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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

五年规划
”

的演进 、 特征与

历史贡献

？王维平 巩娟娟

摘 要 ： 编制和 实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鲜 明体现 ，

是谋划社会主义 中 长期事

业发展战略的 重要手段 ，
是我 国 ７ ０ 多 年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传统有效制度 。 回 溯新 中 国成立 以 来我 国对 国 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部署和宏观性安排的十四个
“

五年规划
”

， 其本身在 实践演进 中历 时性地形成 了初创探索期 、创 新调

整期 、 快速发展期和全面推进期 四个发展时期 ， 在继承创新 中蕴含 了 以
“

变
”

与
“

不 变
”

为 主线 的基本特征 ，在与 时俱进

发展 中创造 了 我 国 的发展奇迹 。梳理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 的 实践演进 ，探寻基本特征 ， 明 晰历 史性贡献 ， 对理解

新时代
“

五年规划
”

更深层次 、更 高水平的发展脉络 ，推动第 二个百年奋斗 目 标的 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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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 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 ［

１
］

， 是凸显
“

中 国

之治
”

智慧力量的集中性体现 ， 是透析国民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密码 ， 是引领我国现代化进

程的建制性力量 。

“

五年规划
”

是把党的思想和

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并付诸实践 ，
以实现阶段性

目标和发展蓝图的一种重要途径 ， 是体现国家战

略意图 、 反映发展方向和远景趋势的一种中长期

规划 ， 对我国重大项 目 的落地安排 、 生产力的合

理布局、 国 民经济重要比例和关系的设定与调整

以及其他领域的统筹部署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早

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预言 ， 社会主义必须在

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发展 ， 并明确指出 ：

“

生

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 由 自 由平等的生产

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 ， 这

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 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

动 。

”Ｐ ］

通过这种有计划 的组织控制生产使劳动

力 、 生产资料等资源得到合理有效利用 ， 从而达

到
“

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

府状态和周期的寝挛现象
” ［

３
］

， 同时 ，
也避免产

生生产力浪费和严重破坏的现象 ， 为推动社会主

义经济进入快速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创造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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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 ， 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马

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指导下 ， 我国
“

五年

规划
”

在探索中 曲折发展 ， 在创新中全面推进 ，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下 ， 我们党认识到 ，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固然

有许多弊端 ， 但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必须要有 ， 所

以
， 几十年来坚持把制定

“

五年规划
”

作为制度 ，

并贯穿实施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全过程之中 ，

使我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瞩 目成就 。

一

、 我国
“

五年规划
”

的演进

自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至 ２０２ １ 年全国
“

两

会
”

批准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 目标纲

要 》 ， 其间 除 １９４９
一

１ ９５２ 年和 １ ９６３
—

１ ９６５ 年对

国民经济进行恢复和调整外 ，共编制了十四个
“

五

年规划
”

。 新中 国成立七十多年来 ，

“

五年规划
”

从名称层面发生过两次嬗变 ， 即从单一的
“

国民

经济
”

计划转变为综合的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规划 ； 从
“

计划
”

转变为
“

规划
”

。 字面表象的

变化映射出我国
“

五年规划
”

螺旋式上升的曲折

发展历程 ，
也表现出 中 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 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发展

思想的演进以及
“

五年规划
”

的发展思路 、 体制

环境和任务 目标的阶段性变化和根本性转化 ， 将

新中国成立以来
“

五年规划
”

的实践演进分为四

个时期 ， 即初创探索期 、 创新调整期 、 快速发展

期以及全面推进期 。

（

一

） 初 创 探 索 期 ： 计 划 经济体 制 时 期

（

＂
一五

”

计划＿＂五五
”

计划 ）

新中 国成立伊始 ， 中 国共产党历经三年时间

完成了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 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渐增大并占据较大优势 ， 人

民民主政权得到极大巩固 ， 为我国制定第一个国

民经济计划奠定 了 良好政治经济基础 。 从 １ ９５ １

年春中央财经委员会初步开始编制第一个国民经

济五年计划 ， 到 １ ９８０ 年
“

五五
”

计划实施完成 ，

我 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共编制和实施了五个
“

五年计划＇ 但除
“
一五

”

计划较完整外 ，

“

二五
”

计划一
“

五五
”

计划均属于草案 、 建议、 汇报提

纲或初步设想 ， 未形成正式完整的计划 。

第一阶段 ：

“
一五

”

计划时期 。 新中 国成立

后 ， 从宏观维度出发制定合乎 国情 、 规模庞大 、

内容丰富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进行

有计划的管理是中 国共产党巩固 国家政权、 实现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举措 。 在对国

家总体经济状况掌握不够 、 制定经济计划经验欠

缺的情况下 ， 中 国共产党在摸索中前进 ， 借鉴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计划经济成功经

验成为当时的最优选择 。

“
一五

”

计划编制工作

从 １ ９５ １ 年开始 ， 在边制定 、 边建设、 边修改补

充的情况下几易其稿 ， 在执行两年半之后的 １ ９５５

年才编制完成并审议通过 。 在毛泽东
“

没有工业 ，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 便没有

国家的富强
” ［

４
］

的发展思想指导下 ，

“
一五

”

计

划依据 １ ９５２ 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确定了
“
一化

”

和
“

三改
”

两方面的主要任务 ，

并
“

集 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 国设计的

１ ５６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 、 由 限额以上的 ６９４ 个

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 ， 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 ［

５
］

５ ９

， 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

发展模式 。

第二阶段 ：

“

二五
”

计划＿“五五
”

计划时

期 。

“

二五
”

到
“

五五
”

国 民经济计划是在典型

的单一公有制和行政计划的基础上编制实施的 。

“
一五

”

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后 ， 人民群众的生

产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 但也

从上到下滋长了骄傲 自满、 急于求成的情绪 ， 导

致片面重视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 使得本来以重工业建设

为 中心 、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 内容的
“

二五
”

计划在
“

左
”

倾思想影响下被
“

以粮为

纲
” “

以钢为纲
”

等
“

赶超战略
”

所取代 ， 成为

严重脱离实际的五年计划 。 后在
“

八字方针
”

的

指导下 ，

“

二五
”

计划才渐入正轨 、 初显成效 。

随着我国周边环境 日趋复杂 、

“

文化大革命
”

冲

击不断加深 ，

“

三五
”

和
“

四五
”

计划 由于对战

争形势估计过于严峻 ， 使
“
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

衡量
” ［

６
］ 成为此阶段的指导思想 ， 原设定的

“

两

个拳头
”

即农业与国防工业和
“
一个屁股

”

即基

础工业 同时发展的任务转 向 以
“

三线建设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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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把国防建设置于突出地位 ， 急躁冒进的高指

标、 高速度和高积累 ， 造成我国 国民经济比例严

重失调 。

“

五五
”

计划受
“

文化大革命
”

的影响

未形成独立的文本 ， 与
“

六五
”

计划一起包含在

《 １ 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８５ 年发展国 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

中 。

“

五五
”

计划确定了到 １ ９８０ 年建成独立的 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 民经济体系 ， 在 ２０ 世纪

末实现
“

四个现代化
”

的 目标 ， 但中期 由于新的

跃进思想影响致使部分指标被不断修改扩大 。 随

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 ，

“

大

干快上、 超越国力的高指标
” ［

７
］

经
“

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
”

后被降速、 压缩规模所取代 ， 国 民

经济五年计划重新步人正轨 。

（
二

） 创新调整期 ： 经济转轨时期 （

＂

六五
”

计划一“十五
”

计划 ）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 ？ 科尔奈在提出经济

转轨理论时曾指出 ， 社会主义体制
“

最终发生真

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 ，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

而不复返 ， 社会也将从此迈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

济
” ［

８
］

１ ５

。 但中 国 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朝雅诺

什 ？ 科尔奈所预测的完全
“

去计划化
”

方向发展 ，

而是在新的环境下展现出全新的适应能力 ，在
“

自

我改革
”

和创新调适中不断发展 。 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为标志 ， 自
“

六五
”

计划开始 ， 在重新

确立的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

经济体制逐渐开始转型 ，

“

五年计划
”

在计划和

市场的
“

双重调节
”

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 我国

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

时期 。

第一阶段 ：

“

六五
”

计划一
“

八五
”

计划时期 。

“

六五
”

计划是改革开放后编制 的第一个
“

五年

计划
”

， 是继
“
一五

”

计划之后第一个较为完备

的科学的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 ，亦是
“

国

民经济
”

向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转变的首个

五年计划 。

“

六五
”

计划从问题着手 ， 从国情国

力出发 ， 在彻底肃清
“

左
”

的思想影响的情况下 ，

总结和汲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
回归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 ， 重新根据调整过渡的新要求
“

对

症下药＇科学规划 ， 确定了积极贯彻执行
“

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
”

的新八字方针 ， 在处理好阻

碍经济发展的遗留问题中实现国 民经济根本好转

的主要任务 。 在新旧体制转轨并存 、 国 民经济整

顿治理的条件下 ，

“

七五
” “

八五
， ，

计划从
“

三步走
”

战略出发 ， 立足于
“

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 、 对外实行开放的总

方针
” ［

９
］

， 确立了在调整中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

平衡和为经济体制
“

转轨
”

奠定坚实基础的主要

任务 ， 为顺利完成第二步战略 目标创造了 良好环

境。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 ， 着眼于改革大浪潮的发

展 良机 ，

“

八五
”

计划在实施一年后进行了局部

调整和修改 ， 在原计划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增长速

度 ， 增强第三产业活力 ， 加大科技发展和地区协

调发展力度 ， 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 。

第二阶段 ：

“

九五
”

计划＿“

十五
”

计划时

期 。

一是作为首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编制实施的

由第二步向第三步战略 目标全面进发的两个跨世

纪
“

五年计划
”

， 面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范

围内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产品更新换代和优化升

级的要求 ， 面对国 内 日 常商品短缺的面貌已基本

解决 ， 而有效需求和个性需求不足导致需求
“

过

热
”

的态势 ，

“

九五
”

和
“

十五
”

计划减少具体

性的实物指标 ， 增加反映结构变化的对应预期指

标 ， 明确了具有战略意义的
“

两个根本性转变
”

，

即
“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

放型 向集约型转变
” ［

５
］

６０９

，
以及

“

以经济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为主线
” ［

５
］

６６７

的发展布局 ， 明确要求

逐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 抓住

国企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 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发

展提质增效增速中的强大作用 ， 大力推动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 ， 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 推进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
三

） 快 速 发 展 期 ： 市 场 经 济体 制 时 期

（

＂

十一五
”

规划＿＂十二五
”

规划 ）

进入新世纪 ， 经济全球化给我 国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席卷全

球的影响下 ， 世界经济增速和需求结构均发生

深刻变革和显著变化 ， 国 内虽发展和结构转型速

度加快 ， 但结构性矛盾暴露出 的发展不平衡、 不

协调和不可持续等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

问题 。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和我国发展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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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特征 ，
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第十届全国人大批准

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 为标志 ， 中 国共产党的执

政理念和发展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 我国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了从
“

计划
”

向
“

规划
”

的历

史性转变 。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统领社会经济发

展全局 的基本框架和行动纲领 ，

“

十一五
”

和
“

十二五
”

两个规划抓住承前启后的战略机遇期 ，

加强顶层设计与总体谋划 ， 明确提出坚持
“
一个

主题
”

即科学发展 ，

“
一条主线

”

即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发展思路 ， 并将
“

五个坚持
”

， 即

坚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坚持推进创新驱动 、

坚持建设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坚持不

断改革开放以及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分别作为加

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 、 重要支撑 、

重要着力点 、 强大动力和根本旨归 。 与
“

十一五
”

规划相 比 ，

“

十二五
”

规划减少 了预期性指标 ，

增加了民生和环保领域的约束性指标 ， 并明确了通

过推行
“

四概
， ’

即政企絲、政资瓶政事瓶

赫与市场中介浙的行政体制改革 ， 加快赫职

能转变 ， 酶制约经济鎌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深

层壁垒 ，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开创科学

发展的全新局面 。

（ 四 ） 全面推进期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

“

十三五
＂

规划及
“

十四五
＂

规划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 ， 国际环境 日

趋复杂多变 ，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 贸易保护主

义有所强化 ， 地区博弈愈加激烈等错综复杂的形

势下 ， 国际环境处于总体和平发展中夹杂着逐渐

增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 党中央在准确把握

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形势下 ，
正确认识经

济
“

三期叠加
”

关键期 ， 瞄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新旧问题和突出短板 ， 作出 了
“

十三五
”

时期我

国经济发展进人
“

新常态
”

的科学判断 。

“

十三五
”

规划是我国进人新时代后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编制的首个
“

五年规划
”

， 亦是实

现第一个百年 目标的收官规划 ， 通过
“

树立全新

的 ＣＯＲＥ 规划理念 ， 突出规划的连续性、 开放性 、

制度性、 开拓性
” ［

１ °
］

， 确保
“
一张蓝图绘到底

”

。

规划明确指出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任

务和发展态势 ， 即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 ， 要充分认识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这
一长期趋势性变化 ， 抓好调结构和转方式的

“

最

后窗 口期
”

； 创造性地提出
“
一个统筹

”

和
“

两

个坚持
”

的发展重点 ， 即统筹
“

五位一体
”

总体

布局和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 ，坚持贯彻落实
“

创

新、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
”

新发展理念 ， 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 突出强调
“

三大

战略
”

， 即创新驱动 、 人才优先发展和制造强国

战略 ； 致力于
“

两个近远景 目标
”

， 即紧紧扭住

民生领域短板 ， 确保第一个百年 目标如期实现 ，

为第二个百年 目标和
“

中 国梦
”

的实现奠定雄厚

基础 。

“

十四五
”

时期面对我国发展环境复杂深刻

的新变化新挑战 ， 尤其是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

加快发展交叉缠绕 、 相互影响 ， 给国际环境带来

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 加之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提出 的新要求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准确识变 ， 审时度势地提出 了
“

十四五
”

规

划的主要任务和远景 目标 ，与
“

十三五
”

规划相比 ，

更加突 出强调三个
“

新
”

， 即新发展阶段、 新发

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 这对于确保我国 国民经济

稳健前行 ， 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开好局 、 起好步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 。

二 、 我国
“

五年删
， ，

的離

“

五年规划
”

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历时

性连续性过程 ， 跨越了多个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

阶段 ， 每一个规划都镌刻着具有体现时代特点和

阶段性特征的特有印迹 ， 尤以改革开放前后的对

比较为显著 ， 而体现其共性的基本特征则是在与

时俱进的编制实施中特别是经改革开放后的创新

发展逐渐稳固并成熟定型的 ， 成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科学制定和顺利实施的独有属性和显

著优势 。

（

＿

） 规划程序 由 内部决策转向坚持党的领导

和社会参与相统一

在社会主义中国 ，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参与

相统一是科学规范编制和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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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保障 。

“

五年规划
”

作为明晰

共同奋斗方向 、 凝聚民族精神 ， 把社会共识转换

为国家意志的一种特有表达运行形式 ， 其程序是

在做好前期调研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 ，
经党中央

提出建议后 ， 再起草编制审议。 纵观我国已制定

的十 四个
“

五年规划
”

， 经历了 由 内部决策到社

会各界代表人士参与献策再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

会广泛参与相统一的转变过程 ， 体现了我国 国 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程序的逐步规范和渐进

民主 。

“
一五

”

计划作为 中 国共产党指导下编制

的首个全国性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 是在

毛泽东 、 周恩来等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亲 自参与和

苏联的协助下进行的 ， 由 中央财经委员会及后来

的 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 ， 经党中央集体决定和全

国人大审议后通过 ， 计划的编制及决策程序集中

体现了仅限于党和政府内部的
“

集思广益
”

。 而

此后的
“

二五
”

计划＿“

四五
”

计划的制定 ， 由

于多种原因 ， 属于
“ ‘

一言堂
’

决策
” ［

１ １
］

， 导致

编制程序受损 ，
主观发展观与客观实际相背离 ，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

中 国共产党是勇于 自我纠错、 自我革命的政

党 。 改革开放后 ， 经过拨乱反正 ， 我国的各项事

业迅速发展 ， 新的
“

五年计划
”

走向正轨 。 以邓

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反思国家重大决策

的制定时指出 ：

“

领导制度、 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

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 。

”＿ ３

故使关

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程序规范化、 制度化是推

进国民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由之Ｉ 由此 ，经
“

六五
”

计划过渡 ，
以

“

七五
”

计划为转折点 ， 我国的计

划编制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 进人制度重建

和民主决策的开放式时期 ， 编制工作开始成立专

门咨询委员会向专业学者和社会精英征求意见 ，

髙度重视咨询决策程序 。

“

十五
”

计划以来 ， 我国

不断健全规划编制制度的运行机制 ， 规划编制工

作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逐渐进入
“

屈群策 、 集

众思、 广纳言 、 合意决、 告四方
” ［

１ ３
］

１ ８°

的法制化

运行轨道 ，
至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编制的步骤程序和主体构架基本完善 。 经党中

央总揽全局 、 协调各方 ， 通过采取多种方式的建

言献策使社会参与度更加扩大 ， 程序更加民主透

明 ， 不仅起到了聚民智 、 集民意、 汇民力和凝共

识的作用 ， 同时确保了
“

五年规划
”

在宏观层面

上一以贯之的连续性、 科学性和与时俱进 ， 亦使

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能最大程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朝着同一 目标奋进 。

（
二

） 规划方法由相对封闭转向坚持实事求是

和高瞻远瞩相统筹

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 中 国共产党

深刻认识到 ， 坚持实事求是和高瞻远瞩相统筹是

科学规范编制和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的前提条件 。

“

五年规划
”

是我 国宏观经济管

理的重要手段 ， 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

“

五年规划
”

的科学

编制 ， 既要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

科学研判国情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问题 ， 又

要着眼宏观与长远 ， 瞄准经济发展大势 ， 做好战

略统筹和顶层设计 ， 在探索创新中使规划具有现

实指向性和科学预测性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从思想层面来讲 ， 除
“
一五

”

计划外 ， 其他四个
“

五年计划
”

基本是

在受当时各种因素影响的 、 相对封闭的 、 主观意

志较强的情形下制定的 ， 经验积累不足 ， 计划盘

子太大 、 指标过高 、 步子太急 ， 实施效果不理想 。

从时间层面来讲 ， 除
“

五五
”

计划和
“

六五
”

计

划正式形成 《 １ ９７６ 年至 １ ９８５ 年发展国 民经济十

年规划纲要 》 之外 ， 其余均为短时间的不完善的
“

五年计划
”

，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指导性不

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在遵循客观经济规

律的前提下 ， 我国将实事求是重新纳入编制方法

之中并与高瞻远瞩相统筹 。

“

八五
”

计划与
“

十

年规划
”

相结合 ，

“

九五
”

计划与 ２０ １ ０ 年远景 目

标相衔接形成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 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２０ １０ 年远景 目标纲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
一张蓝图

绘到底
”

的宽广思路 ，

“

十四五
”

规划与 ２０３５ 年

远景 目标一以贯之形成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 ５ 年远景

目标纲要 》 ， 既明确了我国未来 １ ５ 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方向和重大关切 ， 又为战略 目标的顺利

完成提供了阶段性任务和行动方案 ， 突出 了经济

社会发展的政策性安排和战略性布局 。 故坚持实

事求是与高瞻远瞩相统筹 ， 不仅能从顶层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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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要求出发合理安排、 统筹谋划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 使规划在具体内容方

面体现 目标导向和发展趋势 ， 亦更有利于从全局

出发分解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任务 ， 提出阶段性

目标 ， 实现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内在统一性。

（
三

） 规划手段 由 政府直接调控转 向 坚持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是科学规范

编制和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必然

要求 。 以
“

六五
”

计划为分水岭 ， 在对社会主义

调节手段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 ， 我国的
“

五年

规划
”

在与时俱进中逐渐实现了 由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下由政府直接管理调控的
“

指令性
”

计划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间

接
“

指导性
”

规划的根本性转变 ， 计划作为宏观

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也在转型 中重新焕发活力 ，

计划和市场由相互排斥转向相互结合 、 相互补充 。

“
一五

”

到
“

五五
”

时期 ， 在百废待兴的特殊历

史条件下 ，
以最大限度实行最高程度的集中计划

和管理 ， 使计划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

是当时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现实要求 ，
也取得

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历史

性成就 ， 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但

后期因计划规模扩大 ， 使计划体制开始出现
“
一

收就死、

一死就放、

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 ［

８
］
１ ７

的失灵现象 。 改革开放以后 ， 在总结以往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 ， 在市场导向 的改革中 ，
以经济体制

的
“

转轨
”

为标志 ， 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比重逐

渐缩小 ，
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 ， 对经济领域由直

接调控转为引导和调节 ， 计划更加突出
“

宏观性 、

指导性、 战略性、 政策性和预测性
” ［

１ ３
］

６３

， 实物

量和硬性指标逐渐减少 ， 指导性和预测性指标不

断强化 。

“

十一五
”

规划提出
“

发挥国家发展规

划 、计划 、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 ，

［

１ ４
］

，

在市场作用不断增强的同时 ， 再次突出 了计划的

间接调控和诱导作用 的不可或缺性 。

“

十三五
”

规划期间明确指出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 这一具有总体指

导性的论述 ， 更加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安排

和互补作用 ， 把对市场这只
“

看不见的手
”

和政

府这只
“

看得见的手
”

的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

全新高度 ， 反映了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实践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解与定位也在不

断更新和拓宽 ， 对准确认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

内在逻辑 ， 科学发挥政府和市场在规划编制及实

施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四 ） 规划 内容由经济为主转向坚持经济发展

与人的发展相协调

坚持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是科学规

范编制和顺利实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的

核心命题 ，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同

频共振并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发展理念为价值旨

归是经济发展的终极 目 的 。 纵观我 国 已编制 的

十 四个
“

五年规划
”

， 规划理念总体上经历了从
“

以物为本
” “

以 ＧＤＰ 为本
”

的片面发展观到
“

以

人为本
”

的科学发展观 ， 再到
“

以人民为 中心
”

的全新发展观的演进过程 ， 规划内容也实现了从

注重经济增长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再到关注

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 。

“
一五

”

到
“

五五
”

期间 ，

由于处于建国初期
“

千疮百孔
”

的恢复期 ，
此阶

段的计划 内容主要从发展国 民经济角度出发 ，
以

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 。 从
“

六五
”

计划开始 ， 规

划理念更加趋于全面 ， 随着我国市场供求态势 由

短缺经济形态向买方市场形态转变 ， 人的发展需

要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

“

十一五
”

规划 明确提出坚持
“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

的思想 ， 把对人的发展的重视程度提

高到一定层面 。 在
“

十三五
” “

十四五
”

规划 中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发展思

想和
“

新发展理念
”

， 强调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

高质量发展 ， 把对
“

人的发展
”

的重视程度提升

到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 ， 体现了我国 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在长期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对比检

视和经验总结 ， 蕴含了对经济增长和幸福指数提

升不成正比的发展悖论的深入思考 ， 反映了 中国

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把握 。 我

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才是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尺 ，

更是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经济优质发

展的恒久动力 。 故只有牢牢坚持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发展思想 ，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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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依赖 ， 调动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全部力量。

三
、 我国

“

五年规划
”

的历史贡献

发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和

目标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前进

的 内在规定和基本做法。 通过将国家的重大战略

任务和宏伟蓝图进行阶段性和步骤式的分解 ， 在

瞄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梯度式需要的同时 ， 使远

期 目标既有可见性与可操作性 ， 又有 目标指 向性

和可期待性 ， 经过一个个规划量的连续加总和质

的深化提升 ， 十四个
“

五年规划
”

在不断地
“

夯

基垒台
”

中使我国实现了从
“

站起来
”

到
“

富起来
”

再到
“

强起来
”

的历史性飞跃 ， 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 ， 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

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 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讲 ， 我

国伟大成就和奇迹的实现历程 ， 就是
“

五年规划
”

从
“

国民经济计划
”

到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再到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的演进发展史 ，

这一过程生动诠释了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践行路径和远景 目

标的演绎逻辑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涉及领域和

指标众多 ， 本文仅从宏观层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

的四个维度的发展变化来映射和透视我国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辉煌历程 。

（

—

） 从
“

积贫积弱
”

到
“

繁荣富强
”

，
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

我 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可分为改革开放

前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期 ， 而改革开放前的成就

以
“
一五

”

计划最为显著 。

“
一五

”

计划在
“

边

建、 边改、 边学
”

中较好地实现了预期任务 ，

“

完

成率高 ， 达到 ８４ ．４％
， 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 ，

完成百分数均值达到 １ ３６％
” ［

１ ５
］

，
虽 由于经验不

足和对经济认识不够全面存在计划失调和 冒进举

措 ， 但
“ ‘

一五
’

期 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 ，

远远超过了 旧 中 国一百年间的成就
” ［

１ ３
］

８２

。 在以

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下 ，

“

１ ９５７ 年工业

总产值达到 ７８３ ．９ 亿元 ， 比 １ ９５２ 年增长 １ ２８ ．３％
，

年均增长 １ ８％
”

， 高于原计划 ３ ＿ ３ 个百分点
” ［

１ ６
］

２ １

，

重工业产品 （ 钢铁、 煤炭、 电力 、 石油等 ） 产量

大幅增长 ， 新工业部门大量涌现 ， 机器制造业发

展迅速 ，
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升 ， 构筑起了

我国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基本框架 。 国 内生产总值

由 １ ９５２ 年的 ６７９ 亿元增长到 １ ９５７ 年 的 １ ０７０ 亿

元左右 ， 年均增长 ９ ．２％ 。 生产和建设通过有计

划按比例大规模高速度的发展 ， 实现了我国 由传

统小农国家向快速发展工业化的转变 ， 初步为建

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坚

实基础 。 这一时期成为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速度

最快 、 经济效益最好的首个建设黄金期 。

“

二五
”

计划＿“

五五
”

计划时期 ， 经济发展虽跌宕起伏 ，

效益低下 ， 计划指标未能较好地实施 ， 但经计划

指标和政策的多次调整以及人民的共同努力 ， 我

国的工业布局得到改善 ， 国防建设得到一定程度

的加强 ， 国 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从 １ ９５ ８ 年的 １ ３０７

亿元到 １９８０ 年的 ４５８７ 亿元的不断增长 。

“

六五
”

计划一
“

十五
”

计划期间 ， 在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 这五个
“

五年计划
”

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的不断推进 ， 使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瞩 目成就 。

“

主要工农业

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 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

束
” ［

１ ７
］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第二步发展任务超额完成 ，
１ ９７ ８
—

２００５

年 ， 国 内生产总值由 ３６７ ８ ．７ 亿元增加到 １ ８ ．７３ 万

亿元 ， 首次突破 １ ００００亿美元 ， 年均增速为 ９ ．５％
，

绝对值和增速均高于改革开放前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

十一五
”

和
“

十二五
”

规划在新的理念和发展

思想的指导下 ，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 ， 不断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使

经济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 经济实力在追

求效益和质量的协调发展中稳步增强 。

“

十一五
”

至
“

十二五
”

时期 ， 我 国 国 内生产总值 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１ ．９４ 万亿元增加到 ２０ １ ５ 年的 ６８ ． ８ ８ 万亿元 ，

年均增长 ７ ． ８％
， 稳居世界第二位 ， 高于

“

十二五
”

规划确定的年均增长 ７％ 的预定 目标 。

“

十三五
”

时期 ， 我国积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 用新发展

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９ 年 国 内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６ ．７％
，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超

过 １ 万美元 。 ２０２０ 年在新冠疫情突袭和世界经

济衰退的冲击下 ， 我国经济仍领跑于世界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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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００００
－

８ ００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
－

－

１ ０

１ ９ ５ ３１ ９５ ７ １ ９６２１ ９ ７ ０１ ９７ ５１ ９８ ０ １ ９ ８５ １ ９９０１ ９９５２０００２ ００５２０ １ ０２ ０ １ ５２０２ ０

年份

？ １
“
一五

”

至
“

十三五
”

时期我国 国 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注
： 作者根据 国 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
二

） 从
“

普遍贫困
”

到
“

全面建成小康
”

，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跃升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 增进民生

福祉 ，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 向往是 中 国共产

党的初心使命和价值 旨归 。 随着 国 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的循序推进 ，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 了

从物质满足到生活品质和精神充盈的质的提升 。

“
一五

”

时期 ，
１ ９５７ 年农业的总产值已达 ６０４ 亿

元 ，
比 １ ９５２ 年增 长 ２５％

， 粮食总产量达 ３ ９００

亿斤 ， 农 民 收人增加 ２０％ 左右 ， 居 民平均消

费水平 由 １ ９５２ 年 的 ７６ 元提髙到 １ ９５７ 年 的 １ ０２

元 ，

“

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 １４８ 元提高到 ２０５

元 ， 提高 ３ ８ ．５％
， 农民 由 ６２ 元提高到 ７９ 元 ， 提

高 ２７ ．４％
” ［

１ ３
］

８３

， 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

“

四五
”

时期我 国实现了三个突破 ， 职工人数突

破 ５０００ 万人 ，
工资总额突破 ３００亿元 ， 粮食销

量突破 ４００亿公斤 。 历经 ２０ 多年的探索后 ， 我

国开始意识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 故

从
“

六五
”

计划开始保障并改善民生 已逐渐成

为计划编制 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 １ ９７ ８ 年 ， 我 国

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为 ６７ ．７％

和 ５７ ． ５％
， 到

“

九五
”

时期均下降到 ５０％ 以下 ，

居民消费水平从 １ ９７８ 年的 １ ８４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４ 年

的 ４５５６ 元 ， 年均增长 ７ ． １％
， 对教育 、 就业 、 医

疗等与人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 ，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迈进小康

水平。

十一五时期 ，

“

我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长 ９ ．７％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

长８ ．９％
” ［

１ ６
］

７２

，

“

十 二 五
”

的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２年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年均实际增长 ９％
， 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实际增长 １ １％
， 均高于同

期 ＧＤＰ 增速 ， 实现了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发展同步的 目标
” ［

１ ８
］

，
２０ １ ５ 年粮食总产量达 １ ．２４

万亿斤 ， 实现
“

十二连增
”

， 公共服务和民生事

业得到 明显改善 。

“

十三五
”

规划期间 ， 我 国粮

食总产量连续几年均超过 １ ． ３ 万亿斤 ， 居民恩格

尔系数 ２０ １ ９ 年下降到 ２８ ．２％
， 与 ２０ １ ５ 年相 比下

降 ２ ．４ 个百分点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３ 万

元 ， 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 ２ 万元 ， 到 ２０２ １ 年

初我 国完成了
“

现行标准下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 ，
８３ ２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

１２ ． ８ 万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 ，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 ［
１ ９

］

的艰巨任务 ， 绝对贫困彻底消除 ， 脱贫攻坚取得

了史无前例的决定性胜利 ， 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不断充盈丰富 ， 获得感和幸福感与 日倶增 ，

追求 目标由物质层面逐渐转为满足全面发展的更

高层次的品质享受和优质体验 ， 不断向美好生活

的奋斗 目标进发〇

？－

５ ． ６

１ １ ６ ２ ． ２ ２ ２ ７ ９ ．
７ ３０ ３ ９ ． ５ ４ ５ ８ ７

． ６

济体 ，
国 内生产总值实现了２ ．３％ 的正增长 ， 国２０２０ 年 １ ００ 万亿元的突破 ， 在世界经济中 占比超

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从 ２０ １ ５ 年的不到 ７０ 万亿元到过 １ ６％
，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

围 内 生产总值 （ 亿 元 ）

— Ｍ 内 生产总值增长 率 （
％

）

（

０

／０
）

讲

半


Ｈ

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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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０ ００
．

２ ５ ０ ０ ０ 
－

城镇居 民消 费水平 （元 ）

农村居 民消 费水平 （元 ）

－

１ ４０ ００

１ ９５３１ ９ ５ ７１ ９６２１ ９ ７ ０１ ９７ ５１ ９８０１ ９８ ５１ ９９０１ 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 ０ ５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５２０２０

年份

图 ２
“
一五

”

至
“

十三五
”

时期我 国居民人均 消 费水平

注
： 作者推 ■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
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经济体制发生

根本性转变

实现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我

国经济体制的伟大创举 ， 也是我国在实践中 回应

紐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优选择 。

“
一五

”

时期＿

“

五五
”

时期 ， 在国 内
“
一穷二白

”

、 国际反华势

力
“

围剿封锁
”

的复杂严峻的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 ，

我国要在短时间 内维护并巩固新生政权 ， 独立 自

主地构建本国产业体系 ， 就必须通过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将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

进行重点领域的建设 。 但高度集中的纯而又纯的

计划经济严重地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随着其弊端的 日益凸显已然成为制约生产力快速

发展的阻碍 〇
“

文化大革命
”

以后我国在对经济体

制
“

何去何从
”

的深刻反思中作出 了改革开放的

伟大历史性决策 ， 邓小平同志指出 ：

“

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 也结合市场经济 ， 但这是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 ６

由此 ， 我国单一的计

划经济体制被打破 ， 开启 了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

革之路 。

“

六五
”

时期经历了从
“

计划经济为主 ，

市场调节为辅
”

到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的改革

过程 ， 计划的范围不断缩小 ，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

深人 。 以
“

八五
”

时期的南方谈话为契机 ，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下来并且在国家宏

观调控下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 各类

市场主体在经济运行微观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迅速发育发展 ， 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活力 。 从
“

十五
”

计划开始 ， 我国进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完善新时期 ，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大 、 范

围更广 。

“

十二五
”

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
“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 ’

［

２０
］

，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作用实

现了从
“

基础性
”

到
“

决定性
”

的转变 ， 政府

对经济的作用从
“

全能型
”

的直接调控转变为
“

效能型
”

的指导和调节 。 这是我国经济体制在实

践探索中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重大成果 ， 既遵循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 又

舱人民利益 ， 体现中国特色 。

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 我国的经济发

展方式实现了从
“

速度优先
”

到
“

高质量发展
”

的转变 ， 经济结构实现了从
“

优先发展重工业
”

到
“

综合协调发展
”

的转变 。

“
一五

”

到
“

五五
”

时期尤其是
“

二五
”

到
“

五五
”

时期 ， 我国虽通

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
“

赶超
”

战略带来了短

时间 内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 但盲

目追求高速度 、 高指标 ， 依靠大规模投资而非提

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扩大再生产来换取经济快

速发展的模式 ， 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失调 ， 资源环

境破坏严重 ， 生产技术水平和质量效益低下 。 改

革开放后 ， 面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与资源损耗呈负

相关的发展悖论 ， 在联合国 的发展规划从 ２０ 世

（

狀
）

中
芩
歉

恶
叱

邮

鹧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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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经历了 由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的演变的大背景下 ， 我 国从
“

六五
”

计划开始 ，

经济增长方式由
“

以速度为中心
”

的旧模式向
“

以

效益为中心
”

的新模式转变 ， 尤其是
“

九五
”

计

划
“

两个根本性转变
”

提出后 ， 以资源环境为代

价的
“

粗放型
”

增长方式逐渐被确保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
“

内涵型为主
”

的发展方式所取代 。

同时 ， 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科技创新能

力的不断提高 ， 牵绊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 、

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得到科学认识 ， 产业结构 、

企业投资结构 、 城乡结构等也在不断调整中得以

改善 。 以
“

十一五
”

规划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

标志 ， 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加速构建 ，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
２０ １ ５ 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开始反超第二产业 ， 经济进入科学发

展的 良性轨道 。

“

十三五
”

规划在新发展理念的

指导下 ， 破除了一系列有碍髙质量发展的体制机

制壁垒 ， 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 创新驱

动效果显著 ，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 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 ， 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 由 ２０ １０ 年的

５０ ．９％ 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０％ 左右 ， 国 民经济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 。

忌
１

 ２ ３Ｗ
 ３ ０？ ．３ １％４０％４ ５％４ ８％

■Ｓ ，  ， ， ４ ７ １４

ａ？
４０  一

條^

－

产业增加值 （
％

＞

１

笫二产业增加值 （
％

＞

｜ ３Ｓ三产业增加 怙 （
％

）

１ ９ ５ ３１ ９５ ７１ ９６２１９７０１ ９７５１ ９ ８０１ ９ ８ ５１ ９９０１ 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５２０２０

年份

图 ３
“
一五

”

至
“

十三五
”

时期我 国三次产业增加值 占 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

注
： 作者推 ■据 国 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 四 ） 从 边倒
”

到全方位开放 ， 对外开放

程度越来越高

从
“
一五

”

时期到
“

十四五
”

Ｂ寸期 ， 我国的

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向苏联的
“
一边倒

”

到
“

多边

外交
”

再到
“

全面开放
”

的点块网的对外开放历程 ，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位置实现了从
“ ‘

西方孤立
’

到
‘

被动跟随
’

再到
‘

主动参与
’

，
以及现阶段

‘

创新引领
’ ”ｐ ｌ

］
３ ３ Ｓ

的三次巨大转变 ， 取得了经济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 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位居世

界第一的伟大成就 。

“
一五

”

时期 ， 在
“
一边倒

”

的政策之下 ， 我国的经贸合作主要在以苏联为代

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展开 ，
１ ９４９
一

１ ９５５ 年 ， 中苏

贸易额由 ２６３３ 万美元上升到 １ ７ ． ８９ 亿美元 ，

“

增

长幅度达到 ６８％
， 交易额 占 中 国全部进出 口贸易

额的 ４７ ． ８％
” ［

２ １
］

３２９

， 苏联成为我 国此阶段的最大

贸易 国 。

“

二五
”

时期一
“

四五
”

时期 ， 在我 国

经济增长波动较大情形下对外经济贸易进出 口总

额实现了从 １ ２８ ．７ 亿元到 ２９０ ．４ 亿元的增长 。 改

革开放后 ，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

快 ， 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拓展 ， 原

主要通过单向引进先进技术 、 设备和外资等同世

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经济合作的方式 ，不断被
“

引

进来
”

与
“

走出去
”

相结合 、 互促进的对外发展

新战略所代替 。 我国开始充分利用国际和国 内两

个市场 、 两种资源 ， 国际市场空间不断扩大 ， 对

外投资范围更大更广 ， 境外投资速度加快 ， 对外

贸易更加多元化 ， 商品进出 口在数量和 比例逐年

增大的同时 ， 结构和环境也加速优化 ， 利用外资

的数量、 质量也显著增加和提升 ， 与国际市场的

融合度愈来愈深 ， 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劲越来越

大 。 我国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贸易大国 ，
不断在国

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 释放新的发展能量 ， 开放

型经济在迅猛发展中迈上新的台阶 。 此阶段 ， 我

国货物进出 口 总额 由 １ ９７８ 年的不足 ３ ６０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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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 ２０ １ ２ 年超过 ２４ 万亿元 ， 位居世界前列 ， 外

汇储备由 １ ９７ ８ 年的 １ ．６７ 亿美元增长到
“

十一五
”

初期的 １ 万亿美元有余 ，
居全球首位 。

“

十二五
” “

十三五
”

时期 ，

“

人类命运共同

体
”

构想和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提出和发展深化 ，

标志着我国在创新引领中推行体制更加健全、 层

次更高 、 力度更大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 随着对

外开放的广度及深度不断拓展 ， 我 国
“

引进来
”

和
“

走 出去
”

能力大大加强 ， 进出 口商品结构

更加优化 ， 产业链向技术含量高 的更高端延伸 ，

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更为凸显 。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以来 ， 我国成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

第一引擎 ， 出 口总量和进出 口贸易总量超过德国

和美国 ，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 口 国和第一大货物贸

易 国 ，
经济总量超过 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 ２０ １ ２
—

２０２０ 年 ， 我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３０％ 左右 。 ２０２０ 年在新冠疫

情的冲击下 ， 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 总额达 ３２ ． １ ５

万亿元 ， 外汇储备余额保持 ３ 万亿美元以上 ， 稳

居世界首位 ， 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唯一

呈正增长的 国家 。

“

十四五
”

时期 ， 我 国重塑在

对外发展 中 的新优势 ， 转变资源与市场
“

两头

在外
”

的国际大循环模式 ， 依靠内生增长和内需

扩大这个战略基点牵引供给体系提升适配能力 ，

形成
“

以 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 、 国 内 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

２２
］

， 将重点依托国 内市场

的 良性循环构建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经济新体制 。

ｉ Ｒ

ｍ

ａ

壬

银
荽

峨

３ 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

２ ５ 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０
－

１ ５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０
－

５ ００００
－

｜

对外经济 贸 易 货物进 出 口 总额 （亿元 ）
｜

８０ ９ １ ０４ ． ５８ ０ ． ９ １ １ ２ ． ９２ ９０ ４ ５ ７０ ． ０４２０６ ６ ． ７ １

３ ９２ ７ ３ ２ ５

ｎｎ ｌ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９５ ３ １ ９ ５７１ ９６２１ ９７０１ ９７ ５１ ９ ８０１ ９８ ５ １ ９９０１ 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５２０２０

年份

图 ４
“
一五

”

至
“

十三五
”

我 国对外经济贸 易货物进 出 口总额

注
： 作者相 ■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制作

“

十 四五
”

时期 ，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双重

并行的发展境况 。 国际方面 ， 世界正经历
“

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

， 在和平与发展不变的时代主题

下 ，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人发展 ， 国际

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 国际环境 日趋复杂 ， 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 世界进人动荡变革期 。 国

内方面 ， 我国 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制度优势

显著 ， 治理效能提升 ， 市场空间广阔 ， 发展韧性

强劲 ， 经济长期向好 ， 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

势和条件 ， 但与此同时 ， 经济发展质量问题成为

继续发展的瓶颈 ， 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问题成为持

续发展的障碍 ， 创新能力 、 协调能力不足 ， 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 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顺势而为 、 乘势而上 ， 创造性地提出 了 以新发

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为核心要义的
“

十四五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立足于新发

展阶段的
“

时
”

与
“

势
”

， 充分运用
“

创新、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享
”

新发展理念引领各领域 、 全

方位的高质量发展 ， 通过大力畅通国 内生产 、 分配、

流通、 消费各环节和全过程 ， 形成以 国 内大循环

为主体 、 国 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为
“

十四五
”

时期统筹国际国 内两个大局 ， 推动

国民经济行稳致远标定了新方向 、 提供了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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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新路径 。 可见 ，

“

五年规划
”

已成为我们党

与时俱进地谋划发展战略 ， 因时而进地推动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性宏伟蓝图 ，
已成

为中 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助推力 ， 是马克思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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