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BSERVER观察家A02
2020年11月2日

大事件
广告

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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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

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改善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动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宝成表示，当前，尽
管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但创新仍面临一些突出短
板，在接下来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应强化硬投入，优
化软环境，走自主创新之路，以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支撑引
领高质量发展。

十九届五中全会
释放未来中国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
行，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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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这次全会释放未来中国发展重要信号。

战略布局新表述
“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十九
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战略布局中，人们看到，面向未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
上新的大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
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
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
们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这次全会令人瞩目地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

“强国”高频出现
梳理全会公报，“强国”是高频词。公报提出到二〇三

五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
中国。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公报也提出多个强国任务、
战略。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在优化升级经济体系方面，提出坚定不移
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认为，全会提出了
一系列“十四五”时期和到二〇三五年的目标、任务、战略。
这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强国目标，符合我国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也符合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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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日趋复
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必须加快建设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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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公报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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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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