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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成：新经济是能够推动全要素生
产率提高的经济形态。从要素上讲，新经
济的发展，不依赖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
资源要素。发展新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
革和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更具体的
来说，新经济可以理解为，一方面，要通过
发展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业态带动经
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业态转型
升级，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主要的着
力点是两大方面：首先，是要坚持改革不动
摇，尤其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不动摇。其次，
要加大创新的力度。创新包含几个层面。
一是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二是要营
造区域创新体系，着重形成一批产业集
群。三是要激发企业创新热情，为企业营
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

李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
了高速发展，但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推
动，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
资源环境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模
式面临较大挑战，实现动力转换是必然。
在生产函数中，经济增长除了要素数量之
外，还由要素质量和效率来决定，而要素
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就是要依靠创新。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已经初现端倪，积极适应新技术革命的
发展，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国占领
经济制高点，在未来国际分工中处于有
利位置的重要举措。同时，实现创新驱
动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
展模式，也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必然选择。

李佐军：新经济是相对于旧经济来说
的。发展新经济，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新

市场主体；要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人
才、信息等新的要素；要发展附加值比较
高、绿色低碳的中高端产业；要通过制度变
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动力；要形成新
的发展模式、商业模式、赢利模式等。

一方面，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发
展，原来的粗放发展模式已遇到了“天花
板”，现在到了打造新的发展模式、寻找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了。只有通过发展
新经济，才能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已处于中等收
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从
其他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和教
训来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
期，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新旧动能的转
换、新旧产业的替换问题。只有通过发展
新经济，才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就必须
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由于企业是新经济的主体，故要加
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更多创新型
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同时要解决广大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中面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同时，要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商
事制度改革，建设好政府的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负面清单，解决好政府职能转变
问题，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彻底解决政
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

此外，还要积极推进价格制度改革，
特别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
改革，使价格能够反映土地等资源能源的
稀缺性，能够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能
够引导企业更多地向创新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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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力 正 在 形 成 调 整 仍 需 努 力

潘建成：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确实
卓有成效。例如，我们的产业结构在优化，消
费结构在升级，单位 GDP 能源消耗在下降，
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制造
业产品向中高端迈进，企业的创新驱动力在
增强，等等。

国际社会上调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是
对我们结构调整的肯定，我们应该呼应这一
肯定，坚持走结构调整的道路。

李平：目前我国结构调整的成效还是较
为明显的。从我们日常调研中也可以看出，
涌现出一批具有活力的高技术企业，传统企
业十分关注高技术项目，关注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企业自身转型压力较大。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结构调整仍面临
较大压力，传统产业产能规模依然较大，去产
能中存在对经济冲击的风险，需要加以引导；
同时，动力转换还没有完成，创新驱动还有待
增强，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仍然是重点。创
新培育具有系统性，创新能力形成需要一个
过程。

李佐军：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 56.9%，消费对 GDP 贡献率大大超
过了投资的贡献率,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5.3%。2015 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同比增长
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 4.1 个百分点。此
外，最近几年城镇化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
速度上升。这些指标都可以说明我国在经济
结构调整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在
途中，远没有达到合理的状态，还需要继续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经济结
构，为经济中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潘建成：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基本延
续经济增速温和换挡的趋势。所谓“温和
换挡”，是指经济增速温和回落，向潜在增
长率回归。这个趋势从 2012 年开始延续到
现在，6.7%的增速是符合预期的。今年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将 经 济 增 速 目 标 定 在
6.5%至 7%之间，一季度增速为 6.7%仍然
在目标区间内，这一增速可以说为实现全
年目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总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延续了略向下倾
斜的“L”形趋势，未来三个季度可能会沿
着这个趋势走。当前，全球经济还难言回
暖。从国内看，一季度经济的回升很大程度
上受房地产市场回升影响，接下来几个季度
房地产的走势仍不确定。另外，落实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任务，尤其是把去
产能放在首位，这
会给经济增长带来
一 定 的 压 力 。 因
此，一季度特别是
3 月份部分指标的
回暖能否持续，仍

是未知数。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在加大，“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今年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集中审批
的重点工程包建设项目也将进入落实阶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中的降成本力度也会
加大，减税、减费、降低企业社保基金和公
积金比重等措施将进一步实施，这些因素将
对经济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李平：一季度我国 GDP 增速虽然略有
下降，但这一增速仍是可以接受的。一方
面，从经济发展规律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
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高速增长必然会
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基本

上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另一方面，从我国具
体实际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动力
转换的阶段，传统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大，
主要工业产品均位居世界前列，“去产能”压
力依然十分突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
所以经济速度适度降低符合现阶段发展状况。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回旋余地较大。
虽然传统制造业行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
的压力，部分行业出现了较大亏损，有些
行业出现了负增长，但高新技术行业和装
备制造业保持了较好的活力。第三产业的
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从区域分布来看，
中西部也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李佐军：6.7%的增速，说明中国经济
总体上还处于增速换挡的过程中。但从另
一个角度看，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
行的多个指标表现差强人意，由于 3 月份
很多指标反转回升，6.7%的增速明显好于
市场预期，这又说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
所减轻。

今年二、三、四季度我国 GDP 的走势
究竟如何，这除了和市场预期、市场信心等
因素有关以外，也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密
切相关。如果政府选择加强稳增长的政策力
度，不排除二季度 GDP 增速会出现反转。
但是，如果我们加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力度，对需求侧管理只要达到不引发系统
性风险的程度、以尽可能减少需求管理带来
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即可，则经济增速还有进
一步探底的可能。当然，我相信，守住
6.5%增速的底线是没有问题的。

潘建成：人生病了就得吃药，有些药
物可能会有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可能比病
痛本身更厉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
吃药、不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
样，改革过程中肯定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这是我们必须忍受的，也是改革必然要付

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波动而不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不
能只把目光聚焦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上。我们要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做好预
案和准备，用好财政资金。同时，也要进
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协调，有效地疏导和
引导因为去产能离开岗位的劳动力在区
域间的流动。

李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
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
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
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并非是减
少供给，而是要改变供需错配，提高有效

供给，是增强经济发展基础、促进经济社
会长期健康发展。在调整初期，由于传统
模式受到冲击，短期经济会出现下降，但
随着供需关系的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提
高，经济内生动力将逐步增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的是经济发展质量，注
重经济动力转换。

李佐军：从短期看，GDP 的增长不可
能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
有些改革还会对短期增长造成冲击。但
是，从中长期看，供给侧改革与促进经济
增长是一致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做减法的过
程，也是做加法的过程。只有将二者很好
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好效果。因此，
在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同时，还
要加快培育新的动能、新的产业、技术等。

结构调整压力较大

增速换挡还在持续

加强社会政策托底

培育发展新动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

新经济”，新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在目前的形

势下，加快发展新经济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当前，我们正

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培育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哪些方面？

尽管增速在放缓，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中，下调了今明两年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上调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理由是认为中国推出

的经济转型措施见成效。如何评价

当前我国在结构调整中的成效？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为6.7%，低于去年一季度

的7.0%，也略低于去年的6.9%。怎么看这一增长速度？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阶段性筑底企

稳的迹象。如何预测接下来三个季度中国经济走势？未

来的经济走势是L形还是U形？我国能否完成GDP的预

期增长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

做减法的过程，也是做加法的

过程。只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

起来，才能达到加快结构调整、

减少短期增长冲击、培育长期

增长动力的综合效果。但也有

人担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

给经济运行带来更大的下行压

力。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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