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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Capital Association for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是由首都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联合发起设立的从事

科学决策的非营利社会团体。研究会本着“服务决策，服务

发展，服务民生”的宗旨，建立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以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其核心战略重点是聚集相

关专业研究者，发挥新政策、新科技、新舆论的首创精神和

积极作用，通过广泛传播研究成果为领导者提出可供选择的

科学决策方案。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Urban 

Development，Beijing）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

的中国首家从事城市发展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非营利组织。

IUD以城市价值链理论为指导，以发现城市价值，提升城市

品质为宗旨，围绕城市发展全过程，开展城市决策与预测研

究，建立全球化学习网络，实施城市战略设计和行动计划。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

推动作用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IDM）是一份为中高级领导决策提

供信息的专业化期刊。它以“为中高级领导决策提供最新、

最重要、最有用的信息”为宗旨，以“权威性、超前性、指

导性，独家独特独到；准确性、科学性、实用性，可信可用

可存”的特色和风格深受党政界、知识界、企业界决策者的

支持和认可，被誉为“中国决策白皮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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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论坛（ICF）是国际城市论坛基金会发起并组织的

中国城市面向世界最具前瞻性、权威性、开放性的非官方非

营利性组织。它集高层对话、学术研究、成果发布为一体，

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城市形成长期稳定的新型伙伴关系而

建立的公共平台。国际城市论坛定期举办年会、城市峰会和

大讲堂公益活动，评选“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推广“国

际访问学者计划”和“中国城市科考计划”，出版“中国城

市价值研究系列报告”，并通过网络化方式，推进地方政府

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与论坛彼此的联系，高度重视论坛

的后续行动和长期服务，积极稳妥地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独

立或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种活动。

 

中国政务信息网（www.ccgov.net.cn）是专为国内中高级领导

提供决策信息服务的专业网站，是《领导决策信息》周刊指

定的官方网站，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首都科学决策

研究会和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的网络门户，是中国政务信息

内容提供商，是政府信息化的战略合作伙伴。

欲了解更详细信息，请访问www.ccgov.net.cn 

电子信箱：ccgov@ccgov.org.cn



政策篇

002	2014 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新常态”下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含义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做出新的部署，要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201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

第一年。综合各方分析，目前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2014 年经济将继续保

持在合理运行区间，GDP 增速预计在 7.5％左右

031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目标与任务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时期。在现在的基础上既要继续保

持 20—30 年的适当速度的发展，又要分好改革红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化解

户籍藩篱的城镇化是关键和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城镇发展要有

多元的产业支撑、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和合理的户籍制度安排，帮助农民工实

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

三维转换。在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各地近年来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经验，

同时也推出了一批城镇化建设的样板与典型

可视化分析篇

062	养老金“收不抵支”我们是否会老无所依

066	灰色收入：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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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自愿、分类、有序地“市民化”

073	中纪委重拳“打虎”记

077	2020 年中国网购规模或将达一万亿美元

081	“十面霾伏”看中国

087	全国土地出让金超过 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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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092   GDP（现价美元）

094   GDP 增长率（年百分比）

095   人均 GDP（现价美元）

097   人均 GDP 增长（年增长率）

098   GNI（2005 年不变价美元）

099   GNI 增长率（年百分比）

100   人均 GNI（2005 年不变价美元）

101   人均 GNI 增长（年增长率）

102   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 GDP（现价国际元）

103   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 GDP（现价国际元）

104   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 GNI（现价国际元）

105   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 GNI（现价国际元）

106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107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增长率）

108   最终消费支出等（占 GDP 的百分比）

110   最终消费支出等（年增长率）

111   最终消费支出等（现价美元）

112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占 GDP 的百分比）

113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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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2005 年不变价美元）

115   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现价国际美元）

116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

117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

118   货物和服务出口（BoP，现价美元）

119   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

120   货物和服务出口（年增长率）

121   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现价美元）

123   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 GDP 的百分比）

124   货物和服务进口（BoP，现价美元）

125   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比）

126   货物和服务进口（年增长率）

127   贸易额（占 GDP 比例）

128   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百分比）

129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BoP，现价美元）

131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 的百分比）

132   服务贸易额（占 GDP 的百分比）

133   证券组合股权，净流入（BoP，现价美元）

134   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

135   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

136   货币和准货币增长（年百分比）

137   货币和准货币（M2）与总储备的比率

138   货币和准货币（M2，占 GDP 的百分比）

140   国内总储蓄（现价美元）

141   国内总储蓄（占 GDP 的百分比）

142   国民总支出平减指数（各国基准年有所不同）

143   国民总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144   总储备（包括黄金，按现值美元计）

145   总储备（占外债总额的百分比）

146   总储备（占 GDP 的百分比）

147   外债余额（在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和初次收入中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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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R&D 研究人员（每百万人）

149   研发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151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

152   知识产权使用费，接收（国际收支平衡，现价美元）

153   知识产权使用费，支付（国际收支平衡，现价美元）

155	政府运行与投资环境

155   收入，不包括捐赠（占 GDP 的百分比）

157   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158   筹纳税所需时间（小时）

159   企业注册的启动程序（数量）

160   创办企业所需时间（天）

160   开办企业流程的成本（占人均 GNI 的百分比）

161   利润税（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161   劳动税和缴费（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162   客车（每千人）

163   机动车（每千人）

164   车辆数量（每千米道路）

165   道路部门人均汽油消耗量（千吨石油当量）

166   道路部门能源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耗量的百分比）

167   互联网用户（每百人）

168   公路客运量（百万人·公里）

169   公路密度（陆地每百平方公里内公路的公里数）

170   公路货运量（百万吨·公里）

171   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每百人）

172   铁路客运量（百万乘客·公里）

173   铁路货运量（百万吨·公里）

174	人口与城市化

174   人口，总数

175   人口，人口增长（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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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0—14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78   15—64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79   65 岁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81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总体（岁） 

182   新生儿死亡率（每千例活产儿）

183   抚养比（占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184   少儿抚比率（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185   老年抚养比（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186   15 岁（含）以上总就业人口比率（百分比）

187   劳动力参与率（占 15 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

188   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

189   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百分比）

190   工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百分比）

191   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百分比）

193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95   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群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97   城镇人口增长率（年增长率）

198   净移民，总数

199   国际移徙者，总数

200   国际移徙者（占人口的百分比）

201	资源与环境

201   国土面积（平方千米）

201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202   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202   耕地（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205   PM10，国家级（每立方米微克）

207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立方米）

208   干旱、洪水和极端气温（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990—2009 年平均值）

209   GDP 单位能源使用量（购买力平价美元 / 千克石油当量）

210   能源产量（千万吨石油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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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能源使用量（千吨石油当量）

212   能源使用量（人均千克石油当量）

213   能源净进口（占能源使用量的百分比）

215   耗电量（人均千瓦时）

216   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的百分比）

217   可替代能源和核能（占能源使用总量的百分比）

218   可燃性再生资源和废弃物（占能源总量的百分比）

219   汽油的市场价格（美元 / 升）

220   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吨数）

222   水力发电量（占总发电电量的百分比）

223   燃煤炭发电量（占总量的百分比）

224   石油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225   天然气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226   核能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227   年度淡水抽取量，总量（占内部资源的百分比）

228   年度淡水抽取量，农业用水（占淡水抽取总量的百分比）

229   年度淡水抽取量，工业用水（占淡水总抽取量的百分比）

230   年度淡水抽取量，生活用水（占淡水抽取总量的百分比）

231   水的生产率，总（2005 年不变价美元 GDP 每立方米的总的淡水撤出）

232   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233   天然气租金（占 GDP 的百分比）

234   森林租金（占 GDP 的百分比）

235   煤炭租金（占 GDP 的百分比）

236   石油租金（占 GDP 的百分比）

237   矿产租金（占 GDP 的百分比）

238	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

238   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239   农业，增加值（年增长率）

240   农业，增加值（现价美元）

241   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2005 年不变价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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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243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245   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

246   工业，增加值（现价美元）

247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248   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百分比）

249   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

250   化学品（占制造业增加值的百分比）

251   食品、饮料和烟草（占制造业增加值的百分比）

252   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制造业增加值的百分比）

253   服务等，附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255   服务等，附加值（年增长率）

256   通信、计算机等（占服务出口额的百分比，BoP）

257   通信、计算机等（占服务进口额的百分比，BoP）

258   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占服务出口额的百分比，BoP）

259   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现价美元）

260   国内上市公司，总数

261   股票交易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262   股票交易总额（按现值美元计）

263   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百分比）

264   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占 GDP 的百分比）

265	社会事业与消除贫困

265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267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百分比）

268   个人自付的医疗卫生支出（占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百分比）

270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现价美元）

271   城市改善的卫生设施（获得经改善卫生设施的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

272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每千人）

272   基尼（GINI）系数

274   私营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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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总数（占 15—49 岁人口的百分比）

276   教育公共开支总额，总数（占 GDP 的百分比）

277   公共教育支出，总数（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

277   大学生人均支出（占人均 GDP 的百分比）

278   中学生人均支出（占人均 GDP 的百分比）

278   小学生人均支出（占人均 GDP 的百分比）

279   入学率，高等院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280   识字率，成人总体（占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280   贫困人口比例，按每天 1.25 美元衡量（PPP）（占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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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就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做出新的部署，要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2014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深化改革的第一年。综合各方分析，目前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2014 年

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GDP增速预计在 7.5％左右。

“新常态”下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含义

国内外中长期发展环境显现“新常态”

国际环境：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发端于 2007 年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用长周期

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历史上从

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一直到这次危机之前，时间跨度近二十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

胀、低利率并存。而且，同过去不同，其间各类国家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

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自不待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

兴经济体，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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