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裂活动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取缔邪教。切实把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基层，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治安的刑事犯罪和各种恶势力，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

象。
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安全

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在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的同

时，要积极推进国防建设。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

作，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质量

建军，科技强军，勤俭建军，从严治军，积极改革创新，全

面提高官兵素质，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

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防卫作战的能力。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

战略性产业。要通过加速调整、改革和发展，坚持军民结

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

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加强国防科技建

设，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努力提高现代化水平。加强国

防动员体系建设，增强平战转换能力。深化后勤保障改革，

提高保障能力。完善国防立法。深入开展国防教育，提高全

民国防意识。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实现“十五”计划的目标，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新胜利，关键在党。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特

别是提高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加强对经济和社

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中央

和地方，西部开发和东、中部发展，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

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等重大关系。坚持群众路线，拓宽

党在各个领域联系群众的渠道，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寻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各级党委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按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指导思想，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要着眼于事业发展和新老交替与合

作，加强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重视党的基层组织

和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

作。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开

展反腐败斗争，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

争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监督和管理制度，努力从源头上

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展望新世纪，任重道远。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

变化，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共产

党人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必须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观察形势，把握大

局，敢于面对困难，善于解决矛盾，不断把我们的事业推向

前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学

习，积极探索，不断积累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创造新的理论

成果，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更加顺利。

全党动员起来，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振奋精神，开拓进取，

扎实工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十五”目标，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早日完成祖国

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0 年第35 号）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及 关 于 纲 要 报 告 的 决 议

2001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认真审查和

审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会议认为，

《纲要》和《报告》对“九五”时期的工作总结是实事求是

的，提出的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

和主要任务，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时代发

展和建设现代化事业的要求，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团结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九个

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提前实

现，为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奠定

了良好基础。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指出，实现《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要求，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发展是

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

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

出发点，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会议强调，必须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作

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着

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要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力度，重点加快工业改组改造

和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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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服务业发展。要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增加

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会议认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是完成“十五”计划各项

任务的重要保证。要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科技体制改

革。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着力推进素质教育，巩固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继续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保护和合理利用

资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环境污染，促进

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大

力推进体制创新，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继续深化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大力整

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抓紧做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合理

有效利用外资。

会议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继续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

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进步。各级人民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监

督制约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惩治各种危害社

会和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依法取缔“法轮功”等邪教组

织，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

会议指出，要继续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

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与广大台湾同胞

一道，坚持反对和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图谋，继续推动两岸

对话与谈判，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早日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

会议指出，要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同世界各国发展

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万众一心，开拓

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第十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 年第3 号）

关 于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2001 年 3 月 5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朱 镕 基国务院总理

各位代表：

从今年开始，我国将实施新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

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未来五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根据

《建议》的精神，国务院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

案）》。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报告，请各位代表连同

《纲要（草案）》一并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

见。

一、“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回顾

过去五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

斗，开拓创新，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

内生产总值2000 年达89 4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3% 。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在经济持续增长和效益改善的基础上，2000 年国家财政收

入达13 3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5%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

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产业结构调整取

得积极进展。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实现了

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

转变。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取得成效，重点企

业技术改造不断推进。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长。

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的“瓶

颈”制约得到缓解。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

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重要进

展。大多数国家重点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其中相当一部

分在境内外上市。企业扭亏增盈成效显著，2000 年国有及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 392亿元，为 1997 年的 2.9

倍。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在公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