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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历史跨越

本刊评论员

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促进形成各具特色、

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这十年，我国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生

活得到持续显著改善。农业税的取消，结束了2600年农民

种田交税的历史，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进，使农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负担大大减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城镇新增就业

十年内超过1亿人，连续5年超过千万人；九年制免费义

务教育全面实现，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建立

起来，孩子们不会再因贫困而失学；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等制度日渐完善，缓解了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保障性住

房覆盖面从2008年的不足4%提高到目前的11%，中低收

入者“我想有个家”的心愿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随着文

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文化改革发展全面推进，人民享有越

来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收入增加了”是广大城

乡居民最直接、最欣慰的感受。国家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

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国家扶贫标准等，十年来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分别

增长9.2%和8.1%，是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近两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更是超过了城镇居民。谋民生之

利、解民生之忧，从城市到乡村，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衣

食住行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分享着改革发展的

丰硕成果，阔步迈上“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大道。

科学发展，强国富民。“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都

“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

神；源于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不懈探索和努

力”。站在新起点展望下一个十年，继续把握难得的历史

机遇，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我国必将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金秋时节，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回首党的十六大以

来的“黄金十年”，可谓“攻坚克难谋大业，科学发展铸辉

煌”。十年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紧紧抓住和用好国家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经受住了“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国际金

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灾难和风险的严峻考验，以“科学发

展观”引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傲人

成就，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

这十年，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不断缩小，在剧烈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创造了“中国奇

迹”。2002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由

世界第六位跃居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000多美

元提高到5432美元。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2011年国家

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4.5倍，年均增长

20.8%，为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增

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为防止经济

运行出现大的起落，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

作用的同时，科学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及时纠正市场失灵。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面实施了一揽子计划，我

国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的

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这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导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快

字当头”转为“好字优先”，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为此，政府实施

了家电下乡、结构性减税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坚持内需外需均衡发展，促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三驾

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制定了科技、教育、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激发各类

市场主体的新活力，增强其“造血”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由

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大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充

分发挥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和作用，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同步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扭转工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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