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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政策不仅关系到财富分配、体

现着公平正义，而且在应对周期性冲击

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只有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才

能提升群众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释放内

需潜力，进一步激发国内消费和投资

活力。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稳步恢复，主要

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总量扩张、结

构优化、效益提升之外，中国经济发展还

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即始终注重做

好民生保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

前行。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取得了积极

进展。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 104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5%。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47 万人，增幅为

16%。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

18303 万人，同比增长 2%，规模基本恢复

至疫情前同期水平。就业市场的复苏与

稳定为保证疫情冲击下经济社会的稳定

创造了有利条件。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保持稳定，同比上涨 0.6%。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

本同步。从就业、消费和收入等数据来

看，更多人分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

双重影响下，稳增长和保民生同样重要。

民生政策不仅关系到财富分配、体现着

公平正义，而且在应对周期性冲击方面

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跨周期调节

作用。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经济运行持续恢复，保持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有较好支撑。民生政

策应该在促进经济稳定恢复、保持社会

大局稳定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从短期来看，注重民生问题能够为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创造条件。当前，国

际市场风险增加，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提

振消费、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4.8%，远高

于资本形成总额的 15.6%、货物和服务净

出口的 19.5%。只有更加注重保障和改

善民生，才能提升群众的消费意愿和能

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发国内消费

和投资活力，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坚强支撑。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

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结构与发展

模式的变化造成了行业间劳动力需求的

结构性调整，加深了劳动力供需的不匹

配并导致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改善民

生有助于增强全体人民的发展能力，提

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缓解结

构性就业问题导致的资源错配，进而提

高整体的就业质量与就业水平。这不仅

能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

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也能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筑牢民生基石，既能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要求，又能以民生保障的成

效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推

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来源：11 月 5 日《人民日报》 作者

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

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

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

心不会变。”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中，以“三个不会变”向世界宣示了中

国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

变。“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这是中国向全世界作出的庄

严承诺。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坚

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既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大

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加主动开放，是

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鲜明姿态。作为

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进博会也成

为外界观察中国开放的一扇窗口。

中国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

不会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

经济和国际体系早已水乳交融、深度连

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的市场、共

享的市场、共赢的市场。我们乐于其他

国家搭乘快速发展的中国列车，分享中

国发展红利。进博会客商云集就是最好

的例证。今年，参展的国别、企业数均超

过上届。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

展“回头率”超过 80%。大家齐聚进博

会，共襄盛举，共同分享中国机遇。

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

决心不会变。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

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是，穿透

眼前的浮云，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

转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坚持“拉手”而

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

墙”，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多边贸易

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全球经

济治理规则，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

（来源：11月 5日《经济日报》）

平台经济，作为专业术语，不少人可

能并不熟悉。但提到淘宝、京东、美团、

滴滴等跟吃穿住行密切相关的行业企

业，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这些企业，正是

平台经济的重要参与方。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其中一项重要

议题，就是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问题。会议指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

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

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

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

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

较为突出。

“把脉”平台经济，根本目的是为其

健康发展“开方”。此次会议开出的“方

子”中，核心词有两个——发展、规范。

并且，二者不能畸轻畸重，而应“坚持发

展和规范并重”。

细读会议通稿不难发现，发展和规

范的辩证统一关系贯穿全文。比如，会

议既强调要“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

监管，规范秩序”，也强调要“加强开放合

作，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

强化国际技术交流和研发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 12月 11日中央

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

止资本无序扩张”以来，我国在相关领域

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本次会议再次强调，“促进公平竞

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

此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加强平台各市场

主体权益保护，督促平台企业承担商品

质量、食品安全保障等责任，维护好用户

数据权益及隐私权，明确平台企业劳动

保护责任。 （来源：新华网）

为平台经济“开方”

始终注重做好民生保障
■ 范志勇

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

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

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

富带头人。

——习近平 2021年 8月 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

讲话
（来源：学习强国）

“三个不会变”彰显扩大开放坚定决心
■ 经济日报评论员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书，以

2012年 12月 7日至 1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讲话的要点《改革不

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开卷篇，以2018年

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总书

记论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文稿72
篇，约 31万字。该文集立意高远、内涵

丰富，为我们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

内在规律和系统掌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任务，在新征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

现新突破提供了根本遵循。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来源：学习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