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党的十九大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解读十九大报告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副研究员杨长湧：

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本报记者 顾 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党的十九大代表、河南省邓州市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党的十九大代表、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王东群：

抓住战略机遇推进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
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党的十九大代表、福建省平潭综合
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兆民表示，发展的
经验已经表明，要解决供给质量问题，靠
走老路是行不通的。必须依托既有优
势，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等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走出一条新路子。

张兆民代表介绍说，近年来，平潭
在发展中紧紧围绕“建设新兴产业区”
的要求，发挥政策优势，努力克服产业

基础薄弱、科研院校和人才缺乏等困
难，特色产业培育取得了初步成
效；在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
同时，重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通过创新

“平台+政策”的精准招商模
式，已经实现了跨境电商、
现代金融、总部经济等新兴
业态发展。目前，平潭已吸
引44家总部型企业、1263
家金融和类金融企业落地；
2016年跨境电商货值增长2
倍以上。

党的十九大代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兆民:

提高供给质量不能走老路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薛志伟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
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
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
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
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
供有力支撑。

“应用基础研究是个专业词，是应
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科研界有个说法是

‘顶天立地’，基础研究是顶天，成果转
化是立地。应用基础研究在这两者之
间，主要做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和共
享，是双创的基础和技术源头。”党的

十九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曦说，应用
基础研究要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结合起
来，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
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实现建设科技强国的结果。

王曦代表介绍说，今年9月份上海
市和中科院联合建立张江实验室。该实
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目标，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将聚焦具有紧迫战略需求
的重大领域，实现重大基础科学突破和
关键核心技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更强的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王曦代表说。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曦：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建设科技强国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
作重中之重。“身处基层，我们切身感受
到，改革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
十九大代表、河南省邓州市孟楼镇党委
书记李爽说。

李爽代表介绍，2016年邓州市孟楼
镇在全省先行先试，推动农地“三权”分
置改革，政府搭建“农村土地开发公司”
平台，集中流转全镇98%的耕地，统一整
治后再对外流转。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得到全面提升。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
权’分置制度。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
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当前正在做的。”
李爽代表表示，要在完成农村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在群众自愿的前
提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农户经营权流
转的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
科技、资本、人才进入农业。在确保粮食
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
振兴，让这片田野更富有生机、充满
希望。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这对建设区域性节点城市来说，
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党的十
九大代表、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王东群
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设
立，是国家重大战略，是千年大计。能
否在这一重大战略机遇面前有所作为，
是对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
要考验。定州处在石家庄、雄安、保定
70 公里发展区域内，也处在天津、北京
200 公里经济圈内，区位优势明显。定

州将积极优化投资环境、打造承接平
台，与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开展融入
和对接，力争在这两大战略实施中做到
有所作为。

王东群代表介绍说，在打造承接平
台方面，定州按照一区多园、飞地管理
模式，规划建设了总面积达到100平方
公里以上的河北定州经济开发区。同
时，将进一步加快投融资、商务、信息等
公共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
度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依托京津冀、雄
安的协同发展新机遇，推进定州同步快
速发展。 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这是十九大报
告中的新提法，也是未来我国深化金融
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董希淼介绍，2016年中国人民银
行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弥补
了以往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的
空白，并引入逆周期调控因子，目的是防
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
柱框架是我国在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实践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董希淼认
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宏观审
慎政策为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提供
了有力支持，“双支柱”互相协调增强了
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较好地
维护了金融稳定。

董希淼建议，下一步还需要对相关
机制继续加强和完善：首先，要持续加强
货币政策在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作
用；其次，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宏
观审慎管理；再次，要进一步丰富“双支
柱”框架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

双支柱框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
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近年来，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风险
出现上升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一旦
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会对金融业
自身造成冲击，更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更
大伤害。

温彬认为，当前尤其要警惕流动性
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叠加带来的
影响。在各类风险中，流动性风险是金
融机构的首要风险，信用、市场、操作等
风险往往通过流动性风险体现。因此，

加快去杠杆以降低流动性风险成为当前
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

但是，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和化解金
融系统性风险不能一蹴而就。温彬表
示，这需要兼顾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
部、宏观审慎和微观管理，唯有如此，才
能不因治理金融风险而伤及实体经济，
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平稳协调发展。

温彬建议，首先，要坚持稳健中性货
币政策，保持货币和信贷合理增长；其
次，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引导规范金融
创新；再次，对于银行来说，要健全风险
管理的长效机制，化解和处置当前风险。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认为，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提
升，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背景下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特殊
意义。

十九大报告从“一带一路”建设、
对外贸易、区域开放布局、自由贸易试
验区改革等方面对推动开放新格局作出
了一系列部署。顾学明表示，从十九大
报告看，开放新格局包含了新模式、新
平台、新业态、新领域、新优势等深刻

内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也需要
在这些方面发力。

在新模式方面，要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统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与经
济发展新形势相适应的开放和合作模
式；在新平台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将获
得更大改革自主权，将探索建设自由贸
易港等，加快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新
业态方面，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发展跨境
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在新领域方
面，扩大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在新优势
方面，主要是提升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十九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

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
强国建设。这不仅明确了我国外贸发展
的目标，也指明了具体实现路径。”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副研究员杨长
湧说。

杨长湧表示，总体上看，我国外贸
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动力转换和结构
调整不断加快，为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

重要贡献。但也要看到，我国与贸易强
国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对此，我们要
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动力，优化外
贸布局，加快外贸新优势培育，推动外
贸多元平衡可持续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牢
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开放发
展的层次和水平，加快推进我国从贸易
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杨长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