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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披荆斩棘，一路破浪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新的发展奇迹
掀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项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改
革举措，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源泉。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健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改革任务基
本完成，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随着一系
列重大改革举措的纷纷出台、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完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改革
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向未来，我们将一往无前！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体排名第
31位，比2018年上升15位，比2017年上升47位。为此，该报告称，由于大力
推进改革议程，中国连续两年跻身前10位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
这是我国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
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成果，促进了
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使更多优质企业得到更好发展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到推动改革创新开放；从保障就
业改善民生，到保护绿色生态环境；从夯实实体经济，到理顺政商关系；从加
快脱贫攻坚，到协调区域发展；从加强党的领导，到转变干部作风……一个个
鲜明印迹，串连起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决策部署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问计中把准经济脉搏，在解题中认识发展规律，其中，既有对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新总结，又有对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
识，更有转向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部署，体现了不断深化认
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开辟了新时代经济
治理的新境界。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体
现。经济治理的理想目标，应当既能充分发掘经济潜能、释放经济活力，又能
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最大
化。能不能通过有效治理来趋近、实现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理想经济状态，是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考验。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也站上新的历史方位，面临
一个前所未见的历史关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从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互叠加，对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任务也更加紧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中，不断探索规律、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正确决策，一个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治理体系搭起“四梁八柱”，
对于引领我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经济治理大方向。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我们党把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作出更有效的
制度安排，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发展新机制、新秩序，让经济发展
更具包容性，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中得以坚持、完善，经济运行的提质增效进一步夯
实了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制度、体制、运行，三个层面的协调设计搭起了

“梁”“椽”“柱”，形成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总体框架。
——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确定经济治理新思路。“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

世而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把握经济规律，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趋势性
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高
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成为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牢固树立
五大发展理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一个全

面、系统、适应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经济治理思想

体系逐渐形成，
成为指导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
——以历史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经济治理方、法、度。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好治国理政中各种复杂
利益关系，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例如，
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有守”和

“有为”有机结合；处理好扩大需求与结构调整的关系，矫正供需结构错配
和要素配置扭曲；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共享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处理好科技创新
与促进就业的关系，牢牢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巨大机遇，同时千方百
计帮助广大劳动者更好适应创业就业条件变化；处理好信用扩张与经济风险

的关系，高度重视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优化
结构、强化监管，促进金融回归本源；处理好国内发展与

对外开放的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

赢中促进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在权衡利弊
中趋利避害，在确定方、法、度上

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
择，是新时代经济治
理 的 一 个 显 著
特征。

——以配套协同的综合施策推动经济治理见成效。经济制度、经济体制
和经济运行一体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国家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
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开放政策等协同配
套，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宏观调控政策
体系。不仅如此，中央还一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多做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的事情，在具体经济工作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中央已定的政策不走
样、不变形、落地生根。这几年来，宏观调控与简政放权协同推进，与财税
金融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关键领域的改革与各种调控工具灵活使用相互配
合，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政府服务不断优化，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创新创业热潮喷涌，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宏观调控为改革赢得
了空间和时间，改革又提升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和水平，二者统一于国家经济
治理，相互联系，相得益彰。

总体而言，坚持“宏观调控有度”，与建设“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推进
“依法行政”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结合起来，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
提升了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和效能。一方面，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运行始终保持在
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为深化改革创造了平稳秩序和宽松环境；另
一方面，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健全，法治思维、市场力量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治理
手段协同发力，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接替。

载入历史的辉煌成绩，莫不源于照亮时代的思想光芒。新时代的大门已
经推开，广阔的未来等待着新的书写。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仍在积累，
国内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仍未有效解决，可能出现的“黑天鹅”

“灰犀牛”“木桶”效应，都是未来道路上一个个等待征服的“娄山关”“腊
子口”，需要发展理念转变和能力本领提升，需要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
创新，也需要高度警惕和防范系统性、颠覆性风险。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和总

结近年来经济治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特点，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提出的新要求，持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不断夯实经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
础，推动中国经济过好发展方式关、经济结构关、增长

动力关，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开辟新时代经济治理的新境界
金里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