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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简称为“五年计划（规划）”，

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管理工具。五年计划（规划）确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标和方向，部署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国民

经济重要比例关系和社会事业。中国编制并实施十三个五年计划（规

划）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中国探索建设社

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五年计划

1953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在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编制与实施了 5个五年计划。这五个五年计

划时期，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一五”计划编制与实施的特征为：集中力量建设以苏联援助的

“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 694 项建设单位组成

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行农业、手工业与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实施

中，“一五”计划具有多变性、滞后性的特征。

“二五”计划基本沿袭了“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提出继续推

进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建设；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与巩



固公有制。“二五”计划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片面强调钢产

量的快速增长，片面追求快速发展，在实施中遇到挫折，成为指标变

化最多、变化幅度最大、实施效果最差、主要经济指标负增长、人民

生活水平下降最严重的一个五年计划。

“三五”计划前期多考虑民生问题，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解决

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加

强基础工业，提高产品质量。但是，国际形势突变，中国面临严重的

战争威胁，“三五”计划后期的指导思想改为“以战备为中心”，仍然

强调发展重工业。这一经济建设重大战略的转变，一直影响了 20 世

纪 70年代“四五”计划、“五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四五”计划受“三五”计划的影响，指导思想仍然强调以“战

备”和“三线建设”为中心，以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

化，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五五”计划跨越了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时期，指导思想的变化比较明显。前期提出要建成比较独立完

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但“急躁冒进”、“大干快上”的氛围

深厚；后期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后，指导

思想逐步转向了全面发展。

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五年计划

从“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时期，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

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指导思想上，“六五”计划到“九五”

计划的发展脉络是：搞好综合平衡，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强国与富民的统一；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

调发展。

针对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六五”计划改变了以往只注重经

济发展，单纯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忽视人与社会发展的倾向，增加

了改善人民生活、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并将

“国民经济计划”改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计划”。“六五”计划提出

了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按

比例稳定发展，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变。

“七五”计划延续“六五”计划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提出平衡

的关键在于加强基础产业（能源、交通、通讯和原材料）的建设，克

服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障碍，为经济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八五”计划到“九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实现强国与富民的统一。“八五”计划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

济发展的“双加快”方针，把农业放到了应有的位置，把基础工业和

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特别强调技术改造，并提出经济

建设要向“持续、稳定、协调”转轨。

“九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出从传统的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

集约型转变。



21 世纪之初五年计划（规划）

进入 21世纪后，中国向小康社会迈进，制定并实施了“十五”计

划、“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五年规划理念从科学发展观

演变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十五”计划时期，中国面临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突出了三

个发展重点：一是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用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二是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三是实施

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十五”计划具有明显的战略性、

宏观性和政策指导性；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角，政府配置资源的

重点转向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

域；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

逐步推进城镇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突出了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发展理念。

“十一五”规划既是发展的规划，也是改革的规划。其首次把

“五年计划”改称“五年规划”，把发展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

类指标，预期性指标依靠市场力量自主实现，约束性指标由行政力量

确保实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各项战略任务的首位；明确提

出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结构升级，由大变强；首次把服务业放在突

出位置；进一步明确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

类功能区的区域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战略任务和具体措施；把自主创新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放在了突

出的位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



体”的总体发展思路，突出强调以人为本。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

五”时期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

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

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基础。“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科学发展的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主线，强调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步伐，坚持保障和改善民

生，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时期实现了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三五”规划

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十三五”规划。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着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坚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十三五”规划的特点有：第一，明确将“十三五”时期定位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第二，首次推出“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以五大理念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第三，突出强调解决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问题，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由要素驱动型经济向科技创新驱动型战



略转变；第四，从偏重单一经济发展目标向多元化目标演化，即由单

纯追求 GDP 的数量向提高 GDP 的质量方向转变；第五，关注贸易保

护主义强化、逆全球化异动倾向，以及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全球治理

体系深刻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提出保持战略定力，保持积极进取的

方针；第六，注重以约束性指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强化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目标和指标，特别是突出就业增

加、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等民生改善方面的目标和指标；第七，

强调“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第八，强调规划

编制中多规融合与“三规合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融合与统一；第九，强调构建

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第十，首次将制度建设作为五年规划的主要

目标之一。

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编制与实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比

如：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科学规划发展战略，确定重

大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指导，不断探索和创

新五年计划（规划）的指导思想；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把握发展大势；要不断提高政府宏观调控与国家治理能力；要持续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经验对编制“十四五”规划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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