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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把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2013-6-18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说，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复杂多变的一年。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陷入了较长时间持续低迷期；地区冲突、宗教矛盾

和主权争议等新“病”又在各地频发。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同时，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

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

动和经贸往来形成了负面冲击。 

    同时也应看到，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出现了新动向；世界几大经济体领导人的相继更替，令人对未来又充满期待。 

    机遇与挑战 

    就我国来说，2012年是艰苦却又有所收获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

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及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从最近数据判断，三季度

大致可认定为年内增速底部，经济增速从四季度起出现小幅回升。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2012年的大事是我们成功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中央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

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同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

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六项新的要求，我们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既要看到经济发展有很多正能量和有利的因

素，这是我们取得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同时，也要注意应对诸多严峻挑战。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我们至少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大调整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向多元化演进过程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新格局的形

成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地位。这种空前的地位，形成了世界政治格局力量大调整时期，中国

处在了一个主要的矛盾方面。我们要学会适应这种新变化。 

    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切性和严峻性的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趋弱而内需培育艰难，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提高等等因

素，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的制约和影响日益凸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到一个不容拖延的历史转折期。 

    三是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挑战。历史和现在、国内与国外的许多事例都表明，仅靠发展并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

我们必须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大有作为，以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四是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执政理念、执政方式转变的挑战。上述挑战，需要认真研究，审慎应对。 

    向改革要红利 

    刚刚开始的2013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一年，发展、改革、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

当此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凝聚力量，勇于实践，勇于开拓，攻坚克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经济发展的内

生活力和动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其中，关键点是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推动改革开放。

无论是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都需要深化改革。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一定要坚

定改革信心，凝聚各方共识，既要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又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探索。要向改革要红利，把深化改革作为当前经济

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这两句话的实质是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强化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更加尊重市

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力求取得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性、当前效应与长期发展的一致性。在政策设计和方案设计上，必须要在提高一致性上

下工夫。认清这一点，是我们正确设计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方案的重要基础。 

    迈步从头越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围绕中央工作大局，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注重把当前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与中

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相结合，完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工作方面取得积极进展。2013

年，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紧密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综合性、战



略性、长期性、前瞻性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稳步推进建设“一流智库”的工作，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我们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从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的新规定中、从领

导人的讲话和行动中、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已经感受到一股清新、温暖的风正扑面而来。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我们方向明确、目标

清晰、路径正确、信心坚定，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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