税体制改革、减税降费、民生支出管理机制等细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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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十一五”规划开始首次将目标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此后的“十

二五”、“十三五”均沿用这一指标体系。2016 年两会期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

纲要》明确列示了 25 个指标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其中

包括了 12 个预期性指标和 13 个约束性指标，内容涵盖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4 个方面。

其中经济发展类和创新驱动类各 4 个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民生福祉类 7 个

指标，包括 4 个预期性指标和 3 个约束性指标，资源环境类 10 个指标均为约

束性指标。 

图 2：十三五纲要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十三五规划纲要》、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一般来讲，约束性指标确定的目标更加硬性，政策调控力度更强，例如十三五

规划中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均为约束性指标，

是 2020 年底前须达成的硬性目标，而 GDP 增长则是预期性指标，在目标之外

还需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本次两会“不设置 2020 年 GDP 增长目标”

也可以看到，政府在特殊时期并未将经济增速看成硬性指标，而是更加务实地

将重心放在稳就业、保民生上。 

除了十三五纲要制定的五年计划指标外，每年两会期间也将对当年提出各项细

化目标，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就业、价格总水平、投资、消费、进出口、M2、

社融、财政赤字、专项债、减税降费等方面均会制定当年总体目标，且根据经

济发展的阶段性不同，每年制定的指标略有差异。其中，我们筛选出资本市场

重点关注的几类总量指标，总结如下： 

年均增速

    [累计]

                   

    67.7     >92.7     >6.5% 预期性

    8.7     >12     >6.6% 预期性

    56.1     60     [3.9]

    39.9     45     [5.1]

    50.5     56     [5.5] 预期性

                   

    2.1     2.5     [0.4] 预期性

    6.3     12     [5.7] 预期性

    55.3     60     [4.7] 预期性

    40     70     [30]

    57     85     [28]

                   

    -     -   >6.5 预期性

    10.23     10.8     [0.57] 约束性

    -     -     [>5000] 预期性

    -     -     [5575] 约束性

    82     90     [8] 预期性

    -     -     [2000] 约束性

    -     -     [1] 预期性

                   

    18.65     18.65     [0] 约束性

    -     -     [<3256] 约束性

    -     -     [23] 约束性

    -     -     [15] 约束性

    12     15     [3] 约束性

    -     -     [18] 约束性

    21.66     23.04     [1.38]

    151     165     [14]

    76.7     >80     -

    -     -     [18]

    66     >70     -

    9.7     <5     -

    化学需氧量     [10]

    氨氮     [10]

    二氧化硫     [15]

    氮氧化物     [15]

    注：①GDP、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按可比价计算，绝对数按2015年不变价计算。②[ ]内为5年累计数。③PM2.5未达标指年

均值超过35微克/立方米。

    （24）地表水质量
    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

约束性
    劣V类水体比例（%）

    （25）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     - 约束性

约束性
    森林蓄积量（亿立方米）

    （23）空气质量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约束性
    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

    （17）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亩）

    （18）万元GDP用水量下降（%）

    （19）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20）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21）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22）森林发展
    森林覆盖率（%）

    （12）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万人）

    （13）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14）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万套）

    （15）人均预期寿命（岁）

          资源环境

    （16）耕地保有量（亿亩）

预期性
    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

            民生福祉

    （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1）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4）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创新驱动

    （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6）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7）科技进步贡献率（%）

    （8）互联网普及率
    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

    （1）国内生产总值（GDP）（万亿元）

    （2）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3）城镇化率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预期性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     2015年     2020年 属性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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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会期间市场重点关注的总量目标 

项目 主要指标 

经济增长 
GDP 增速、进出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信部口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改委口

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改委口径） 
 

就业 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  

通胀 CPI 
 

货币政策 M2、社融 
 

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规模、财政赤字率、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减税降费规模、2020 年新增特别国债

安排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历年两会总量目标完成情况 

那么，历史上两会制定的目标最后完成情况如何？我们将历年两会中的主要经

济社会总量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汇总如下表所示。 

总的来看，2010 年以来两会制定的各项总量目标中，经济增长、就业、通胀、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完成情况普遍较好，实际情况与预期目标误差较小。相

对而言，经济的细项指标投资、消费、进出口由于波动较大，实际与目标误差

相对较大，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近几年连续不及预期，主要与经济调结构过

程中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减少投资依赖有关。 

图 3：2010 年以来两会总量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历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发改委报告、财政部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主要指标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经济增长 GDP 目标 8.0% 8.0% 7.5% 7.5% 7.5% 7.0% 6.5%-7% 6.5% 6.5% 6%-6.5% 不提出具体目标

实际 10.3% 9.2% 7.8% 7.7% 7.4% 6.9% 6.7% 6.9% 6.6% 6.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目标 11% 11% 11% 10% 9.50% 8% 6% 6% 6% 5.5%-6%

（工信部口径） 实际 15.7% 13.9% 10.0% 9.7% 8.3% 6.1% 6.0% 6.6% 6.2% 5.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目标 15.0% 16.0% 14.0% 14.5% 14.5% 13.0% 11% 10% 10% -

（发改委口径） 实际 18.3% 17.1% 14.3% 13.1% 12.0% 10.7% 10.4% 10.2% 9.0% 8.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目标 20.0% 18.0% 16.0% 18.0% 17.5% 15.0% 10.5% 9.0% - 呈现企稳态势

（发改委口径） 实际 23.8% 23.8% 20.3% 19.3% 15.3% 9.8% 7.9% 7.0% 5.9% 5.1%

进出口 目标 8.0% 10.0% 10.0% 8.0% 7.5% 6.0% 回稳向好 回稳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提质 促稳提质

实际 33.9% 17.2% 3.3% 5.7% 2.4% -7.1% -0.9% 14.3% 9.7% 3.4%

通胀 CPI 目标 3.00% 4.00% 4.00% 3.50% 3.50% 3.00% 3.00% 3.00% 3.00% 3.00% 3.50%

实际 3.30% 5.40% 2.60% 2.62% 1.99% 1.44% 2.00% 1.60% 2.10% 2.90%

PPI 目标 - - - - - - - - - - -

实际 5.54% 6.03% -1.72% -1.9% -1.9% -5.2% -1.4% 6.3% 3.5% -0.3%

货币政策 总基调
继续实施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

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

继续实施稳健的
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稳健的
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稳健的
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松紧适度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适度

货币政策要保持
稳健中性

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中性，要松

紧适度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松紧适度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更加灵活适度

M2 目标 17% 16% 14% 13% 13% 12% 13% 12% 保持合理增长

与GDP名义增速
相匹配，与去年
年增速基本持平

（8.1%）

明显高于去年

实际 19.7% 13.6% 13.8% 13.6% 12.2% 13.3% 11.3% 8.1% 8.1% 8.7%

社融 目标 - 保持合理增长 保持合理增长
适当扩大社会融

资规模
引导适度增长 保持平稳增长 13% 12% 保持合理增长

与GDP名义增速
相匹配，与去年
增速基本持平
（10.3%）

明显高于去年

实际 27.0% 18.2% 19.1% 17.5% 14.3% 12.4% 12.8% 14.1% 10.3% 10.7%

财政政策 总基调
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力增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大力度

财政政策要更加
积极有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
取向不变，要聚

力增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力提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有为

财政赤字规模 目标 1.05万亿 0.9万亿 0.8万亿 1.2万亿 1.35万亿 1.62万亿 2.18万亿 2.38万亿 2.38万亿 2.76万亿 3.76万亿

财政赤字率 目标 3.0% 2.0% 1.5% 2.0% 2.1% 2.3% 3.0% 3.0% 2.6% 2.8% 3.6%以上

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 目标 - - - - - 1000亿 4000亿 8000亿 1.35万亿 2.15万亿 3.75万亿

减税降费规模 目标 - - - - - - 5000亿 5500亿 1.1万亿 2万亿 2.5万亿

实际 - - - - - - 5700亿 1万亿 1.3万亿 2.36万亿

就业 城镇登记失业率 目标 4.60% 4.60% 4.60% 4.60% 4.60% 4.50% 4.50% 4.50% 4.50% 4.50% 5.50%

实际 4.10% 4.10% 4.10% 4.05% 4.09% 4.05% 4.02% 3.90% 3.80% 3.62%

城镇新增就业 目标 900万人以上 900万人以上 900万人以上 900万人以上 1000万人以上 1000万人以上 1000万人以上 1100万人以上 1100万人以上 1100万人以上 900万人以上

实际 1168万人 1221万人 1266万人 1310万人 1322万人 1312万人 1314万人 1351万人 1361万人 135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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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目标 

从 GDP 增速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过去十年我们共有六年超额完成，分别为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7 年、2018 年，实际增速分别超

出目标增速 2.3%、1.2%、0.3%、0.2%、0.4%、0.1%；2016 年和 2019 年经

济增速目标采用区间方式，实际增速均在目标区间内，超出区间下限 0.2%、0.1%。

十年中仅2014年、2015年两年未完成GDP增速目标，实际低于目标增速0.1%、

0.1%。 

总体来看，2010 年以来 GDP 增速目标的完成情况较好，完成年份占比 80%，

向下误差保持在-0.1%以内，误差不大。 

图 4：GDP 增速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就业目标 

从就业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过去十年每年均实现超额完成目标，完成年份占

比 100%。 

首先，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从 2010 年以来逐步上调，与此同时实际新增就业人

数同步增长，且每年实际值均高于目标值，例如 2019 年实际新增就业 1352 万

人，超额完成 252 万人。过去十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额完成 3077 万人，年

均超额完成 300 万人以上。其次，城镇登记失业率自 2010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

4.1%下方，始终低于 4.5-4.6%的目标值。 

图 5：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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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通胀目标 

从通胀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过去十年物价维稳目标完成较好，其中仅 2010

年、2011 年 CPI 增速破 3%，这两年 CPI 实际水平超过预设的温和通胀水平“警

戒线”，其余年份均维持在预期目标水平下方，目标完成年份占比 80%。 

图 7：CPI 增速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消费目标 

从经济增长的细项指标来看，历年一般由发改委在《关于(前一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就投资、

消费提出当年量化目标，我们以此与实际完成情况进行对比。 

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在 2013 年及以前完成情况较好，但

自 2014 年至 2017 年连续四年不及预期目标，这与近几年来经济调结构过程中

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减少投资依赖有关。2018 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逐

渐趋于淡化，不设具体量化指标。总的来看，2010-2017 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目标年份占比 50%，实际与目标向下误差最大为-5.2%（2015 年）。 

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目标在 2010-2012 年、2017 年完成情况

较好，但 2013-2016 年、2018 年不及预期目标，2019 年不设量化目标。总的

来看设置消费预期目标的九年间，完成目标的年份占比 44%，实际与目标向下

误差最大为-2.5%（2014 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消费增速实际完成与目标

误差逐渐缩小，主要由于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逐渐增强，根据发改委口径，

截至 2018 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已经提高到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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