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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目标 ——如何理解“十一五”规划 评述：2005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

议》，为“十一五”发展指明了方向。2006年３月，十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具体

描绘了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对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社会和谐之路，推

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如何理解“十

一五”发展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向未来，我们站在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十五”发

展成就、科学分析“十一五”面临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一

个基本判断。“十五”时期是不平凡的五年。在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下，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系列风险挑战，保持了

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迈上

新台阶，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各项社会

事业取得新进步。这五年，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

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根

据形势发展要求，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都使“十一五”发展

切切实实地站在一个新起点上。 一是站在科学发展的新起点

上。通过“十五”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成为广大干部群众

的共识，而且正在转化为他们的具体行动。实现又快又好发



展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旋律。“十一五”规划是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完成“十

一五”各项任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是站在经济发

展的新起点上。“十五”期间，我们适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经济发展保

持了良好势头。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23万亿元，

比2000年增长1.45倍；财政收入达到3.5万亿元，比2000年增

长1.4倍。“十五”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十一五”期间

我国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

点上。“十五”期间，积极推进各项体制改革，在一些重要

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

济社会发展的体制环境得到优化，进一步激发了整个社会的

内在活力。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进出口总额达1.4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改革

开放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十一五”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一些

深层次问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是站在各项社会事业发

展的新起点上。“十五”期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

明建设继续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

业加快发展，特别是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大战略任务，正在实践中逐步落实。“十五”期间取得的

社会发展成就，为推动“十一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

全面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落实“十一五”规划，我们

有着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

还面临不少困难和压力，特别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尚未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可以说，一个人有成



长中的烦恼，一个国家也有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靠

成长消除，发展中的问题靠发展解决。 面对战略机遇，我们

不能有丝毫松懈；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更加努力。落实

“十一五”规划，就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科学分析有利

条件和制约因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二、“十一五”规划是怎样勾画发展蓝图的？ “十一五”规

划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就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规划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到“十一五”

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上，具体化为“六个必须”的原

则和“六个立足”的政策导向。这样，就使科学发展的理念

融入到“十一五”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上，体现到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上。 “十一五”

规划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规划综合考虑未来五

年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趋势、发展条件以及面临的矛

盾和挑战，根据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提出了经济增长等9个方面的目标

及39个量化指标。这些目标，立足我国国情，符合经济社会

发展的规律，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 三、“十一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六个立足” 一、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

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

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

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二、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

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

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

变。 三、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



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

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 四、立

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

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

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五、立足深化改

革开放推动发展，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促使经济增长由某

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

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 六、立足以人为

本推动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 “十一五”规划勾画了今

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规划提出10项

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既对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又

明确了工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

既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了具体部署，又

明确了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改革开放的任务

；既对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又明确了民主政治和

文化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任务。其中，有原则性的意

见，也有具体的要求，这就使贯彻落实有了很强的操作性。 

总的看，“十一五”规划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人文

、社会、环境等在规划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规划的22个

主要指标中，反映人口、资源、环境的有8个，反映公共服务

和人民生活的有8个，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很多问题都有明确

指标。可以说，百姓盼望的，正是政府关注的；政府要做的

，正是百姓急需的。关注民生、造福百姓，成为规划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未雨绸缪，方能运筹帷幄。承载人民愿望、凝



聚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十一五”规划，描绘了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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