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想 完 成 去 产 能 、去 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
大任务，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
牵引作用的改革措施。

记者总结梳理，会议提出
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
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保改
革四个领域。

——在国企改革中，会议
提出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
业改革。

——在财税改革中，会议
提出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
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
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

——在金融改革中，会议
提出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

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
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
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同时要
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

—— 在 社 保 改 革 中 ，会
议提出要完善个人账户，坚
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
同时还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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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结构性改
革的任务将十分繁重。对此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战略”和

“战术”做出安排，战略上要坚持
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抓好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在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
方面，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
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方
面，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
经济企业成本行动，要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社会保险费、

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以及
物流成本。

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
会议提出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
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
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
场。同时还提出把公租房扩大
到非户籍人口、鼓励房地产开
发企业降价等方法。

在扩大有效供给方面，会议
从扶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
造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
业生产等角度提出了新路径。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会
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

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加强全方位监管等任务。

针对上述五大战术任务，
李佐军表示，这些任务有着内
在的相互关联：今年通过政府
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收到了明显成效；而明年
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淘汰落后产能和促进创
业创新结合起来。“原来僵尸企
业占用的各种资源，包括信贷、
土地等，都可以在政府引导下
流向新兴产业，实现除旧立
新。”李佐军说。

战术上抓住五大关键点

在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关键
决战时期的背景下，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对保障改善民生突出
了经济帮扶和政策托底。

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对
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
扶。而社会政策要托底，则

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
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
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
公共服务。

针对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
会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
度，提高扶贫质量。

有专家表示，保障民生离
不开增加就业。而结构性调整
和深化改革则是从根本上做了
政策托底。

注重精准帮扶与政策托底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
6.9%。11 月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今后五年，中国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2016 年
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
上。对于数字背后的增长动力，会议
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
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
经 济 发 展 新 常 态 的
必然要求。

具体来看，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
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
策支柱。一是宏观政策
要稳，为结构性改革营造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
是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
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三是微
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
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
力；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加大
力度推动改革落地；五是社会
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仍
处在一个探底的过程中。中央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力，从中长期看这与稳增
长是一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
立，意味着将更加注重老百姓身边新消
费模式的供给。”广发基金研究员、副总
经理朱平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老
百姓息息相关，新消费和服务业将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未来占中国
GDP的比重将逐渐上升。

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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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
新的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形势？

会议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整体形势
研判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综合分析世界
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
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会议认为，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
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
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
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指
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研
判，明确了我国在整体经济增速和就业
有韧性的同时，也必须忍受结构调整的
阵痛，一部分产能过剩企业要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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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经济将有哪些新动向？
民生有哪些新看点？改革有哪些重头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看点解读
12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明年经济形势、稳增长重点、结构性改革战
术任务、重要改革领域、惠民生要点和开放战
略做出了明确部署。会议强调，稳定经济增
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常态下基本面向好
但也面临困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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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落实，亚投行、丝

路 基 金 等 机 构
开 始 逐 步 发
挥影响力，
中 国 对 外
开放政策

也引人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
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
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

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
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等工作。要抓好

“一带一路”建设落实，
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
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
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
落地。

推进双向对外开放，

意味着外国对华投资和
我国对外投资两个领域
都需要有所作为。国家
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张燕生认为，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中国已逐
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这对明年双向对外开放
提出更高要求。

“未来要加大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通过对外投
资带动商品输出，同时发
展自主创新、自主品牌、
自主营销的贸易，来实现
稳定外贸的目标。”张燕
生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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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