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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

会全面进步。一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二要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促进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三

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

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四要健全覆盖全民、统

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五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六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

着力用新发展理念解决现实中的突出问题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来

的，是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方略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归结到底就

是要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

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解决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和发

展短板。

着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重点解决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

从。”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

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论。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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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判断，是通过历史和现实、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反映了我国社会

发展的客观实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要求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重点，必须实现从满足“物

质文化需要”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

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问题的重大变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认真分

析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只有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和发展方式、发展重点的深刻变化，才能针对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战略、

新举措。

着力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重点推进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是遵循

经济发展规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

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形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

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质量

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

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

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

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着力适应解决发展难题，重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的深刻变革。当前，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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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发展方

式深刻变革成为解决一系列发展难题的关键路径。要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加突出发展的创新性，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

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创新成果重大突破，突出关

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

技术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更加突出发展的整

体性和协调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

织振兴。更加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

设新格局。更加突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以共建“一

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更加突出发

展的包容性普惠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