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和发展了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标志着我们在

处理经济建设的好与快关系的理念和准则上实现了

重大战略转变。十年来，我国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

到了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转型发展取得了可喜进展。

一 转型发展新理念、新概念、新战略的提出

2006 年 10 月，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

涛同志第一次提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

求[1]679，这与此前沿用 10 多年的“又快又好”①的提法

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很大不同，“好”字当头替代了

“快”字当头。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动，而是发展理

念的重要战略性调整。对此变动，胡锦涛同志特别做

出了说明。他说：2006 年底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

好又快”，“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

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2]。2007 年 9 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商业峰

会的演讲中，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概念[3]。10 月，党的“十七大”将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确立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

战略任务”[4]17，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又好又快发展[2]。
2007 年 12 月，胡锦涛同志对“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动，特别做出了说

明。他说：“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

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
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

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

要求的发展方式。”[4]107

这 100 多字的经典论述，突出强调了两个战略

要点。一是超越“快”字优先的“又快又好”的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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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树立“好”字当头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不

再将追求 GDP 的快速增长置于战略优先地位，而是

在“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上下

功夫、见实效。二是超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

念，确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在这篇讲话

中，胡锦涛对这个战略要点做出了详尽阐释，其中在

“两个必须牢记”的论断中说：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发

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对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发展应该

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即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

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

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4]106。
转型发展的新理念、新概念、新战略，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一是对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988 年邓小平提

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274 的著名论断，

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并发展了这一

思想。多年来，胡锦涛始终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说：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

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6]；我们一定要把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7]。二是对发展是硬道理思

想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

才是硬道理”[5]377 的战略思想。2010 年 10 月，在十七

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在当

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

学发展的新论断，要求按照“三个必须更加注重”贯
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8]。三是对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战略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994 年江泽民提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

心内容和主要课题”[9]，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

要内涵、基本要求、政策措施等作了科学说明，把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涵规定为“真正走出一条

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

发展的路子”[10]18-19，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

规定为“两个转到”：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

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11]，把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政策措施概括为推进经

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

机制[12]；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13]；

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10]429。胡锦涛高度肯定

了江泽民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提出要继

续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

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1]592、600。

二 转型发展的基本要点

2007 年 10 月至 2012 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逐渐明确了加快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

的目标方向、基本要求、政策导向、工作重点、战略关

键等要点。200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

锦涛同志指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
目标，即：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

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

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

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4]17-18。
2007 年 12 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

同志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个必须坚持”
的基本要求：第一，必须坚持创新驱动。要实现由工

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必须坚持城乡统筹。我国能

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

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

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第三，必

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第四，必须坚持内外协调，

为我国现代化拓展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提供持久

可靠的资源保障，努力促进我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

展的良性互动。第五，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76-80。
2009 年 12 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

阐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导向，即从制

度安排入手，完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

制和政策导向；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重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以完善政绩

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8]285-286。
2010 年 2 月，胡锦涛同志又向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部署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个工作重

点。第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不合理

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症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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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对推动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

变为集约型增长、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根本出路在自主创新。第四，加快推进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是衣食之源、发展之本。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

件，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第六，加快推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没有相应的教育、就业、社会保

障等制度相配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实

现。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

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

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第八，加快推进对

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单纯靠量的扩张来推动我国

出口贸易发展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调整进出口贸

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

“走出去”战略[8]455-468。
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期间，胡锦涛同志多次强

调，加快转型发展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战略关键，其中最关键的是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

‘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8]455 这里的“加快”，之所

以加上引号，就是为了与过去几十年偏重于追求速

度、数量上的加快相区别，是特指加快实现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

三 转型发展的实践进展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发展面临的

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金融危

机表面上是冲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实质上反

映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着的问题和我国

经济结构的不完整性。主要表现为：经过 30 多年改

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上升，国

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和外

向型出口企业的冲击增大；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

增长过于粗放，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传统经

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

大大增加，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形成和正在

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过时甚至报废的风险；居民收

入比重偏低对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构

成严重制约，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

断提高，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方

面的需求越来越高。总之，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

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党的“十六大”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关

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部署和要求，以转

型促发展、以发展谋转型，在六个方面取得了可喜

进展。
内需、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

在扩大内需方面，我们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施家电、汽车下乡等鼓

励消费政策，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居民消费能

力和消费预期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增

强了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冲击能力。在着力扩大内

需的同时，我们坚持把扩大进口与稳定出口结合起

来，促进外贸进出口趋向均衡。
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三次产业协同

发展的趋向增强。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

措施，促进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粮食产量实现

连续 9 年增产；以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不断

完善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改善服

务业发展环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稳步提高。
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

作用进一步显现。国家大力实施科技、教育、人才三

项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 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达到 255 万人年，居世界首位[14]。科技创新在一些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不

断涌现。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转化步伐明显加快，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能

力进一步提高。我们充分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

行政手段，推动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能

耗和环保等准入门槛，2009 年以来六大高耗能行业

增速始终低于全部工业增速，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

耗持续下降。
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东中西部发展呈现良

性互动态势。中央全面部署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各项任务，印发了《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和促进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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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规划》，系统制定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了一批经济区、
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更加完

善，区域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
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升。国

家通过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健全制度，使广大农民

得到了更多实惠。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

能、以大带小的原则，一批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实

施。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

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快速发展，中

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迅速崛起。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继续提高，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一是转型发展步伐跟不上国际

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

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

竞争、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

应，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制约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在三大需求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强，

在三次产业中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问

题比较突出，在可持续发展上资源环境约束还在强

化，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还很

突出。如果我们不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

的发展代价就会越来越大、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道
路就会越走越艰难。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觉，

继续强化加快转型发展的紧迫感。

注 释：
① 关于“又快又好”的提出和使用：1992 年 12 月 18 日江泽民在全

国计划会议讲话中首次提出“又快又好”，1994 年 6 月 20 日江泽

民在考察广东时在深圳的讲话中最后一次使用；1993 年 12 月 21
日胡锦涛在昆明党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使用“又快又好”，
2006 年 2 月 14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

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最后一次使用。1992 至 2006 年，共计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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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Practic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Theory since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LENG Zhao-song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Hu Jintao has updated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and pro-

posed some new concepts. He proposed and develope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which mark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o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ocial 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 theory；chang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practic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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