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当今世界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但是——

中国经济基本特点没有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熊 丽

今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在关于以产
业结构稳步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
案中建议，要发挥我国产业结构完整的优
势，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全国政协委
员、民进山西省委会副主委焦斌龙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
大，产业配套能力极强。应继续发挥国内
产业体系完整优势，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
快速转化，促进中国制造加速创新，实现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焦斌龙委员建议，要建立良好创新生
态系统，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应持
续加大基础研究研发支出，突破关键技术
瓶颈，进一步加大政府教育支出，着力加

强科技、工程等专业领域人才的培养，完
善制造业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可持续
发展动力。要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
升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优化生产性服务业
结构，推进我国服务业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

焦斌龙委员说，过去30年，中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来越深。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
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要推动工业化
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要使我国的工业体系
更加完善，补上相应的短板。另一方面要
推动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发
展，抢占产业制高点。

全国政协委员焦斌龙：

继续发挥产业体系完整优势
本报记者 姜天骄

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
的重要讲话，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
要指引。他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
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
示，中国经济目前确实受到了疫情影响，但越是
这个时候越需要看长远和大局，中国经济基本面
并没有变。

“综合来看，今年全年如果中国经济能有一个
正的增长，或者在此基础上，争取一个3%左右的
增长速度，都非常不容易。”刘世锦委员说。

刘世锦委员认为，评估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
方法，可以从相对增长率来看。所谓“相对增长
率”，就是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
速度比较，看二者差值。2019年全球经济平均
增速是 2.9%，中国的增速是 6.1%，差值是
3.2个百分点。今年假定中国能增长3%，而世
界平均增长速度预测是-2.5%至-3%。所以，
今年中国经济相对增长率可能就会拉大到5.5个
至6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经济确实受疫情影响，一些人也
有一些悲观情绪。应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
没有伤筋动骨。”刘世锦委员表示，中国仍然处在
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
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没有变；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形成世界上最大内需市场，没有变；立足科技
进步，推动创新发展和历史发展，没有变；建设高
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深化改革，激发经济增长的活
力和竞争力，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
球化在曲折中前进，没有变。

“我们希望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之
下，争取能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经济能够重新回
到正常的轨道。”刘世锦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

中国经济

并未伤筋动骨
本报记者 熊 丽

全国人大代表周云杰：

制造业保持优势有充足底气
本报记者 祝惠春

经过抗疫大考，我国经济正在快速复
苏。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
表示，中国制造业保持优势有充足的底
气。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以及高素质的员工队
伍，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方面，走在世
界前列，“我们形成了资金链、产业链、价值
链、人才链的四链合一，完备的工业体系，
潜力巨大的生产能力和配套能力，都让中
国经济充满活力、潜力和韧性”。

周云杰代表认为，疫情是对中国产业
链和供应链的一次重大考验，众多企业快
速复工体现了国内产业链强大的生命力。
当前，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一个重要话
题。面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重构，乃

至市场结构的重构，需要统筹考虑全球产
业链体系。应进一步提升本土化配套率，
增强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的攻关研发能
力。

从全球来看，像海尔这样的国际化企
业，一般都有稳定的全球统一供应链体
系。但是，受疫情影响，如何让自己的产业
链更有效率，才是关键。周云杰代表认为，
让产业链变短，是每一个企业要面临的挑
战，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案是利用工
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可以赋能中小企
业，形成产业集群，构建抗风险能力更强的
产业链。”周云杰代表说，下一步，要研究如
何升级自己的产业链，让产业链更深更厚，
更饱满。

上图 5月24日，人大江苏代表团举行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联组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图为全国人大代表杨恒
俊在发言。 肖 勇摄（中经视觉）

下图 5月24日下午，人大广东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联组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
人大代表肖胜方（右一）在参加学习讨论。 本报记者 李 苑摄

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我国经济潜力
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
特点没有变。

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
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风
险挑战也前所未有。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
为当前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引
领，也为打好化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提振信
心、指明路径、提供方法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冯俏彬分析说，从外部环境看，受全球疫情
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贸易投资萎
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外部环境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加。从内部环境看，一系列结构
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社会
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突如其来的疫情又让经济
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
光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基本特点
的判断科学、客观、准确。”全国政协委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张占斌说，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
空间大，这是大国优势的突出表现。在人口规
模上，我国有14亿人口、约9亿劳动力、有
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在空间结构上，我国幅员
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区域互补性强，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
式，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梯度效应；在资本
积累上，我国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5%左右的高
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雄厚资本支撑。所有这
些，都是我们的发展优势。

“这次抗击疫情，更是充分展示了我国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也充分表明
了我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不是一个小池塘，
能够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张占斌委
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说，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这是我国
的独特优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扩
大。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多项工业产品产量
位于世界第一。金融市场规模庞大，股市、债
市、私募股权投资规模都位居全球第二。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41万亿元，已成为世界上数一
数二的消费市场。

“正是因为有庞大的市场，新技术涌现的
概率就更高。正因为有超大规模市场，就能为
新科技产业化落地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具有
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加充分的试错机
会。”肖钢委员说。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
部副教授汪彬指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
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扩大，抵御外
部风险的能力明显提升。今年一季度，尽管
中国经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出现负增
长，但得益于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
旋空间大，经济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
有改变。

在冯俏彬看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
期、城镇化中期，信息化处于相对领先位置，
中国经济有着强大的发展纵深，未来有着广阔
的发展空间。这些优势，恰恰是我们对未来中
国经济的信心所在。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政策工具箱储备充
足。“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主
要依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大部分时
候以货币政策为主。”冯俏彬说，与西方国家
相比，我国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
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政策维度更多；我
国宏观政策空间更大，每一项政策工具都有较
强的纵深度。此外，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比西
方国家更多，特别是在面对风险挑战和突发性
事件重大冲击下，政府政策工具丰富，调控更
从容。

汪彬表示，仅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
言，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箱就十分丰富。比
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端
同时发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仍有很大空间，
赤字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财政

工具可以精准施策，比如，对防疫物资生产主
体进行贴息支持，对一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
业企业进行税收减免等。在货币政策方面，可
以降准降息，保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沛。

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看，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
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
同富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所有制形态，更有利于不同市场主体取长
补短、相互协作，发挥好各自优势。”冯俏彬
举例说，在疫情冲击下，国有经济成了稳定中
国经济之“锚”，这正是我国独特政治和制度
优势的充分体现。当前，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体
量大，且分布位置较重要，公有制经济的基本
盘稳住了，其他经济主体也就能平缓地渡过冲
击，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也就会有坚实的
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黄茂兴表示，经济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国际疫情仍在持续蔓延，
国内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更需要依靠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优
势，这将为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提供物质基础和
保障。

“当前，我们仍然要更大限度地激发各类
市场主体的活力，千方百计推动各类市场主体
恢复信心，努力为广大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
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黄茂兴代表说。

形势清则底气足、信心强、方向明。代表
委员和专家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经济
形势的科学判断，极大地增强了应对当前风险
挑战、化危为机的底气。我们有能力，也更有
信心，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确
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确保完成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
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