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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年经济工作中的取向与着力点，李伟认
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确保对重点领域和
项目的支持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坚
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
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促进有效投资
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
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民
生保障。

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
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
新的突破。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

李伟说：“展望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
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

从投资看，受规范地方举债和房地产持续调控
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放
缓，但市场化程度更高、内生动力更足的制造业投
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将对冲部分投资下行压
力，整体投资增速有望稳定在7%左右水平。

从消费看，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
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整
体增速预计将稳定在10%左右。

从出口看，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
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继续恢复，我国出口增
长会略有放缓。

中国经济如何迈向高质量发展？
李伟：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 陈旭钦 任建华

“ 总 体 判 断 ，
2018年我国经济运
行有望延续增速稳、
就业稳、物价稳、效
益稳的‘多稳’局
面，将为经济工作重
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利条件。”
本月 13日，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
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前
瞻论坛上，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如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我
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
新时代。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
基本特征，就是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那么，
如何理解高质量发
展？

李伟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
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
不足、可持续性不够，主要表现为六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 我国金
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4%（2016年），超
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大量资金在金融
系统内部循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
提升。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人均GDP最高的
前5个省份与最低的后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
比，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
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

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1倍。城乡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仍很明显。

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 目前，我国的基尼
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
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
突出。

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 看病难、看
病贵、上学贵、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是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

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 生态环境总
体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
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
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
短板，人均水平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不
充分”具体也有六方面的表现：

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 市场准入还存在不
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
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
护问题依然存在。

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 资本投资效率逐年
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
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
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

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 我国人均GDP仅为
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
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 居民消费结构加快
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
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
满足。

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 新技术、新产品、
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
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
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
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
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

李伟说，我国当前处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
入迈进的关键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攻关期，必须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李伟说，我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
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
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 我国许多
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
然受制于人。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
和服务的供给质量，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需求 我国内需
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
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负
担还比较重，群众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明显抑制。
促进高质量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配置 当前，我
国产能过剩问题仍较突出，大量资源和要素被锁定
在低效率部门。同时，部分基础领域和服务领域的
开放度不够，民间资金进入受限。实现高质量的配
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投入产出 要更
加注重内涵式发展，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
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
利用程度，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收入分配 逐步
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
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
增长。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形成高收入有调
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当前
我国经济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
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根本上说都是经济循环
不畅的外在表现。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
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

李伟（图片由中国经济时报提供）

为何要转向高质量发展？ 需要怎样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