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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引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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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在“新”，表明老路走不通了，经济发展必须从传统路径转到新路径、

从传统动力切换到新动力。新常态有很多标志，比较重要的标志有四个：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由

过去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7时代”；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由要素驱动、投资驱
动转向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由以工业为主的增长转向以

服务业为主的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变化，从过去更加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

量和效益。新常态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宏观调控应当发挥引领新常态的重要作用。 
  稳增长、调结构，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稳增长是宏观调控的要义，调结构是宏观调控的重点。

只有稳增长，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深化体制改革

提供有利条件，才能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同时，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还要推进结构调整和经

济转型。当前应特别关注调整和转型过程中的四大“阵痛”：一是淘汰过剩产能对相关产业发展

和投资的抑制。二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金融去杠杆化特别是降低

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债率，可能对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产生一定影响。四是保护和恢

复生态环境，排除带毒有害的 GDP增长。这些措施短期内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会产生“阵痛”，
但从长期看是必要的、有利的。 
  培育新的增长点，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不能再用大规模刺激和房地产拉

动等老办法，而应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打造新引擎。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将创造巨大

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二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

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三是发展低碳化。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

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机遇。四是产业高端化。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发展

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五是社会信息化。这是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

产业和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六是经营国际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货币成本下降为我国国际

化战略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我国实施企业国际化、分工高端化战略，有利于我国从“中

国制造”向“中国所有”、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宏观调控在这些方面的举

措正渐次出台、逐渐收效。 
  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2014年 3月至 1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 286万户，
同比增长 54%。创业创新的羁绊正在逐渐被清除，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将成为稳定经济增长、推
动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通过创业推进产业化创新，有利于将创新成果转变为现实产业活动，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新产品、新服务的涌现将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对产

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带动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新一轮创业浪潮的兴起有利于以创

业带动就业，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 
  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精准发力、定向调控。当前，一系列改革和“微刺激”政策初显成效，

定向调控初步遏制了经济下行态势。定向调控注重解决深层次结构矛盾，对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偏

离合理区间的重要因素进行预调微调。在城镇化上，着力化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在工业化

上，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在产业结构上，加快

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营改增”试点向服务业全领域扩容；在激发经济活力上，加快多层次资

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在增强创新动力

上，发挥定向财政政策对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化解资本“脱实向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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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农”上，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