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

习近平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

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我国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

伐。  

2024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一年来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成绩令人鼓舞。一是全年经济运行

前高、中低、后扬。一季度开局良好，二、三季度下行压力加大，9

月 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楼市股市和市

场预期、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既促进了全年目标实现，

也为 2025年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科技创新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三是改

革开放持续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部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四是重点领

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正在有效缓解和管控。五是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就

业、物价保持稳定，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1.4万亿斤。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些都更

加坚定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扎实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分析形势要坚持“两点论”，既把成绩讲够，也把问题说透。当前，

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

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

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

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

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全党上下形成

的最大共识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



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

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几

对重要关系。  

一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

得住”的经济秩序。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

题。有所为，就是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

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

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

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有所不为，就是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

主义和自我小循环。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

二是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要坚持

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

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扩大内需既关系

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

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

锚。



2025 年 1 月 22 日至 2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这是

23 日上午，习近平在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考察时，同店主和顾客亲

切交流，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三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 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加快推

动作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收入基本依托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使之焕发

新的生机活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四是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需要同时加强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统筹用好各

类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要持续推动

产业园区“腾笼换鸟”，用好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盘活存量土地等政策，

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管好资产和调整负债，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五是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

基础。我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是提升



质量、做优做强的有利条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

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

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

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

展的全过程。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24年 12月 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讲话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