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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5 年 12 月 26 日 01 版） 

  改革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法宝，也是开创美好未来的关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必须做好改革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推进结

构性改革这个重点任务，就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就是要通过改

革创新破除发展障碍、增续内生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

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但经济持续发展也面临不

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导致社会再生产中

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面对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中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当此之时，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就

容易让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改革是解决矛盾、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37 年来，从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

构性改革力度，不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国企、财税、金融、

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正是为

了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把我国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引领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进而致力于全面深

化改革，就是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要义。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认识，特别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

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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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之当革，若畏惧而不为，则失时为害。”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锐意改革、大胆创

新，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中国经济必将培育新动能、焕发新活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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