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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無論是全球的發展還是中國的發展，都站在了一個
重要的歷史關頭，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並存。從全球

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
業變革向縱深發展；但與此同時，世界疫情影響深遠，逆全
球化思潮抬頭，局部衝突和動盪頻發，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
革期。對於中國來說，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高
質量發展遇到卡點和瓶頸，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糧食、能
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以及防範金融風險仍需攻堅克難，重
點領域改革還有不少硬骨頭要啃，就業、教育、醫療、託
育、養老、住房等民生難題待解，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亦有
升級的風險，還需要留足政策空間應對「黑天鵝」「灰犀
牛」。在此背景下，中央謀劃和部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彰顯中國改革開放不停止的堅定決心。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近日在接受訪
問時表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將以放眼全球、擁抱世界
的視野來謀劃。通過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一
方面，「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
機制弊端，着力破解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
和結構性矛盾，使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走得順、行得穩」；另
一方面，充分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蘊含的歷史機遇，
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發展機遇，加快構建
新發展格局，提高應對外部挑戰和抵禦風險的能力，為高質
量發展增添新動能、拓展新空間。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在國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經濟師祝寶良看來，目前中國人均
GDP在13,000美元左右，站在高收入國家門檻前。「中國正
處於工業化中後期和服務業快速發展階段，要素投入結構、
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都會出現較大變化，經
濟發展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開始顯現，中美戰略博弈還在持
續。」祝寶良認為，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中國
經濟轉型，激發增長強力和空間，以及有效應對美國科技、
人才、金融、產業、資源等多領域打壓。
祝寶良認為，中央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將對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系統部署，提出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內容肯定會全面而廣泛，一些基礎性制度改革及當下迫
切推進的改革有望得到具體部署和安排。首先是促進民營經
濟發展壯大，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強對私人產權保護等，三
中全會要給民營經濟和市場主體政策「定心丸」。第二是加
快推進要素市場改革，建設統一大市場，完善戶籍制度改

革、社會保障制度全國統籌等，近期一些地方在土地、人口
流動方面進行試點改革，也對外釋放出改革信號。第三是財
稅、金融體制改革要加快推進，讓財稅金融制度更加適合高
質量發展，更加支持新質生產力。第四，進行收入分配改革
已迫在眉睫，完善分配制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規範財富
積累機制，同時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
中央有望全局謀劃和具體部署。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認為，三中全會部署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有望推動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來
調動地方政府、企業家、居民和科學家四大主體的積極性，
從而增強整個社會的活力和信心。
首當其衝是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解決地方債務風險

和當前財政運行偏緊等問題。羅志恒認為，其中，需要釐清
政府與市場關係，界定政府職責與規模，避免政府支出責任
無限擴張；一定程度地調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比
如，上收部分事權和支出責任到中央和省級政府，減輕地方
政府和市縣政府的支出壓力；穩定宏觀稅負，朝着有利於統
一大市場建設、綠色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等高質量發展的方
向，對稅收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
羅志恒還提到，第二個改革重點是，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
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市場准
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構建高水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提振企業家信心。
此外，推動收入分配、戶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提高醫療
教育和養老等水平，化解居民消費率偏低的長期問題，調動
居民積極性。推動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實施股權激勵、推動
產學研一體化，更大程度上提高人力資本參與收入分配的比
重，調動科學家的積極性。

撥亂反正，開啟改革開放偉大歷程
召開時間：1978年12月

主要成果：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

導方針，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

行改革開放的決策。

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召開時間：1984年10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規

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方針政策，是指導中國經濟體

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為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掃清道路
召開時間：1988年9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確定

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這

次會議為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掃清了道路。

制定市場經濟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召開時間：1993年11月

主要成果：制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建

立現代企業制度、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等政

策方向。

堅持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召開時間：1998年10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

層經營體制。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召開時間：2003年10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若干問題的決定》，作出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深化國企改

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等決定。

推進農村改革，積極發展現代農業
召開時間：2008年10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作出加強農村制度建設、積極發展現代農業、

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等決定。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召開時間：2013年11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

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召開時間：2018年2月

主要成果：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

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下決心解決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中存在的障礙和弊端。

2023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加快發展新

質生產力。受訪專家指出，三中全會部署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一個關鍵目標就是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

展的堵點卡點，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人才

體制等改革，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推

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為經

濟社會長期發展培育新動能。

在新業態新領域應繼續放寬准入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黃群慧表示，發展新質生產

力需要多方改革共同發力，包括必須堅持「兩個毫不

動搖」，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發展新質生產力；進一步

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數據等新型要素交

易的基礎制度，推動各類生產力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

和優化配置；完善支持創新的基礎制度，深化科技、

教育、人才等體制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生態文明、

對外開放等體制改革。最終目標是打造開放的創新生

態，吸引全球新型生產要素資源匯聚，提高新型生產

要素資源配置效率。

黃群慧建議，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

點，首先是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

制，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

展壯大，創造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在推動新質生產力

發展方面有效合作的創新生態。其中，國有企業肩負

原創性技術策源地、產業鏈鏈主的使命，應當積極探

索長期主義的績效考核機制和創新容錯機制。

產權保護、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

濟基礎制度的改革需要進一步加強。黃群慧建議，在新

業態新領域應繼續放寬准入，圍繞着數據、知識、人

才、專利等新型生產要素探索市場化體制機制，完善數

據要素開發利用機制，完善人才培養使用流動機制，創

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等，來推進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黃群慧特別強調，應當通過體制機制改革，着力培養造

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卓越工程

師、大國工匠，引進、留住和用好海外頂尖人才，收入分

配更好體現數據、知識、技術、人力資本的價值。

三中全會繼續對擴大開放做出部署。
中共二十大明確提出，加快在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方
面同國際高標準開放體系對接，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國
家信息中心原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認為，通過對接國際貿易
規則，擴大服務業開放，放開教育、醫療服務、增值電
信、文化、研發設計等市場准入，同時也需要進一步推動
國內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採購體系改革、全國
統一大市場建設等。
作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主要成員
之一，中國全面履行了承諾和義務，零關稅比例已超過

65%，在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技術標準等方面
也將實現統一。《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CPTPP）作為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具有開
放標準高、覆蓋範圍廣、邊境後議題多等特點，涉
及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國有企業、政府採
購、補貼、勞工標準、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反腐
敗等多個領域。我國已正式申請加入，需相應推進
國內各領域改革。
另外，服務貿易已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重要領
域，電子商務和數字貿易已成為中國外貿發展的
新引擎。祝寶良認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全球
正在圍繞如何制定電子商務的規則體系進行激烈
競爭，特別是在國家安全利益方面，數據跨境流
動、跨境域名的落地、數據確權等方面的話語權
競爭十分激烈。「我們應努力在全球貿易規則制
定和重塑中發揮中國的影響力，從適應全球發展
趨勢、維護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的出發點，拿出
中國的可行性方案。」

備受矚目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於7

月15日至18日在京召開，重點研究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

題。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多位專家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中央謀劃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根本方向是為中國式現代化

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改革將重點圍

繞破解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

障礙、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

點這一主線展開，最終為高質量發展提供

強勁的推動力和支撐力。專家預計，財

稅、金融、要素市場、科技等關鍵領域體

制機制改革有望在三中全會上進行具體部

署，來增強社會發展的活力和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打通新質生產力堵點
暢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將以放眼全球、擁抱世界的視野來謀劃。圖為工人在
位於青島市即墨區的一汽解放青島汽車有限公司總裝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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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概覽

十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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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福州
市閩侯縣南通
鎮古城村，科
技特派員（左
一）在給古城
村養殖戶們傳
授金魚選種育
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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