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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强国富民”新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和科学发展

观的深入实施，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

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

也日益提高。但也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深

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我国经济领域存在

的典型特征的“三高”现象：一是财政税费

收入占GDP比重过高，即国民经济宏观税赋

较高；二是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占比较高；

三是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业

发展。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专家

会说，北欧一些国家的宏观税负也很高，但

人家对应的是高福利，而我们则是高税负、

低保障。高税负有可能压抑经济增长潜力，

面对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持续调控，地方

财政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三高现象”是现

有财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我

国1994年包括分税制改革在内的宏观经济

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但现在也面临进一步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契机。在不改变中央地

方分税的主体制度框架下，适当调整中央和

地方税收分享的税种和比重，在总体上降低

宏观税负、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的基础上，适

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降低地方财政对

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

发展与地方政府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创造条

件。应当认识到，适当降低税率水平，会相

应扩大税基，总体税收可能会不降反升，这

是当年美国里根政府所依据的供给学派经济

学中拉弗曲线所揭示的道理。当然，我们也

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积累

的大量财政资源，以及近3.5万亿美元的外

汇储备和大量央企所积累的国有资产等强大

优势，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化利用，积极推进

“强国富民”新战略，利用中央财政资源增

强关键领域的国家公共支出，进一步加强社

会保障体制建设、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和战略

空间开拓能力建设、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等。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

障体制的不断完善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大

内需创造良好环境。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低收入人群对

应的恩格尔系数高，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体

制的建立会显著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对扩

大生存型消费需求成效显著；而高收入人群

对应的恩格尔系数低，边际消费倾向提升较

难，要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关键是要培育

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扩大质量

型或品质型消费规模。真正实现发展为了

人民，让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随着社会

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投资乘数也会提

发展战略与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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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也就是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

会相应增强，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持续健康发展。

 

创建战略空间新格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世界影

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构建多元立体的对外开放战略空间新格

局。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在经济分化

重组。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市场不

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的产品出

口形成压力；东亚经济潜在合作前景因各种

历史政治因素而遭受损失；包括巴西、俄罗

斯、印度、中国、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

(BRICS)”合作机制，基于国际共同利益和相

互间经济互补性而成为我国新的国际战略支

撑，但这些国家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难

题。非洲、东盟、拉美国家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战略合作伙伴，但也面临西方强国的战略

挤压和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中东乱局对我

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因此，在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当旗帜鲜明

地以国家和国民整体利益为目标，立足全

球、着眼长远，针对不同国家建立不同层次

的战略合作关系，明确各种利益目标选项优

先顺序，建立“菜单式”选择和动态调整机

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构建既竞

争又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

开拓资源保障和投资贸易新空间。

新的战略空间开拓也包括通过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战略新环境，为我国的

经济建设和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进步

做出应有的贡献。更为关键的是构建创新驱

动的经济运行模式，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和健

康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体制和技术创新，

推动产品和技术创新，创建我国经济的动态

我们也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中央政

府积累的大量财政资源，以及近3.5万亿美元的

外汇储备和大量央企所积累的国有资产等强大

优势，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化利用，积极推进“强

国富民”新战略，利用中央财政资源增强关键领

域的国家公共支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

设、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和战略空间开拓能力建

设、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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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避免因为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

而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后的经济增长滑

落甚至经济衰退。创新不但包括体制和技

术两个方面，也包括持续改进的微创新和

革命性的巨创新，政策创新的主体在政

府，市场创新的主体在企业。对企业而

言，既鼓励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

做大做强，也要改进金融生态环境，促进

大量中小微企业健康繁荣发展。同时要避

免国企、民企对立的思维惯性，强调混合

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应当认识股份制是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

我国制定了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并在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甚至

太 空 经 济 方 面 有 所 推 进 ， 有 助 于 形 成

“7+3”的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当然创新

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光伏发电等产业由

于遭受欧美市场的挤压而面临很大的困

难，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国际谈判为新兴

产业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同时要积

极开拓国内市场，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

赖，同时鼓励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促

进优势产业发展，并有效避免劣势企业

破产倒闭所造成的负面冲击。

开创改革发展新时代

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

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挑战和机遇。人

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趋减少，通过深化

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

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社

会建设，形成“PPP”（Public-Profitable-

Philanthropic）即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支

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新局面。要通资产证

券化等市场化改革手段，重整地方财政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有待积极发展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当旗帜鲜

明地以国家和国民整体利益为目标，立足全球、

着眼长远，针对不同国家建立不同层次的战略合

作关系，明确各种利益目标选项优先顺序，建立

“菜单式”选择和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原则性与

灵活性相结合，构建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国家关

系，为我国经济发展开拓资源保障和投资贸易新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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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使地方经济发展纳入健康轨道。积极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将养老事业发展

作为与教育同等重要的民生领域，通过社会

创新促进社会和谐与民生安康。将养老等民

生工程与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相结合。在新

型城镇化过程中，要通过加强交通等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大城市之间的互通互联，培育城

区集群发展，培育打造经济增长极；中等城

市应成为吸纳人口和产业集中的主要新兴载

体；小城市镇应适当集约发展，培育产业发

展能力，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土地资源

的有序流动和优化利用，为现代农业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资源性城市转型以及棚户区改

造等要与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部署相匹配，

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接续替代产业健康发展，

形成产城互动，避免有城无产的“鬼城”，

也要吸取美国底特律因产业单一而破产衰败

的教训。对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的

地区要通过资源调配和人口转移进行统筹优

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存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

策不可避免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面临独立

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汇率、国际资本流动

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当

前我国汇率机制不够灵活，国际资本流动又

是大势所趋，为了取得相对独立而有效的货

币政策，一方面需要对汇率机制进行市场化

改革，另一方面也要预防国际资本双向流动

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从中长期看，也

要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在国

际经济金融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当前美元金

融霸权因陷入国内政策目标与国际责任相

冲突的“特里芬之谜”而地位受挫，欧元因

应对危机的财政刺激政策与其所赖以建立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相悖而面临困境，日

本“以邻为壑”的“安倍经济政策”也未能

扭转经济颓势。在国际货币乱局中，人民币

要顺势而为，走向国际，有所担当，为我国

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短期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与时

俱进，有所创新。个人建议应对年初制订的

“稳健货币、积极财政”宏观经济政策进行

适当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稳健

的财政政策，为经济增长、改革发展、结构

升级等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给货币市场、

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一个更活跃的空间；同

时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注重防范和化解地

方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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