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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
———写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一）金秋的北京，总会给人带来特别的期待。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正在这里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 将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谋划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之路，这是举国
乃至举世关注的议程。

在中国人的眼里，六十年一甲子，寓意轮回与更替。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60

多年里，中国
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
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新一个五年规划，我们
又将开启一段怎样的新航程？

2016－2020

的“十三五”规划，将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
主持编制并完整实施的一个五年规划，将是中国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将是迎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冲刺，也
是跋涉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关键一程。

风云际会的节点， 举足轻重的大国， 谋篇布局的规
划，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个十月会释放更多信号，给中国
和世界的未来注入强大的信心。

（二）在北京、在浙江杭州、在湖北武汉……人们发现，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考察时， 对各地的规划展览馆很感兴趣。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
是最大的忌讳”，在发展之路上，规划的确至关重要。

一幅宏大的发展蓝图，在这样的思考中逐渐成形。

2013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手启
动“十三五”规划前期准备工作，开展有关重大问题研究。而
关于未来中国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思考，早已开始。

广东深圳，在邓小平铜像下思考改革的方位；北京中
关村，在数字世界里推动创新的浪潮；陕西延安，在黄土
高原的窑洞中探讨扶贫的路径；吉林长春，在老工业基地
谋划转型升级的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
记调研的足迹，遍及

20

多个省份，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仅
仅在

2015

年，围绕“十三五”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短短两
个月时间内，就曾与

18

个省份“一把手”座谈。

以微观调研把握宏观中国， 用战略思路观照现实国
情，中央领导集体在上与下的对接中，谋划中国的未来。

密集的调研、频繁的互动，不仅让“十三五”规划有了坚实
的基础，更凸显这一规划的重要意义。到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
一个百年目标。在“两个百年”的视野中，在实现“中国梦”

的征程上，“十三五”规划的五年，恰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
特殊而关键的五年。

如果说“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十三五”规划就是
战役部署。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定位坐标、主轴和方
向，这一规划必将写在中国大地、写入时代进程。

（三）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今年
3

月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团组讨论
时谈到，“我正在集中思考‘十三五’规划。”两会一结束，

在会见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时， 总书记主动提及“十三
五”规划，并表示“相信在新的规划中我们会找到中欧合
作的契合点和新机遇”。

的确，“十三五”将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中国。“过去两
年，全球经济增长约

30%

来自中国”。《金融时报》首席经
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球经济
就感冒， 现在还应该加上中国一打喷嚏， 全球经济也感
冒。“十三五” 蓝图关乎世界经济的走向，“将左右世界经
济能否复苏向前”，这就是为什么观察家们要将十八届五
中全会称为“关键性会议”。

历史的长河潜流深沉，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发现

水道令人惊叹的转换。在
30

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经
济从“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边缘，到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新
引擎”，其间蕴藏了多少思想的转变、观念的更新和发展
的突破。站在两个五年规划交汇的时间节点回望，在走向
世界的进程中，中国的分量日益显现。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打开封闭的国门，从建立经济
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分步骤、多层次地
走向逐步开放新格局。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由有限范围、地域、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开放，中国经济航船扬帆驶入更广阔的水域。

今天，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逐渐适应
自己新的角色———世界经济版图的变革者、 全球经济治
理的参与者、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者。着力打造更有活力
的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
制变革，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几天前，习近平主
席在中英工商峰会上强调，“一带一路”不是“私家小路”。正
是这条“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涵盖了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44

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30%

，成为中国构建
“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展之路最好的注脚。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十三五” 规划不仅
要擘画未来中国经济地理版图， 也将对完善世界经济地
理版图产生重要影响。

（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即将走进又一个发
展周期。

回首“十二五”，我们抓住了关键时期，打赢了攻坚之
役，赢得了战略机遇。在全球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中，妥善
应对“三期叠加”的挑战，高位跃升带来年均近

8%

的增长；

在建立起覆盖
13

亿人的全世界最大社保网之后，不断提高
兜底水平；“十二五”前

4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
降
13.4%

，经济发展驶入“绿色化”快车道……改革开放和复
兴之路的现实方位，被标示得格外清晰：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经济的升级转型总是比想象
更困难，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面临的挑战
会更复杂。如果说

1978

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中国以
9.6

亿人的超大规模拉动了经济起飞的巨轮， 抓住机遇创造
了中国奇迹；那么今天，面对

13

亿多人口的巨大基数，面
对全球化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格局， 在更高层次
上推进现代化进程，我们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机遇。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着长长的“问题清单”。“世界工
厂”转型升级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建设“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在“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这些来自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挑战，无一不是
艰巨的课题、难啃的硬骨头。连《纽约时报》也感叹，“治理未
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

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建立在对“十二五”发展
经验的全面总结上， 建立在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准确体察上，

习近平总书记以对发展的深入思考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

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五）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是“实实在在、没有
水分”的发展，是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发展，

是“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
展。 这意味着， 在经济发展中要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眼
光，做到蹄疾步稳、行稳致远。

不久前， 中国
2015

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
, 6.9%

的增速好于预期。 虽然仍有人偏好各种版本的中国经济
“崩溃论”和“硬着陆”预言，但越来越多人开始以更理性
和长远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大势”。“中国领导人明
白他们需要做什么。”不久前出版新书《与中国打交道》的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说，“这也正是我对中国的改革前
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所在。”

“十二五”期间，科学发展让经济在转型升级之路上，

保持着增长“稳定感”。从打破壁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到自我革命、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从
主动淘汰落后产能、清理经济增长“负资产”，到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点燃经济动力“新引擎”，我们以有力的宏
观调控、合理的风险应对、积极的结构调整，在“十二五”

前
4

年保持了年均
8%

的增长，农业实现“十一连增”，工业
发展向中高端迈进，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稳步提升。新常态下，换挡不失势、量增质更优，新的
动力在聚集、新的活力在迸发，为“十三五”的发展打下良
好基础、积累宝贵经验。

自我调整、 主动调控背后， 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洞
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有快有慢是正常的，不能说只能
加速、不能减速，这不符合经济规律”；是对科学发展的高
度重视：“转方式、 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
坎”；是对中国未来的强大自信：“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
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

（六）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是“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
阶”的发展，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

这意味着，发展不仅要讲速度讲效益，更需要在增长与保
护、局部与整体、当前和长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2015

年初，被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环保理
念的变革，由立法目的的表述可见一斑：过去是“促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现在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于“美丽中国”“绿色化”的一
系列探索，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奇姆·施泰纳如此评价：“中
国在生态文明这个领域中，不仅是给自己，而且也给世界
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朝着绿色经济的转型。”

首次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去除
GDP

考核“紧箍咒”，全面打响“呼吸保卫战”……“十二五”期
间，中国以前所未有、全球罕见的力度，治理污染、保护生
态。生态文明建设有了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和严格措施，

为发展构筑起“绿色谱系”，为转型积累下“绿色动力”。

在云南大理洱海边，“立此存照”督促当地抓好环保；

在北京
APEC

会议上， 坦言每天早上都要看看北京雾霾
小了没有；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勉励工人“种树看林
子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对环

境保护高度重视，正是因为把握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的发展规律，认清了生态环境保护“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责任。

（七）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是“坚定不移走共
同富裕的道路”的发展，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奋斗目标的发展，是“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发展。

这意味着，不仅把发展视为经济问题，更将之视为政治问
题、社会问题，让更多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未来
5

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
7000

多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十
三五”规划尚未谋定之时，关于扶贫的“五年目标”已经出
台。这不仅是全面小康的要求，更是我们发展宗旨、发展
伦理的集中体现。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十二
五”期间，民生指标全线飘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

9.5%

，跑过
GDP

增速；新增就业不降反增，

2015

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1066

万人，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2013

年和
2014

年， 连续两年完成减贫
1000

万人以上的任
务……人民生活水平有新提高，生活质量有新改善，更多
人的“幸福感”正由期盼慢慢成为现实。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让更多人共同享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
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全面小康是不分地
域、不分群体、不分层级、不分民族的小康，“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
掉队”……民生的改善、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大方向、大
目标相向而行，成为包容性发展最生动的体现。

（八）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
持续发展， 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三种规律”“三
大发展”，正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目标方向。

有外国媒体认为，中国这个远东国度，曾以无法想象
的经济增长速度，帮助上亿人摆脱贫困，却也造成环境污
染等问题。而如今，随着新常态的到来，庞大的“经济和社
会试验”正在促成“一次新的醒悟”。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困惑、纠结和适应之后，在今天的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已经成为共识。看起来波动的
数据，背后却隐藏着令人欣慰的亮色、逐渐增加的利好、

正在积蓄的能量。经济增速领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一， 蝉联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位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

，服务业对增长
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样的数据表明， 新常
态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

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
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
态势没有变，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4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诠释了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形
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新常态”的战略判
断和战略思维，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
势，指向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
续性增强、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消除疑虑、保持定力、坚

定自信的强大基石。

在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变化的今天， 中国在过去几十
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十三五”时
期，不管发展环境、条件、任务有何变化，可以确定的是，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是保持未来中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遵循。

（九）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以发展
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
质量和效益提升，面向经济新常态，循着发展新思路，“十
三五”规划的根本指向，已然清晰———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
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的发展目的，回答了
“发展为了什么”的问题。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创新和完
善宏观调控方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推
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合
理的发展路径，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

“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
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科学的发展思路，回答了“如何以改
革促发展”的问题。

“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加快法治经
济和法治社会建设， 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

有序的发展环境，回答了“如何规范发展”的问题。

“必须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广阔的发展视野，回答了“发
展如何对接世界”的问题。

“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根
本的发展保障，回答了“发展需要怎样的政治领导”的问题。

“十三五”画卷，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个必
须”为引领，铺展开来。“中国制造

2025

”推动工业制造业转
型升级，打造“制造强国”；“互联网

+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
深度融合，新技术新概念新业态方兴未艾；城镇化目标激
发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激活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提高土
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
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三五”期间，“新四化”的同步铺展、

互动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多元动力、多级支撑，

中国将迎来有温度的发展、有质量的发展、有保障的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极大地
丰富了人类的经历。 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
优势结合起来， 把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与公众的共享和普
惠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独特贡
献。“十三五”是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征程，新发展模
式会更成熟，新思维范式会更成型。这是现代化道路上的
“中国选择”，是中国给世界的“新的更大的贡献”。

（十）一张老照片，记录下
1992

年
8

月四川广安火车站的一
幕：由于人多车少，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们只好从车窗挤上去。

而上周，在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期间，关于高铁项目
的合作，成为各方关注的一大焦点。

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外交”，铁路可谓中国发展的
“三重象征”———满足了民生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更隐
喻着“中国号”快车的不断自我超越。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中国的发展前后相续，正是
这一段又一段的铁轨，连接成我们前行的历史。站在两个
五年规划的交汇点上，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军，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信心。

世界期待着下一个中国故事， 历史期待着我们这一
代人的回答。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热烈祝贺第16 个中国记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