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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前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是“十一

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中央多次强调，发展既要有较快

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十

一五”开局之年前5个月的最新统计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如此之高的增幅为近年少有，投资过

热再次向人们敲响经济风险的警钟。 不讲条件、不顾国力的

可能，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这是我们经济

建设上的老毛病，其浪费严重，危害性极大。为避免重蹈历

史覆辙，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说不得

力，可为什么有的地方依然在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一些干部

依然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呢？ 把脉问

诊，粗略概括，可以说这些地方患上了五大病症： 一是“盲

目投资冲动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宏

观调控于不顾，再掀投资热潮，过剩产能继续释放、淘汰产

业重新开工、落后项目死灰复燃，扩张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二是“科学发展冷漠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有时日，然

而有的地方领导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却行不科学发展之实

，有的地方甚至对科学发展无动于衷，既缺思路，更乏实绩

，粗放、低端、雷同的发展模式依然故我，高耗能、高污染

、低效率的项目屡禁不止。 三是“招商引资饥渴症”。下指

标、定任务，各级干部齐上阵，只重数量不讲效益，一些地

方招商引资可谓饥不择食、花样翻新。该管的管不好，不该



管的乱管一气，政府职能已严重“越位”和“缺位”。 四是

“违法用地不疲症”。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面对失地农民

的困境，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为土地违法

的主体，它们或通过修改规划化整为零批地，或与开发商合

伙搞假挂牌出让，或以租代征打政策擦边球，并且屡闯红线

、乐此不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

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

财政”。 五是“房产开发躁动症”。时下一些城市房价疯涨

，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直接参与密不可分。有的地方大兴造

城运动，制造大量被拆迁户，拉大被动需求；一些地方对经

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只热衷于批建高档住宅；有的

地方为谋利甚至请房地产公司当“托儿”，哄抬地价。 说一

千道一万，盲目追求GDP的背后，其核心是不科学的发展观

和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在一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头

脑里，衡量本地区、本部门或本行业发展快与慢的标尺，依

然是单纯靠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求发展的思维

定势。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控制投资规模，而有的地方、部门

和行业就是不以为然，老在强调“我这里规模不大”、“我

这里不热”、“我这里情况特殊”，不合理的投资项目照上

不误。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

，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前

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

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 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

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

政疾”。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

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

，当用良药和猛剂。 其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

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

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

学发展轨道。关键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

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其二是要根

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关键

是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

等市场准入标准。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从严控

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同

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

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

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

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 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

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原

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我们是效益和速度

的统一论者。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

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

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