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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质量

在合理的经济增

速基础上实现高质量

发展

记者：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请问怎样

理解这句话？

张立群：2021年是第一个百年收官
和第二个百年开局的重要时间节点。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
开启。

准确把握这个重要时间节点，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不
能低估。我们看到，2020年我国在世界
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在我
国经济全面恢复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
也应特别注意到，2021年继续保持和发
展经济持续恢复的良好态势，仍然非常
不易。这也意味着，2021年需要在面临
诸多困难挑战的背景下，使“两个一百
年”实现顺畅衔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
程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因此说，这一
年具有“特殊重要性”。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

年“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如何界定？

张立群：经济运行合理区间是对全
年经济增长调控目标的原则性要求，与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我认
为，合理区间最重要的判定标准应当按
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形成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
平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是指供给和需求从总量
上大体相当，同时也包含结构性的供给
和需求对接平衡，这是畅通国内经济大
循环的新认识、新要求。供求总量的平
衡状态是宏观调控始终追求的目标，既
没有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没有比较
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销售困难。以这个
标准判断，我们观察到，当前经济运行
中需求不足的矛盾还相对突出。2020
年，在相关调查中，有超过 38%的企业
反映需求不足是最突出的困难。

因此，2021 年经济运行合理区间
应是在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不断克服

的背景下，供求总量向着平衡方向发
展。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呈现持
续回升的运行态势。当生产能力得到
比较充分利用、就业得到比较充分保
障的时候，即可将其确定为合理增长
区间。

记者：此时提出增速目标有何深

意？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经济发展速度

与质量效益的关系？

张立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
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这与疫情
冲击等特殊情况有关。实际上，经济增
速目标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
个重要指标。经济活动是量和质两方
面的统一。过度强调质而忽略量，或过
度强调量而忽略质，高质量发展都是难
以实现的。

从微观层面看，如果经济增速远
低于预期，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缓慢乃至
停滞，就没有充足资金投入技术创新。
从宏观角度看，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
度，对于保证市场主体良好的生存运转
状态，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
此外，从民生角度看，如果没有稳定的
经济增长速度，就无法保障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就业持续增加，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就无法得到持
续满足。

与此相联系，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
长期的问题，也是更多依靠市场发挥作
用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制度完善、要
素市场的发育等，推动市场竞争优胜劣
汰，从而推动微观主体素质不断提高。
这些基础性、中长期的工作需要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

从短期的年度经济政策来看，更重
要的应该是总量政策。合理的经济增
速，对于年度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对于
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发展与安全

以高水平安全保

障高质量发展

记者：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一直是

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在2021年这

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保持宏观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有哪些特

殊意义？

张立群：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稳
增长政策，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进
入 2021年，经济工作将由疫情应对之下
的政策体系向着疫情之后推动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的政策保障转变。

在此情况下，一些临时性救助政策
或将适时适度作出调整。另一方面，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
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
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

策时度效。这样的安排，与当前经济运
行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
相匹配，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在复苏
的轨道上稳健前行。

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统筹发展和安

全。如何看待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

的风险挑战？应如何应对？

张立群：可以看到，在第二个百年开
局之时，我国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
方面，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上国际疫情形势演变仍然扑朔迷离、
十分复杂，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疫情的大流行对全球经济
恢复还是一个极大的变数，疫情冲击导
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此外，全
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啃硬骨头、打攻
坚战，任务艰巨而复杂。面对如此错综
复杂的局面，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尤为突
出。

我认为，应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风险挑战，离不开加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驾驭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积累的一个重要经
验，就是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
定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良好的发展态
势支撑下，各类深层次的改革才有条
件平稳推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只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
事，才能在变局中站稳脚跟，育先机、
开新局。因此，安全的根本，在于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党上下抓经济
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把发展
这篇大文章谋划好。

供给与需求

推进“双侧”改革，

畅通“双循环”

记者：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

次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如何看待

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张立群：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
非常具有针对性。由于世界形势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
衡特别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出口、
投资增长都面临挑战。畅通国内大
循环，尽快确立中国经济良好发展态
势，非常重要的是打通堵点，补齐短
板。在全球经济迟迟难以复苏、外部
市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更
多需要着眼国内、扩大内需，着眼超
大规模国内市场巨大潜力的释放。
因此，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市
场，成为当前和今后必须坚持的战略
基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
求。

推动供给侧资源配置优化、产品和
服务质量提高，主要依靠完善体制机
制，把改革关键一招用好。需求侧管理
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是
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程，是一场全方
位、系统性的变革。会议强调“注重需
求侧管理”，最关键的是把制约内需扩
大的堵点打通。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看，2021年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需求侧
管理，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带动
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激发企业活力等
环节持续向好，释放更有力、更持久的
经济动能。

也就是说，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
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
经济长期增长动力。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

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在现代化新征

程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当如何开

局起步？

张立群：新发展格局的立足点在于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畅通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是把
我国发展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雄
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生产和供给能
力、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的要素保
障条件、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等充分
调动起来。同时，国内的循环和国内
与国际之间的循环，是和中国的对外
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经
济运行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实
现国民经济的循环。根据当前数据
初步测算，2020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预计占世界比重达 17.5%左右。中国
经济良好发展态势一旦稳固确立，必
然会成为世界经济在困境中逐步走
向复苏的重要动力源泉，成为经济全
球化战胜各种逆流、开辟全新局面的
重要动力源泉，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
因此得到加强。这对中国来说既是
非常重要的责任，也是我们必须把握
的一个重要机遇。

以高质量发展开好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谈2021年经济工作

■本报记者 佟欣雨

新奋斗成就新伟业，新作为开

启新征程。

极不平凡的 2020年已经过去，

中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

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

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一系

列重要会议的召开，直面新发展阶

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 2021

年各项工作掌舵定向，吹响了奋斗

的号角。

“十四五”开局之际，本版推出

“‘十四五’新征程”系列策划，广

邀专家学者解读党中央决策部署，

展望新征程发展前景。

开栏的话

●2021年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应是在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不断克服的背景下，供求总量向着平衡方向发展
●只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才能在变局中站稳脚跟，育先机、开新局

●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动力

2020 年 12 月 27 日，京雄城际铁路
全线贯通，北京西至雄安站正式开通运
营。当日 10 时 18 分，首发列车 C2702
次从雄安站缓缓驶出，奔向北京。10时
38分，首发列车C2701次从北京西站鸣
笛启动。两辆不同方向的首发车满载
乘客出发，车上的乘客不仅看到了雄安
新区如火如荼的建设，也见证了中国快
速发展的历史。

在车站候车室，许多旅客专程前来
体验首发列车，大家纷纷在候车显示屏
下合影。其中一对父子吸引了很多人

的注意。父亲名叫刘江峰，是雄安新区
雄县人。儿子只有 9岁，是个小火车迷，
手里一直攥着“复兴号”列车模型和安
全帽。

2019年 9月 26日，京雄城际铁路北
京西至大兴机场段正式开通运营，刘江
峰和儿子就第一时间乘坐了首发列
车。这次铁路全线贯通，他们更是不愿
错过。“铁路贯通之前，我们只能从白沟
站坐高铁。现在京雄城际铁路全线通
车，对雄安人民来说，出行将更加便
利。”刘江峰感慨道，“1992 年我读大学
时，宿舍舍友的家乡都有火车站，唯独
我家没有。现在从我的家乡到北京也
有直达高铁了！”

作为承担千年大计运输任务、支撑
引领国家战略的重要干线，京雄城际铁
路实现 70余项智能化创新成果，打造了
一条集数字、人文、绿色等诸多元素于
一体的智能铁路。

在占地 47.5万平方米的雄安站内，
有 1330套广播、943套视频监控、810公
里光电缆、126台自动检票机、上千台空
调、数万盏灯具……将无数个独立系统
设备的一组组数据联系起来，集中控
制、统一指挥的，就是位于 70平方米信
息机房内的智能“客站大脑”。在智能
“客站大脑”的统一控制下，各个设备如
同身体各个器官，相互协同配合，完成
大脑发出的指令。

据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京雄项目
经理崔冲介绍，智能“客站大脑”将车站
客运管理、智能服务、设备监测、应急指
挥、环境感知功能进行系统整合，实现
数据共享及联动。“客运人员坐在电脑
前通过平台的智能化分析就可以得到
客站的光线、温度、湿度的数据情况，通
过平台自动控制可调节至最佳状态，为
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候车环境。”

不仅如此，车站工作人员还配备
了像手机一样的一体化智能移动手
持终端。通过终端不仅可以实现上
下班自动打卡，还可以查询客车到
发、晚点车次、接续换乘等信息，自动
修正站内导航引导，第一时间将列车

信息反馈给旅客。
“现在我驾驶的这款车就是由我国

自主研发的‘复兴号’动车组，我们司机
驾驶和操控起来特别方便，确保运行安
全、正点。”韩军甲是京雄城际铁路首发
车的司机。1996年，韩军甲拿到了他职
业生涯中的第一本蒸汽机车驾照。现
在，他总共有 8本火车驾照。20余年的
工作生涯中，韩军甲亲历了从蒸汽机车
到内燃机车、从电力机车到“和谐号”再
到“复兴号”的演变，也亲历了列车从时
速30公里到时速 350公里的飞跃。

他说：“作为张家口人，京张高铁开
通我没能参加首发仪式，是一个遗憾。
这次京雄城际铁路开通，我能参与进
来，十分激动。我相信国家的发展一定
会像高铁一样，越来越快！”

左上图：韩军甲（前）操作用于测试

的动车组列车准备驶离京雄城际铁路

雄安站。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中国智慧”引领“中国速度”
—走近京雄城际铁路智能“大脑”

■呼延世聪 孙 磊

一线见闻

继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增长极之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西部地区新增长极。图为2021年1月

1日，中欧班列（成渝）号首列班车在重庆团结村站等待发车。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