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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引领，回答

“向何处去”

记者：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

来，党的历届五中全会都将审议中共中

央关于五年规划（计划）的建议列入议

程。如何看待这一规律性、规范性做法

的形成？

李忠杰：五年规划（计划）关系着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决定着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领导制
定五年规划（计划）始终是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从“三五”时期开始，每 10年都要制
定和实施两个五年规划（计划），每个五
年规划（计划）必须经全国人大会议审
议批准。改革开放前，五年计划制定的
时间不够及时，审议通过的时间也就不
很规范。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计划）
都是在开始执行之年就制定完成并且
审议通过。作为制定和通过过程中的
重要一环，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和议题
设置也日益规范化。五年规划（计划）
通常都要在全国人大换届和审议五年
规划的前一年，由中央全会审议和提出
建议。这个全会，有时是四中全会，有
时是七中全会。但自 1995年以来，按照
日益规范化的工作安排，都是五中全
会。所以，五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五年规划（计
划）的建议。

卢周来：正是有一个个五年规划
（计划）的引领，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
增长史上的奇迹，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态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
领域建设上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由此
可见，我们党如同在跑一场以百年乃
至千年计的“马拉松”，以通过一代代
接续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这一规律性、规范性做法，凝聚了
我们党对 1953年以来制定五年规划（计
划）的经验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
理国家在制度化方面努力的成果，也使
得党在通过规划引领国家发展方面更
加科学、透明、可预期。

记者：您怎么看待“十四五”规划

对于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发展历程的

重要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外部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此次全会有何

特殊意义？

卢周来：习主席指出：“领导干部要
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
点。”看待“十四五”规划的深远意义，也
应该从这两个大局着眼。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设立了“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之所以重
要，就在于这五年恰是一个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既接续即将达成
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又开启第二个百年
目标的寻梦之旅。

我们还应该看到，实现第二个百年
目标可谓“道阻且长”。此时召开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五年，着眼百年，
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问题，描绘国家未来发展蓝
图，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对于激
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
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异乎寻
常的意义。

李忠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对
中国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谋划的一次重
要会议。这种谋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
着未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未来的世界向何处去。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
路口，人类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
抉择。此前 100 多年间，人类社会已
经多次遇到“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
由于没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20 世纪
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争结束后，由于对这个问题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世界分裂成两
大阵营。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人类再次遇到这一问题，结果是柏林
墙倒塌，苏东剧变。对这一回答的评
价，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今天，世界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
的问题。是增强理性，还是转为“任
性”？是发展文明，还是转向蒙昧？是
坚持和平，还是扩大冲突？是发展民
主，还是实行霸凌？是促进共同发展，
还是恢复狼性竞争？是推进全球化，还
是逆转全球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还是制造新的世界乱局？正确回答
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解决当前和
未来的一系列问题，确保世界继续向着
和平美好的方向前进，极为重要。

在此时期，五中全会深入分析我国
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确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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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析判断，都反映了我们党的战略
定力，为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指明了方向。

记者：这次全会还提出2035年远景

目标，如何看待远景目标这一概念？明

确2035年远景目标，对中国的发展意味

着什么？

李忠杰：在制定五年规划（计划）的
同时，制定更长时间的远景规划或远景
目标，这是在特定时期的一种重要战略
安排。1980-1981 年，在制定“六五”计
划的同时，制定了十年规划纲要；1990-
1991 年，在制定“八五”计划的同时，制
定了十年规划；1995-1996 年，在制定
“九五”计划的同时，制定了 2010年远景
目标纲要。

此次全会在提出制定“十四五”规
划建议的同时，提出到 2035年的远景目
标。这同样是一种战略谋划和战略安
排。
“十四五”规划不是孤立的规划，而

是向 2035 年远景目标迈进的规划，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启航”规划。因此，在制定“十
四五”规划的同时，对未来 15年的发展
任务和目标统一构画，有助于明确前进
方向，凝聚社会共识，把短期、中期、长
期发展目标衔接协调统一起来，增强战
略一致性。

“三步走”战略，从

小康迈向现代化

记者：公报对战略布局作出新表

述，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理解

这一变化？

李忠杰：“小康”是一个中国式的概
念，也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目
标。按照“三步走”战略，20世纪末我国
进入了小康社会，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的一个里程碑。

进入小康社会，不等于建成了小康
社会。所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
出 21世纪头 20年的战略任务，就是“集
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
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也
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随
着 2020年的日益逼近，2017年，党的十
九大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号召。

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
成就。那么，再往前走，我们的目标和
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继续实现到
2035年和 2049年的两个战略目标。一
个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是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因此，全会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顺理成章地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表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记者：公报提出2027年实现建军百

年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与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

走”目标有何联系？

卢周来：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三步走”的战
略安排。此次全会提出实现 2027年建
军百年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既推动
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近期、中期与远
景目标之间的衔接协调，又为实现“三
步走”目标提供新的重要战略支撑，必
将更好引领全军官兵进一步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
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
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
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创新驱动，厚植高

质量发展底气

记者：此次全会强调了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在当前环境下，加强创新对于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有哪些重要意义？

卢周来：在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
路径时，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是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必将
有利于推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并且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
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实践表
明，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科技实力
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
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与此同时，随
着全面深化改革举措不断落地，体制创
新不断获得突破，制度效能更好释放。
这对推动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
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提高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发挥了支撑性
作用。

展望“十四五”，科技竞争将更加
激烈，创新驱动作用将更加凸显。然
而，当前我国创新能力仍与高质量发
展要求不相适应，关键技术受制于
人。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面临外部动
能减弱、产业链完整性受到挑战的风
险。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科技创新”
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建设创
新型国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有效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竞争力。

记者：创新，是人民军队发展进步

的灵魂。您认为，军队应当如何不断提

高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

卢周来：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
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
的加速器。我们这支军队，靠改革创
新走到现在，也要靠改革创新赢得未
来。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迫切需
要把我军建设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
转到创新驱动发展上来，推动我军建
设发展持续推进。

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
推进。通过对我军组织形态、领导指挥
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政策制度
等的全方位、立体式变革，人民军队在
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中体制一新、结构
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开启了强军
兴军的新征程。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界科技革命
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强军兴军事业
深入推进的历史交汇期。科技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国家安全
和军事战略全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我军建设发展。提高我
军创新能力和水平，必须抓住国防科
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要坚持自主
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
提高我军建设科技含量。要贯彻新
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健全三位一体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军事人力资源
管理，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
化新型军事人才，延揽各方面优秀人
才投身强军事业。要加快军事管理
革命步伐、按照创新发展规律、科技
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办事，进一
步更新管理理念、优化管理流程、创
新管理机制，为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
营造良好的生态。

在历史交汇点上再出发
—专家学者解读“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与2035年远景目标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

政委 卢周来

正是有一个个五年规划（计
划）的引领，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
增长史上的奇迹，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以及国防和军队建
设等各领域建设上取得巨大历史
成就。由此可见，我们党如同在跑
一场以百年乃至千年计的“马拉
松”，以通过一代代接续奋斗，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
对中国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谋划的
一次重要会议。这种谋划，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中国向何处
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
的世界向何处去。

11月初，西藏

军区某通信旅成立

宣讲分队走村入

户，为驻地群众宣

讲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图为该

部群联干事琼达为

村民解读大会有关

精神。

王添昊摄

生态环境

截至2019年底，“十三五”规划

纲要确定的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

于 III类水体比例、劣Ⅴ类水体比
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比

例等8项约束性指标已提前完成。

今年1-9月，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2%，

预计到年底能够完成84.5%的约束

性目标。

脱贫攻坚

到今年底，现行标准下贫困人

口将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将全

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将得

到解决。产业扶贫政策覆盖98%的

贫困户，贫困地区累计实施产业扶

贫项目超过100万个，建成各类产

业扶贫基地超过30万个。每个贫

困县都形成了特色鲜明、带贫能力

强的主导产业，产业扶贫成为覆盖

面最广、带动人数最多、取得成效最

大的扶贫举措。

卫生健康

健康中国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从 2015年到 2019年底，我国居民

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

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

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个人卫生支出

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降至28.4%。

三级医院“组团式”帮扶贫困县

县医院，远程医疗服务覆盖所有国

家级贫困县和边远地区。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扩大到30种，累计分类救

治贫困患者 1900多万人，近 1000

万因病致贫返贫户成功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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