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同时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
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连日来，经济界人士对此展开了热烈
讨论。他们纷纷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要主动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把推动发展的立
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不断增强
发展后劲。

深化改革 激发发展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服务型政府究竟是什么？政府职能
应该限定在哪些方面？报告明确了三个
方向，就是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转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说，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是
密切联系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关键环节
之一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
简政放权。

汪玉凯表示，应该进一步清理、减少
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
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
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
律管理的，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

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对十八大报告
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阐述印象深刻。

“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让我们民营企
业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缪汉根说，听
了报告，更加坚定了把企业做大做强的
信念。

创新驱动 增强发展新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
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

中国技术交易所总裁郭书贵表示，近
年来，国家把创新驱动发展摆上了前所未
有的战略高度，通过不断完善知识创新体
系，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
上来，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大幅提升。

“在科研成果的交易和转化中，应更加
注重科学地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促进技
术交易双方对价格达成一致，从而加快科
研成果的产业化。”郭书贵说。

反复研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后，维信诺
公司副总裁吴延德感慨万千。他表示，维
信诺成功参与国际 OLED 标准的制定，充
分印证了中国技术的领先地位，“我们有信

心依靠自主创新进入到全球 OLED 显示产
业的第一梯队。”

加快调整 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
济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陈耀认为，国家
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布局力度进一步加大，
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新机遇。

陈耀表示，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发达地
区，产业结构及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参与国
际高端分工和竞争的能力日益增强。中西部
地区正迎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
时期，应一方面积极承接来自国内外的产业
转移，提高内生增长的动力，同时积极探索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各地区
必须正确处理好增长速度与转型升级的关
系，加快培育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激发改革活力 增强发展后劲
——经济界人士热议党的十八大报告

本报记者 董 磊 祝惠春 董碧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经
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表示：“这具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即通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方式
来缩小城乡之间目前存在的各种差距，让农村和农
民参与到现代化过程中，共享现代化成果。”

胡必亮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是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和城乡服务均等化“五化”之间的融合、协调、互动。

乡镇企业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上的作用举
足轻重。“乡镇企业创造了我国 GDP 近三分之一的
份额，提供了 1.6 亿个就业岗位。”胡必亮说，“我们
的研究表明，继续促进农村交通、能源、水利等基
础设施的发展，对于促进乡镇企业在城乡之间的合
理布局以及协调好乡镇企业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
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院长胡必亮——

城乡一体化方向更明确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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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足，党
的十八大报告及时给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中
国农业发展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身利说，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
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我们作为大型中央农业企业，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信心也更足了。”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将继续加强研发，
打造核心竞争力。”刘身利告诉记者，集团传统优
势产业正加快优化升级，作业渔场遍及太平洋、
大西洋和印度洋公海，形成了拖、钓、围等多种作
业方式，产业链不断得到完善，作业方式更趋合
理。去年集团共申请专利 21 项，获得专利授权 20
项，年专利授权数创历史新高。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

身利——

打造现代农业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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