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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性思维推进 2021年经济工作 
 

杨志勇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

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做好

2021年经济工作，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进一步树立系统性思维。 

    系统处理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并行不悖。我国将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与此同时，要注意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机对接，扩大内需是做

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础。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越是扩大的市场，越是有助于经济的发展。高质

量发展不是在小范围内兜圈子，对外开放让市场更加广阔，市场越大，分工程度越深，经济效率

越高。扩大内需让市场主体的能力在国内市场上得到充分的提高，在国内市场风浪中学会游泳，

可以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的本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是实际经济工作的需要，适应全

球市场统一的大趋势。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正确处理好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让扩大内需

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系统处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并行不悖。供给没有对应的需求，

就是无效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优化供给，让供给与需求更好对接。近年来，随着居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正处于升级换代新阶段，没有对应的供给，消费需求就不会充分释放，经

济运行就会遇到堵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锻长板补短板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锻长板补短板是

突破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约束的要求，是产业安全保障的要求，需要科技创新。这项工作必

须在市场导向中进行，生产才能支持最终的消费。 

    系统处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贯通问题。注意生产、消费的同时要解决分配、

流通环节的突出问题，更有效地解决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问题。供给和需求对应，并不等于生产

就会直接转换为消费。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消费购买力的形成就可能成为问题。没有高效的流

通，生产和消费的对接就可能遇到堵点。高效的流通呼唤高水平的规范的市场秩序。滥用资本势

力形成不合理的垄断并借此形成暴利，当是反垄断的重点。这种垄断穿的是竞争外衣，破坏的是

可持续运行的规范的市场秩序，并最终损害竞争在市场运行中的动力，让生产不能有效地转化为

消费。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系统的改革力量支持，需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狠下功夫，增强发

展的内生动力。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财税金融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可以为扩大

内需和对外开放关系以及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处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贯通提供

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