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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中央全会议题之变折射治国思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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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经济到执政能力，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到和谐社会谋篇布局，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议题的变化，
在记录下中国新时期重要发展节点的同时，也折射出中共治国思路之变。  

  中共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概括当下中国发展的阶段特征。2003年中共第十六届中央
委员会三中全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描述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描绘的
第一幅全景式行动指南。 

  专家认为，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锐意改革”又非常“务实”，将引导中国走向一个更有效
率、更加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评论说，《决定》“在总结市场化改
革25年来的成果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创新，对中国今后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改革实践，将产生深远影
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则指出，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发展将获
得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确保到2020年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 

  2004年四中全会上，中共首次把增强执政能力作为主要议题，提出中共全党必须深刻汲取世界上一
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媒体评论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亲民”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赢得
了来自海内外广泛称颂。 

  2005年五中全会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在提出了“十一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同时，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
务”。 

  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质量
的变化，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新的、震撼性的影响。 

  与此前全会相比，将于8日至11日召开的六中全会别具魅力。“在我的印象中，近年来从来没有哪次
中央全会如此牵动人心，如此引起社会广泛关切。”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说。 

  叶笃初认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牵涉到全社会，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以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构建
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则揭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堪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和谐的传神之题，更给人们以亲和与凝聚的特别感受，”北京资深传媒专家李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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