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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历史上，五年规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
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
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本报即日起刊登系列报道，让我们从“一五”到“十三五” 看中国社会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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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是中国体制
的重要特征，就如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所宣告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一定要
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评估中国国家目标实现情况，五年规
划是很好的对象，它体现了国家量化目
标，同时又具有延续性，近乎涵盖了在此
之前整个新中国的历史。中国从 1953年
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是第 13
个五年规划。

我们对历次五年（计划）规划目标实
现情况进行了评估，可以发现两个很突出
的特点：第一，总体而言，中国具有很强
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虽然其中有好有
差，但是总体上实现了目标。第二，改革
开放以后总体上比改革开放之前完成情况
要好，而且完成率趋于上升，“十一五”
规划22个指标完成了20个，“十二五”规
划 24个指标完成了 23个。从“十三五”
规划前三年实施情况来看，25项指标中
22项进展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进度，预计
又是一个完成率很高的五年规划。

为何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
力？为何有的国家能够实现国家目标，而
有的国家却不能？本文以五年规划为例加
以说明。

目标治理最重要的机制是目标匹配机
制。这点类似企业的目标管理理论，不是
通过上级对下级的指令性支配，而是通过

“自我控制”实现个体目标跟组织目标的
匹配。决策者的目标固然取决于其利益，
同时也受制于其认知，目标匹配主要是通
过信息交流影响参与者认知来实现的。

第一是参与型目标制定。中国已经形
成了五年规划编制“集思广益”型决策，
在长达近两年的规划编制过程中，不同系
统、不同层面的无数工作人员都参与到这
个过程中，通过共同思考未来五年发展路
径，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协商，从而达成
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

第二是政治引导。中央通过政治引导
将地方的积极性有效地引导到中央的政策
目标上来。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地方的
五年规划由地方的人大审议通过。地方五
年规划的审批在中央之前，如何保证地方
的五年规划与中央精神一致——主要就是
通过政治引导。除此之外，五年规划制定
之后会在全社会广泛地宣讲、动员组织学
习，这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递机制。

第三是规划衔接机制。地方五年规划
需要和国家五年规划相衔接。例如，“十
二五”期间中国主动推动快速发展向科学
发展转型，中央主动降低了经济增长目
标，但是许多地方政府仍然追求高增长。
2011年1月，国家发改委特别要求地方要
降低GDP指标。最后，大部分提出过高
GDP增长指标的省份调低了指标，特别是
提出翻一番目标的省份都下调了目标值。
最后各省“十二五”规划经济增长率平均
值为 10.6%，虽然仍然大大高于中央的
7%，但是已经比各省原本的要求大大降
温。

由此可见，目标匹配机制基本能保证
通过地方执行自身目标，实现国家目标。

本版稿件综合自《中国经济时报》《北
京日报》、新华社

你知道五年规划
是怎样编制的吗

从“一五”到“十三五”

“一五”（1953年～1957年）

指导思想：按照“一化三改造”
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集中力量进行
工业化建设，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
的社会主义改造。

主要目标：1957年，工业总产
值 达 到 535.6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4.7%。

“二五”（1958年～1962年）

指导思想：延续“一五”计划总
体思路，按照过渡时期总任务，推
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建成完整
的工业体系。

主要目标：1962年比 1957年
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工农业
总产值增长75%左右。

“三五”（1966年～1970年）

指导思想：立足于战争，从准
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
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
设。

主要目标：1970年，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 2700亿元～2750亿元，
年均增长7%左右。

“四五”（1971年～1975年）

指导思想：强调以备战和“三
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思想，
追求高速度、高指标。

主要目标：工农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12.5%。

“五五”（1976年～1980年）

指导思想：坚持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主要目标：1977年～1980年，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9.5%，其
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

“六五”（1981年～1985年）

指导思想：继续贯彻执行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
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
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
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

主要目标：1985年，社会总产
品达到1030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
值6050亿元，年均增长4%。

“七五”（1986年～1990年）

指导思想：遵循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遵循对内
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
针，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
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

主要目标：1990年，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 16770 亿元，年均增长
6.7%，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7.5%。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11170亿元，年均增长7.5%。

“八五”（1991年～1995年）

指导思想：着眼于控制总量，
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
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

“九五”时期的发展打好基础。
主要目标：1995 年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 23250 亿元，年均增长

6%。工业总产值达到 32700 亿
元，年均增长6.5%。

“九五”（1996年～2000年）

指导思想：处理好改革、发展
和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
提；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切
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与效益；处理好经济建设和
社会建设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
展；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主要目标：到 2000 年实现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
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
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2001年～2005年）

指导思想：坚持把发展作为主
题，强调速度与效益相统一。坚持
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坚持把改
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坚
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
出发点。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主要目标：2005年，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12.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
长 7%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9400元。

“十一五”（2006年～2010年）

指导思想：坚持发展是硬道
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
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
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
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
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轨道。

主要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7.5%，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比2000年翻一番。

“十二五”（2011年～2015年）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
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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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7%。

“十三五”（2016年～2020年）

指导思想：坚持“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
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
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
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
建设。

主要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
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平
衡协调，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
高。

1958 年 1 月，华北制药厂正式投入生
产，生产的青霉素和链霉素可以大量满足我
国人民需要。

2019年4月15日，京雄城际铁路（北京
段）开始正式铺轨，9月开通运营。

“一五”期间，鞍钢兴建的第一座大型轧
钢厂生产能力迅速超过设计标准。

“十一五”期间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全面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