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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理事长刘伟：新时代的中国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2 月 13 日，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接受了中国网记者采访，谈

话整理如下。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新问题、新挑战，

进入了新常态。“经济进入新常态，首先表现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达到新的

起点、新的水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刘伟表示。经济新常态形成了新机遇

和新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

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

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

方式和经济结构。”刘伟说。 

面对新常态，中国从上到下各方面大力呼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的

地方和领域已显现成效。刘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

确为新常态下战略思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适应、引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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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新变化，以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并进一步历史地推动现代

化目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需求侧应对危机手段，也

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传统观点，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

的经济理论革命。” 

在刘伟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和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中

国现在经济发展矛盾主要方面是什么？从宏观角度来看，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变

化。中国经济需求侧有问题，但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这体现在生产要素成本全

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自然

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特别是现阶段经济出现

新失衡，“双重风险并存”，经济“下行”和潜在通胀压力同时存在，表面上显

现为内需疲软导致经济下行，实质问题在于供给侧。“可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是切合中国现在失衡的根本，是转变发展的方式，克服失衡的关键。”刘

伟表示。 

同时，刘伟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首要是改革，改革包含两个重要层面，制度创新和发展理念转变。

“制度创新包括经济制度创新和政治制度创新。经济制度创新主要解决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

要保护企业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避免政府对市场企业公平竞争的随意否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需聚焦在生产者，特别需要对企业权利的保护，对市场主

体私权的尊重，对政府公权的规范，否则可能导致随意行政的过度干预，破坏企

业市场主体的权利，破坏市场中公平竞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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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刘伟说。“中

国是一个大国，有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产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

依靠全国统一的‘一刀切’的总量调控肯定不现实。需要因地制宜，发挥好中央

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政治制度建设主要在于推动民主与法治。最近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制度，把权力放在民主的阳光下，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保护公平和正义。” 

“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历史可能和条件的。特别是在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我们相信，现在抓住供给侧久久为攻，深入持久地推动下

去，新时代的中国即将会迎来发展的春天。”刘伟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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