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27次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图） 

http://www.firstlight.cn 2010-12-23 

2010年12月22日上午，由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

合主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27次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江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学勇，江苏省政协

主席张连珍，以及李云峰、李全林、柏苏宁、丁解民、朱龙生、史和平、包国新等省领导，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焕

友，原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邹亚军等出席论坛。  

论坛由洪银兴书记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围绕“2011年经济形势展望和江苏的对策”这一主题踊跃发言。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刘树成研究员在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后认为，“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处于新一轮经济

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基年2010年经济增长的位势较高，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宏观调控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使经济走稳，防止

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洪银兴教授认为，在宏观环境、国际市场环境、自然环境趋紧的形势下，必须以科学发展求突围。他指出，要在坚持“发展是

硬道理”的前提下，实施开放与创新两轮驱动。他强调，江苏尤其是苏南开放型经济的优势不能丢。他认为，未来江苏经济发展的

着力点有：一是扩大创新成果市场，放大创新型经济效应。江苏的创新型经济已经领先全国，新的课题是放大创新型经济的效应：

创新水平占领制高点，创新成果占领市场（达到规模经济）。二是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开放型经济效益。调整开放战略，突出

互利共赢；以开放支持创新，引进国际创新要素。三是发展金融产业，扩大金融资源供给。建设南京金融中心；以引进境外金融机

构为突破口，重视国际创投公司的引进；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入的吸引力。四是重塑经济地理，

提高区域竞争力。在巨型城市区内多中心化趋势下，重点关注长三角核心区的中心城市、沿海经济带、宁镇扬同城化。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认为，“稳物价、调结构、保增长”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江苏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2011

年国家经济政策的主题是“反滞涨”，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在“保增长”、“调结构”中将发挥出

更为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十二五”开局之年江苏要坚持以发展创新型经济为核心，一方面紧紧抓住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个牛鼻子

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出口规模和质量稳定外需。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康宁教授认为，2011年江苏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应该是稳增长、保民生、调结构和构筑新优势。   

省科技厅厅长朱克江在发言中说，“十二五”时期科技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要面向全球整合集聚创新资源，进

一步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薛奇建议，要加快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家实验室建设，

推动企业发展研发机构，解决基础研究与工程技术发展的衔接问题。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提出，要针对经济增长面临的中长期挑战，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他强调，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具体是：调整地区结构，实现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之间的均衡发

展；调整分配结构，实现居民之间的和谐发展；调整外贸结构，实现需求之间的协调发展。   

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认为，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的本质是修复失衡、重构体系，建议江苏产业发展方向由承接国

际产业转移向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转变。   

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葛守昆、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十四所、金

城集团等企业的负责人也在论坛上作了发言，就我省明年的经济走势与对策、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在认真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见解后，罗志军、李学勇分别作了发言，他们感谢大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就论坛主题发表了看

法。罗志军说，江苏发展高层论坛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研讨，已成为省委、省政府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一个重要平台。我

们要继承好、发展好、运用好这个决策咨询载体，更好地发挥高层论坛在省委省政府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李学勇

说，第一次参加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很受启发。大家的发言视野开阔，研究问题深，建议质量高，对于

我们集思广益，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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