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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

内容概要

《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收集了作者陈佳贵近年来撰写的关于保持经济增长、管好通货膨
胀、处理好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控制物价增长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等有关宏观调空、经济发
展、深化改革几个方面的文章，文章提出的许多建议被国家采纳，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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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

作者简介

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理事长。1944年10月出生，男，汉族，四川
省岳池人，中共党员，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毕业，博士。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学部委员
，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科召集人、全国社科基金理论经济
评审组副组长。学术专长为工业经济、企业管理。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有突
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2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始享受国务
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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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

书籍目录

序言 宏观调控篇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稳增长”不能重回“保增长”——基于对我国当前经济
形势的研判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努力扩大劳动就业 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 处理好
稳增长、调结构、抑通胀的关系 稳定经济增长，管好通胀预期 推进我国经济迈向新一轮平稳较快发
展 保持政策稳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处理好保增长与调整产业组织结构的关系 着力巩固经济企稳
回升势头 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采取灵活审慎态度搞好宏观调控 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 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 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
几个问题 完善调控体系促进经济健康增长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减少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改善积极就
业政策 经济发展篇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若干问题思考 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考 “金砖四国”
经济发展特点比较 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变化与挑战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稳步推进
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工业化进程与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 缓解能源供需矛盾确保我国能
源安全 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智力支持 努力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化经营的质量和水平 从数量扩
张向提高素质转变——我国工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以信息化推动工业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建立环
北部湾北部经济区的建议 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 对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几点看法和建
议 加快长江中游经济区建设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深化改革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提供制度保证 中国
西部大开发的几个问题 我国能源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 深化改革篇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成熟的市
场经济 改革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特
点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保基金运营与监管体制改革 深化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资金来源和投资行为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要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 研究和解决改革与发展中的几个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和完
善中国城市的社会保险制度 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 试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
式 中心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经济管理机关也要“转轨”“变型” 关于加强行业管理
的探讨 略论地方“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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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其紧密相关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大型机电设备制造等产
业。 我们应该因势利导，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改变第一、第二、第三产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还必须改变以投资驱动为主而形成的不合理工业内部结构。 要因势利导，调整轻重工业的比重。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只有43％，经过几年调整，到1985年上升到47.4％，之后的十多
年，轻重工业的比重分别在50％左右波动，基本上保持了协调发展的态势。从20世纪末开始，由于经
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投资驱动的影响，我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态势。在1999—
—2011年的13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0％以下，重工业由58.1％上升到70％以上。重工
业的比重比改革开放前还要高。这不仅对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环境保护造成了极大压力，而且压抑了消
费需求。我们要趁投资增速下降的时机，适当降低重工业的比重，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 要抑制过剩
产能和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造船、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等
行业的产能都严重过剩。我国炼钢能力已经接近lO亿吨，上半年利用率只有74.7％，而且由于过度竞
争企业利润微薄，不少企业已经陷入亏损状态。据钢铁协会对70余户重点企业的统计，上半年，这些
企业实现利润24亿元，同比下降95.8％，主营收入利润率仅有1.6％，全行业已处于整体亏损边缘。我
国的水泥产能已经超过30亿吨，已经大大超过到“十二五”末达到22亿吨的规划指标。2011年水泥行
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1.9％，今年上半年又有数十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停产，产能利用率迸一步下降，全
行业实现利润下降51.4％，企业亏损面超过1／3。我国高耗能产业发展过多、过快。高耗能产业的用
电占全部工业用电的80％左右。根据工信部的统计，炼铁、炼钢、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18个
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达到15％_25％。其中，炼铁行业4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还有1亿吨，占
炼铁能力的20％；水泥行业中落后的小水泥产能有5亿吨，占水泥产能20％。这些落后产能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要加快淘汰的步伐。 要用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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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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