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要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
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

5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
组会，强调要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
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确保完成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
题相互交织带来的困难和挑战，疫情影响下，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经
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从国际看，疫情冲击造成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
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同
时要看到，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我国迅速果断采取超常规的
防控举措，不仅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而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经济重启取得积极成效，3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指标正在逐步好转，应对疫
情还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
严峻考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
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
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
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
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
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我们做好当前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全党全社会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
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定能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
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巩固我国经
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迎来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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