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丨改革三箭齐发，推进

中国经济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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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演讲时表

示，将加大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并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

势不会改变，外部压力有利发展，中国将会继续推出有力度的改革开放新

举措。 

在演讲中，刘鹤强调了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重要性。经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再平衡持续推进，

这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的信心所在。 

过去几年中国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了至关重要的改革并取得了

进步。 

首先，供给体系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

系，成为世界工厂。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

过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以及建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加快新旧动

能的转换，深化结构调整，增强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企业

家和人才资源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 

其次，需求侧出现持续升级。我国人均 GDP正在跨越一万美元的关口，

一个由 4 亿人口组成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形成，他们大多已经有住房、有

汽车、有稳定的工作，更关心商品与服务的质量，带来消费升级的浪潮。 

中国正在通过改革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

升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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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能力。中国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后潜力更大。 

其三，经过改革后的金融体系更加适配。中国正在加快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同时调整现存的间接金融结构，提高金融

体系整体的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通过去杠杆、加强监管等防风险措

施逐步降低金融领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当前正在精准处理个别金融

风险，增强金融安全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结构，提高金融

能力，通过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通过改革改进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供给体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与

潜力，并通过金融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能力，为供给与需求服务。供给体

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三箭齐发，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推进中国

经济再平衡，系统性改善结构失衡、发展质量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开放、

创新贯穿其中，成为主要的推动力。 

可以看出，与大多数经济体无法推进结构性改革相比，中国最近几年

虽然经济稍有波动，但这些短暂的波动是结构性改革过程的副产品与必须

的代价，必将换取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随着阻碍发展的障碍与

风险逐步消除，结构性改革释放出的力量爆发，投资者将会看到潜力与更

多希望。 

现在市场比较忧虑两个方面的潜在冲击会不会演化成危机，即贸易战

与金融风险。对于这两个领域，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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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早已经从外需导向转向了国内巨大市场驱动。经常项目顺

差占 GDP的比重从 2007年的超过 10%，到目前下降到 0.4%左右。出口

早已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事实上，贸易战可能会影响一些就业，

但对经济增长冲击有限，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都是同

样的结果，而且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其次，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在十九大以后出现了放缓的势头，而且是

在 GDP增速有所减缓的情况下实现的，整体的风险程度正在有效地缓解。 

过去中国的确积累了一些金融风险，但是随着打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以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风险目前正处于

水落石出的阶段，并在稳妥、果断、细致、专业地处理这些风险和隐患。

我们需要警惕并加以防范金融风险，但已经不具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可能。 

中国推进经济再平衡的伟大变革会持续经历一个时期，我们正身处其

中，并因为市场波动与体制变动而焦虑不安，这是人类的局限性。但是，

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就能清楚地体会到我们蜕变的喜悦。一个大

国经济体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会有一些阵痛和波折，但是只要改

革的方向正确，改革的步伐不停，改革意志加强，我们就无需焦虑迷茫，

而是参与到变革的洪流当中去，为新一轮高质量增长做好准备。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