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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昨起举行
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建议

26日起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日程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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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12 日召
开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
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建
议稿提请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在这次征求意见的
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
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对建议稿提出许

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了
党内民主。要全面梳理、逐条研究、
尽量吸收，把文件制定好，为“十三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
向、勾画蓝图，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任务

GDP增速目标有望降低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

步入新常态，GDP增速的目标有望
降低，而环境以及生态文明的目标
将会得到更多重视。

由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生
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因
此环境控制目标将会在“十三五”规
划里作为重点内容，而实现环境控
制目标就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高污
染企业的GDP，因此“十三五”期间
的GDP增速有望低于“十二五”规划
时期的GDP增速。

有媒体测算，要实现 2020 年
GDP比 2010年翻番的目标，年均增
速维持在6.6%即可。

实际上，最高领导层在各种场

合曾多次表示，GDP增速高一点、低
一点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保
持比较充分的就业，同时民众收入
要实现稳步增长，因此就业以及收
入指标也可能是规划的重点内容。

财税改革人口政策受关注
除经济指标进行调整之外，包

括财税改革在内的各方面改革也有
望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之一。
外界已经预期，人口政策方面也可
能出现调整。

另外，继“美丽中国”之后，“健
康中国”的概念也有望上升为国家
战略。这些实际上都是实现全面小
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全面小康
社会是多位一体的。

追认开除令计划等人党籍
除了五年规划之外，人事变动

也受到各界瞩目，尤其在“老虎”频
频落马之际。初步统计，十八大以
来，已有 100 多名省部级及以上官
员、军级以上干部被查。

此外，令计划、陈川平、王敏、朱
明国、杨卫泽、仇和等人，此前中纪
委已发通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决定开除党籍，待召开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按惯例，五中全会将追认中央
政治局作出的开除上述人员党籍的
决定。但应该明确的是，人事调整
只是流程，并不属于本次五中全会
的主要内容。

“十三五”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6－2020的“十三五”规划，
将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持编制并
完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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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规划的
实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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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
根本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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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

五中全会一般议什么

一般来说，每届中央委员会在
五年任期内，召开七次全体会议。
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次五中全会，在
十五届五中全会之前，五中全会的
会期并不完全固定。十一届五中全
会的会期是1980年 2月 23日至29

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则是在1989年

11月6日至9日。十二届五中全会
和十四届五中全会，则都是在9月召

开。
过去的几届五中全会，主要议

题都是五年规划，这和五中全会召

开的时间点也是一致的，一般都是
在上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年，也就
是逢“五”或逢“零”的年份。十七届
五中全会是在2010年10月召开，主

要议题是制定“十二五”规划；十六
届五中全会于2005年 10月 8日至
11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十一
五”规划；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四届
五中全会分别于 2000 年 10 月和

1995年9月举行，分别审议通过“十
五”规划和“九五”规划。十四届五
中全会还审议通过了2010年远景规
划。

背景

从“一五”到“十二五”
●1953-1957

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中国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中心的，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

制定的，也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
同志主持制定的。

●1958-1962
1958-1962年为“二五”计划时期，期间发生了“大

跃进”。

●1966-1970
1966-1970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尽管“三

五”时期绝大部分经济指标完成了计划，但盲目追求

高速度、高积累为以后的国民经济大发展设置了障
碍。

●1971-1975
1971-1975年实施了“四五”计划，其计划指标是：

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要达到12.5％，国家预算内基
本建设投资为1200亿至1300亿元。

●1976-1980
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没有专门编制，是与

第六个五年计划一并进行编制的。

●1981-1985
1981-198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第六

个五年计划。“六五”与前几个五年计划不同的是，除
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

●1986-1990
1986-1990年是“七五”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
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
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1991-1995
1991-1995年是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以1992

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八五”
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1996-2000
1996-2000年是“九五”计划时期。1995年9月28

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
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2001-2005
2001-2005年实行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意义在于

引领对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是一个中期目标。我国
在“十五”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最突出的就是我国GDP
的增长，始终保持在9%以上，经常是9.4%到 9.5%之
间。

●2006-2010
2006-2010年为“十一五”规划时期。“十一五”规

划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中长期规划。

●2011-2015
2011-2015年为“十二五”规划时期。五年来特别

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改革
开放实现新突破，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法治建设开
启新阶段，人民生活迈上新台阶，实现了我国现代化
进程中的历史新跨越，人民满意、社会认同、世界瞩
目。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42亿人
较2010年增长13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所长金维刚说，我国 2014年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达到 8.42亿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9亿人，分别比2010年增长133%和10%。
金维刚是在日前召开的“《社会保险法》颁布
五周年座谈会”上作此表述的。他说，城乡居
民养老金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月人均养老

金从 55元增加到 100元左右，其中 70元来自
中央财政的基础养老金补贴。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同时发布了《〈社
会保险法〉实施情况评估研究报告》。报告
称，在社保法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配套政策
缺位、部分条款操作性差、执行不力以及部分
条款不适应新形势等问题。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指出，
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是在 21世纪初
叶的特定历史时期、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在
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然而，法律已经作出规定还有一些并未
落实到位，法律本身也需要适应中央的新要
求、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不断完善。

全面落实《社会保险法》依然任重道远，完善
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仍要改革创新。

针对社保法存在的问题，《报告》建议，应
依法加快制定和修改相关法规政策；完善现
行规定，增强操作性；适时修改社保法相关条
款；完善社会保险执法监督体系。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