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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及基

本经验
吴靖蓝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083；

摘要：五年规划作为规定国民经济发展远景目标和方向的具体发展战略，是引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政

策工具，也是研究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我国国情，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分析五年规

划推动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明晰经济发展规律，总结基本经验，以期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经济现代

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研究发现：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在“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期间得到初步奠基，在

“六五”计划至“九五”计划期间得到改革实践，在“十五”计划至“十四五”规划期间得到完善发展；五年

规划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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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

党探索出来了一条既符合经济现代化一般规律，又体现

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新道路，中国

共产党领导编制实施的国家五年规划也已成为描绘中

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脉络，体现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目标任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重要战略计划。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牢牢抓

住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这一核心，发挥经济现代化在现代

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同时坚持完善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这一中长期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引领未来经济发展。

董志勇和沈博（2021）以建党百年来的时间顺序出

发研究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和演进[1]。刘亮和李昊匡

（2023）从理论内涵和实践探索角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经济发展道路[2]。肖磊等（2023）从世界意义出发研究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3]。陈健

（2022）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新道路分为四大历史时期，

从不同时期主要领导人对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出发

研究中国式经济现代化[4]。当前学界对中国式经济现代

化的研究集中在发展沿革、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和主要

意义上，而从五年规划视角对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研究

甚少，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国家五年规划内

容的调整完善具有深度的契合性，从五年规划出发分析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和经

验会更加具体和全面，因此还存在较多的研究价值和空

间。

为了明晰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四个五年规划推进中

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产生的实践经验，本文

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以期促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以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演
进

1.1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初步奠基（“一五”

计划——“五五”计划）

1953 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我国经济现代化建

设也正式启动。毛泽东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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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五”计划的经济

建设重点。“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化建设稳步推进，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8%，超过原计划的 21%，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7%，居于主导地位，结构有所改

善。“一五”计划目标的基本实现，标志着我国现代化

和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奠定，也为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发

展奠定了工业基础[6]。

1963-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为“三五”计

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1964 年周恩来

在毛泽东表述的基础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

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

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四个现代化”

的概念正式定型[7]。“三五”计划完成情况虽然并不理

想，但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发展仍有所推进，工农业总

产值增长率约为 9.6%，完成计划数的 164%，内地工业

产值比重上升，改善了以往工业布局分布不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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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是“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四

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增速减缓，经济增长率仅为 5.9%，

较“三五”计划期间有所下降。但随着国家对“四五”

计划的调整和完善，仍然取得了经济发展成就，推进了

我国工业化进程。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自行设计

建造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建成投产，我国第一条

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设完成。工业建设方面，工业总

产值提前５个月完成，年均增长率达 12.9%。

1.2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改革实践（“六五”

计划——“九五”计划）

“六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随着改革

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推动中国式经

济现代化建设进行深入实践。党的经济发展理念也发生

改变，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六五”计划的

超额完成，恢复了我国生产力基础，调整了国民经济比

例失衡的状态，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81年的 4935.8亿元提升至 1985 年的 9098.9 亿元，

国民经济稳速增长，经济增速达10.7%。

“七五”计划时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

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并存且激烈冲突。“七五”

计划的完成，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了一番，提前

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中国式

经济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经济保持较高

增长，经济增速指标均已完成，其中工业增长率为13.2%，

完成计划值的近两倍，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完成计

划值的 1.5 倍左右。

“八五”计划时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在“八五”计划期间取得新突破。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2%，到

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61339.9 亿元，实现 GDP 总量

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

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总体格局

基本形成，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到 1995 年对外贸易总

额累计达 10145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已达到 736 亿美

元。

“九五”计划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也是在新形势下将中国经济引入新世纪的阶

段。“九五”计划胜利完成，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

壮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初步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第

三产业积极发展，到 2000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39.8%，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实现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成功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

推向21 世纪。

1.3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完善发展（“十五”

计划——“十四五”规划）

进入 21世纪，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环境下，

“十五”计划制定并实施。“十五”计划整体上完成较

好，计划目标基本实现，经济实力极大提高，2005年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22569亿美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五，

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 5%。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加

快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引

擎。

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减弱在“十一五”规划的更名中

得到体现，“十一五”规划首次将“计划”一词改为“规

划”，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的组织，政府的职能加

快转变，并成为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一五”计划顺利完成，经济实力不断加强，经济年

均增长 11.2%，高于规划值的 3.7%，到 2010 年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58791亿美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 9.5%，2009 年人均 GDP 是 2000 年

的 2.3 倍，提前实现了人均 GDP 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经

济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8]。

“十二五”规划时期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攻坚

时期，“十二五”规划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经济现代化也进

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总量稳定增长，2011 年至 2015

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7.8%，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487940.2亿元增至 688858.2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产

业结构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2015 年达到 50.8%，比第二

产业高出 10%。

“十三五”规划时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顺

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标志着中国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深入推进。经

济总量取得巨大突破，到 202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突破100 万亿元，人均 GDP 超 1万美元。脱贫攻坚取得

巨大成果，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575 万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3.89%，高于

预期指标的 60%[9]。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前所未有

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开启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局规划是“十四五”规划，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

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10]。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260582 亿元，比 2021 年的

1149237 亿元增长 9.69%，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88238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6%，产业结构稳步优化。“十

四五”规划稳步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深入发展。

2 以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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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四个五年规划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经验，深入研究“五年规划”的基本经验，对于推

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核心地位，是实现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基石。

党的经济现代化理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精髓，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的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的编

制、调整至最终确立，均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汇

聚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引领五年规划

实践的核心理论框架，它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于我国实际国情，

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规

律，是五年规划引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导

原则。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偏离规律、脱离实事求是精

神的决策导向，均会对经济现代化建设造成深远且不利

的影响。因此，坚定不移地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以经济规律为指导，持续优化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

的规划体系，是探索并践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

路径的必然要求。这一路径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现代化持续取得卓越成就的关

键所在。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推进中国式经济

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始终聚焦于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明确发展目标，坚持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

一理念不仅塑造了正确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念，还促使

我们更加自觉地汇聚起人民的磅礴力量，用以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进而加速中国式经济现

代化的进程。

结语

首先，立足新发展阶段，需清晰界定中国式经济现

代化道路的历史坐标。鉴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转向

高质量发展，这一必然趋势要求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经济

现代化时，必须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要义。其次，贯

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指导原则。

确立创新在推进经济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城乡

一体化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协同推进，力求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达成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和谐共生，深

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坚持共享发展理念，确

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后，构建新发展格局，明

确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路径选择。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同时积极扩大内需，以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循

环为主体，并加速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相互融合

与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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