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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年计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戋的总蓝图。
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与实施了11个“五年计划”。

　　回顾一个个“五年计戋”的推进，探手经济展、国家进步背后的思想脉络，不仅能让人清晰地看
到共和国成长的历史轨迹，而且能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风风雨雨、一个社会主火共和国探
索发展的曲曲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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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陈德，高级记者，现任前线杂志社总编辑，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北京市新闻学会副会
长，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会员。
创作新闻作品600余篇，有90余篇分别获得全国和省市级优秀新闻作品一、二等奖，担任国家重点出版
项目《辉煌50年》中的子项目《辉煌50年北京》图书的总撰稿人和主编。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丰碑》、《乙酉大洗礼》，长篇散文诗《感动》和作品选编《滴水集》等。
创作话剧剧本《杨为民》，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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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记门
◎奠基之役(1953年至l957年)
 从稳定社会动荡中起步
 要“四路进兵”，不要四面出击
 怎么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条贯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一个五年计划干什么
 发展重点的争论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
 重点项目搭起工业体系的基本骨架
 两个“一升一降”见端倪l
◎曲之必东(1958年至l965年)
 提早完成工业化
 反保守与反冒进的平衡
 “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计划指标一改再改
 纠“左”与反右的反复
 五年计划八年才完成
 调整什么，怎么调整
 发展亮点让世界瞩目
◎备战备荒(1966年至l970年)
“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
 御敌除患建三线
 有骨有肉的计划
 打与不打进退自如
 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
 社会动荡中的经济前行
◎逆水行舟(1971年1975年)
 一份先天不足的计划
“四五”期间的中心任务
 整顿纠偏初见成效
“四三方案”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国门
 大刀阔斧进行第二次整顿
 生育也是计划问题
 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起步
◎伟大转折(1976年至1980年)
 没有独立文本的五年计划
 中国发展道路的再选择
 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共和国发展的新起点
 调整是纠偏，更是为了加速发展
 改革开放在自我反思中起步
◎探索新路(1981年至1985年)
 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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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以小康为目标的五年计划
 从单纯发展经济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重视经济效益成为整个计划的灵魂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推进
 由单一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
 ⋯⋯
◎攻坚破难(1986年至1990年)
◎加快推进(1991年至1995年)
◎两大转变(1996年至2000年)
◎全面发展(2001年至2005年)
◎和谐蓝图(2006年至2010年)
◎走向回眸(1949年至2010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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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个五年计划干什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形式。
短期计划是年度计划，中期计划是五年计划，而长期计划指的是十年以上计划。
作为指导执行年度计划和落实长期计划的中间环节，五年计划更有利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定目标和
方向，因而成为我国60年不变的模式。
　　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制定的。
其基本任务是建立“三个基础”，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
、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
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
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根据“一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
（折合7亿多两黄金），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占总支出的55.8％。
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和邮电占19.2％；贸易、银行
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
用这样大比重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未实践过，编制切实可行的五年
计划更是头一回。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
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在周恩来
、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小组领导下，开始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粗线条的试
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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