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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内容提要

一大 时间：1921年 7月 23日 地点：上海
主要内容：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

第三国际。

二大 时间：1922年 7月 地点：上海
主要内容：制定最低纲领及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

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

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三大 时间：1923年 6月 12日 地点：广州
主要内容：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四大 时间：1925年 1月 地点：上海
主要内容：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五大 时间：1927年 4月 27日 地点：武汉
主要内容：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

种的农民；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

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六大 时间：1928年 6月 18日 地点：莫斯科
主要内容：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

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

维埃）处理；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七大 时间：1945年 4月 23日 地点：延安
主要内容：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

的国家，其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

八大 时间：1956年 9月 15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决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坚持了 1956年 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

计划的建议》；提出了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

九大、十大略

十一大 时间：1977年 8月 12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提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党的 8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3年内大见成效。

十二大 时间：1982年 9月 1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两步走战略：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

济振兴时期；翻两番：经济建设 20年的战略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
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年的 7100亿元增加到 2000年的 28000亿元左右。

十三大 时间：1987年 10月 25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员怨愿园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

任务已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四大 时间：1992年 10月 12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十五大 时间：1997年 9月 12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下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 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
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六大 时间：2002年 11月 8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本世纪头二十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

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十七大 时间：2007年 10月 15日 地点：北京
主要内容：将“翻两番”的目标由“总量”改为“人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

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

九十年，历届党代会经济政策
史记

2012年美国大选后
中美经济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上接第十版）

李宁：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制造业似

乎已成为中美经济之争的焦点。

李锦：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的争夺。对于中

国制造业来说，是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目前来看，“中国制

造”还具有一定优势。能否振兴制造业，在于自己国家的制

造业能否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特别是国际化、全球竞争的

舞台上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不过这件事困难很大。

李宁：美国在“中低端”领域不具备优势，美国似乎开始

将“再工业化”战略重点转向新能源、新产业等领域。

李锦：所以中美之间以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绿色贸

易壁垒形式出现的摩擦也不断增多，这是贸易摩擦向高端

领域升级的体现。拉锯了近半年时间的中美光伏“双反”博

弈，就标志着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鏖战已经开始。

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

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

具备优势。因此，美国更希望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

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并为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

重塑美国竞争优势进行长远谋划。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

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

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

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2011 年美
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 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在
全球 IT 企业研发投入 30 强中美国有 12 家，其次是日本，
有 10 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这是一个十分危
急的信号。

中国企业在中美竞争摩擦阶段的对策

李宁：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美竞争摩擦阶段，中国宏观经

济政策应作哪些调整？

李锦：中美之争，关键点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如何评判

局势以及作出怎样的调整。美国已经确定把新能源产业作

为其实现“再工业化”和重塑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而

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重新夺回并开拓更

为广阔的市场。

因此，中国在当前没有必要改变对内的经济方针，但需

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这是获取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的核心。

首先，对内政策需有序放松，以维护经济增长速度与社

会稳定，尤其是对涉及军工产业的倾斜，同时，要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的步骤。

其次，经济上保增长与调结构，保增长权重加大，货币

政策则由从紧向缓和、放松延续。

第三，中国资源要向西南地区倾斜，并加快经济自由化

程度。

第四，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将向北方转移，而军事力量

将向西南沿海集中。

第五，加快国企对社会重要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形成更

强大的竞争力。

李宁：中国企业又该如何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摩

擦或争端呢？

李锦：首先是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来沟通解决贸易争

端。中美互为对方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或者争

端是正常现象，合作才有出路，这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在政治

经济领域博弈中的基本常识。

其次，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延长出口

产品增值链。以稀土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稀土行业战略转型

的加快，国内稀土行业巨头应集中精力向下游有巨大发展

潜力的深加工领域延伸和扩展，这也将是未来稀土产业的

核心竞争优势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贸易摩擦的制约，变“被动”为

“主动”，对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鼓励企业主动发起反倾

销、反补贴调查，以提高自身主动性，打击美国贸易保护主

义的嚣张气焰。近日，媒体上沸沸扬扬的三一集团起诉美国

总统奥巴马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事，似乎证明在中美

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主动出击不失为最佳选择。我

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是光靠投大笔的钱在国外并

购，真正的“国际化”是观念、文化上的。

眼下，中国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积极

应对外部挑战，要求我们把握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和创造市场需求，形成经济发

展新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

加快联合重组，实施中国大企业战略。按“ 世界一流企

业、中国特色、知名品牌”标准，到 2020 年使国有企业特别
是中央企业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
的国有企业数量翻一番。在国际上，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

打破他们对世界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长期垄断，成为中国“走

出去”战略的主力军、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群。

李宁：在近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上，有专家称，如果奥巴马能连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经济整

体是一大利好。看来您似乎对此持相反意见。

李锦：幻想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向没有争吵和摩擦的方

向发展，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是危险的。中美关系即将迈入

竞争合作的第四个“20 年”，中国经济和企业面临的挑战是
十分严峻的。

当然，中国还有很大的崛起空间，美国既无法阻挡，也

无法颠覆。

目前，最有效的共处方式就是双方在现有合作基础上，

继续寻找共同点，从长期内有利于双方的战略利益考虑，延

长中美战略合作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