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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论坛以新常态、新动力为主

题，我认为抓住了新常态下实现经济

持续较快发展的根本。借此机会我就

加快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新动力说

一下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把握经济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

首先， 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须

解决动力问题；其次，推动经济发展

的动力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第三，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动态的和可转换

的。 物体做工必须解决动力，经济发

展必须解决动力。 没有动力的经济

发展就像没有安装发动机的汽车、

飞机，最终将难以前进，难以持久。

实现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动力问

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常态的

发展动力， 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的

动力，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

经济发展的动力？ 还要回答经济发

展的动力从何而来？ 第三，如何增强

经济发展动力？ 第四，经济发展的动

力传导机制是什么？

所谓动力， 从物理上讲就是引

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前国内有

各种提法， 包括中央文件提法很多。

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科

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竞

争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最根本保证

等等。 这些动力到底都是什么关系，

都是动力，都在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

在论述新常态的时候讲了九大趋势，

概括起来讲就是四个特征，其中第四

个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传统

的增长动力转变成新的增长点。对各

种提法加以研究分析，我们经常讲的

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指推动和拉动

经济发展的各种引擎，特别是指推动

和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些

力量既有内生的，也有外在的。 我个

人认为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的原动

力，要解决动力源问题，不是来源问

题，是动力源，它最根本的动力是什

么，或者叫基本动力。 可以讲来自三

个方面：一是社会需求；二是个人的

利益诉求，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和

精神层面的； 第三就是竞争压力，包

括人与人以及组织与组织、地区与地

区、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会产生动

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企

业评价协会每年开展中国企业自主

创新 TOP100 系列评价，这个评价里

面有几个指标， 其中有一个就是创

新动力， 这个创新动力也是从四个

维度来进行描述的，包括市场需求、

同行之间的竞争、新的技术、国家社

会各界的政策激励。 它选了五大行

业，这五大产业从创新动力来看，市

场需求是最高的，占 85.2%，同行竞

争占 65.4%， 新的技术是 33.8%，政

策激励是 11.4%。 首先是市场需求，

需求牵引着企业的自主创新。

在影响和决定经济发展根本动

力的诸多因素当中制度是决定性的

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经常讲制度创

新。 无论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都要认真地研究你的动力在

哪儿，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为什

么人们反复说制度是决定性因素之

一，因为通过制度的变革，解除了束

缚人们利益追求的种种障碍， 使人

们的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同

时打破垄断， 通过制度创造公平的

竞争社会环境， 包括改革开放就是

对内、 对外全面打破过去的计划经

济下阻碍竞争的各种障碍， 竞争的

压力就传导和转化为人们不断创新

和追求的强大的动力。 所以，制度变

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契机， 制度发展使经济发展的

动力得以充分释放。

还有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

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计划经济也

是一种配置方式， 为什么经常讲这

个配置方式， 因为它也是一种重要

的动力。 通过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

能够更有效地使资源得到整合和提

升效率， 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

富的创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也是一种动力。 不管自主创新还是

配置方式的改变， 我个人认为它不

是原动力。

第三点就是发展动力是动态

的，可转换的。 通过制度创新，通过

改革，我们创造一种新的配置方式，

实际上就是说明动力是可以转换

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要寻求不同的动力。 原有的已

经不适应更高生产力、 更高效率的

动力，需要逐步地淘汰或者改造。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能提供强大

的动力， 破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以

体制变革促发展， 以对外开放促发

展，使人们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所

以打造新常态下的新动力，实际上就

是打造新的发展引擎，立足于原动力

根本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体制机制

创新；第二是扩大有效的需求。

刚才讲了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的

调研，第一位就是需求，没有需求就

没有创新。 所有的钱去投资，都变成

自己的财富。 当然， 你的创新要成

功，有需求不一定就是你的。

新常态需要培育

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新常态对发展动力提出了新的

要求，新常态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器，

新常态要求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公

平公正也是满足了人们追求公平的

愿望和内心的追求， 也会释放人的

积极性和活力。 可能新常态大家记

忆更多的就是增长速度从 9.8%可能

转为 7%， 现在有专家认为可以维

持， 我认为今后 5—10 年， 保持在

6%—7%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速度会

下来呢？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传统

的增长动力可能衰减， 需要有新的

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 就是打造新

的引擎，新常态必须培育新动力。 传

统增长的动力就是依赖投资和出

口。 新的增长动力很大因素是来自

于消费需求。 另外，传统的动力是要

素的投入，技术作用不突出，新常态

下要求资本等要素高效地使用，提

高技术的含量和作用。 另外，资源要

素的配置结构，过去是部门间、地区

间， 现在是部门内、 区域内优化配

置。 这都是一种新的视野。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产业， 从过去偏重第

二产业到偏重第三产业（服务业）。

多维度多层次培育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是一个动力体系， 要从多维

度、多层次来推动新常态下经济持续

较快增长就必须有多方面的动力。 在

辽宁省最近结束的人代会议省长的

报告中，提出四项驱动，创新驱动、改

革驱动、市场驱动、开放驱动。 创新驱

动形成新的生产力，改革驱动激发内

生动力，包括下放行政审批权。 市场

驱动就是增强发展活力，开放驱动就

是培育国际竞争力。 这里面很重要的

一个观点就是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

经济增长的根本。 创新驱动不应该跟

改革市场是并列的，创新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包括体制创新、理念创新、模

式创新等等。 （下转 T04 版）

多维度多层次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关于新常态我在美国也看到了这个提法， 我和

一些美国的专家探讨时， 他们所说的新常态就是适

合新的形势的变化，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

长短期的规划做出适应的对策。至于新动力，既然称

之为新， 那么旧常态可能就是部分情况下违反了经

济发展的规律。 片面地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华北

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雾霾天气也就是后果之一。

有了创新思维，才有创新体制和科技

所谓新动力， 美国部分专家的观点就是创新思

维、创新体制、创新科技。 三个创新当中最重要的还

是创新思维， 有了创新思维才有了创新体制和创新

科技，在斯坦福大学我们谈论到这个问题时认为，中

国看法是顶层设计，美国的看法就是制定战略方针，

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因为战略如果正确的话，即使

执行不得力，后果区别就是成绩的大小不同而已。但

是如果战略制定得不正确的话， 后续的越彻底后果

越严重。 美国学者举的例子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

命，大跃进的政策执行得越彻底，饿死的人越多。 文

化大革命执行得越彻底，后果越严重。

现在谈到新常态、新动力情况下的经济发展，这

就不得不考虑国际形势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

形势发生了变化， 曾经导致了三次机遇与中国擦肩

而过。 第一次就是 1989 年中国北京发生的政治风

波， 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

经济制裁， 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对于资

金、技术的需求，对于国际和平的环境以及与国际社

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跟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块

头大了，不太在意这一条，那个时候是比较在乎。 不

久以后发生了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一发生对中国的

制裁取消了。

第二次在小布什上台以后， 矛头是针对中国的，

美军在西太平洋实行军事的外交的压力，当然这不意

味着是一场战争，但是给中国以外交上的屈辱，这是

不可避免的。美国最新型的侦察机在南海与中国的飞

机相撞，这件事也就是一个例子。 没过多久“9·11”事

件发生，之后，美国部队的部署重点就放到中东去了，

反恐当中要求中国和其他国家做出全方位的配合。因

此也给中国赢得了经济进一步崛起的机会。

第三次是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巧妙地运用硬实

力和软实力，尤其是美国政府做出南海宣言之后。首

先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会议的

时候提出了海军 60%部署到亚太地区。 第二年美国

新任国防部长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的时候再

次宣布，不但是海军，美国海军陆战军都要倾注 60%

的力量到亚太地区， 最先进的武器优先部署到亚太

地区，这就说明对中国的防范加大了力度。 到 2014

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乌克兰-俄罗斯的纷争，其中就

包括乌克兰东部的地区，前两天还在打仗，交火的力

度有所加强。美国对这个问题还是不会掉以轻心的。

北约已经调部队进入乌克兰， 这也加大了美国对于

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提防。

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又

引起了重视， 因此我当初在克里米亚战争刚刚发生

的时候说， 这是天助我也， 美国对俄罗斯会加强提

防，全球战略的部署也会有改变。未来一年会发生什

么情况，美国对中国的提防程度一方面是摆明了，中

国是它的最大的假想敌。老大、老二关系问题就是历

史魔咒，阻碍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走向，这是中美关系

的主轴，这个是结构性的矛盾，是很难进行调和的。

我在 2009 年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世界上第一个提

出今后老大、 老二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

主要因素。 （下转 T07 版）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

中心研究员、教授薛理泰：

全球大势之下的

新常态和新动力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发布活

动， 自 1995 年发起至今已连续举办

了二十届。 媒体评价，这项活动反映

了中国经济和企业在改革开放背景

下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经济和企

业融入全球化发展的脉络与进程，记

载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披荆斩棘、茁

壮成长的过程，显示了中国企业和企

业家在经济改革最前沿的丰功伟绩。

多年来，这项活动已成为社会各

界岁末年初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话

题。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和已经到来

的 2015 年，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时期。 刚召开不久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

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

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认识新常

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

逻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中国

企业：新常态、新动力”为主题，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提高了认识、启

发了思考、深化了共识、增强了信心

和勇气。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转方式

调结构适应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引领

新常态，将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最新

主题。

适逢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活

动的第 20 个年头， 我们首次把发布

活动的地点选在了北京以外的城市，

选择了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

门户”之称的德州。 通过今天上午的

活动，我们不仅深切感受到了德州市

的经济地缘优势、传统文化优势和产

业集群优势，而且也深切感受到了德

州市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和优越的

投资发展环境。 这使我们的论坛和发

布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使与会者的收

获更加富有实质意义。 我们相信，通

过明天更加深入的考察活动，与会者

尤其企业家朋友，将会取得更大的收

获。

中国企业报集团社长吴昀国：

认识和适应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大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