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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绝大多数是近些年作者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演讲稿，此外也有少量发表比较早的文章，例如
关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关于刺激消费是扩大内需重头戏等，大约写于10年前，考虑到文章内容
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收录进来。
按照文稿内容分类和时间顺序，全书分为六篇：第一篇是关于改革攻坚问题的探讨，第二篇是关于财
税金融问题的探讨，第三篇是关于上升期的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第四篇是关于回调期的经济运行和
宏观调控，第五篇是关于中长期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第六篇是关于区域发展问题的探讨。
其中，有许多文章是由演讲和采访稿改成的，修改时既注意行文说理的严谨性和深刻性，又保留演讲
和采访时的通俗性、生动性和口语化特点，因此可以避免枯燥乏味，增强本书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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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学研究工作。
1991-199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经济学。
参加过党中央、国务院一些文件的起草。
2006年2月为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讲解关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趋势及我国的
战略抉择》的专题。
2007年5月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和中长期发展。

　　有关研究成果曾分别获1988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9年“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中国发展研
究奖一等奖，2005年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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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改革攻坚问题探讨　1.统筹改革与发展，为新体制定型　2.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一个重大理论
突破　3.如何看待和治理重复建设　4.加快四个关键领域的改革　5.应在投资和财税体制改革上有所突
破　6.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向“十一五”迈进　7.关注收入差距拉大需避免情绪化　8.改革必须毫不动
摇，科学发展才有保障　8.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0.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改革30年第二篇　财税金
融问题探讨　11.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12.只有懂金融，才能防风险　13.发挥地方商业银行功能
　14.私人银行业务前景广阔　15.用税收调节投资方向　16.中日合作研究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17.绿
色税收转型告诉我们什么　18.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财税政策第三篇　经济上升期的宏观调控　19.经济
上升期更要促进稳定协调增长　20.解读近期经济数据显示的几个反差　21.宏观调控稳中求胜　22.发
展难点仍在既快又好　23.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展转轨的重要前提　24.中国经济：“怕冷”还是“怕热
”　25.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26.2007年：“稳中偏紧”的宏观调控取向　27.把宏观
调控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　28.防过热，促平衡，抑泡沫　29.根据“两防”要求，加强和改善宏
观调控　30.如何理解“防过热、防通胀”的方针　31.为什么要鲜明提出“防过热、防通胀”  　32.采
取有效措施，稳定市场价格第四篇　经济回调期的宏观调控　33.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重头戏　34.扩大
内需方针必须坚持，宏观调控要相机抉择　35.着力“防过热、防通胀”，也需防回调过猛　36.冷静看
待消费增长“一马当先”  　⋯⋯第五篇　中长期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第六篇　区域发展问题探讨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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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改革攻坚问题探讨1.统筹改革与发展，为新体制定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这些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了媒体关注的一个地方，记者采访了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研究员。
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有许多新的理论突破记者：作为政策调研工作的资深专家之一，您有很多专
业研究和深切体会，就在全会召开前出版的有关改革攻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研究报告一书中
，您撰写了第一部分《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面临的挑战》。
您能否谈一谈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感想？
卢中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许多新的突破和特点，对于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走势有深远影
响。
如果说十四大以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改革目标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
自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改革则重在“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亦即在“除旧
”过程中更加注重“布新”。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部署意在“定型”，也就是使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日趋完善化、法治化、稳定化。
例如全会公报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
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攻方向。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
公有制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计划经济下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理解。
我理解，公报鲜明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一种动态的、前瞻性的表述，
既明确了方向，又掌握了分寸，这是在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重大理论突
破。
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这些天米对公报评价最高、也是最集中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全会指出，产权是所
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
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
我认为，公报明确了所有制与产权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阐述了现代产权制度的主要特征和重要
地位，也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
科学的思想指南。
过去一提产权改革，一些人就误解为这是要搞私有化。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提到了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高度，有利于解除人
们的疑虑，有利于推进向纵深处的改革攻坚。
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计划经济延续下
来的政府职能。
这几个部分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或者说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而且改革难度也比较大，改革的艰巨
性也将越来越突出。
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在深层次上其实是产权责任的明晰问题，而不仅仅是内部管理的加
强，虽然这也很重要。
产权制度的改革决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界定、流转、保护和监管等确立一整
套科学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应当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应当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的
实际状况。
现代产权制度是保护和调动人们创造财富、解放生产力的基础性制度，这种制度越是科学和完善，越
有利于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政府职能的转换，也要以建立和保护现代产权制度为重要内容。
而原有的产权制度本身正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因此，构建现代产权制度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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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的重大攻坚战。
二、改革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记者：确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改革在许多方面已经取
得进展和突破。
例如，全会公报指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结构，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
很多专家认为这是充满时代特点的精辟阐述，人们记忆清晰的几年前曾提出的要“坚持和完善厂长（
经理）负责制”、“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之类提法，已经完全被取代和
细化。
您认为下一步改革还面临着哪些突出问题？
卢中原：我个人认为，改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政府职能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要
求还有较大差距；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金融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信
用严重缺损，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及其体制壁垒亟须打破；社会保障制度漏洞较
多，等等。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更应强调制度创新和新体制建设。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社会信用
制度，避免用行政权破坏财产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我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一个县政府拖欠个体户和下岗职工办的汽车修理厂几万、几十万元，
以财政紧张等种种理由拖着不还，就在这些小企业濒临倒闭的同时，县领导的小汽车却在不断更新升
级。
比这更严重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果政府本身就不尊重公民财产权，不讲信用，那还怎么谈得上社会信用制度的完善？
下一步需要进行重点突破的是垄断行业、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的改革。
近年来这些领域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但总体看仍然相对滞后，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今后
应当加大这些方面的改革力度。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这个基本判断，无论是对国内深入研究如何完善新体制，还是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维护我方权益，争取
对中国有利的谈判地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重点突破中进一步创新，在创新中进一步完善”。
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为了不断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
根本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为中国在21世纪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可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
三、下一步改革攻坚阶段的新特点记者：十六届三中全会奏响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定型”曲，那么，
在下一个改革攻坚阶段坚持体制创新，会有哪些新特点呢？
卢中原：为新体制“定型”，并不是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而是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进取
、不断创新、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注重城乡改革之间、经济不同领域改革之问、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问、政治改革与经
济改革之间协调推进，应是下一阶段改革的新特点。
未来改革的实施策略应当继续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
攻坚阶段的改革，既需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同时也要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
。
循序渐进和大力度突破相辅相成，既可减少社会震荡，又可避免重大改革久拖不决。
这次公报还有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即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了贯彻这种新的发展观，公报明确提出抓好五个方面的统筹，包括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
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些重要的新理念，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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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新认识。
在关于深化改革的决议中提出这样一些关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对确立一种新的、更加科学的发展
指导方针，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应该注意，公报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
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因此公报还强调，要协调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包括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要协调，城
市和农村的改革要协调，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要协调，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要协调。
关于改革的四个“协调推进”，体现了对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对改革规律认识上的深化，
可以说是今后推进各个领域改革的重大战略指导方针。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将继续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改革方向，为实现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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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来源，完全不是空中楼阁或画饼
充饥，而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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