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调整：引领经济发展走向更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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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建湖县颜单镇沈杨村党总支书记刘怀余：

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这个“结构”调得好国强才能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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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这是10月11日航拍的广西柳州市鹿寨县中渡镇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黎寒池摄（新华社发）
图② 在沈阳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人对准备出口到巴西圣保罗的盾构机进行拆机和运输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图③ 青岛栈桥风景。2016年，山东经济结构迎来二次“序变”，作为传统“米袋子”“菜篮子”及工业基

地的齐鲁大地，开始拉开服务业占主导产业发展的新序幕。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图④ 一名采购商在第11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格力空调的展台前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今年是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的第9个年头，要

说最值得分享的事，就是这5年来村里出现的新变

化——不仅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大家伙的腰包也越

来越鼓，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0115元，成

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在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前，我有长期从事鱼鳖养

殖方面的经验，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养殖技术。5

年前，我带领村民承包了100多亩水塘，选择了一

条通过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发展特色农业的致富

路。我们在水产养殖中，科学配比购进了甲鱼和鱼

苗，大幅提高了水产品品质，特别是甲鱼接近野生

口味，效益比常规养殖翻了一番，这100亩池塘让

我们尝到了甜头。

村党总支书记是村民致富的领头人，我理应

带领村民共同走上致富路。3年前，我成立了

“余泉水产专业合作社”，吸引了全村近15户养殖

户参加，不仅手把手传授特种养殖技术，还帮助

他们拓展销售渠道，让村民享受合作社“一条

龙”服务，带领村民增产增效。如今，合作社的

辐射范围越来越大，邻村养殖户胡存仁通过流转

300亩水面种植芡实套养甲鱼，去年一年纯收入

达20万元。

腰包鼓了的村民，如今住上了新型农民公寓，

休闲娱乐也有了村民欢乐广场，逢年过节村民们自

编自演的节目，一点也不逊于专业演员。现在的生

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徐 霞整理）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巨轮，那么中国经济无疑
就是这艘巨轮上的“压舱石”和“稳定锚”。中国经
济稳中向好，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引
擎。这背后，持之以恒的调结构、转方式功不可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牢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重大
战略判断，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不断推动
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实践证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既是

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现实选择，也
是拓展未来空间、谋划更高水平发展的根本途径。
只要我们坚持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完成中央
提出的各项既定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调结构调出发展新空间

“当前，我们对经济形势总的判断，是稳中向
好，结构调整深化。”在近期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
民用一组令人信服的数字印证了上述观点——
从经济运行质量来看，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

指标都处于合理区间，甚至好于预期。其中，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了6.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
分点，也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值。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来看，经济增速、

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均体现出“稳”的态势。其中，

城乡新增就业735万人，同比增长18万人；居民人
均可支配价格收入实际增速达7.3%，继续高于经济
增长的速度，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领域
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从结构调整深化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驾

马车”实现了较为均衡的增长。其中，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10.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增强，贡献率达63.4%。与此同时，以服务业为主
导的产业结构日趋稳固，服务业已成为支撑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
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大幅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稳

定性和韧性，多个国际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未来经
济增长的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连续
第三次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摩根大通等机
构也将全年经济增速调整到了高位。结构调整越
有成效，经济增长就越平稳。同时，抓住经济减速
的窗口期，不断加快结构调整，对经济可能造成的
冲击也更为平缓。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表现对此
作了注脚。
“不过，中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的过关期，结

构调整的这道关并没有过去，这将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过程。但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及未来预期看，中
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杨伟民强调说。

现代产业新体系加速形成

从共享单车、支付宝到最快高铁“复兴号”，从

“蛟龙”入海、“嫦娥”奔月到量子卫星的成功升空
……近年来，以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为
代表的新业态、新产业快速成长，已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标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

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
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

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精细分工、从低端向
高端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必然选择；从国际
看，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纷纷
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继续利用对核心技术
和专业服务的掌控，实现在全球高端价值链上的
主导权。因此，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刻不
容缓。
“现代产业体系是保证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宁吉喆表示，近5年来在市场倒逼和政策引领的
双重作用下，影响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些重大结构性
问题得到了改善，新的增长动能逐步形成，新旧动
力有序转换，长期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制造业是国家间经济角力和竞争的主战场。5

年来，我们一手抓淘汰落后，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
盾；一手抓转型升级，改善品质质量，取得了良好成
效。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引发新业态，“四
新”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积极利

用信息技术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有效提高了
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以传统农业为例，我
国粮食生产自2013年首次突破1.2万亿斤大关以
来，已连续4年站稳这一台阶。不仅如此，农产
品电子商务交易、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发展迅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已
初见端倪。
自2012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二产以来，服

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企业越来越依靠服务维持市场地位、产业越来越
趋向服务引领制造的新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加快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
题有所改善。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8.3%，成为服务业中最活跃的因素，表明服
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改革从“攻坚”到“深化”

不久前，经合组织（OECD）一份名为《G20结构
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引发了广泛关注。
报告指出，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生
产率增长、高水平就业。
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

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底首次提出以
来，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实现路径逐步清晰，为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注入了持久动力。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市

场预期和信心有效提振，工业企业利润
持续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
步提升，改革的综合效应开始显现。”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召元说。
2015年 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去产
能”，并采取严禁新增产能、严格环保执
法、加大政策引导、带动优势产能“走出
去”等五大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进入
2016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相继推出多
项措施推进钢铁、煤炭去产能，并通过钢
煤去产能部级联席会议等方式统筹协调。
在多方努力下，去产能工作进度不断加快，各
地区、各企业结合自身实际，逐步形成了有序推
进去产能工作和制度体系。
今年以来，去产能步伐进一步加快，“地条钢”

依法全部取缔，上半年煤炭去产能1.11亿吨，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74%，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
工作有序推进，处置“僵尸企业”加快实施。
不仅如此，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方面效

果初显。截至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
减少9.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
降0.8个百分点。一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和
停征，物流、用能等成本继续降低，减税力度进
一步加大，全年为企业减负超1万亿元的承诺已
提前实现。
提高有效供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

要目标，也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通过去产能的“减法”，为先进产能腾
挪出了发展空间，倒逼低端产能转型升级；另一方
面，通过有效供给的“加法”，催生并推动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带来了创新的“乘法”和简

政放权的“除法”。“双创”“互联网+”等触发的创新驱
动力，正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澎湃动力。同时，随着
“放管服”、减税降费等改革举措落地，制度性交易成
本将进一步降低，市场活力得到了更多释放。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8%左右开
始进入到超过10%的关键时期。5年来，我国专利
申请数量实现了年均15%的增长，研发费用占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2%的临界点。
今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从“攻坚”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不断走向
纵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是实实在在的，而且
超出了预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在转
型阶段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路径，必将对中国
经济长远发展产生深远意义。”国家统计局总经济
师盛来运说。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新的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日益深入人心，将形成一种更强大的力
量，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走向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更高形态，中国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上的生动实践，还将为全球经济治理提
供更为务实有效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