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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 韩 洁

一条稳健的增长线彰显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

力——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

11 个 季 度 稳 定 在 6.7％ 到

6.9％区间，稳中向好的发展背

后，消费动力更加强劲，结构优

化更趋明显。实践已经并将继

续证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得

益于改革开放。在新时代新起

点上继续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向前进，是中国经济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动力。

经济平稳持续发力

一系列统计数据尽显中国

经济新开局“稳”字当头。首季

6.8％的经济增速更显稳健，5％

左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表明就

业稳步扩大，2.1％的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显示物价稳定、市场

供应充足……

一系列数据也显示中国经

济持续向好势头。在去年高起

点基础上，一季度企业效益进一

步提升，前两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16.1％；居民钱

袋子更鼓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名义增长8.8％，增幅高

于去年同期，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6.6％，依然快于人均GDP

增速；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

3.2％，清洁能源比例上升，绿色

发展稳步推进……

新时代，新发展，新获得。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季度，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330万人，市场用

工需求旺盛。春节后，员工返

岗率平均在90％以上，2018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展平稳，钢

铁、煤炭去产能职工安置平稳

有序。

“持续向好的中国经济有力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世界贸

易发展，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3年~2016年，中国经济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

过30％。如果不考虑中国经济

影响，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放

缓0.6个百分点，波动强度将提

高5.2％。

“中国发展惠及自身也造

福世界。”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

表示，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增长

的1/3贡献来自中国，中国致力

于可持续发展，顺应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必将令亚洲经

济持续绽放光彩。

内生动力夯实质量基础

北京市西城区一家电影院

内，人头攒动，一些热门电影的

黄金时段场场爆满。今年一季

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

39.8％，首次突破200亿元，刷

新了电影史上单季度国家电影

市场的纪录。

以文化、旅游等为代表的

消费，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抹

亮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8％。

“我国积极顺应把握居民

消费升级大趋势，消费对经济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

强，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

了‘压舱石’的重要作用。”中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说。

消费作用的凸显，折射

了中国经济的结构之变、动

力之变。

据新华社报道，除了需求

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也在

持续优化。一季度，第三产业

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61.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等

短板领域投资增速均快于全部

投资增速。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一季

度，我国日均新登记企业1.47

万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增长9.6％，网上零售额增

长35.4％，新动能成为推动经

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的重要力量。

改革创新，是中国经济结

构优化、内生质变的关键力

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创新驱

动战略深入实施，一批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

性进展，为中国经济释放不竭

动力。

在邢志宏看来，中国经济

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

了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

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向了投资

和消费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

转向了出口和进口并重，这些

结构的变化大大增强了中国经

济的稳定性和韧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重要

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深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到深化税收制度改

革……新时代改革创新的方向

更加明晰。

5月的厦门港，山青海碧，

日暖风轻。在厦门集装箱码头

集团有限公司海天分公司的办

公大厅，不用风吹日晒，工人师

傅只需要看着屏幕监控，就能

远程操作码头上的吊车，将来

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精准放置

在拖车上。

“2017 年我们集团投入

1.8亿元加大信息化和自动化

项目投入，全力建设绿色智慧

港口，推动企业迈向更高质量

发展。”海天分公司副总经理

林大煜说。

“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说，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三大

变革中，动力变革是实现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条件。

随着一系列重磅改革举措的出

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后

劲正在深度积聚。

改革开放提供高质平台

首季中国经济成绩单公布

当天，2000多公里外的第123

届广交会上，广州琶洲会展中

心人潮涌动，连日的阴雨挡不

住全球采购商奔走的步伐。

“我与广交会结缘40年，这

里见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广交会的常客、美国卡特彼勒

公司全球风扇业务负责人喻志

鸿说，全世界的商人在中国搭

建的平台上“唱戏”，就是看好

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

光辉。世界看好中国经济，

不仅因为有亮丽的成绩单，

更源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

坚定决心。

“尽管外部环境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但首季经济数据显

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有利条件和因素在继续增

多。展望未来，中国经济韧

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一个重要原因是更大力度的

改革开放护航经济稳健前行。”

王军说。

就在几天前，《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

以海南为新标杆，中国向世界

展现了新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蓝图。

“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习近平主席

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开幕式演讲中对改革创

新、推动发展作出部署。

“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

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

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主席

铿锵有力的话语，宣示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 金 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举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

日前在京举行。中央财经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等专家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展望

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杨伟民表示，中国经济的

高速度靠的是改革，今后的高

质量发展必须，而且只能靠改

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

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规律，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

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

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

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效

率的最优化。政府的作用和市

场的作用同样重要，但两个作

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市场的

作用是配制资源，政府的作用

是通过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

引导改革。改革永远在路上。

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关键

要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

指引，强调稳中求进，保持战略

定力，实施好一系列新发展战

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强

调，是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创

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蔡昉认

为，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增长

奇迹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是

“意外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

这个充分条件和人口红利这个

必要条件结合的产物，符合经

济发展的逻辑。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

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经济

理论上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

济高速增长解释的话语权却在

相当程度上被西方学者统治

着，这导致国际上对中国经济

存在许多误读和偏见。人口红

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

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

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和印度

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

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

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

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

的源泉。从数据上看，中国形

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

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

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

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

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

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15

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非劳动年

龄人口的数量增长是稳定的。

这种剪刀差带来了抚养比的下

降和劳动人口的充足供给。人

口结构特征也为资本积累提供

了重要支撑。由于劳动年龄人

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

下降，这就造成了高储蓄率、高

投资率。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

来维持，而中国在这个发展阶

段，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资

本并未出现边际报酬递减。有

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

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人口红利在消失，经济

增长在减速。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

果说过去的经济增长有相当大

的一部分源泉是人口红利，未

来的增长中不再能指望人口红

利，甚至其中一些与人口红利

相关的要素，如劳动力供给，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是负的。今

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然越

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这是

唯一的可持续性增长源泉。为

了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保

持一定的全要素增长，关键是推

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

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参

与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使

未来经济增长下降更平缓一些，

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高培勇表示，今年是改革开

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不

是简单的罗列中国经济发展成

绩单，而是在系统总结改革开

放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

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讲好中国

经济故事，做出创新性理论概

括。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理论工作

者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入研

究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中出现

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为党和国家贡献更多

的创新性经济理论成果，为推

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有力的智力支持。

据《经济日报》报道，立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新的历史方位，经济理论研究

不仅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指导思想，而且要坚持用中

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

践升华中国理论，共同构筑中

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中国

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

国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

□ 新华社评论员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全面深化

改革指明正确方向和奋斗目

标，汇聚起砥砺奋进、共襄伟

业的磅礴力量。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40

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正确

指导下，广大建设者开拓进取、

奋勇拼搏，全国人民的倾力支

持、广泛参与，使我国发展成为

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教育、卫

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40年

来，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

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

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

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

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

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

实践深刻昭示：人民是改革的

主体，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推

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改革

才会取得成功。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

人民。只有充分尊重人民意

愿，达成广泛共识，人民才会

积极支持改革、踊跃投身改

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

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

改革开放，从人民群众普遍关

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破

解体制机制弊端，找准深化改

革的重点和突破口。群众关

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

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以改革

回应社会关切、顺应人民期

待，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调动起来，为推进改革开

放凝聚共识、激发动力。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

和静在民乐。”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就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

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增进

人民福祉。进入新时代，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在各

个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要加

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改

革，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

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公共资

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

向困难群体倾斜，解决好人民

群众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不

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好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经

济特区的改革发展，必须举全

国之力、聚四方之才，用好人才

这个第一资源。从海南、深圳

办经济特区初期的“十万人才

过海峡”的壮举，到今天大力推

动人才方面的改革，特区的发

展历程说明“事业因人才而兴，

人才因事业而聚”的道理。“人

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

匮。”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

人才，最好的环境是良好体制

机制。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五湖四海广揽人才，搭

建舞台用好人才，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使海南成为人才荟萃

之岛，让各类人才在经济特区

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

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

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无论是

海南、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改革

发展，还是全国各地的改革发

展，都站在新起点、面临新出

发。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共同推进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共同创

造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民众

□ 康 逸

新时代新开放，中国主动扩

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带来新需

求。过去5年，中国进口总额位

居世界前列。预计未来5年，中

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出境

旅游人数将达7亿人次，中国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意义不难想

象。国家海关总署5月8日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

货物贸易出口4.81万亿元人民

币，增长6.4％；进口4.3万亿元

人民币，增长11.7％；贸易顺差

收窄24.1％。

新时代新开放，中国加大

对外投资力度，为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力。今年一季度，中国

对外投资合作取得“开门红”，

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

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进行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255亿美元，连续5个月保持

增长。中国将继续鼓励和引导

对外投资，促进投资目的地经

济和就业增长。

新时代新开放，中国大

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为

世界提供新商机。从扩大沪

港通、深港通相关交易额度到

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从推

动银行业开放措施落地到保

险业准入政策优化升级，作为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头戏，中

国在金融领域措施连连，加快

落地。

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

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新

时代的中国新开放，不仅因具

体政策措施惠及世界，也在模

式和理念方面提供借鉴，启迪

世界。

随着新旧增长动能转换加

速，中国正在为世界提供新商

业模式。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为契机，中国探索移

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经济模

式，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

经济等蓬勃发展，展示出未来

全球商业发展的巨大空间。

面对全球化双刃剑，一些

经济体或裹足不前，或内顾

倒退，中国始终坚定支持贸

易自由化，寻求普惠包容，为

世界贡献更好的合作机制和

方案。

目前，中国已成为1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

伴，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6

个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推动

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在刚刚结

束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上，中国呼吁加快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

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中国还致力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通过提出“共商、共建、

共享”理念，切实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合作，推动“一带一路”

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

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造

福沿线各国人民。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

伐不会停止。实践证明，世界

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稳定、繁荣、发展的中

国是世界的机遇，与世界深度

交融的中国，也必将为全球贡

献更多正能量。

新时代释放新红利

加速迈向加速迈向
国际国际第一第一方阵方阵
从 北 京 南 开 往 天 津 的

C2001次“复兴号”中国标准动

车组驶入天津市区。五年来，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

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

一方阵。在砥砺奋进的五年

中，我国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实

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

大变化。（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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