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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為世界經濟的 
重要引擎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總體保持中高速增長，連

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居世界第一位。其中，

2023 年經濟增速為 5.2%，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 89358

元，國內生產總值達 126萬億元人民幣。中國作為世界經濟

增長的可靠發動機，為世界發展注入強大動力。據參考消息

網 2023年 9月 30日報道，智利《第三版時報》9月 22日

刊登了題為《永不停止的引擎》的文章，認為中國作為一個

永不停止的經濟引擎，一直在為世界發展，包括智利的發展

作出貢獻。那麼，中國是如何處理自身面臨的包括百年不遇

的世紀疫情在內的困難和挑戰，在全球經濟整體放緩的情況

下，不僅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還日漸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

引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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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

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前提，也是

一個執政黨應有的大智慧。2012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蔓

延，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國內經濟增速下降，產能過剩矛盾趨於突出。面對

如此嚴峻的形勢，2013年 7月 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習近平總

書記強調：“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

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加上世界經濟也在深度調整，發展環境十分複

雜，要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實事求是進行改革調整。”1這是

第一次提出“三期疊加”階段的概念，也準確概括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形

勢。在同年 12月 10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提

出了“新常態”。

在 2014年中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三期疊加”

作了進一步分析，強調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同年 12月召開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九個方面的趨勢性變化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

態的原因。

一是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

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

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

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

作用。

二是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 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

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

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

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1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 404頁。



004 共生共榮：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三是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

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

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

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

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四是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

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

級，企業兼併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

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五是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

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

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

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六是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

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

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範的市

場環境。

七是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

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

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八是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着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

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槓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

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

機制。

九是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

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

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係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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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三期疊加”這個階段，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下

降，但也不會無限下滑；經濟結構調整是痛苦的，卻是不得不過的關口；前

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過有效引導減緩消化過程中各類風險的影

響。這些趨勢性變化也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

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

特徵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

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1當然，新常

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壞來判斷；新常態不是一個筐，不要什麼都往裏

裝；新常態也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於它。

一段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是沿着這個邏輯在因應的。其中，堅持穩中求

進工作總基調就是重要表現。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求我們從實際出

發，尊重客觀規律，通過科學方法貫徹各項大政方針。

中共中央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繼而提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

段”的新理念。2017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

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

果說過去是為溫飽而努力，追求有沒有；現在則是為了民主、法治、公平、

正義、安全、環境，追求好不好、優不優。因此，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

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

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2 2020年召開

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我

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高質量發展不僅指

經濟領域，而且拓展至“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各個領域。此後，我們多次強

調，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

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從“三期疊加”到經濟發展新常態再到高質量發

展階段，體現了實踐發展和認識深化，在邏輯上具有內在一致性和遞進性。

1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 328—329頁。
2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 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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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就是根據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經濟

建設謀篇佈局的。

中共中央還提出新發展階段的新認識。基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黨的

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將完成，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這標誌着我國進入了一

個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指出：

“新發展階段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

	■ 2017年 10月 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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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階段。”1

作出新發展階段的戰略判斷，有着深刻的理論依據、歷史依據和現實依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的目標，經過十三個五年規劃（計劃），我們已經為實現這個目標奠定了

堅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未來三十年將是我們完成這個歷史宏願的

新發展階段。”2這就明確指出了新發展階段的時間段指 2021至 2050年。這

個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個重要階段我們的

目標是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2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明

確了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此後，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基本是按照這個新發展階段

的新要求來部署推進的。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發展新常態、高質量

發展階段以及新發展階段的重要論述，不僅準確把握了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

本質特徵，而且闡明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豐富和發展了中國

共產黨對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的認識，為我們作出正確的經濟決策提供

了重要遵循。

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經過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在 2010年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完成新任務，

改革開放是關鍵一招。中共十八大後，中國在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

題。比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

1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 364頁。
2 同上書，第 400—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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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

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

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係群眾

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

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

然嚴峻，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於深化改革。”1

在萬眾矚目中，2013年 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這

次全會延續過去幾十年三中全會都講改革的傳統，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要議

題，再次高高舉起改革開放的大旗。這次全會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點，把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隨

着我們對政府和市場之間關係認識的深化，這次全會首次提出要使市場在資

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論觀點。市場決定資源

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

濟。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於在全黨全社

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

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抑制消極腐敗現象。這一觀點突破了過去長期把市場

作為資源配置環節基礎性作用的判斷，對推動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邁出新步伐

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當然，我們也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這次全會通過的有關決定明確，要緊緊

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

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續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

1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 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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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作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

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發展，極大增強了黨和國家的生機活力，接續創造了世所

罕見的經濟發展奇跡。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新時代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

生變化，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與這些新形勢新要求

相比，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

完全理順，還存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

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仍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必須進一

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不斷在經濟體制

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

因此，中共十九大報告專門部署“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

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

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

	■ 2018年 4月 8日，新組建的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掛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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