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结构 

——三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全面小康，重在“全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

中，“协调发展”强调的正是“全面”二字，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为全面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推动协调发展、形成平衡结构，不

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

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

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

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

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

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平衡性、协

调性、可持续性。如果到 2020 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任务，但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

现了目标。《建议》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重点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我们应该根据这一

精神，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专门研究、集中攻关，提出可行思路和务实举措，

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收官之战，讲究平衡之道。全面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是惠及全

体人民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进

步。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能否同步小康？2.5 亿城镇外来常住人口如何平等

享受公共服务？如何在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提

供能力？《建议》指出，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

生保障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明显短板，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进一步增强发展整体性。实际上，

越是短板，越具有后发优势；越在薄弱环节上多用力，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

明显短板，越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从而破解发展难题，增强

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下好“十三五”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

调发展是决战制胜的要诀。在一棒接着一棒跑、一鼓作气向终点线冲刺的历

史时刻，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

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我们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

下更加强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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