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对2022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具有指导意义。会议认为，在应对风

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

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

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

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

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

们并不陌生。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包含“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表述。党的十九大报

告就明确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

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

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认真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

神，就可以明白，我们在迈进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时，是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这

个过程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问题就在于，在部署做好2022

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为什么要再次重申“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显然，这是有具体理

由的。

栏目主编：张琴琴 qinqin-zhang@sgcc.com.cn
专栏Column

理由并不难找，就是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要做好2022年的经济工

作，必须要高度注意稳定宏观经济的

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居安思

危的，殚精竭虑地谋划是为了抵御经

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其实，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的宏

观政策一直都在注意通过保市场主

体来保就业、保民生，用较小代价

顶住冲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实现跨周期调节目标。我们国

家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

世界前列。

2021年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李克强总理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束之高阁的口号，而是用来检视具

体工作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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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还是搞“运动式减碳”，都

不符合党中央的要求。根据党中央的

要求，绿色低碳转型一定要坚定不

移，但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在未

立之前就先破，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如果放到这个具体情境

里，就是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

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

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

化组合。

笔者注意到，现在有一个“能源

不可能三角”的提法，即能源的环

保、成本和安全三者的不可能三角。

有人认为，能源消耗要又便宜又能保

障经济增长，一定是高碳的，低碳则

反之。这个其实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

合理性。

事实上，碳达峰碳中和对经济发

展既有约束的一面，也有激励的一

面。这两年国内电动汽车、光伏、风

电等热点产业，都和“双碳”的刺激

效应有关系。笔者也注意到，2021年

年底各种经济论坛纷纷探讨“双碳”

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双碳”对发展

的预期影响正在被纳入各行各业的考

量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能

源成本的继续降低，激励的一面将会

越来越明显，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会进一步有机融合。

在2022年，我们期望，绿色低碳

转型在技术上和商业推广上都能取得

更大的进展。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创

造性开展工作，应当是能源行业人士

的自觉追求。

出，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

作，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付出长期艰苦卓绝

努力。

可以肯定的是，党中央重申“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有现实针对性

的。这个提法，不是束之高阁的一个

口号，而是用来检视具体工作的标

尺。也就是说，要做好2022年经济工

作，就必须认真纠正那些对做好经济

工作构成干扰的错误做法。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比如

我们要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

生长、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要实现区域更加均衡的发展等等。

各行各业都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发

生深刻变革。

此时，正如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韩文秀讲的，我们要注意防

止两种谬误，一个是合成谬误，一个

是分解谬误。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

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

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

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

成负面效应；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

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

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

防止这两个谬误，各方要积极推

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谨慎出台

具有紧缩效应的政策，防止宏观经济

出现大起大落。重申“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就是对各地各相关部门的慎

重提醒。

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必须处理好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其中就包含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

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

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

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

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而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搞“碳

 / 9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2 /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