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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

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判

断。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

这个战略机遇期具有新的特点，就是机遇和挑战都有

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我们要

辩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抓住

新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着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

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风险挑战

前所未有，既有来自国际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从国

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经济

发展的“东升西降”，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加大了

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打压遏制，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使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从国内看，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

突出，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的矛盾并存，社会民

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但机遇也前所未有。从

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经济全

球化虽遭逆流但不可逆转，求合作、谋发展仍是世界

各国的共同愿望，我国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必定得道多助。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需要加强国

际合作，我国拥有解决国际减贫、重大传染性疾病、

气候变化等世界性难题的强大能力和资源，作用不可

替代。近些年来，我国在5G、北斗导航等重大科技创

新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我国面临更多、更大的机会。此外，经过新

中国7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具备坚实的基础。我们要

科学把握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坚定不移抓住机遇、

应对变局，在应对危机中创造机遇，化危为机。

新发展阶段要重塑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

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进行了战略规划。“十四五”时期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

于确保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起好步十分重要。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严格

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重

塑竞争新优势，确保我国发展行稳致远。理念是行动

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

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

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发展理念和思路

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引导我国经济发

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发展理

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

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

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

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

更加完整准确全面地认识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据新

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努力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

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

为根本目的。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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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作出的

战略抉择。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传统的

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国内经

济大循环，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有利于带

动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

进。同时，大国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国内可循环，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要充分发挥国内循环

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把扩大

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从生

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堵点。要深入参

与国际循环，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利

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

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