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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条鲜明主线
让转变发展方式贯穿始终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看，无论是总体把握，还是具体部署的六项工作，都体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鲜明特点。
今年以来，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能源品种出现紧缺问题。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调整，资源环境的压力正在转化为巨大的创新动力，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等领域革新蓄势待发。转变发展方式，也决定着中国能否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说：“最核心的是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才能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新一年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种全面深度的调整。从三次产业看，需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做强工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业

发展质量。从“三驾马车”看，需要扩大消费、优化投资结构、增创外贸新优势。从城乡区域看，需要推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形成城镇化发展新格局。这些调整，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关系到转变发展方式的成败。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视为经济新增长点。“这有利于我国发展自主创新，向价值链高端转移，但要注意防范泡沫。这也是
转变发展方式的要点。”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指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
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
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
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
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
永康出席会议。

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深刻总结今年及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全面分
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
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主要
任务。温家宝在讲话中全
面总结今年经济工作，阐述
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对
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
署。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
工作的主要任务。

从会议透出的信息看，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调结构、稳物价、保民生、促
改革，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
将呈现出转型的新取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谋篇“十二五”开局
明年转型新取向：调结构、稳物价、保民生、促改革

为人民群众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

一种强大动力
以改革开放加快经济转型

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机制的弊端造成的。发展方式转而不不
快，关键在于改革有待进一步到位。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张晓晶表示，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深化激励和评价体系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和
财税体制改革。例如增强消费拉动力，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提升消费能力，改善
居民消费条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
趋势。要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领域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新的一年，推动收入分配、财税、
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关键领域改革，可以建立起约束和激励机制，让地方、企业
更加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使经济转型的成果更加巩固，发展的局面更有活力。

据新华社电

一套民生规划
为人民群众扎扎实实

办几件实事
当前，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低收

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改善民生有着
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十二
五”开局之年，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
实实办几件实事。安排的重点包括
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就业和社会
保障等方面。

在住房政策方面，会议提出，明
年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保障性住
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有关部门已宣布明年宣布明年
计划安排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 1000万套，力度之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

收入问题是制约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扩大的要害。中央经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
差距扩大趋势。”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可以采取提高最低
工资标准、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补助力度等措施。

另外，扩大涉农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范围，扩大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试点，加快公立医院试点改革，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
改造等，都体现了保障民生，尤其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取向。

一项紧迫任务
把稳定物价摆在更为突出位置

最近几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上升，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
通胀压力较大。影响物价的因素，明年仍将继续存在。稳定物价，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紧迫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
为，如果流动性偏高，同时大量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
经济，将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不但损害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增长，还可能严重影响居民福利，稳定物价具有
稳定经济全局和保障民生的双重意义。

未来物价的走势不容乐观，但“不会出现恶性通
胀”，这是张晓晶的判断。

他表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产品价格会呈上
涨态势，资源、土地、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
革是大势所趋，也会推动物价上涨。

刘元春认为，实现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货币政
策的调整必须得力。从中
长期看，加强农业等薄弱
环节投入，通过改革收入
分配机制和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缓解物价上涨对居
民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
压力，也是必须着手进行
的一项工作。

物价问题，涉及民生，
影响稳定，关系全局，须臾
不可放松。稳定物价，我们
有条件也有能力，关键在于
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

一个基本取向
用积极稳健政策化解复杂局面

与过去两年相比，明年一方面要维持一定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应对不断加大的物价压力，同时
要下大力气搞好结构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正由以往相对单一变为逐渐多元。这也决定了宏观调控
政策需要更有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由两年来的‘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引人注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
长巴曙松认为，在当前流动性过剩，通胀预期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意在让经济运行
的的货币环境回归常态，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当天，央行宣布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
是今年以来第六次也是一个月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凸显了当前货
币政策的“稳健”特征。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认为，“货币政策的基调变了，但财政政
策基调不变，也是基于当前复杂形势的科学判断。”财政政策可以发挥在稳
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

明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