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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全面崛起的新时代(上)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2-14 期数：511 阅读：157次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在十六届五中全会获得通过。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这部被誉为“承前启后”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对中国的明天带来哪些

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怎样才能按照《规划》的思路，保持健康、快速和持久的运行？对于

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问题，我们该做哪些

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面对日趋加快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形势，中国应该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

战？ 
  对此，本报记者日前特别采访部分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他们的独到见解和深刻分析，无疑对

我们正确理解并实践“十一五”规划将有所启发和借鉴。 

 
 
 
 
 
 

中国进入全面崛起的新时代(上) 
 
 
 

 —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导 胡鞍钢 

 
   
 
 
 
 
   记者：胡主任，您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的研究，对“十一五”规划有何评价？ 
  胡鞍钢：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表明中国更加富有自



信心地去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也顺应历史潮流的自己的发展道路。

《建议》预示着13亿人为主体的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开放的阶

段，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发展、全面崛起的新时代。 

  记者：“十一五”规划是决定未来5年中国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引起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

的高度关注。那么，“十一五”规划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又是怎样？ 
  胡鞍钢：从“十一五”规划的国际背景来看，存在不少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如：经济全球化

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性机遇；IT革命的兴起；中国、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中国国家竞

争力明显提高，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提高，中国在欧、美、日三大市场出口额比

重迅速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 
  同时，在国际环境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包括：我们在复杂的、日益开放的国际环

境中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潜在风险越来越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逆流，在

发达国家主要就是各国的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增多；我国的石油等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增

高，增加了我们的风险和成本；中国与美国之间某些战略利益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大。 
  国内背景中存在不少有利条件：我们已经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成为发展最重要的外部

动力；改革成为发展的主要内部动力；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是中国独有的、也是最重要的优势；

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人力资本是我们发展的重要基础；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创造了

吸引私人投资和FDI的良好环境。 
  对于国内存在的不利条件，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曾经指出过，包括：三大差距即城乡差

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

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

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 
  记者：有机遇，就有挑战。您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今后一个时期是机遇多，还是挑战

多些？ 
  胡鞍钢：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来看，我们在“九五”、“十五”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

击。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在中国大规模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条件

下，危机是常态的。 
  我国的发展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机遇大于挑战。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发展的机

会越来越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限制因素、限制条件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

因此要不断地提高全党、全国、全民的学习能力，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从而来增强我们战胜各

类危机的自信心。可以说，“十一五”期间乃至到2020年，既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

是社会矛盾凸现期。所以对中国的判断就是充分促进各种和谐因素，努力化解各种非和谐因素。 
  记者：尽管这样，我们还要未雨绸缪。请您分析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国内外的不利因

素？ 
  胡鞍钢：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当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高时，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要尽量避免处于世界重大矛盾的焦点。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

紧密，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刻，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

就是我们最有力的国际背景。 
  我想中国最重要是如何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革命这场历史最大的机遇，如何更加自信

的、全面的、主动的、积极的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中国的崛起会引起国际之间的不平衡，我们

要自主式的发展，自我约束式的发展，自我调整的发展，主动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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