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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
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习
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五年规划（The Five-Year Plan，原称
五年计划），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是中国国民经
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
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
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五年规划作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形式最早并非源
于中国，也非中国所独有。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立了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
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
后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
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
在苏联的诞生。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五年计划不仅深刻影
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对战后所有社会主义阵
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
式。



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
划”。（除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为中国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
期外）。



这五年，中国经济实力杠杠的

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99万亿元，人均GDP进
入“1万美元俱乐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达30%。
预计到“十三五”末，中国GDP将稳稳地跃过100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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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仓根基牢 中国饭碗端得稳

“十三五”以来，重农抓粮，各地各部门大力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
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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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愿意来、留得住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创新力度，提升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按下“快进键”。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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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建设 五年再上台阶

5年来，我国坚决向污染宣战，相继实施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污染防治方式
不断创新、领域不断拓展、力度不断加大。 5年来，我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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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9.5%

“十三五”以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
创新正在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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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民健康这五年：医疗水平显著提升

5年来，中国的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显著提
升，持续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了
群众健康需求，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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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
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
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
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然突出。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
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
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十三五”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十
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
关头。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继续把握好改革
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
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
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
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紧盯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
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推动改
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



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就
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
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
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
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
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
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
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
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明显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
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
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
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



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
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
全面领导，部署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些长期制约教育
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一大批基层改革创新
的经验做法不断涌现，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



“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
育改革，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优
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
培养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
障机制改革。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人民群众所
急所需所盼，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加快缩小区域、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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