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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创新地方竞争机制
文  |  刘世锦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认为只有把速

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的攻坚战等一系列战略目标，都比简单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

成功后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中国经济，具体而言，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

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

险和其他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

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

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意愿问题，即想不想的问题，其次是能力问题，

即会不会的问题。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经验来看，起初因为办法不多，

也走了一些弯路。地方竞争机制出来后，大家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在招商引资、

培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竞争。这些办法、窍门、模式不是事先计

划好，或者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线试错纠错发现的，对发挥作

用的就坚持下来，然后形成制度、逐渐完善发展并进行推广，对没有作用的就

直接淘汰。

地方竞争机制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的重要制

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有效，不仅不能丢掉，而且要创

新、完善和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建设，做实经济发展基础，不论对短期

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为此，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要解决发展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

课题，就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以及取消GDP挂帅之后新的考核指标体

系问题。讨论发展速度快慢，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

增长阶段，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

除了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还需要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

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

合系数。

其次，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

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

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

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最

终花落谁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力。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

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

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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