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4 2019年8月2日 星期五

《新中国发展面对面》连载②
2019年新春伊始，国家统计局晒出了上

一年经济成绩单：我国全年 GDP 同比增长
6.6%，位列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增速之首；经
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这一系
列亮丽的数据令全世界瞩目，集中彰显了中
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突出地位。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70年来，从“一贫如洗”到“中国奇迹”惊羡全
球，从“洋火洋钉”到“中国制造”风靡世界，我
国经济实现了巨大腾飞，取得了世所罕见的
发展成就，让世界为之惊叹，引发了世人的探
究热情。

一、人类经济史上的伟大创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是
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毛泽东同志
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
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
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
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面对新中国成立伊始极其落后的经济状
况，国内一些资本家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共
产党军事上 100 分，政治上 80 分，经济上 0
分”。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断言：中国历
朝历代都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
共产党也解决不了。

今天，新中国早已甩掉了积贫积弱的“穷
帽子”，不仅成功解决了近14亿人的温饱问
题，还一跃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几十年
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白手起家到
赶超世界，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
时代，用智慧和汗水抒写了人类经济史上的
精彩篇章。

“满目萧条，百废待兴。”这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当时国民经济濒
临崩溃，工业凋敝、农业萎缩、交通瘫痪、物价
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可以说，新中国经
济建设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
首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
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到1952年年底，
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77.5%。
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
长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新中国成
立前的最高年产量。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到
1957年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后10年间，我国经
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巨大成就。但后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内
乱，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出
现倒退的严重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中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党和国家事业在危难中奋起。我国对
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随后，
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开，经济体制改革提上
日程。当时“要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
改”“往哪改”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深化的过
程。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
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明确“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
作用”，市场化改革的轮廓逐渐清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
举。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世
界性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二者互不兼容。我们党立
足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建立
起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
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新的认识和升华。这些
年来，我们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政府调控更加科
学有效。两者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促进了我
国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推动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起来。

开放也是改革。顺应经济全球化快速
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对内改革的同时，打开
国门搞建设，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我
们先后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开辟
沿海经济开放区，全面开放沿边内陆地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幅壮美的开放画
卷在神州大地渐次铺开。正是由于我国“敞
开胸襟、拥抱世界”，才在更大范围内获得了

长足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和我国“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局，作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立足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
本特征，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这一光辉思想
指引下，我国经济正在逐步实现深层次变革
和全方位转型，不断增强活力和动力，从而
进一步助推东方巨龙蓄势腾飞，抵达富强中
国新天地。

二、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放眼古今中外，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这
样复杂的国情下、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
大的发展成就，仅中国一例。对于中国经济
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许多人从不同角度
进行分析，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实践出真知。要揭开中国经济发展的谜
底，就必须立足新中国70年的发展实践，准
确把握中国经济独特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
辑，深刻理解我们党驾驭和推动经济发展的
非凡智慧和高超方略。

比如，“两面开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相互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
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广泛流
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谋求发展，必须主动
融入全球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关起门来搞
建设是行不通的。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这
一历史潮流的深刻把握，我们坚持把对内改
革和对外开放一体推进，以改革促进开放、以
开放倒逼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最大程度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开拓
发展空间，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实力和竞
争力。

比如，“两手齐抓”：政府和市场相得益
彰。经济活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最
有效配置资源。对此发挥作用的主要有两种
力量：一种是市场的力量，又称“无形的手”；
另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又称“有形的手”。是
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一直是市场经
济运行中争论的焦点。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
作为核心问题，既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充
分施展，又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收放自如，
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前。

比如，“两头突破”：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
石头过河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
经济没有先例，更没有成功经验可循。对此，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
项新事业，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
索。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搞好
战略安排、发展规划、年度指标等顶层设计的
同时，十分强调先行先试、投石问路，看准了
再推开、成熟了再推向全国，保证了经济发展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比如，“两方用力”：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
主体作用有机结合。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发
展经济，常常是内外因素叠加、新旧矛盾交
织，其复杂性和挑战性可想而知。我们始终
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保证经济发展朝着
既定的目标前进。同时，我们发挥人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土而出”
还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无论是共享经济“遍
地开花”还是移动支付改变生活，无不来源于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是一座蕴藏着无穷
发展智慧的富矿，有待人们去探索、去挖
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深入，随着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越
来越深化，我们将会不断解开中国经济发
展之谜，让金子般的中国智慧更加璀璨
夺目。

三、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怎么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只有拿起历史的望远镜、时空
的放大镜，深刻洞悉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迷雾中登高望远、拨云见
日，看清历史的发展大势。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并且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形势
下具有新的内涵，总体上时和势在我们这一
边。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充满各
种变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对我
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冲击，国内结构性
矛盾仍比较突出。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产生了悲观情
绪，出现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果真如此
吗？“风物长宜放眼量。”如若我们提高站位、
拉长历史、放宽视野，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
看当下、从世界看中国，辩证理性地分析我
国当前经济形势，就一定会得到客观、准确
的结论。

从全局看，基本面还是稳中向好。古人
有训，看待问题切忌一叶障目、管中窥豹，否
则就会以点概面、以偏概全。虽然近年来我
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但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速、就业情况、物价指数、
工业利润等主要宏观指标处在合理区间。更
为重要的是，我国持续优化经济结构的效应
已初步显现出来，经济的“颜值”越来越高，

“气质”越来越好，“活力”越来越强。2018年
我国经济逆势上扬的优异成绩，就是中国经
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有力证明。

从长远看，总趋势依然强劲有力。经过
长期不懈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成为
一个“大块头”，即便遇到困难也难以阻挡我
们前进的步伐。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
的问题，有的是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带来的

“后遗症”，有的是主动调结构、转动能引发的
“阵痛”，有的是创新创造中遭遇的挫折，有的
是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都是前进
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拥有超大体量、雄厚
基础、足够韧劲、巨大潜力和广阔回旋空间的
中国经济，必定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历经风
雨的中国经济将愈加坚韧、后劲十足，以更加
稳健的步伐铿锵前行。

从对比看，竞争力仍旧优势明显。当前，
世界经济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虽然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兴未艾、多点突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
遇，加速推动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重塑和调
整。从全球范围看，我国仍然是推动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现在，我们拥有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近14亿人口
的消费市场，拥有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
居全球之冠的完整现代工业体系，在主要科
技领域、现代新兴产业等方面占有重要一席
之地。2018 年，在全球前十大互联网企业
中，我国有3家企业上榜；在以互联网企业为
主体的独角兽企业中，我国上榜企业数量占
全球的30%。

登高望远天地宽。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长期
因素的困扰，既有周期性变化的原因，也有结
构性矛盾的制约，是“成长中的烦恼”。对中
国经济发展前景，完全可以抱着乐观态度。
只要我们胸怀大局、着眼大事，从长期大势来
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就一定能够增强发展信
心、保持战略定力，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我国经济迎来

更加光明的未来。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从
上一年第 22 名跃升至第 17 名，首次跻身全
球创新指数20强行列。这个排名一经公布，
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国际经济观
察家敏锐注意到，创新指数的快速攀升是中
国加快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
一个重要反映，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向
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

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
的奇迹，经济体量已历史性地稳居世界第
二。但也要认识到，我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增
长中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产生了一系列问
题，伴生出很大的风险和挑战。以手机芯片
为例，全球超过 80%的手机是在中国生产
的，但只有少量芯片是国产的，大部分需要从
欧美国家进口，不仅每年要消耗 2000 多亿
美元外汇，还制约信息产业的发展，甚至给国
家信息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为了改变过去靠“铺摊子”的传统发展模
式，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
解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堪称神来之
笔。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新
阶段的“总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
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
本要求，是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

“体量优势”到“质量优势”华丽转身的治本
之策。

质量第一是基础。在经济运行的各个领
域各个环节，只有严格把好质量关，促进微观
产品服务质量和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双提
高”，才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方面，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
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使中国制造和服务成为
高质量的品牌；另一方面，推动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弥平发展鸿沟，使经济发展更趋平衡、
更可持续。

效益优先是关键。一场高水平足球赛，
不仅在于比赛的结果，还在于过程中每个队
员作用充分发挥、队员间默契配合。高质量
发展亦然，产品服务和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固
然紧要，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也至
关重要。过去主要依靠粗放型发展方式维持
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些低效率洼地。必须以
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破除阻碍资金、人才、资
源等自由流动的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向优质
高效领域流动，努力达到效益最大化，实现投
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
税收。

创新驱动是源泉。一般认为，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两个驱动力是要素投入和科技创
新，要素驱动空间有限，科技驱动潜力无穷。
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长久之计还是要靠科
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
大国，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只
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
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
安全。近年来，我国科技领域不断突破，许多
方面实现由“赶”到“超”。2018年，我国发明
专利申请量达 154.2 万件，发明专利授权
43.2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但我国科技发展
水平总体还不高，不少领域核心技术仍然受
制于人。面对世界变革的时与势、我国发展
的艰与险，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基础
研究强起来、创新体系建起来、体制机制活起
来，推出一大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我国长
远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俗话说，牵牛就要牵牛鼻子。推动高质
量发展，抓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
关键点，立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推
动我国经济跨越关口上新阶的必然选择。

五、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2018年年初以来，美国出于国内政治需
要和打压中国的战略图谋，单方面执意挑起
并不断升级经贸摩擦，频频挥舞关税大棒进
行经济恫吓，妄图通过极限施压逼迫我国屈
服，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势头。面对打上门来
的贸易战，中国人民保持最大的耐心和诚意，
坚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原
则立场，勠力同心、众志成城，沉着应对、敢于
斗争，坚决抵御美国霸凌主义行径对我国经
济的负面冲击，坚定捍卫中华民族的核心
利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中
国经济是一片汪洋大海，什么样的疾风骤雨
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没有经历过，
狂风巨浪不能掀翻大海，风浪过后大海依旧
在那儿，保持自己本来的节奏。在风雨中磨
砺、在逆境中蓄势的中国经济，必定能积聚洪
荒伟力，冲开绝壁夺隘而出，奔向更加辽阔宽
广的新天地。

当前，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向
外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
的外部环境变数增加；向内看，中国经济换挡
转型正处于胶着状态，提质增效的任务还很
重。在这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的紧要关头，必须紧紧咬定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这个目标不放松，集中精力办好自己
的事，持续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不断提高经济
实力和竞争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实体经济“稳基础”。实体经济直接创造
物质财富，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对于解决就
业、改善民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从近些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
看，一些国家在发展中急功近利、“脱实向
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给予我们深刻警
示。我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
经济走向未来。我们将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实
体经济，抓住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关键、最活跃
的要素，推动科技、资本和人力资源向实体经
济聚集，建设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为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协调发展“促平衡”。管理学中有个“木
桶原理”，讲的是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
板。我国经济总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城
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成为横亘在我们前
进道路上的一条沟壑。在缩小城乡差距上，
必须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让农村
和城市比翼齐飞、协调发展；在填平区域发展

“鸿沟”上，必须深入推进西部开发、东北振
兴、中部崛起、东部优化“四大板块”的区域总
体发展战略，重点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带动
形成各区域你追我赶、携手共进的新格局。

扩大开放“拓空间”。当今世界，经济全
球化趋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近年来，有的
国家逆潮流而动，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
反对者，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发起贸易战，
破坏全球产业链的顺畅运转和国际分工体
系，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中国作
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将坚定不移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着力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

体制改革“增动力”。向改革要动力，这
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之道，也是我国
经济迈上更高台阶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
大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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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
了未来一个时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方
向。下一步，必须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寻
求改革突破，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破除束缚微观主体活力的障碍，
从体制和机制上保障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
竞争力。

七十载惊涛拍岸，新时代急流勇进。经
过长期艰苦努力，中国经济以世所罕见的发
展奇迹令世界瞩目。奋进在新征程上，中国
经济的大海一定会更加壮美，中国一定会取
得更加辉煌的发展成就。

当 惊 世 界 殊
——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本报讯 8月1日，中铁二十二
局集团天津气象新苑住宅小区还迁
项目向建设单位交钥匙，标志着天
津市宝坻区最大的国家棚改基金支
持项目完工，8个村1660户近万名
村民将住上新楼房。

据该项目部经理孙永昌介绍，
天津市宝坻新城城中村和平房宿舍
区搬迁改造工作于 2015 年 4 月正
式启动，共涉及75个城中村，34片

平房宿舍。自2017年以来，宝坻区
9大片区还迁保障房工程建设齐头
并进，高峰时开工面积达到600多
万平方米。其中，中铁二十二局集
团参与投资并担负施工的气象新苑
住宅还迁项目是目前宝坻区开工建
设的小区中最大的地块，占地面积
15 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9 万
多平方米，单体建筑 51 栋楼，小区
总户数2156户。

为把民生工程打造成连心工
程、放心工程、示范工程，项目部
全力打造精品工程，从原材进场、
施工工艺、工序检查、质量验收、
成品保护等方面，严抓狠管，绝不
放过任何质量问题；同时，引入优
质品牌理念，以人性化设计为原
则，既提升住宅的舒适感，又注重
园林景观的美观大方，还完善小
区的各项配套设施。在加强工程
监理外，项目部还探索出村民监
理新机制，让业主参与工程监督，
让群众放心。

（孔祥文 李建军）

中国手工刺绣传承创新大会在内蒙古举行

天津市宝坻区最大民生保障房工程完工

8月1日，在北京开往东
营南的 K1785 次列车上，青
岛客运段烟京车队列车员訾
勇（右）在为旅客维修箱包。
据介绍，烟京车队有55名退
役军人，他们都是各个班组
的业务骨干，訾勇就是其
中之一。当天正值八一建军
节，他们用饱满的热情、周到
的服务在岗位上庆祝节日。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本报呼和浩特8月1日电 记
者陈力报道：中国手工刺绣传承创
新大会8月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开幕。来自苏绣、
蜀绣、粤绣、湘绣“四大名绣”和各类
民族刺绣的传承人、业内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展示刺绣文化，共同探讨

中国手工刺绣更好传承创新发展。
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共

兴安盟委员会、兴安盟行政公署、北
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的此次大会，
以“奋斗逐梦·绣美山河”为主题，将
举行中国手工刺绣成果展、手工刺
绣现场教学展、手工刺绣主题服装

设计展等展览，还将举办“承荣·思
新”高峰论坛和刺绣服装服饰秀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推动以科右中
旗为中心的内蒙古东部地区逐步成
为重要的中国手工刺绣培训生产
基地。

中国刺绣历史悠久。除“四大
名绣”外，还有京绣、鲁绣等地方名
绣以及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刺绣。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各种绣艺达30余项。

本报北京8月1日讯 记者周剑
从中国肉类协会获悉：第四届中国国
际肉类产业周将于9月23日至28日
在成都举办。届时，来自世界肉类组

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及
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企
业代表将就全球肉类贸易政策、食品
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据悉，本届产业周将通过会议论
坛、展览展示、贸易对接、竞技赛事、
科技推广、荣誉表彰等 6 大主题活
动，搭建全球肉类行业最新产品和科
技成果的展示交易平台。此外，作为
产业周的一大亮点，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肉类工业展览会将于9月26日至
28日在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9月在成都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