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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览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2016年中
国经济将有哪些新动向？

12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形势、稳增长重点、结构
性改革战术任务、重要改革领域、惠民生要
点和开放战略做出了明确部署。会议强
调，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2016年中国经济将有哪些新动向？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看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对外开
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
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
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
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

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
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
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
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
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看开放：注重高水平双向开放

在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关键决战时期的
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保障改善民生
突出了经济帮扶和政策托底。

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
困难的精准帮扶。社会政策要托底，则是要
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

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针对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会议指出要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
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

看民生：注重精准帮扶与政策托底

要想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
牵引作用的改革措施。

记者总结梳理，会议提出的改革主要集
中在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保
改革四个领域。

●在国企改革中，会议提出加快改组组
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
行业改革。

●在财税改革中，会议提出抓住划分中

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
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
键性问题加快推进。

●在金融改革中，会议提出尽快形成融
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
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同时
要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

●在社保改革中，会议提出要完善个人
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同时还
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看改革：突出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

2016年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将
十分繁重。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战
略”和“战术”做出安排，战略上要坚持稳中

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
键点，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详见右侧图表)

看任务：战术上抓住五大关键点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
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
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必然要求。

具体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实施相互配合的五
大政策支柱。

●一是宏观政策要稳，为结构性改革营

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

改革方向。
●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

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
●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

革落地。
●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

底线。

看增长：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新
的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形势？

会议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整体形势判研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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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
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断。

会议认为，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

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
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
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
为，要看到经济稳中求进的积极成效，为未
来工作增加信心，看到风险点和不确定性，
把稳中求进的好的势头保持下去，使得经济
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能够比较稳定。

看形势：新常态下基本面向好，但也面临困难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