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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将是重点

习近平多次强调，“改革是制
胜法宝”。 要全面深化改革，增强
改革意识，提高改革行动能力。

今年
8

月底， 全国人大发
布了“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
作若干重要问题专题调研工作
情况的报告。 其中强调，“改革
为先”，并建议“改革要解决长
期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由此看出，改革将是“十三

五”期间一大主线。 “十三五”期
间，改革创新力度将加大。

上证报记者梳理券商研报
发现，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金
融改革是被提及最多的领域。

中金公司在研报中称，“十
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

财税改革重在减税以及划分中
央地方关系， 增加地方财政自
主权， 去除盘活存量资金的体
制障碍； 国企改革侧重提高效

率，减少垄断，建立具有竞争力
的企业集团。

中信证券则研判， 金融改
革仍将沿着利率汇率、 资本账
户开放、直接融资、互联网金融
主线深化。 关于改革创新，该机
构认为“十三五”将重点打造支
持“双创”的“四众”平台，并通
过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如科研
院所改制、激励机制改革等）驱
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四条主线前瞻“十三五”经济：

保增长成首要目标

十八届五中全会今起在京举
行，会议将审议关于制定“十三五”

规划的建议报告。

“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完成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后一个五
年。 因此，即将出炉的“十三五”规
划对中国发展来说意义非凡。

今年
5

月至
7

月，习近平总书
记曾先后召开三次座谈会， 听取
18

个省市主要负责人对“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定调了“十三
五”规划的主要框架：要在保持经
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
产业结构、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
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体制机制改
革、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民生和扶贫开发十大领域取得明
显突破。

在这十大发展目标中，有四大
经济发展目标最受关注。 其中，保
增长位居首位，但经济增长目标或
淡化；优化产业结构上，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

”、信息经济或被重
点提及；改革将是贯穿“十三五”的
主线，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
改革有望成重头戏；生态文明建设
将首次写入五年规划，并成为规划
的重点之一。

保持经济增长：位居十大目标之首

保持经济增长位居十大目
标之首， 或缘于十八大提出
2020

年
GDP

比
2010

年翻一
番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十三
五” 规划中经济增长目标如何
设定备受关注。

从目前市场预测来看，“十
三五” 经济增长目标是继续维
持在

7%

， 还是下调至
6.5%

仍
存在分歧。

中金公司日前发布研报认
为，“十三五” 规划的核心是实
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政府对
增长有底线要求。 预计“十三
五” 增长目标下调至

6.5%

，以
反映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中高
速的内在要求。

但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则表
示，“十三五” 期间经济增长目

标定在
7%

左右比较合适。 “一
方面，要实现

2020

年人均收入
翻一番的目标， 未来五年经济
增速不能低于

6.6%

； 另一方
面， 这个速度符合中国经济潜
在增长能力， 并且有财政金融
政策资源的支撑。 ”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宏观
经济研究主管章俊也指出，过
去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往往
是大幅超越五年计划设定的
目标值，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经
济潜在增长水平较高， 政府
把目标定得低一点有利于防
治经济过热。 但目前， 中国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 经济下
行风险偏大，在实际层面要求
维持中高速增长以避免经济过
快下滑。

因此，章俊认为，制定一个

相对较高的目标有利于政府和
市场明确目标， 在推进经济转
型和深化改革的同时， 不会出
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在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 做到
“质”和“量”并重。

事实上， 近年高层一直强
调要淡化经济增长目标， 对经
济增长质量的重视远胜速度。

习近平在几次座谈会上都强
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
家委员会成员、 中国银行业协
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对此表
示，“十三五” 规划即便设立经
济增长目标， 更大程度上将作
为参考性的指标。 在当前的转
型和新常态阶段， 经济增长的
质量更为重要。

产业升级：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或重点提及

优化产业结构是“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内容。对于产业升级
的路径，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阐
述是：改造传统行业、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
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的业态
和商业模式。

从表述来看，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新业态将
是“十三五”期间产业升级的重
要抓手。

其实， 为了优化产业结构，

今年以来， 国务院推出两大行
动：中国制造

2025

和“互联网
+

”

行动计划。与之相配合的是，《中
国制造

2025

》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

” 行动的指导意见》两
个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

海通证券认为，从过往五年
规划编制经验看，规划发布前期
的重要政策文件同样会在规划
中重点着墨，如“十二五”规划出

台前发布了关于七大战略新兴
产业的决定。 预计中国制造
2025

和“互联网
+

”在“十三五”

规划中同样会重点提及。

此外， 除了高层定调外，从
“十三五” 规划前期研究课题中
也可一窥规划的重点内容。上证
报记者注意到，在前期研究课题
中首次提及“信息经济”，多家券
商报告均指出，“信息经济”有望
首次被纳入“十三五”规划。

生态文明建设：首次纳入五年规划

近年，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党的十八
大报告作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今年

5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 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面
部署。

而“十三五”时期，生态文明

建设将从决策变为落地规划。据
了解，“生态文明建设”将纳入国
家“十三五”规划，这也是“生态
文明建设”首次写入五年规划。

习近平在今年
9

月访美期
间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
并发表讲话时提到，“中国正在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
我们‘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方向。 ”

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经济
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循环经济研
究室主任杨春平也透露，“‘十三
五’规划正在制定思路，要具有
生态文明的理念，而且建设目标
中也会体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内
容，还有专门的一篇来布局生态
文明建设。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