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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30 日 

五中全会公报要点解读 

内容摘要 

 我们认为公报的内容反映“十四五”时期以及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以高

质量为主题。在中期以及长期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实现

高质量发展，我们认为公报提出了以下三点努力方向。 

 首先，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力度，所以中

国须加快形成核心技术突破体系，实现重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其次，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认为经济高质量的

发展一定是绿色的发展。未来包括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在内的绿色经济将获得

长足的发展。绿色债权与股权融资的发展无疑有广阔的空间。 

 第三，全会提出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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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我们预计内需将进一步成为经济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此外，公报还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业农村、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了发展方向，其

目的均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 

 展望“十四五”时期，我们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在 5%-5.5%，

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指出 2021 年中国经济在低

基数效应下或增长 8%左右。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壮大实体经济、持续挖掘内需潜力，特别会加强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加快关键

技术自主攻关。 

 “十四五”时期全球主要央行大概率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或维

持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预期未来五年美联储将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及极

高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大体上亦将维持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支持

经济增长，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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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公报的要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

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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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我们认为以下为五中全

会公报的要点。 

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元；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

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 

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这就是：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

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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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

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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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

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

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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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

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五中全会公报解读 

我们认为公报的内容反映“十四五”时期以及到 2035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以高质量

为主题。在中期以及长期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我们认为公报提出了以下三点努力方向。 

首先，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力度，所以中国须

加快形成核心技术突破体系，实现重大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通过科技创新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令投资回报率上升。我们预计中国将在芯片和半导体、软件、精密

机械、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加大投放资源，做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其次，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认为经济高质量的发

展一定是绿色的发展。未来包括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在内的绿色经济将获得长足

的发展。绿色债权与股权融资的发展无疑有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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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会提出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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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我们预计内需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投资来说，核心要点是提高投

资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最终需要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释放消费潜力要把

握两个重点：第一，提高就业水平，带来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长。第二，高端制造和

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可大大提高职工的收入，甚至有利于形成一大批中等收入群体，

不仅可以促进消费的扩大，而且有利于推进消费的升级。 

此外，公报还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业农村、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

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了发展方向，其目的

均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 

展望“十四五”时期，尽管中美冲突或全方位升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谓前所

未有的复杂与严峻，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力度加大是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最为严峻的外部挑战，但有赖于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和以 5G、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中国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

理区间内。我们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在 5%-5.5%，有望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指出 2021 年中国经济在低基数效应下或增长

8%左右。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持续

挖掘内需潜力，特别会加强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加快关键技术自主攻关。 

“十四五”时期全球主要央行大概率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或维持其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预期未来五年美联储将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及极高的资

产负债表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大体上亦将维持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

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五中全会公报只是对“十四五”规划提供一些方向性的指引，

具体的规划纲要将在明年两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审议表决通过后，再全文发布。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