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3页 

辽宁日报/2018年/5月/22日/第 005版 

理论 

 

以新理念新思维引领工业化迈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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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

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对于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思维，进

一步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根本模式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以追求高速增长作为工业化的主要目标，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存和潜伏下了

许多矛盾与问题。对此，实际上在党的十七大前就已认识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

题，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由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普遍

存在，而且矛盾常常凸显，有些甚至积重难返，发生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短板和“恶行”，

不仅将严重阻碍工业化进一步的发展进程，而且可能使工业化走向歧途。因此，必须在十七大提

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更需要冷静和客观地认识的是，

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属发展中国家，还面临

许多困难，要实现工业化目标，任务还非常艰巨，不仅要解决许多国内问题，而且要准备面临更

多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性挑战。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等

手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必须要有更严的标准、更高的水平，

因而需要更多的智慧，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

动力状态。这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实现，特别是要创造性地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创新思维，只有以创新引领改革与发展，才能从技

术、体制和政策环境上为深度工业化进程注入新动能，创造良好条件。以创新思维引领各地区的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要认识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无论是区位资源、技术条件，还是文

化特征，都各有其不同特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并没有统一的“模板”，各地区可以有适合自身特

点的不同战略选择，形成自己独特的高质量发展表现。 

    与创新思维同样重要的是全面协调的新思维。历经 40 年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做大经济

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工业化进程的主导

方向。从理论上说，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以 GDP（或人均 GDP）等核算指标

作为主要目标，但发展的质量目标则是多元化的，不是任何单一指标或少数几个指标就能刻画发

展质量水平的。高质量发展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能够实

现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协调好各方面关系，走

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

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这就决定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推进各领

域和各地区的改革与发展。要深刻理解，发展质量水平，往往体现“木桶”原理，即整体质量取

决于构成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因此，“补短板”往往是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这就是高质量

发展阶段，全面协调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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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质量发展新思维引领的工业化新征程，在现实过程中将突出地表现为：转向更具高度清

洁化特征的道路和模式，不仅要实现和坚持绿色生产、绿色经济，而且要体现为经济社会各领域

的全面清洁化。当前，在清洁度上的严重缺失，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短板。清洁是文明程度的标

志，正如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高水平的清洁卫生状况一样。高质量发展，必将在经济、政治和社

会各领域中表现为更高的清洁化程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商事清洁、公务清洁、社会风气清

洁⋯⋯如果说以往 40 年工业化进程的巨变主要体现在“高歌猛进”的规模扩张上，从而使越来

越多中国人从低收入生活状态改变为中高收入生活状态，那么，未来的工业化新征程所带来的新

巨变，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人民将生活在各领域都具有更高清洁度的状态中。纵观全世界

可见，没有哪个充满“污泥浊水”和“肮脏恶行”的国家可以称得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清洁化

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和具有标志性的特征，也是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一角度

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环境、政法、党纪等诸多领域所进行的“反腐风暴”

行动正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政治和法纪领域的突出体现。 

    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大世界性影响的事件。中国巨变导致全球化格局发生

极大变化，因此，中国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深度工业化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过

去相比也将大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工业的

发展还将促使国际环境发生更深刻变化，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敏感性反应⋯⋯这些

都预示着中国工业化国际环境的变化。 

    不过，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使得国际经济变得更加开放了。因此，新时代中

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将会在新的更加开放的国际形势中进行。同时，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

态势也更加复杂，国际竞争方式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从根本上说，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

制度和治理竞争，并且将触及根本理念和不同思维方式间的较量。在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一

方面，世界各国竞争是关于各国如何“善治”的竞争，即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家治理和发展得

更好，经济更加繁荣，人民更加满意，社会更加安全。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得更好的国家，将

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相互影响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相互“比拼”和牵制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变动，往往会对其他国家形成

压力或影响，甚至导致相关国家不得不进行制度和政策的相应调整。如果我们把上述前一方面的

国际竞争称之为非接触性竞争，那么后一方面的国际竞争则可以称之为接触性竞争。国家间的这

两类竞争将表现得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错综复杂。当然，在国际竞争中，各国之间也可以就制度

和政策的调整进行协调，因为各国间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

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安排是在高度开放的国际条件下进行的，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并以推动经济

全球化为诉求的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新思维必须体现在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行动取向上。 

    面对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各国政策可能会有各种变化或摇摆，也有可能发生逆全球化甚

至反全球化的现象，但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态势是不可阻挡的。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科学

技术的力量，都强烈地推动着各国的更加开放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如果拒绝全球化，

就意味着拒绝进步。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竞争的推动力，因而是人类发展的

必由之路。当下，世界各国都在奋力发展，即使发达国家也不敢怠慢。历史表明，在任何国家的

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处于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阶段，都可能会有某种“陷阱”，

世界各国不乏落入各种“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先例。因此，今天的中国尽管国运昌盛，社会安全

网稳固，有力量抵御较大风险，但也决不可没有危机感。过去的 40 年道路崎岖，未来的道路也

绝不会平坦，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更强者过招，接受风浪洗礼，在艰辛中前行，仍然将是中国

工业化的未来之路。 

    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型经济体，中国在短短 40 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

数亿人在此过程中摆脱贫困，整个国家即将实现全面小康。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中国工

业化的包容性和利益共享性表现，在世界工业化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尽管我们对其还不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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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收入差别过大现象仍然是高质量发展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总之，中国工业化不仅彻底

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国运，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和全球人类发展态势。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奋进包容，是中国 40年加速工业化的历史留给新时代的最珍贵精神遗产。

在继承 40年改革开放精神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全面协调，清洁高质，开放包容，善治为民，

高质量发展，新理念新思维将引领中国工业化迈上新征程，迎接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