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发

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在

“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之

后，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

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把发展质

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这是必须迈过的坎，每个产

业、每个企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

地往前走。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

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

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指出，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

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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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如果说以前的发展解决了“有没

有”的问题，那么高质量发展是要解

决“好不好”的问题。

客观而言，以前的发展模式迫切

需要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

境约束加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

继，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

分突出。也就是说，我国生产函数在

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

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

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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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接近上限，特别是碳达峰碳中和

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

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

求最优解的过程。

同时，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方兴未艾、多点突破。而人民

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

求——概而言之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

需求，也在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

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

无论是转变发展方式、应对新一

轮科技革命的竞争还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要求我

们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

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

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

如果说以前的发展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么高质量发展是

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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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文／赵义

坚定不移推动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门研

究电力市场改革，目的也是推动能源

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电力市场改革的

迫切性和重要性。

当然，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不

以生产总值论英雄，并不是不要增长

了。从各国经济增长史看，一些高速

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大起之后出现大

落，往往一蹶不振。宏观经济是一个

不可中断的连续进程，在全球经济充

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宏观稳定成为稀

缺资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实

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也是

一个风险易发高发的时期，应当坚持

底线思维，着力用高质量发展从根本

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稳增长和

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前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指出，要改革完善煤电

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电价传导机

制，有效平衡电力供需。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最近在上海考察时也强调，各

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支持，包括落实

好国家对煤电企业缓税等政策，做好

协调调度，保证电煤稳定供应，解决

一些地方电力缺口问题，防止出现新

的“限电停产”现象。要立足我国能

源禀赋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用好国

家新出台的专项再贷款政策，推广提

高能效的成熟先进技术，推动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总而言之，必须掌握好推动转型

和防范风险的平衡，坚持稳中有进的

总要求，以更加科学的举措推动各项

工作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

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

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启工业化进

程甚至短暂跨过中高收入门槛的国家

很多，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

为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以色列、新加

坡等少数国家，这些国家无不在全球创

新和产业链分工中占据关键位置。

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们主要解决的

是量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质的问题，

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

长。不夸张地说，实现高质量发展问

题，不仅仅是发展的问题，还是生存

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中国的现代化

事业继续成功推进。

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我国经济体系

就会发现，我们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现

代化了，有些还是半现代化的，有些

则是低效和过时的。高质量发展过

程，也是实现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

程。

即使在相对领先的产业，也同样

还有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的地

方。比如，近年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

稳步有序推进，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

大幅提升。同时，最近召开的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指

出，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

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

国、省（区、市）、区域各层次电力

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

的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推动形成多

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电力市场机

制建设应适应能源结构转型，有序推

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科学指导电

力规划和有效投资，发挥电力市场对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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