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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将于2月6日举行，为助广大考生培养起“申论思维”，

针对2010年福建省公务员考试提供了申论热点解读系列辅导

资料。本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申论热点解读。 一、核心

问题 长期以来，基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整体技术水

平的限制，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物

质消耗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因此一贯呈现出高投入、

高增长、低效益、高污染的典型粗放式增长特征。 以2006年

为例，该年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的能耗、30%钢材消耗

、54%的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

量5.5%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同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未达到

“十一五”限定的年均目标，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根

本好转。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降低增长成本，提

高和保持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早在1987年政府即提出

要将粗放经营逐步转变为集约经营。1995年更在提出实现经

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

型的转变，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高投入、低

产出，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由此，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

本转变，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步开始了从粗放到集约的第

一个历史性转变。 然而直到今天，在我国经济迄今为止的快

速增长过程中，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

、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仅没



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较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矛盾

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表现为以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

、“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

协调、国际收支不协调和自主创新能力低下为表征的不稳定

因素的存在，也表现为以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所引发致一系

列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中不和谐因素的

存在.不仅使我们为经济增长所付的代价日益增大，使经济增

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也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的矛盾。 资料表明：2003年以来，我国每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则从2001年

的59%下降到2006年的50%，且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汽车

、化工和建材等少数产业上，投资的“潮涌现象”十分明显

，导致产能严重过剩.1994年以来，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

常年“双盈余”，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剧增，已从1994年的516

亿美元增至2009年6月底的21316亿美元。这不仅增加了人民币

的升值压力和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也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

涨。 除非有有力的政策干预，否则上述矛盾的持续和发展将

会极大地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并最终导

致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国民经济较快

增长和较低通胀率的表象下，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可能隐

藏着较大的，且十分现实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显然，当

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

济增长模式，而是已扩大和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各个方

面。因此，只有在宏观上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干预

，才能实现和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即高质量)又快(即高



速度)地发展。因此，及时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前我国经

济生活中具有第一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30年的改革和发

展也已为实现这一转变提供了包括经济体制、市场供求格局

、经济运行环境和物质基础在内的良好的基础条件。简言之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因此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二、

延伸阅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放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部署。最近召开的党

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又把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落实十七

大精神，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措施加以强调，

可见其紧迫性和意义非同一般。 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之所以如

此紧迫，首先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毛病”。在我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过去长期患下的高投入、高消耗、

高污染、低效率的老“毛病”依然相当严重，而且伴随经济

的高速增长而逐渐发作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和谐、不安全

的新“毛病”也日益严重。其次是这种粗放而失衡的经济发

展模式全面遭遇环境承载能力下降、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国

际贸易摩擦加剧、社会冲突增加等生态环境、贸易环境和社

会环境恶化的阻碍。因此，经济发展方式非转不可。 客观地

说，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患的这些老“毛病”，跟过去我们经

济发展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下、经济总量小、经济社会长

期“紧运行”和人们对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忽视有关系。

在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人口大国，不可能不要高

速度，在技术水平不高、环境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

靠高投入、高消耗进而也难免高污染。但是，随着我国经济

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进入了经济宽

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这些老“毛病”就必须要



改了。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做过不少努

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

换取高增长的发展惯性依然严重，从思想上忽视经济增长质

量、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的倾向还相当严重，经济增长过度依

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度依

赖物质投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从投入和消耗来看，投入大

、消耗多仍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例如，2006年

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5%，而消耗的资源总量却

达到了15%以上。特别是由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

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名牌，我们不得不

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低价开发自然资源甚至严重的

环境污染来换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进而成为任发达国家“剥

削和无理指责”的低端产品“加工厂”。美国《商业周刊》

和国际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

有50个，欧洲拥有38个，亚洲占有11个，而我国却没有一个

。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等产品的产量均居世

界第一，但芯片大都依赖进口。我们不得不把每部手机售价

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

国外的专利商。这种粗放式发展必然与我国人均资源严重短

缺的资源状况相冲突，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不仅如此，在经济粗放、快速发展过程所产生的一、二、

三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城乡之间、区域之

间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及过度依赖国际市

场和国际资源而带来的经济不安全等新问题交织进来以后，

我们就更需要马上“就医治疗”，自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转变发展方式，说到底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针对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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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

，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四个关键”：一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自主创新能力低下

，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是制约产业

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个“

瓶颈”，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发生根本转变。因此，必须大力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创新机制，制定各种激励政策，促进各

种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 二是要重视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

务业发展，加快形成第三产业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新格局。第

三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只有第三产业充分发展，才能促使和

支撑经济发展彻底摆脱过分依赖物质投入和牺牲环境而换取

经济增长的局面。 三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各类生

产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

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四要深化干

部任用体制改革，完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用充分反映资源

环境代价的核算体系来衡量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加快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这“四个关键”一起

抓，才有利于解决部分地区发展方式转而不变的问题。摘自

《半月谈》2008年第5期(半月评论) 相关推荐： 2010年福建公

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药品安全问题 福建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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