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第4期 紫光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突出

特征，在于坚持贯彻历史逻辑与

思想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的有机统一。把握这种内在逻辑

联系，对于全面深刻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时代是出卷人”，而“问题就

是时代的口号”。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时代

所提出的问题出发，面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后面

临的新矛盾、新挑战、新机遇，面

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新要

求，对“发展”这一永恒主题的历

史内涵作出了新的阐释。一方面，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另一方面，面临“中等收入陷

阱”的一系列挑战，如何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并以此为基础进一

步实现现代化？这是新时代我

国实践“发展”主题必须处理的

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必须阐释的根本问题。

我们应当成为时代命题的“答卷

人”。

那么，应当以怎样的指导思

想来回应这一时代的命题？必

须树立“新发展理念”，这是战略

性、纲领性的，是发展思路、发展

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贯

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统一
——努力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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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理

念”是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思想内

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发

展理念的实践逻辑展现。

二

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方略贯彻

“新发展理念”？必须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

怎样的内涵？概括而言，主要包

括：坚持“一个主线”，推动“两个

方面”，构建“七大体系”。一个主

线，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以此为基础带动其他各

方面战略实施，使创新型国家建

设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发展

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切实建立

在效率提升基础之上。推动“两个

方面”，即一方面推动发展，特别

是提升实体经济的生产率、企业

竞争力、产业组织效率和结构优

化升级，形成包括实体经济、科技

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在内

的协同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另

一方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企

业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在

深化完善市场化机制的基础上推

动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及监管

等宏观机制改革，形成市场机制

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

有度的经济体制。构建“七大体

系”，即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

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同联动的

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

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

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系，

以上几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

体建设、一体推进。坚持“一个主

线”，推动“两个方面”，构建“七

大体系”，这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即

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发展和

改革两个方面工作，构建国民经

济“七大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

体系。

三

怎样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建设？

一方面，在总体上必须明确

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原

因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要

求，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化解我国

现阶段经济失衡和突出问题根本

症结的要求，经济失衡的主要动

因集中于结构性失衡；是新发展

理念要求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的根本需要。供给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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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和出发点是生

产者的效率，而不是需求端入手的

消费者，包括劳动者的劳动生产

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企

业的创新力，企业与企业集合的相

应产业的竞争力，产业与产业联结

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与产业

相互聚集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和宏

观效应体现是结构优化，而不是需

求端入手的总量效应，结构变化是

效率变革的结果。既然出发点、着

力点在于生产的效率，其宏观效应

结果如何？当然是视其带来的经

济结构质态变化。

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需要创造相应的宏观经济环

境。必须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

这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做

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的重

点是稳住经济运行，“进”的重点

是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那么，如

何实现“稳中求进”？重要的在于

处理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

系。通过有效的总需求管理，使宏

观经济运行平稳。这就要求采取

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

政与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速度

既防止严重的通胀又适应就业目

标要求，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

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间实现协

调。需要注意的是，宏观总量稳定

并不能根本克服深层结构性失衡

动因，必须在稳定运行的同时求

“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否

则不仅短期宏观稳定难以持续，

而且国民经济难以实现真正的

“发展”。这就必须协调需求管理

与供给管理，这种协调，本质上是

短期与长期、总量与结构、发展与

改革间的统一。

四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怎

样的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总结发展历史经

验教训，之所以有些国家深陷“中

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在新阶段

上缺乏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发展

方式未能及时转变。而之所以未

能转变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

制度创新滞后。一是经济制度创

新滞后，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在

资源配置上市场失灵，同时政府

失效，甚至政府替代市场功能，集

权越权，形成“寻租”空间，而需要

政府发挥作用的市场失灵领域又

严重缺位；二是法治体系建设滞

后，对市场经济的法权原则和契

约方式缺乏法制维护，对市场竞

争主体的“私权”缺乏保护，对政

府的“公权”缺乏规范。在“寻租”

空间巨大的经济制度下，法治体

系滞后便使“寻租”的可能成为普

遍现实，从而使资源配置脱离市

场竞争效率原则，遵从“寻租”强

度，既无公平（权钱交易），又无

效率（脱离竞争效率原则）；三是

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落后，在政

治上缺乏凝聚社会力量的领导核

心，进而难以克服现代化进程中

市场化、法治化所遇到的种种特

权和既得利益团体的阻力，使市

场化和法治化受阻，进而阻断现

代化进程，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

陷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恰

是针对这种“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提出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是克服“中等收入陷

阱”的中国方案和智慧的集中体

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

有效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制度保障。

五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

何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路。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

裕方向稳步迈进，作为经济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共享”，

更充分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

民为中心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也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探索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的历史实践逻辑的内在规律，进

而不仅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而

且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