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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中国持续发展的动能与前景专题研讨会

（下半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上午举行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动能与前景专题研讨会”。

其中，下半场4位发言嘉宾分别为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行长、董事会主席金立群，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克里斯多夫·皮萨里德斯。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张来明主持。

蓝佛安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是国家

宏观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4年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政府工作报告》对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进一步作出了部署和安排。为此，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

突出几个着力点：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强度。赤字率按3%安排，赤字规模达到4.06

万亿元；将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新增发行超长期特别

国债1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5万亿元，增长4%。二是激

发经营主体的活力。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

和制造业发展，支持不断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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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三是加强地方财力保障。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2万亿

元，同口径增长4.1%，其中安排均衡性转移支付2.57万亿元，增长8.8%。

四是提升财政政策的效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财力保障，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政策协同配合，增强宏观

政策取向一致性，着力提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具体来讲，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支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强化政策集成，加大支持创新发展力度，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第二，支持扩大有效需求，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继续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扩大更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第三，支持增进民生福祉，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

建设，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四，支持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

摇，加强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强化主要经济体在宏观政策方面的沟通

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化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务实合作。第五，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积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

制改革，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切实防范

财政风险，不断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金立群表示，李强总理的主旨演讲释放了令人振奋的信息。对此，

他分享了三点观点。一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根植于有活力的金融领域，

需要在宏观政策框架下运行。这其中，现代央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

可以确保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符合每

个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他强调，实现短期目标不应以牺牲长期利益

为代价，中国要继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货币政策必须发挥有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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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作用。

二是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确保金融部门以市场为导向运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非常

重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稳定，只有有效的金融市场才

能保障自身安全，一个封闭的金融市场，就像一潭死水，虽稳定但是

很脆弱。他认为，中国政府接下来的财政政策，要确保财政资金能够

流向正确的方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要得益于财政政策的实施，不

能采取直接补贴方式，而要为其奠定基础。

三是关于中国经济放缓，不能仅从增速看，从绝对意义上来说，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大得多。中国的经济基数庞大，

即使是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也是过去不可比拟的。体量更大的经济体需

要更加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策略需要

转变发展范式，把钱花在刀刃上，关注投资回报更高的项目，支持高

端制造和高科技行业，动员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战略性和新兴领域

的重大项目。

此外，面对地缘政治压力和各方面挑战，金立群提出，目前亚投

行已经有109个成员，只有加强成员间的系统合作，构建起21世纪新

型多边开发银行，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减贫、气候变化，为人民谋福祉。

托马斯·萨金特在“创新经济的全球化”的发言中，围绕创新发

展的经济学逻辑和反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认识。关于创新发展

的经济学逻辑，他提出三点看法。首先，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创新、吸

引外资和不断试错，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更好的项目、更好的想法。不

可避免的是，一些尝试具有破坏性，对于个体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

情，但对于集体而言，试错可以使得资源被配置到更高效的地方。其

次，全球很多科学家和经济学者都支持开放和自由贸易。但值得关注

的是，技术发展需要有一些相应的基础设施，以及与之配套的科学手

册。最后，虽然AI的发展会消灭一些工作岗位，但它具备巨大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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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会创造一些工作岗位。在AI领域，我们不得不重视“数据集”

的概念，它使得计算变得越来越简单，算力变得越来越强。与此同时，

数据本身并没有意义，而分析、解读、研究数据却意义重大，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教授就利用AI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值得借鉴。托马

斯·萨金特说，创新一定是令人惊喜和惊奇的，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

创新结果会如何，它一定蕴含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敢于

承担风险、敢于进取才是企业家精神之所在。

关于反全球化，托马斯·萨金特认为其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垄断使得成本太高，成效却不如预期，不利于发展；另一方面，

反全球化不利于全球科技进步。未来，希望全球科学家们能用更好的

方式、方法来帮助全球共同发展。

克里斯多夫·皮萨里德斯就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以及扩大服务

业就业作分析。他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减少就业，更多的是带

来一种转型，如工人转向新领域、招聘者有新要求等。这主要是因为，

新技术、新投资带来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技术发展、国际贸易提高

了生产率，使得更多劳动力进入服务业。人们对于制造业产品的消费

有限，对于服务的消费却是无限的，因此，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广阔，

这就需要发展服务业基础设施，快速响应技术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

位。

克里斯多夫·皮萨里德斯提出，发展服务业，还需挖掘新的消费

需求，提高国内的服务供应，促进服务消费。例如，要在旅游、餐饮、

医疗美容等领域，拉动国内需求，创造服务领域的就业。此外，要吸

引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更多地进入服务业，进一步增

加就业。具体到中国，随着新型城镇化、产业技术创新进程加快，很

多工人需要在服务业再就业，中国服务业就业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

在劳动力技能提升方面，克里斯多夫·皮萨里德斯表示，现代服

务业的转型势必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这就需要劳动力进行技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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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低技能的产业和农业劳动力。根据其团队调研发现，现代服务

业中，与IT相关的技能需求增长最快，尤其是数据处理和分析。此外，

沟通技能、管理技能、提供客户服务的技能、自信、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据分析等传统技能需求排名前六位。他强调，除了学校可以为低技

术劳动力提供STEAM方面的学习内容和培训外，企业必须重视培训，

经常性安排培训计划。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吴佳 徐静；审稿：杨良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褚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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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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