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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剧锦文

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

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效率的

提升，以及环境友好、兼顾全民福祉和长

远增益的协调发展。那么，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呢？当然可以通过强化管理、转变

经营思路和调整发展战略等途径来实现。

不过，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更有意义。

经济体制说到底就是一系列约束经济

参与主体行为的规则，而衡量一个经济体

制的好坏，首先要看它引起的交易成本高

低。无法降低交易成本并总使交易成本不

断趋高的经济体制肯定不是好体制，而好

的体制是能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经济体

制。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而言，尽管大

体上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是相符的，但仍

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我国的国

有经济，尽管进行了多年改革，其资源配

置的效率有了一定提升，但仍有进一步提

升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企改

革的力度，使得广大的国有企业更像一个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参与者；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生产要素、平等享受国家支持政策。持续

简政放权，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精

简行政许可和审批，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另一方面，结合新技术尤其

是互联网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提供有效

公共物品的功能，并通过包容审慎监管的

方式来促进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的发展。

第三，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政

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的有效引导增强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非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围绕教育、养老等热

点领域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

及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要针对全国不

同区域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

政策，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健全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覆盖、普惠共享、

城乡一体、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基础上建立

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

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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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

的新战略任务和发展目标，对国家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至关重要。现代化

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

新概念、新范畴，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度

建设性的新概念、新范畴，一个融理论性

和实践性要求为一体的新概念、新范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

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

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一项重大系统

工程。2018年1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

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

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为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必须把握好

七项原则，即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

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

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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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再比如，民营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年我国经

济中最活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创造社会

财富、增加税收、促进创新、扩大就业、

参与国际竞争等多个方面都表现不凡，然

而，现有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

体制、资本体制，甚至包括土地、落户等

政策都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

的活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制约着我国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为 此 ， 必 须 加 大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力

度，按照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则，给予

国有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通过“放管

服”改革，为民营经济创造更为良好的政

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最大限度

地释放市场主体的潜在能量，让经济体制

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