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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在落实《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这对于我国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是非常必要的，但需要指出的

是，在建设好“双一流”的同时，对那些进入不了“双一流”计划的普通地方院

校甚至民办学院，也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对那些进入不了“双一流”计划的

省区的高等教育，同样也必须予以足够的支持。因为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

内部不同高校之间生产率差异太大，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创新。

４．全面推进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产业迈

向中高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实现教育规模扩大、质量提

高和均衡化发展的重要推力。现在的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

差距。这种差距既体现在数量和规模上，更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随着教育

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和特色

化等特点，对优质教育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严

重不足，致使择校现象、高收费现象、天价学区房现象等时有发生，或大量

的教育需求转向海外，留学人数大幅增加，而且呈现低龄化趋势。教育的供

需差距还体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产业和企业的需求，这在劳动力市

场上一方面表现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招人难。教育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必须继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以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和特色化教育需求；必须继续优化教育结构，以满

足产业迈向中高端、实现《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目标进程中的人才需求；必须继续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人力资本

的生产和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更好地满足

办学主体办学自主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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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为就业增长注入新动力

张车伟

目前我国经济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点，这是经济

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确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以

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习近平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已经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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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起点和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实践的科学指南。

当前我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尚处在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关

键时期，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

展优势的行动指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

创新作为发展的 第 一 动 力，以 新 理 论 引 领 新 常 态，继 续 坚 持 就 业 优 先 战 略，

全面促进就业创业，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一、新常态主导经济与就业格局稳中求变

在新理论全面指导下，经济 稳 定 性 显 著 增 强，动 能 转 换 逐 步 加 快，就

业新格局初现 端 倪。２０１６年 前 三 季 度，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稳 中 有 进、稳 中 提

质，ＧＤＰ同比增长６．７％，服务业继 续 保 持 快 速 增 长，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占 国

民经济比重提高到５２．８％，特别是新经 济 快 速 成 长，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同 比

增长１０．８％，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约５个 百 分 点，互 联 网 经 济 保 持 迅 猛

发展，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同 比 增 长 高 达２６．１％，增 速 比 社 会 消 费 品

零售总额高１５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 快 的 环 境 下，就 业

形势仍然保持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达到１０６７万 人，登 记 失 业

率控制在４％左 右，调 查 失 业 率 控 制 在５％左 右，贫 困 人 口 预 计 减 少１０００
万人以上。

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对就业的影响，尤其

是“去产能”过程对特定行业、局部地区、脆弱群体造成的冲击。就业始终是

民生之本，就业稳定的内在动力始终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就是就业的增长源泉。新形势下要全面贯彻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坚持稳中求 进、稳 中 求 变，扎 实 推 进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形 成“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全面改造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经济、新

动能，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成长，持续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确保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能力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但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能力稳

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ＧＤＰ每增长１个

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长１３５万人，到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ＧＤＰ每增长

１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长约２００万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能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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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增强，这正是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然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稳是主

基调，稳是大局，我们要保持平稳的经济增长，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提升

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能力就是质量提升的重要

内涵，也是新形势下促进就业稳定的关键所在。

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能力。影响

经济发展拉动就业能力的因素比较复杂，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就业能力也是一

项系统工程，要求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发

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市场化改革力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构建适应国际竞争新形

势、符合国家发展新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发展中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

三、新经济、新业态带来就业新增长点

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变，新的增长模式将不再依赖于传统的要素投

入，而更多依靠于生产效率提升。新经济是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产生的经济形态，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经济创造出

新动能，同时也带动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非常广泛，

涉及第三产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

态，工业制造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以及现代农业关联产业发

展。新经济正在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构成，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新经济指数显示，２０１６年新经济占比已经达到约三分之一。新经济带来就

业方式转变，传统就业格局被打破，新经济与灵活就业、分时就业结合在一

起，构成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保障经济新常态下的就业稳定。

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不断地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需

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设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

支持发展的产业，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拓展产业发

展新空间、创造创业 就 业 新 领 域。二 是 积 极 营 造 更 加 宽 松 的 体 制 机 制 环 境，

探索和创新适合新经济发展的监管方式，消除新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顺

应信息经济时代网络化、平台化、智能化加速渗透的趋势，大力发展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三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完善相关

配套制度，适应新经济下就业和用工特点，完善风险控制、信用体系、就业

创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等相关制度，引导更多劳动者分享新经济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