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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畅通“内循环”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简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

10月 30 日首场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和解读中共中央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一、形势判断：机遇与挑战并存

会议首先高度评价了“十三五”期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

决定性成就，提出“‘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胜利在望”。

对于“十四五”时期的内外部形势，十九届五中全会延续了今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判断，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考虑到新冠疫情和中美摩擦的

影响，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乐观表述，

此次会议的判断明显更为中性。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深刻认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内部）和“错综复杂的国际

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外部），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二、发展目标：着眼 2035

会议不仅提出了下一个 5 年目标，还提出 2035 年的远景目标，着

眼更为长远。

从 2035 年的远景目标看，《公报》对经济、科技、国家治理、文化、

生态环境、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要求。其中，值得关注的提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这是邓小平 1987 年“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即在 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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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建成中等发达水平国家”。

目前，虽然“中等发达水平国家”这一概念仍有争议，但市场普遍认为

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2.5 万美元左右（当前我国人均

GDP 约 1.1 万美元），隐含未来 15年 GDP 增速在 4%-5.5%左右（不考虑

汇率和人口变化），相较十三五期间的名义 GDP 增速下降约 0.9-2.4pct

（以 2020 年名义 GDP 增速 2.5%计）。此外，会议公报中也首次要求“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十四五”时期的目标来看，五中全会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 2019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 2020

年工作的重要理念；而“新格局发展”体现了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所提出构建“双循环”的长期战略，指向“新发展”和“双循环”

将成为贯穿“十四五”期间的战略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 GDP 翻番目标，但此次《公

报》中未见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指向为应对内外部变局，中央将

更注重 GDP 增长的“质”（方式）而非“量”（速度）。

三、重点工作:以科技创新畅通“内循环”

一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公报》延续了十八届五中全会“必须把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表述，并特别强调了科技领域的

创新，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一方面，在

极端复杂的外部挑战下，我国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

得重大突破，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也是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机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二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公报》提出通过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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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后

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显现，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我国亟需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公报》

列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三个重点领域，以

及交通、能源、数字化三个发展方向。此外，《公报》强调实体经济是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这意味着未来金融市场改革、房地产市场改革都将

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将逐渐成为过去。

三是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巨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动力源泉，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也是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依托。《公报》提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并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

侧改革相结合，“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通过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增加全社会财富水平，从而增加收入促进消费。

四是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公报》延

续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表述，在论

及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指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有为政府”的提法指向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将更加积极。

五是统筹安全与发展。与之前相比，《公报》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国

家安全内涵，提出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

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安全，还包括非传统安全，

涵盖国家经济、人民生命、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公报》还提出了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的方针和目标，以及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国防实力和经济

实力同步提升的统筹发展思想。

四、小结:新形势下的新对策

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摩擦加剧，我国面对的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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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次会议提出了中国经

济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打

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构建国内外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的“双循环”新格局，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为重点

工作方向。

由于公报内容有限，并不涉及具体指标，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引，

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建议》，有望在 11 月初正式发布，而具体的“十

四五规划”将在 2021 年两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审议表决通过后全文发布。

未来需重点关注“十四五规划”中对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主要

目标和具体举措。

（评论员：谭卓 韩剑 黄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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