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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37_644962.htm 五年只是历史长河一瞬，但不

可否认瞬间中孕育的变化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个

民族的未来。 ２０１１年的中国全国两会适逢“十一五”和

“十二五”的交汇点。在这一节点上，中国已经实现从世界

第三大经济体向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在中国经济世界座次

不断上升的同时，隐藏在国内生产总值背后的未来发展问题

更令人深思。今年两会即将审查描绘中国今后五年发展蓝图

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人们期待从年度最重要的“政

治季”中找到如下问题的答案。 话题一：中国经济奇迹能否

持续？１２．７%、１４．２%、９．６%、９．２%、１０

．３%。经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实

现年均１１%的高增长，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再添精彩一笔。但瞻望前路，中国经济既面临通胀压力上升

、资产泡沫膨胀的近忧，又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

结构的远虑，加之外部复苏的不确定性和国际风云的复杂多

变，人们不免要问：下一个五年，中国持续增长的动力和空

间在哪里？中国又如何解决物价、住房、教育、医疗、卫生

、社保、就业等民生国计难题？ 话题二：步入“深水区”的

改革如何推进？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６５次提及“改革”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

进各领域改革。经历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的方向

与路径已然清晰，但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之难度和深度，

都在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勇气。未来五年中国能否顺利实现



改革攻坚任务？今年两会又将释放哪些改革信号？人们拭目

以待。 话题三：国富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实现民富？前不久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引人

关注，但另一方面，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在中国也

不断扩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在２０１０年成为年度热词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成举国上下思考的问题。如

何让更多人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人们期待能从两会中找到

更明确的答案。 话题四：反腐倡廉靠什么取信于民？两会前

夕，刘志军等高官落马再度引起海内外关注。权力“寻租”

、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现象会否滋生蔓延又如何有效遏制

，是民众始终关心的话题。新华网、人民网所作的两会热点

调查榜上，反腐倡廉始终位居前列。人们期待中国进一步推

进反腐倡廉，回答好这一“老大难”问题。 话题五：新起点

上如何给力法治国家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２０

１０年业已形成，中国用短短数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发达国

家数百年的立法进程。在总体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后

，下一个五年期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

题更加突出、更为紧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完善司法

制度、建设法治政府，人们期待今年两会能更给力。 话题六

：怎样让民营经济迸发更大活力？两会代表委员中，民营企

业家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上下的共识是，从就业到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到拉动经济增长，民营企业都不可或缺。民营经济

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经济力量之一，如何发挥其在中国经济

转型中的作用，如何拉动民间投资，使其与国有企业一道，

推动以强国富民为主要目标的“十二五”规划更好实现，人

们盼望能在两会上听到更多声音。 话题七：面对复杂形势如



何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成功走过“最为困难”的２００９

年和“十分复杂”的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中国面临怎样

的发展形势？国内外、长短期矛盾交织让“十二五”开局之

年存在诸多可预见和难预见的风险及挑战。在国内，保增长

、调结构、控物价任务艰巨，在国外，西方主要经济体复苏

乏力，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严峻，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在

此形势下，强化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可能成为今年两会的主流

声音之一。 话题八：如何营造更加开放宽容的创新空间？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解放思想和大胆创新。两会是集

民情、纳民意、聚民智的公共平台。中国的发展需要全民的

智慧贡献，这有赖于民意的顺畅表达。人们期待，两会将为

民意的表达创造出更多的渠道，让创新意识在政府决策、民

主法治和科技进步中发挥出更大力量。 话题九：人民如何舒

心、安心、放心和有信心？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接受在线

访谈时表示，面对人们对未来幸福的期待，他想说的是如何

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综观过去

一年中国社会的流行词，“蚁族”“蜗居”等，都折射出公

众对保障民生要件的渴盼，对公平正义的关切。今年两会将

拿出什么样的民生清单，提升民众幸福感，将是从根本上减

少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应有之意。 话题十：中国

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为拉动世界走出危机做出令人瞩目贡献，但国际的声音中

也不乏疑虑甚至担忧。“中国威胁论”、“中国独秀论”、

“中国衰退论”、“中国责任论”时而可见。“十二五”规

划恐怕是中国史上与世界关联最大的发展议程，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面临更大机遇，也面临更大挑战。比如，一些国家对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施压动作有增无减，部分国家针对中国的

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救济、贸易保护措施几乎覆盖了中国

大部分出口商品。中国能否和怎样实现和平发展？中国的强

大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请期待两会

上十二五规划纲要提供的“路线图”。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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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