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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和发展了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在

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取得了

重大进步，在处理经济建设的好与快关系的理念和准

则上实现了重大战略转变。十年来，我国把推动发展

的立足点转到了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转型发展取得了可喜进展。

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初

步形成

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10 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初步形成时期，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加快转型

发展的新理念、新概念、新战略。
（一） 新理念、新概念、新战略的提出

2006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上，第一次提出了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

求［1］679。这与此前沿用 10 多年的“又快又好”①的提法

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很大不同，“好”字当头替代了“快”
字当头。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动，而是发展理念的

重要战略性调整。对此变动，胡锦涛特别做出了说

明。他说：2006 年底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

快”，“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

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2］。
2007 年 9 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商业峰会

上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3］。
同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立

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4］17，

并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2］。
2007 年 12 月，胡锦涛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动，又特别做出了说明，即

“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

是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

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

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

方式。”［4］107

这 100 多字的经典论述，突出强调了两个战略要

点。一是超越快字优先的“又快又好”的发展理念，树立

好字优先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不再将追求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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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增长置于战略优先地位，而是要求在“加快形

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上下功夫、见实

效。二是超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确立“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这篇讲话中，胡锦涛对

这个战略要点做出了详尽阐释，其中在“两个必须牢

记”的论断中说：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发展是解决中

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

义；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发展应该是又好又快的

发展，也就是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要努力实现以人为

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

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

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

平的和平发展［4］106。
（二）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形成的思

想理论来源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形成的直接思想

理论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

道理的思想。
1988 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著名论断［5］274。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一次

强调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

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

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希

望我国科学技术在未来进步得更快；搞科技，越高越

好，越新越好［5］377-378。多年来，胡锦涛始终强调必须坚

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 2008 年 6 月和

11 月的两次讲话中，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我们党对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

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科技思想的基

本观点。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6］。
我们一定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

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7］。
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发展才是

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

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

脚，结果是丧失时机”［5］377。多年来，胡锦涛始终强调

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2010 年 10 月，他在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提出：在当代中国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的新论

断，提出按照“三个必须更加注重”的要求贯彻落实

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

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加快推

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

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

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正确认

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认真考虑和对待各方面发展需要，正确反映和兼顾各

方面利益要求，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集聚强大力

量”［8］1002-1003。
2. 江泽民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思想。
人们通常认为 1995 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

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②，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早在 1994 年 11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

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

变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课题”［9］。此后，江泽民始终坚

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思

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涵体现在，“真正

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10］18-19。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基本要求体现在“两个转到”，即：从主要依靠增加

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

道上来［11］46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方针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1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

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1］462-463，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人和自然

的协调与和谐［12］；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实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着力点［10］429。
2006 年 8 月，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

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江泽民关于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并提出要继

续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

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1］592-600。
3. 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
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

只是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这深

刻地反映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坚持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就必须着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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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

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就要始终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

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

求，就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

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

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

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

根本方法，就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

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

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

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
（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形成的时

代背景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

段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

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

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

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

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

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

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

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

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

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对外开放日益

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

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总之，这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

阶段的具体表现，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

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发展面临

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一步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

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冲击，实质

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这主要表现为五

个方面：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贸

易依存度大幅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特别是

沿海地区经济和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冲击相当大；长期

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过于粗放，长期形成的主要依

靠物质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

益突出，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尽管

我国经济总量已比较大，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

不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已

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过时甚至报废的潜

在风险；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对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

费需求构成严重制约，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不断提高，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从根本上破解这些课题的关

键所在。
总之，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把握

和破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呈

现出来的新课题新矛盾的迫切要求，是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是不断提高我国经济

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迫切要求。

二、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 略思想的丰富和

发展

2007 年 10 月至 2012 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以胡锦

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渐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战略的目标方向、基本要求、政策导向、工作重

点、战略关键等诸项战略要点。
（一） 目标方向

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

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目标方

向：促进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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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4］17-18。
（二） 基本要求

2007 年 12 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个必须坚持”
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即要实现由工业大

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即我国能否由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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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

不能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

展；必须坚持内外协调，即为我国现代化拓展更加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提供持久可靠的资源保障，努力促进

我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以人

为本，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4］76-80。
（三） 政策导向

2009 年 12 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明

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个方面的政策导向［8］285-286：

一是从制度安排入手，完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推进财税体制、收入分配

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健全相关法律法

规，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

利益导向。要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信贷政策、环保

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标准，加强发展规

划引导，形成系统的政策体系和强大的政策合力。
二是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

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要扩大国内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要把

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与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

业结合起来，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与抢占新兴产业制

高点结合起来，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把建设创新型

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要坚持人才资源

是第一资源，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三是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推动科学发展，正确的政绩导向是关键。
要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既要看发

展速度和规模，更要看经济结构是否优化、自主创新

水平是否提高、就业规模是否扩大、收入分配是否合

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生态环

境是否得到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否增强。总之，

要看是否真正做到好字当头、又好又快，从而使加快

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自觉行动。
（四） 工作重点

2010 年 2 月，胡锦涛部署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八个工作重点。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

主要症结，因此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快推进产

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对推动经济从粗放型增

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三是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根本出路，在自主创新。四是加快推进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是衣食之源、发展之本。五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良好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

件，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六是加快推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没有相应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

等制度相配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实现。
七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八是加快推进对外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单纯靠量的扩张来推动我国出口贸易

发展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加

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

略［8］455-568。
（五） 战略关键

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期间，胡锦涛多次强调，

加快转型发展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两个战略关键，其中最关键的是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0 年 2 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

‘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8］455 这里的“加快”，之

所以加上引号，就是为了与过去几十年偏重于追求速

度、数量上的加快相区别，是特指加快实现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
2010 年 6 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2010 年 10 月在中共

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2012 年 5 月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2012 年 7 月 23 日的重要讲

话中，胡锦涛都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关

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三、 转型发展的十年进展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和发展了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思想，揭示了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

的新认识。十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关于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部署和要求，推动转型发

展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是内需、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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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在扩大内需方面，党和国家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实施家电、汽车下乡等

鼓励消费政策，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居民消费能

力和消费预期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增强

了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冲击能力。在着力扩大内需的

同时，还坚持把扩大进口与稳定出口结合起来，促进

外贸进出口趋向均衡。
二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三次产业协

同发展的趋向增强。党和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

政策措施，促进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粮食产量实

现连续 9 年增产；以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不断完

善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改善服务业

发展环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

提高。
三是扎实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

撑作用进一步显现。党和国家大力实施科技、教育、
人才三项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 年研发人员全

时当量达到 255 万人年，居世界首位 ［14］。科技创新

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科技

成果不断涌现。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转化步伐明显加

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是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

能力进一步提高。党和国家充分运用经济、法律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推动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

能耗和环保等准入门槛，2009 年以来六大高耗能行

业增速始终低于全部工业增速，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

耗持续下降。
五是完善落实区域发展政策，东、中、西部发展

呈现良性互动态势。党和国家全面部署了深入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各项任务，印发了进一步实施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和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规划，系统制定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

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了一批经济区、经济带

发展规划，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更加完善，区域

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
六是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

升。党和国家通过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健全制度，

使广大农民得到了更多实惠。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

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一批城市发展总体

规划制定实施。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

镇体系初步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

群快速发展，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迅速崛起。城

镇综合承载能力继续提高，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大

幅提升。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突出问题可以归纳为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转型发展步伐跟不上国际国内经

济形势发展，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的要

求不相适应，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有效

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科学

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三大需求

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强，在三次产业中一产

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可持

续发展上资源环境约束还在强化，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还很突出。
总之，“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15］如
果我们不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的发展代价

就会越来越大、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道路就会越走越

艰难。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提高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紧迫感、自觉性和创造性。

注 释：

①关于“又快又好”的提出和使用：1992 年 12 月
18 日，江泽民在全国计划会议讲话中首次提出“又快

又好”；1994 年 6 月 20 日， 江泽民在考察广东时在深

圳的讲话中又一次使用。 1993 年 12 月 21 日，胡锦涛

在昆明党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使用 “又快又

好”；2006 年 2 月 14 日，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又一次使

用。 1992 至 2006 年，共计 15 年。

②这种不实观点得到普遍传播。 举一例：“1995 年
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卫兴华《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

的关系》，《人民日报》2011 年 2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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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Strategic Thought of Speeding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Leng Zhaoso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From Oct.2006 to Oct.2007, is the time for proposeing to speed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for its initial formation, President Hu Jintao proposed the new concept, new thought and new

strategy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From Oct.2007 to 2012, is the time fo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ought and for setting up goals, basic requirement, policy orientation, main point of the task and key point of

the strategy, etc. Since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ignificant strategic thought of

speeding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proposed by Hu Jintao reflects the Party's new

understanding to the development issue. And there are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within a decade on

six aspects for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since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 Jintao strategic though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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