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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仲文主编的《十年中国(十六大以来改革发展历程)》回顾10年风云激荡中来之不易的成绩、弥足珍
贵的经验和影响深远的探索，以凝聚我们的力量、增强我们的信心，激励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创造新的成就、赢得新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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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必须始终坚持优化投资结构与促进内生增长相统一　　有效投资不足是辽宁发展相对滞后的
一个重要因素。
从长远看，必须实现由外延扩张向内生增长、由要素拉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但从现阶段看，继续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地调控和引导投资，促进形成符合新
型工业化要求的科学合理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仍是辽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要求。
实际上，重视投资拉动与促进内生增长并不矛盾。
一方面，辽宁在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社会建设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增加这些领域的有效投
资，有利于提高发展承载力，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促进内生增长创造条
件；另一方面，促进内生增长，需要以合理有效的投入为支撑，大力提高经济的科技和知识含量，加
快培育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竞争新优势。
　　在当前产能过剩以及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条件下，关键是要优化投资结构，形成合理有效的投
资导向机制。
一要着眼于扩大内需和加快经济转型，在积极促进消费的同时，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有利于改善民生的
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投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资源节约领域，投向有利
于结构调整的农业农村和新兴产业领域，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和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区经济
。
二要着眼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发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认真落实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
进一步完善创新机制，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要素，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大力组织实施技术创
新工程和产业化项目，推动由“辽宁制造”向“辽宁创造”转变。
三要着眼于补足“短板”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新材料、
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知识经济型新产业，
推动辽宁切实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四、必须始终坚持增量调整与存量优化相统一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是经济工作的
永恒主题和关键任务。
辽宁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集中力量建设的老工业基地，长期以重化工业为产业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
造，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2010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提高到3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7%，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逼近35%，但
体量偏小、结构不佳，存量不优、增量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当前，辽宁虽然总体上已步人工业化中后期，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
参差不齐的矛盾相当突出。
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交织、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存的产业格局，决定了建设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是辽宁实现产业规模和结构水平“双提升”的必然选择。
因此，辽宁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增量带动结构优化，以创新促进产业升
级，同步做好增量调整和存量优化两篇大文章。
用新产业代替旧产业是升级和调整，产业内部通过技术创新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也是升级和调整。
一方面，要依托增量扩大总量、提高质量，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现代产业，增创发展
新优势；另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创新优化存量，不断做强做大传统优势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拉长产
业链条，做优产业结构，壮大产业集群，走出一条富有辽宁特色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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