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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好奇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走向的人来

说，十八大释放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强

烈信号不容忽视。

十八大召开之时，体量居世界第二的中

国经济已连续 7 个季度增速放缓。但中国

执政党在此次大会上显示出对经济减速更

大的容忍度，以及对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

的清醒认识和力克经济体制改革难关的坚

定决心。

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列为对未来经济建设五项具体要求中的

第一项进行阐述，并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与十七大报告相比，有关经济体制改革

的内容在十八大报告中上升到更为显著的

位置。十七大报告中，“深化财税、金融等体

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是中央就促进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的八项具体要求中

的第七项。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

路易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刻意在十八大后推

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原因之一是他们对

经济较慢增长的态度比以前更宽容。“新一

届领导层有可能会在经济再平衡、结构调整

和全面城镇化等领域设计更有雄心、更为综

合的改革路径。”他说。

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全面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对中国来说尤为紧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

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培林说，国际经济环境

已发生重要变化，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进行

了结构性改革，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与

此同时，全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全球经济

格局调整、全球化等挑战，所有这些因素都

要求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国内看，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已从 2002 年的 1135 美元升至

2011 年的 5432 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

世界银行所说的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有效解

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找到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就会陷入长期

停滞。

高路易说，对处在和中国一样发展阶段

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值得警惕，唯

有深化改革才能避免。

作为转型期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过去 30 多年来一直高扛改革大旗。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

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朝

市场化方向迈出大步。四大国有银行改制

上市、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汇率制度改革

都取得明显成效，利率市场化也于今年“破

冰”。与此同时，政府在扩大免费教育覆盖

面、加强城乡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领

域的进展引人注目。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

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高路易说，更清晰地划分政府和市场

的角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尤为重要的

部分，也是最应尽早推进的改革之一，因为

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越长，改革的难度就

越大。

在 他 看 来，中 国 要 避 免“ 中 等 收 入 陷

阱”，一大关键是要提高生产率，推进创新和

产业升级，另一大关键是要防止既得利益集

团对政府和政策施加不正当影响。

上述两者都要求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对减少

利益结构对深化改革的潜在阻力而言意义

尤为重要。

刘培林认为，在推动创新的问题上，政

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如由市场支配

下的大量分散主体配置资源来得好，“创新

是对未知世界的试错，参与试错的主体越

多，试错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十八大代表、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认

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发

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是要修正市场

机制的不足，而不是过多干预。

“现在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

作用。在雅安，几乎所有的资源，比如土地、

矿产、水电都已经实现了拍卖和招标，能由

市场决定的都由市场决定。”他说。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

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

“十八大报告再次突出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中国利用

自己的制度优势和政府调控解决了一些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

应注意过度调控可能留下一些隐患。”

刘培林说，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

中国独有的问题，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就与

发达国家未能很好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过于

放松金融管制有很大关联。但中国发展阶

段较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处理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侧重点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简

单的政府职能削弱、强化市场功能，而是两

者职能的重新界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

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

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

位。”他说。

■ 王秀琼 刘 劼 周而捷

历史长河中，时间的刻度因其记载的重大事件而具有特殊意义。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世界的目光，不约而同聚焦北京。

十八大，是中国的“大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件”。

十八大，为当代中国的辉煌史册镌刻下全新的标记。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

这是改革攻坚、继往开来的新起点，这是进一步走向世界、共谋发展的新起点。

一条新的时代之路已经铺就。

一部新的历史篇章开始谱写。

前进，向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 14 日胜利闭幕。大会召开期

间，海外媒体持续关注十八大。有文章

称 ，“ 十 八 大 报 告 中 提 及‘ 人 民 ’145

次”。这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贯穿十八大报告的始终。

香港《大公报》文章《十八大勾勒公

平正义愿景》称，从十八大报告这份执政

新蓝图中，外界已经清晰地看到中国共

产党推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线图。

可以期待，未来 5 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执

政党将大力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充分保障人民权

利。这正是中国民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

的美好愿景。

美国《侨报》文章称，当前，中国经济

发展陷入瓶颈期，如何在短期增长与长

期调整之间寻求平衡点，如何在分配问

题、民生问题上有突破，决策高层也在不

断探路。

法国《欧洲时报》文章《居民收入翻

番，中国经济改革更具象》称，近年来，中

国高层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要进行收

入分配改革，但是，把 10 年收入翻番明确

列入小康社会建设目标，这是第一次。

时间、收入都被具体量化了，使民众对于

经济的改革认知更加具象、更加清晰。

中共高层这一强调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

制定，表明中央在实现“国富”之后，正致

力于开启“民富”时代，这对于中国实现

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钟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