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四个字，既连接
过去，也通向未来；既指引方向，也
决定命运。

40年前一次毅然决然的启程远
航，不仅让中国赶上了时代，还成为
引领时代潮流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
成为深刻影响世界的伟大壮举。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循着党的十
九大擘画的宏伟目标，“把改革开放的旗
帜举得更高更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亿
万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将改革进行到
底，以奋斗铸就未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和
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以宽阔视野解时代之问

历史总是会提出一道道时代命题。
从1978年到2018年，通过改革开放这个“关

键一招”，中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
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然而，粗放的发展方式也
伴生着巨大的风险，积累了深层次的矛盾：经济结
构不合理，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剧；相关制度尚未成熟，
国家治理能力还需提升。

与此同时，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13 亿
多人渴望得到全面的发展。他们想要接受更优质的
教育、有更理想的工作、享受更完善的社会保障、
生活在更公正的司法环境中、处于更公平的市场环
境下，他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老问题交织、新旧
矛盾叠加的国内发展挑战，面对人民群众千差万别
的利益诉求，中国该如何走向未来？

放眼当今世界，与改革开放之初时相比，已然换
了一副模样：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潮流。但是，单
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
现；各国经济加快创新发展，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
未消散，增长持续乏力；文化多样性带来了和谐之
音，但地区冲突、恐怖主义依然甚嚣尘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化，中国该怎
么办？

解答新的时代之问，需要清醒的瞭望者给出方
向。“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
有中国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宣示了当
代中国的答案。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会坐
失良机。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的中
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继续前进。

以战略定力寻改革之匙

当“要不要改”的疑惑消失，“改什么”“怎么
改”的问题就成为新时代的考验。

首先，改什么？改革的内在哲学，表现为“变
与不变”。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无论内外部
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依然不能变的是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勇于自
我革新的精神气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
现现代化。

在此基础上，聚焦制度性的问题、社会矛盾比
较尖锐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精准
发力。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
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
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积极稳妥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
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
调发展；紧紧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想办法，
多出实招，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
在发展中共享改革红利；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再现天高云淡、鱼
翔浅底，建设美丽中国。

至于“怎么改”，说的是改革的方法
论，其内涵就蕴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
面”二字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阐释：“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
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
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
这就意味着，推进改革再深入，必须构建起科学系
统的改革目标体系，构建起更完备有效的制度体
系；也代表着，推进改革再深入，必须处理好解放
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
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
稳定的五大关系。

以勇毅坚韧破攻坚之难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改革始终要在“世界
级”体量的层面处理“世界级”的难题，本就不是
一件易事，在高起点上就更有难度。当下，全面深
化改革改到深处，向前走的每一步，都会涉及制度
的调整、利益的重组，都要跟得上人民群众的殷切
期待。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和深刻变
革，没有现成答案，没有轻松愉快，更不容后退
徘徊。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美
国诗人穆尔的这句话在多个场合被习近平总书记提
及和引用。改革开放再出发之时，面对日益增加的
挑战、日益加大的难度，如何实现“自己走向胜
利”？答案就是勇毅坚韧，时刻保持一股子气和劲。

只有勇毅坚韧，才能继续打开思想解放的闸
门，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思想走在行动之
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思想上率先破
冰，行动上才能突围。当下，推进改革的复杂程
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 40 年前。此时，
尤需大胆试、大胆闯，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成为担当有为的改革“促进派”。

只有勇毅坚韧，才能不断冲破利益固化的藩
篱，在抓铁有痕的落实中破解难题。触动利益，往
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改革开放已经走到紧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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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等人。倘若拖延迟滞改革，老问题尚未解
决，新问题再成阻碍，将来会累积更多矛盾和困
难。此时，尤需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
干，成为只争朝夕的改革“实干家”。

40 年来，社会主义中国高举改革开放大旗，
在求索与抗争、奋斗与崛起的交相辉映中坚韧前
行，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时序更替，今天的
中国要迈向新的高度，必须时刻保持一股子气和
劲，以全面深化改革直击积存的痼疾，以持续扩大
开放战胜封闭的逆流。向着既定的目标，沿着正确
的路径，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必将成就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成就每一个中华儿女更加美
好的生活。

改 革 开 放 未 有 穷 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图① 2月1日，动车组停靠在武汉动车段
的存车线上，准备进行检修和保温作业。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图② 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图③ 轮船靠泊在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
码头装货（11月12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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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单边主义和
逆全球化思潮亦不断出现。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共赢还

是零和？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
世界，给出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明确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加快建设开放型
经济强国，中国与世界经济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融合的
恢宏乐章不断奏响。

主动扩大开放，谋求与世界共赢。取消抗癌药等药
品进口关税，放宽汽车等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允许外资

控股合资券商，通过连续多次自主降税将关税总水平
降低到7.5%……中国主动开放的行动赢得了世

界的赞誉。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相继发出 《关于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促进外
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国对外开放欢
迎各方共同参与。

落实战略部署，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2013
年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的开放版图不断升级。截至2018年11月
份，自贸试验区试点已由上海逐步扩大至广东、天津、
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
海南等地，新一轮开放红利将密集释放。同时，今年以
来中国进一步放开外国人A股账户开立、证券期货行业
对外开放新政落地、大幅扩大沪深港通每日交易额度等
一系列举措，有序推进了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国股
票市场迎来更广泛国际机构投资者的持续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
案。5 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倡议变为共识，从愿景成为现实，进展和成果超
出预期，朋友圈越来越大，已成为目前规模最大、最受
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建设，既为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提供了

动力，也为疲弱的全球经济治
理增加了活力。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本报记者 牛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