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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是辩证统一的理论整体，指明了我
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
点。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
实践，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
行动。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新发展理
念，是有效解决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新
问题的迫切需要，是积极应对新形势下
各种新挑战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

一、充分认识新发展理念是关
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
的大逻辑。在这个大逻辑下，一方面我
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
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
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

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
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经济发
展阶段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
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
的趋势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
问题和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既面临着改
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如发
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
存在，产业结构依然不合理，发展方式依
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
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也面临着一些新
产生的矛盾和挑战，如国际经济形势错
综复杂、充满变数，新的增长动力不足，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国内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问题严重，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金融等
领域的潜在风险需要高度关注，生态环
境恶化等。这些困难和挑战，直接影响
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影响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的
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重大
的新变化。能不能有效应对经济发展中
的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能不能积极引
领经济新常态，都需要我们对整体性发

展战略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
针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既不能胡
子眉毛一把抓，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是要从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转变
发展思路，从发展的根本趋势明确发展
方向，从引领发展的实际需要确立发展
着力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
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是关系我国
发展全局的一次深刻变革，是统一当前
和今后我国发展战略的指挥棒。充分认
识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意义，才能增强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
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
念的认识进行调整，才能对不适应、不适
合甚至违背新的发展理念的行为坚决纠
正和彻底摒弃，从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新发展理念上来。

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困难是前行
的阶梯。有效解决经济发展新常态条
件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迫切要
求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牢 固 树 立 新 发 展 理
念，引领全社会形成倡导发展新理念
的良好氛围，把新发展理念变成自觉

的实践活动。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要紧密联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加
强学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现了社
会主义建设重点的战略转移，确立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在改革
开放 30 多年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党根
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对发展理念和规
律的认识一步一步深化，从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再到坚持科学发展观，每一
次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的重大创新，都
推 动 了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的 健 康 持 续 发
展。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提出新发
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
经验的总结和升华，集中反映了我们党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深化，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发 展 理 论 的 又 一 次 重 大
创新。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要紧密联系我
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加强研究。当前，我
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但是，与
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我们还有相当大
的差距，我们还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
标而继续努力奋斗。 （下转第二版）

“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加强政策设

计和协调”，这是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公报中的重要宣示。对此，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本届峰会期间作出深入剖析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

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

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

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共振中实

现联动发展。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建设联

动型世界经济，这是凝聚互动合力、促

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这既是

二十国集团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伙伴

精神的继承和延续，也有利于凝聚共

识，形成合力。

以协调联动凝聚新合力，需要结合

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

策。通过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好财

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

工具；既要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

也要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既要保持总

需求力度，也要改善供给质量。

以协调联动凝聚新合力，需要继

续加强政策规则的联动，一方面通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外溢效

应，减少负面外部影响；另一方面倡导

交流互鉴，解决制度、政策、标准不对

称问题。中方发起的全球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

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大对基础设施

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就是为

了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

夯实基础设施的联动。

以协调联动凝聚新合力，将进一步明确二十国集团合作的

发展方向、目标、举措，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

济描绘愿景，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我们要看到，中国理念的国际表达，是“杭州峰会”的突出特

征。峰会上所传递出来的协调发展理念，是总结中外经济社会发

展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是正视我国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提出

来的，形成了全新的中国方案，融入“杭州共识”进而造福世界。

我们更要看到，以协调联动凝聚新合力，不仅仅是让中国

的发展理念更加融入世界，同时也对指导国内各项工作有着

重要意义。站在“杭州峰会”的新起点上，我们需要对协调发

展有着更高层面的认识。我们要以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更高的

视角来审视、统筹和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于共同构建

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

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

展治理格局。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1%，增速比去年同期高
4.3 个百分点，是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3.2%，增速比去年同期高 1.8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江
苏无锡市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也是一年多来无锡

“产业强市”战略的最好注脚。
无锡是工商文化名城，工业是无锡的经济支柱。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如何有效实现动能转换，重振产业雄风，成为无
锡经济发展的关键。

推进结构优化整合

纺织行业一直被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在无锡第一棉
纺织厂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难觅工人身影。该公司董事长
周晔君告诉记者，通过智能化改造，万锭用工可控制在 25 人
以内，在规模扩大 5 倍的同时，用工反而从 8000 名减少为
2000名左右，工效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针对传统企业的改造升级，无锡出台了《千企技改装备升
级行动计划》，2013 年以来，累计开、竣工 5414 个项目，其中
亿元以上项目 1316 个。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工业投入在全
省排名由 2009 年的第 12 位上升至第 7 位，由低于全省 11.2
个百分点上升到高于全省 2.3个百分点。

海澜之家是一家服装企业，但在企业生产厂区内，却没有
一套制衣设备和一名制衣工人，有的只是现代化物流仓储。“我
们是第一产业的人，做第二产业的事，挣第三产业的钱。”海澜
之家副总裁江南这样概括企业的转型历程。 （下转第三版）

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
王炳林 郝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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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动能转换重振产业雄风
本报记者 薛海燕

以协调联动凝聚新合力

本报评论员

下 图 教 师 节 来 临 之

际，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附

属青年湖小学二（2）班的师

生 们 开 展 了“ 共 擎 先 辈 旗

帜 传承长征精神”主题班

队会活动。师生们通过讲述

长征故事、画出心中英雄，把

祝福送给辛勤工作的园丁，

共同迎接教师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上图 在第 32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江西吉水县城南小学四（4）班的学生在手工课上将亲手绘

制的贺卡送给老师，祝福老师节日快乐。 廖 敏摄

①

我国高铁里程突破 2万公里，同城效应逐步显现——

乘高铁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版

教师节感师恩教师节感师恩

努 力 培 养 出 更 多 更 好 的 人 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2 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9 月 10
日上午，首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开学
典礼在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学
典礼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教育传承过去、造就现
在、开创未来，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力量。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命
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青年应
该通过教育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作意
识，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中美教育交流为促进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中美关

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美双方应该
挖掘潜力、提高水平，使教育领域合作成
为中美人文交流的先行者。

习近平指出，希望苏世民书院秉持
宗旨、锐意创新，努力成为一个培养世界
优秀人才的国际平台，为各国青年提供

学习机会，使各国青年更好相互了解、开
阔眼界、交流互鉴，携手为增进世界各国
人民福祉作出积极努力。祝苏世民书院
各位同学学有所成、学尽其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为开学典礼发来
贺信。

习近平向首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开学典礼致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