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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三重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 
 

李雪松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但同时经济发展空间大、韧性强的优势依然存在。需持续推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效率结构”

三重结构升级，把短期稳增长政策与长期发展战略更好地衔接起来，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需求结构升级 
    一是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以提升就业技能为主、社会政策兜底为辅，促进低收入家
庭增收。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拥有共同参与、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有效提升财政转移支付对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升级。提升传统消费，加快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
用管理转变，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培育新型消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

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三是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推动企
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

等重大工程建设，提高资本回报率。 
    推动供给结构升级 
    一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将政府科技支出大幅向基础研究倾斜，显著
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撑。深化科研人员考核及激励机制改革，显著提高“人头费”

比重，引导科研人员重视成果质量。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供给侧循环。着力破除产业链瓶颈，增强产业链韧性。推
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瞄准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科技重要性更高的领

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迭代发展。 
    推动效率结构升级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力打通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身份脱钩。加快

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实体经

济和科技创新领域。 
    二是持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妥善处理央地关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
地方财权和事权职责范围、分配机制和监督管理办法。以地区间产业协调发展为基础促进地区间

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鼓励地方政府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目标。 
    三是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
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扩大自贸区有效改革开放措施的适用范围。推动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疫后经贸往来恢复。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融入

全球供应链和创新链。扩大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治理中的影响力，以开放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