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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

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进步指

明了前进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犹如一面旗帜、一把

火炬、一声号角， 引领全党全国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新目标新使命，

锐意进取，真抓实干，续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

财政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

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

任务，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财政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为此，我刊开设“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专栏，诚邀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专家学

者积极来稿，畅谈以十九大精神引领新时代财政工

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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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走进新时代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新时代同行

十九大报告新提法·新思路·新要求（摘录二）

走进新时代 ：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化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

会所作报告中，阐述了对于我国所处时代方

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成为以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宏伟事业

的战略性认识依据和设计指导方略的关键性

原点。

“新时代”：

与时俱进中的历史方位新判断、新指南

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是历

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近百年的奋斗，终于

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

志）、富起来（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成果

为支撑），到强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年前后实现全面小康，并将乘势在 2035 年前

后基本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

史飞跃。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目标。

这一关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与历史

起点的新判断，也对应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及其基本方略的系统化

设计。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

党与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将成

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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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 ：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化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

“不平衡”：

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新判断、新分析

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而确立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改正“阶级斗争

为纲”的错误，以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

会的表述为标志，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认识，回归了党的八大认识框架，表

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至今已

36 年。基于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新判断，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这一重要判断，

意义重大，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统领和指导

全局的理论支柱作用。

从基础理论层面分析，社会主义的

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即

以解放生产力形成有效供给来不断满

足社会需求。原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

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抓住了这个供

需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引我们坚定

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三步走”现

代化战略。而十九大形成的关于社会主

义矛盾的新判断，在延续原来需求与供

给间对立统一认识框架的基础上，顺应

新时代，明确地把原来的定义表述转化

为需求侧更综合、更具概括性的“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把供

给侧回应需求所存在的问题，表述为发

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可进一步具体分

析 ：“充分”与否，是动态变化中更偏于

总量描述的概念，而“平衡”与否，是动

态变化中直指结构状态的更偏于质量描

述的概念。原来的表述中关于不充分的

问题，已由“落后的社会生产”指明，而

新的表述中，是把这一不充分问题放在

了从属于不平衡的位置上，在“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不

平衡”，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追求的“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发展中必须牢牢把

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关于新表述可

展开的这方面新的分析认识，其政策含

义是十分清晰的 ：其逻辑指向是与最高

决策层业已反复强调、十九大报告称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主线”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一脉相承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既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

清晰地聚焦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关

键性问题，那么总体上把握的现代化战

略方针的主线，就必须顺理成章地紧扣

以优化结构来化解矛盾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的超

常规发展，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

也面临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复杂局面，

集中体现为种种结构失衡问题。为进一

步大踏步跟上时代，突破“行百里者半

九十”的现代化瓶颈期即关键的冲关期，

必须在“目标定向”与“问题导向”下，着

力以供给侧性改革及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率的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

加”的潜在威胁，在制度结构、产业结构、

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与生态结

构等方面，有效地克服“不平衡”的问题。

以往的宏观“需求管理”，更多地

侧重的是总量问题，而现在必须强调的

“供给管理”，更多地侧重的是结构优化

问题。依“主线”而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为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

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以及以

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巨大

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

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它将以“全

要素生产率”支撑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

追赶—赶超路径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

展，这样才能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动

态过程中，实现在 2020 年全面小康，之

后更进一步对接 2035 年前后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 2050 年达到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总之，深化供给侧

改革，就是我们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

而为现代化“中国梦”奋斗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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