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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天，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朋友圈”澎湃激荡。
4月15日，来自五大洲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

创始成员国。
新常态，新作为。
综观我国发展内外大环境，难和险依然交织，但时和

势总体有利。
光荣与梦想，因为决策者的担当显得更加厚重，也更

值得憧憬。
进入新常态，是一个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和建

立新平衡的过程。
共和国的决策者引领着经济健康持续前行，中国的

发展呈现全新格局——
从速度上看，尽管经济增速降了一个台阶，但速度依

然不低。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相当可观，集聚的
动能是过去两位数增长都达不到的。

从结构上看，国内消费贡献度上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不断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持续攀升。

巨笔如椽，中国经济新版图正徐徐展开——
如两条靓丽的纽带，“一带一路”战略串联起亚洲与

欧洲，连接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京津冀协同发展突破行政
区划，形成区域新的增长极；长江经济带横亘东中西，形
成沿海和内地良好互动。

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正是新常态下应
对全球新格局、破解发展新难题的必然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7年，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

低于预期，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加深，全球经济不确定
性增强。

独阴不成，独阳不生。
“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的‘万吨巨轮’。”清华大学教

授李稻葵说，一方面不可避免受制于国际规则，另一方面
也在世界经济秩序重塑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数十年跨越式积累发展的中国力量，正在展现全新
气度——

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
体……更多中国装备、中国制造、中国资金、中国技术扬
帆出海。

更重要的是，有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成功经验，有一
批历经风雨洗礼的企业家，有亿万勤劳智慧的劳动者，有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的强大活力——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不
竭的动力之源，信心所在。

明道若昧，笃行致远。
面对新常态，需要一颗平常之心，保持战略定力，专

心办好自己的事。
面对新常态，需要培植创新力量，让勇气和智慧的天

地更加宽广。
面对新常态，需要勇于担当的作为，看准目标干到底。
此时此刻，我们正处在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时期。咬

紧牙关挺过调整期，今后的步伐就会更加稳健；奋发有为
突破瓶颈期，未来的空间就会更加广阔。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步入新常态，前方并非一片坦途。
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尚未完成，经济持续承
压不可避免。”李伟说，我们必须确保经济不失速。

稳，更不仅仅是速度的考量。
杨伟民说：“今后，还要把稳就业、稳消费、稳预期，以

及确保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稳’的内涵
和底线，在此基础上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

新常态下，“转”是核心要义。
转型，是一场生死攸关的选择，需要对技术变革的敏

锐认识和准确判断，更需要决策者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按国家部署，河北计划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

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原煤、3000万重量箱平板
玻璃。

河北环保厅厅长陈国鹰列出一笔账：仅完成钢铁压
减任务，就将造成2580亿元资产损失，影响557亿元税
收，60万人员需重新安置。

但这事关长远发展，“宁可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
新常态下，“破”是必由之路。
行至今日的改革，需要冲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

方利益的羁绊。
“既得利益者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经

济学家华生说。
“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

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就都要自觉
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
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习近平
总书记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
会议上指出。

新常态下，“创”是活力之源。
科技创新已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

强大引领，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
先机。

“有一个竞争对手永远打不败，那就是发展趋势。”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说，新技术创新正在改变世界、改
变产业。

新常态下，“进”是目标任务。
此时，距离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 5 年时

间，前进的脚步一刻不能停歇。
进，更是一种主动作为的精神状态。
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既要正确看待新常态的

发展趋势，又要积极寻找提质升级的路径手段；既要避免
不切实际的大干快上，也要避免胆小怕事的“为官不为”，
更不能把新常态挂在嘴边作为不干事的“挡箭牌”。

新常态下，一切都可能改变。
“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

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李伟说。

新常态意味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形态向
更高级迈进——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加快转方式的关键期，一方面
一些传统产业投资乏力，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产业内部生
产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

以“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为特征，“经济天
平”的另一端初露端倪。

新常态意味着竞争优势在转换——
“老法子不管用了，新路子才是方向。伴随着新技术

纵深发展，不同产业都迎来更广阔的机会。”浪潮集团董
事长孙丕恕说。

据统计，互联网零售额在连续几年大幅增加的情况
下，第一季度继续增长4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比
工业平均增速高5个百分点。

随着国内低成本比较优势的转化，我国贸易环境也
悄然升级。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

一大目的地国。中国市场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但对外
资的“门槛”更高了。

新常态意味着要更好地顺应十几亿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走出一条更可持续、更合理的发展路径——

新生活、新消费……伴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生活方式正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只有适应人们消费领域的新特
点、新要求，才能形成新常态下消费与生产发展之间的良
性互动。

新常态意味着要全新审视发展空间，向纵深寻找经
济增长新动力——

中国地域广袤，发展参差不齐，但差距正是潜力。中
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排在世界80位
以后，按世行标准，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国广阔的农村和内陆腹地，也将使经济梯度发展、
渐次开花。

新常态孕育新机遇，新阶段凸显新机会。
经济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

基本面，中国发展的机遇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增长空
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2015 年“开局季”，中国经济增长 7%——这是 6 年
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速的低点，也是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
重冲击后的最低值。

说起新常态，人们的目光可能首先落在增长速度的
变化上。

的确，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
2014 年降至 7.4%，创 24 年最低；2015 年预期目标

设为7%左右，也是10年来的最低值。
增速放缓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

环境正在深刻变化。
历经几十年高速度、高强度发展，特别是随着制造业

和房地产业发展面临瓶颈，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4年仅
为15.7%，为10年来最低值，今年第一季度更降至13.5%。

同时，随着工业化步入中后期，劳动力、土地、市场等
资源禀赋条件发生重大变化，难以支撑经济继续高速奔
跑——

内在要素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
刻而长远。

“从目前情况看，凡是适应新常态、市场机制比较健
全、重视创新、重视质量效益的，发展态势就比较好，反
之，压力就比较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说。

速度，只是一个外在特征，远不能涵盖新常态背后深
刻变化的内涵和条件。

时移势变，略从局出。
2014年5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

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7月底，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进
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
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
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这是认清中国经济所处时代方位的科学判断。
这是体现中国发展主动求新求变的战略选择。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再观察

如同面对一部典籍，世界阅读中国的兴趣日
甚一日。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做出关
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论述，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保持
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一年来，新常态成为洞悉中国发展的最新焦点。

新常态，意味着历史奇迹趋于平淡，还是预示着时
代辉煌的新篇？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巨轮，将驶向
怎样的彼岸？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转型发
展中的中国经济正以全新的探索与实践迈向新的征
程，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把握大趋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规律性呈现，是走向更高发展境界的必然历史过程

掌握大逻辑
——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牢牢把握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方向

构建新格局
——引领新常态，实现“双中高”，是中国经济必须攀登的新台阶，是对意志和智慧的

新考验

抓牢新机遇
——用更广阔、更长远的眼光审视中国的发展坐标，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步入新常态

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