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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0多年保持了
年均近10％的增长。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接近上
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发展，我们既有着诸多有利条件和难得机遇，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一方面，国内市场潜力大、要素组合匹配好、体制具有独特优势等条件仍会存在，新的竞争优势正在
形成和增强；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现行的发展方式与新阶段新要求不适应的矛盾将凸显，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
杂。
毋庸置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口”上。
能否突破这个“关口”，直接关乎到能否保持经济增长的连续性，直接关乎到能否避免掉入“中等收
入陷阱”、把现代化持续不断地推进下去。
突破这个“关口”，需要清醒认识新时期发展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透彻分析新时期的发展要
求和任务，科学制定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同时，还要看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要求开展相关研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又对这一目标提出了增强发展
协调性、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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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度重大课题《“十二五”规划预研究：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结
构变动趋势分析》之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内容涉及“十二五”至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我国现代化正处于重要关口。
下一个10年仍是发展的黄金期，面临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能否牢牢抓住发展机遇，有效应对各种挑
战，顺利推动结构转型，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书深入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未来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提出了“十二五”时
期至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等，对于制定中
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特别是对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可以作为有关方面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可供有志于研究中国中长期发展问
题的中外专家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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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  “十二五”时期至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二、“十二五”时期至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三、“十二五”时期至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思路、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  四、“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工
作重点和关键举措专题一  “十一五”规划执行情况及启示  一、“十一五”规划执行总体情况  二、重
点领域进展情况  三、经验与启示专题二  “十二五”时期至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一、国
际环境和条件：世界经济总体上将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二、国内环境和条件：
转变发展方式紧迫性更加突出，条件更加成熟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专
题三  “十二五”至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
十二五”到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  三、结论和建议专题四  “十二五”及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趋
势和特征分析  一、过去10年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特征  二、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三、
“十二五”时期及年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四、“十二五”时期有可能出现的三个阶段性变化新特
征  五、“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六、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七、“十二五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专题五  着力解决深层矛盾．推动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  一、我国发展
方式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影响  二、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体制性矛盾及其影响路径  三、推动发展
方式实质性转变的目标、原则及战略  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政策重点专题六  中国特色城镇化
的战略和政策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成就、问题与原因  二、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态势  三、中国特色城
镇化道路的基本原则、总体思路  四、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专题七  “十二五”我国发展的
国际环境和对外开放战略  一、“十一五”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二、“十二五”期
间的国际经济环境  三、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国际关系  四、“十二五”时期对外开放战
略的指导思想  五、“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政策  六、“十二五”我国利用外资的
指导思想和总体战略目标  七、“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促进
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九、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专题八  “十二五”时期优化收入分配
格局的思路和主要途径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的可能途
径与主要思路  三、主要目标和政策建议专题九  “十二五”时期的公共财政  一、引言  二、“十一五
”时期公共财政建设成就与挑战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需求预测  四、“十二五”
时期公共财政建设的目标、原则与框架  五、“十二五”公共财政体系改革重点专题十  “十二五”期
间三农政策研究  一、“十一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成就  二、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矛
盾和突出问题  三、“十二五”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四、“十二五”时期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  五、“十二五”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和建议专题十一  “十二
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政策研究  一、“十一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主要成就、突出问
题及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要求  二、对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和认识  
三、“十二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专题十二  “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体
制与政策研究  一、“十一五”期间消费需求增长的特点、经验与问题  二、“十二五”时期扩大我国
消费需求的背景与趋势分析  三、“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完善体制机制的总体思路  四、“十
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保障措施专题十三  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
环境  一、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二、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三、技术创新
体系建设进入战略转型期  四、“十二五”技术创新和创新体系建设目标与政策取向专题十四  中国企
业发展和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  一、主要成绩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明确国家所有权政策，
继续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  三、建立对国家出资企业进行有效资本管理的体系  四、进一步健全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  五、进一步完善政策及其支持体系，激励企业创新发展和不
断提高管理水平  六、继续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  七、改进法制和信息调查制度，形成有利于企业
发展的法律环境专题十五  “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思路、目标和对策  一、当前我国环
境变化的基本趋势：稳中有好但改善缓慢  二、环境质量稳中有好但改善缓慢的成因分析  三、“十二
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的背景分析和生态文明建设思路、目标  四、政策建议专题十六  “十二五”时
期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  一、环境分析与指导思想  二、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  三、重大的政策措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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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十七  “十二五”期间社会政策体系的完善  一、“十一五”期间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现状  二、“十
一五”期间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三、“十二五”期间完善社会政策体系的基本
思路和主要目标  四、“十二五”期间完善社会政策体系的重大举措建议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迈向全面小康>>

章节摘录

　　然而，应看到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主要依靠大量投入实现的，增长的粗放型特征依然比较明显
：资本产出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问题仍然存在。
“十一五”以来，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虽逐年下降，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007年，我国以占世界约17％的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消费量，仅生产出世界生产总量
的5％左右；一次能源消费量超过欧盟27个国家的总和，仅次于美国，煤炭消费量更是超过了世界消费
总量的40％。
2006年，我国能源效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千克石油当量）为3.2，仅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
水平的76％，世界平均水平的61％，高收人国家的50％。
　　2.经济结构有所改善，但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改善。
　　（1）产业结构继续改善。
2009年三次产业构成为10.6：46.8：42.6。
与“十五”末相比，一产比重继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有所上升，现代服务业有一定发展。
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2006-2008年的三年间，其增加值年增长率均高出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4个百分
点以上。
　　（2）就业结构继续优化。
城镇从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十五”末的36％上升到2008年的39％；一、二、三产就业比重从“十
五”末的44.8 ：23.8 ：31.4 ，变为2008年的39.6 ：27.2 ：33.2 。
一产就业比重下降5.2 个百分点，二产和三产分别上升3.4 和1.8个百分点。
　　（3）区域发展差距有所减小。
从“十五”末到2008年，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55.6 ％下降为54.0％，中部地区则从18.8 ％
提高到19.4 ％，西部地区由16.9 ％提高到17.9 ％，东北地区基本保持不变，为8.7 ％。
人均地区GDP中部和东部之比由1：2.2 4变化为1：2.08，西部和东部之比由1：2.5 5变化为1：2.3 1，东
北和东部之比则由1：1.49变化为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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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迈向全面小康：新的10年》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及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后完成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广大读者参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为党中
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同时，还与国内外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
业界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以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拥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和高素质专家，他们围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完成许多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影响不断
扩大。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改进科研管理，加强学术交流，进一步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和
水平。
为了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和影响力，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从可以公开发表的
研究课题中，选出一些优秀成果，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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