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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确立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之后，在

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对内推进经济

体制改革，力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起基础性作用；对外不断打开国门，吸收

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制度经验，充分利

用外资，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如今，中国以

强劲的经济增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

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开放和变革中，中国通常采取这样

一种策略：先行先试。一项政策措施若取得

实效，就加以推广；若失败，则另辟蹊径。改

革在多个领域同时推进而并非直线式，时

有曲折和反复。

当前，中国改革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新一轮改

革征程，将真正推动中国前行！

 

问题与挑战
因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处的国内、

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束缚经

济健康发展的因素日渐多元而复杂，既有

的改革模式和思路已经难以维持中国经济

持续而高速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走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中国经济

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了投资驱动增

长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并取得了相当长时间

内的高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政策，

即以出口需求弥补内需不足。但随着出口导

向政策的成功执行，中国出现了外汇储备大

量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外汇占

款剧增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等

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陷入

疲倦期，中国长期执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需

要按照新的市场需求进行调整。而出口导向

政策的调整又要求弥补内需的不足，还关涉

富余劳动力就业安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

民生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将经济增长模式

由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增长模

式，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发展

模式转变。而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

式的采用，都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撑。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取代

计划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定局。市场经

济是法治经济，以法治约束和规范市场运行

中的各方行为，并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己任。

中国于2011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基本建成，这为中国市场经济有序发展

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因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

转型而来，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在经济社会

建设中仍具惯性，从而影响甚至束缚着法治

的推进和落实。

趋势与路径
改革进程中遇到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

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是一个拥

有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须自力更生、

创新改革、谋求发展，因循守旧必定会被时

代淘汰。形势逼人，改革才有出路。十八大

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关键”。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

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处理好加强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的关系，处理好增量改革与存量优化的关

系，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处

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顺

利有效推进。因此，在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的大前提下，政府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

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更好地发挥政府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具体而言，深化改革进程中，政府应着

力做好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依法办事而不恣意干预市场。从微观层面

来说，政府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制度，更

多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和扼制垄断，营造

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政府要做的不

是事前事无巨细的审查和许可，而是应将工

作重心转到在宽松的准入前提下对市场运

行中企业的竞争、价格、质量甚至包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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