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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抉择》

内容概要

《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以“转型抉择”为主题，力图客观分析2015
—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趋势与挑战，提出务实的行动建议。全书由总论和八章组成。“总
论”阐述了2015—2020年这6年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思路。1～3章分别研究和探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
临着的三大历史性趋势：一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二是从规模
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三是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升级
大趋势。适应这三大趋势，第4章提出2020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出
路在于加快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要实现这一战略
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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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空间约束全面增强。准确研判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关键是谋划、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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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背景下，到2020年城镇化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如何
估计城镇化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未来城镇化将何去何从？客观分析和解决好这些
问题，不仅事关城镇化成败，而且牵动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全局。
第一节  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 76
一、我国城镇化处于较快发展阶段 / 76
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优势 / 79
三、以转型升级破解城镇化“雾霾” / 82
四、2020：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节点 / 83
第二节  2020：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 85

Page 4



《转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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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
我国进入到以大众消费为主的消费新时代，消费领域正在发生一场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的
深刻革命。适应这一大趋势，“十三五”能否在消费结构升级中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由此形成
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成为消费驱动经济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
第一节  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特征 / 122
一、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升级 / 122
二、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 / 125
三、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 / 129
第二节  2020：走向消费大国 / 132
一、消费结构升级蕴含着巨大消费潜力 / 132
二、消费结构升级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 / 136
三、“十三五”：消费驱动的增长前景 / 138
第三节“十三五”：推进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 /143
一、创新消费供给 / 143
二、加快投资转型 / 149
三、改善消费环境 / 155
第四章  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
——2020：建设服务业大国大趋势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历史关键阶段。到2020年能否基本形
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决定经济转型升级全局。
第一节  “十三五”：从工业大国到服务业大国 / 162
一、工业转型升级与走向服务业大国 / 162
二、城镇化转型升级与走向服务业大国 / 165
三、消费结构升级与走向服务业大国 / 166
第二节  2020：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 168
一、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 / 168
二、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 /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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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 / 177
第三节  以服务业主导引领经济新常态 / 180
一、形成7%左右的增长新常态 / 181
二、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 / 184
三、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常态 / 187
四、形成利益结构逐步优化的新常态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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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形成绿色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新常态 / 193
第五章  放开服务业市场
——“十三五”：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我国服务业发展不缺少资本，更不缺少市场需求，关键是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大环境。“十三五”
破除服务业市场垄断，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格局，成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第一节  从放宽准入到市场开放 / 198
一、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 198
二、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 / 200
三、开放服务业市场面临挑战 / 205
第二节  以破除垄断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 / 208
一、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 / 209
二、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 / 211
三、开放公共服务业市场 / 214
四、理顺服务业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 / 215
第三节  加快形成服务业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 / 217
一、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 217
二、推动传统大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型 / 221
三、全面实施服务企业自主登记制度 / 224
四、严格保护服务业知识产权 / 226
第四节  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调整 / 229
一、调整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 / 229
二、实现服务业与工业平等竞争使用水电气等资源要素 / 230
三、实现服务业体制内外人才政策平等 / 231
四、实现服务业体制内外政府采购政策平等 / 232
第六章  啃下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
——“十三五”：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
实现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升级，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的重大挑战。根本出路是加快结构性改革。“十三五
”要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取得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性成果。
第一节  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硬骨头” / 235
一、经济转型升级的结构性矛盾增多 / 235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依赖结构性改革 / 239
三、“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倒逼结构性改革 / 2423
第二节  公共财政制度要创新 / 247
一、增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 / 247
二、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 / 251
三、形成地方的稳定税源 / 255
第三节  税制结构要优化 / 257
一、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 / 257
二、全面推进税制改革 / 259
三、推进正税清费 / 262
四、取消不合理的税收优惠 / 265
第四节  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快 / 266
一、发展中小银行要突围 / 266
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 268
三、调整完善资本市场 / 271
第五节  教育结构要调整 / 273
一、改革调整教育结构要有历史紧迫感 / 273
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一个大战略 / 275
三、加快普及学前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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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 279
第七章  推进服务贸易强国进程
——“十三五”：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我国是一个货物贸易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和“一带一路
”开放战略深度实施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从货物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到2020年形成我国国
际竞争新优势，既面临着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历史挑战。
第一节  以“一带一路”推动服务贸易强国进程 / 283
一、“一带一路”是新阶段对外开放的总抓手 / 283
二、“一带一路”引领对外开放升级版 / 287
三、“一带一路”统筹双边、多边的开放合作 / 289
四、“一带一路”助推服务贸易强国进程 / 291
五、2020：形成服务贸易强国新格局 / 297
第二节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形成自贸区新格局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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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 313
四、争取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 316
第八章  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十三五”：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到2020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十三五”能否
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第一节  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 320
一、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破题政府转型 / 321
二、从中央到地方全面走向负面清单管理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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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职能的严格分离 / 330
三、组建综合性、强有力的市场监管机构 / 333
四、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社会监管的有效合力 / 335
第三节  “十三五”：全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337
一、把公共服务纳入政府购买范围 / 337
二、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市场化 / 339
三、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社会组织转型和改革 / 341
第四节  “十三五”：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任务 / 344
一、推动政府职能法定化 / 344
二、推动行政程序法定化 / 346
三、实现机构编制法制化 / 348
第五节  “十三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政府发展理念 / 351
一、告别总量扩张模式，追求公平可持续 / 351
二、形成经济转型升级的中长期思维 /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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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啊
2、预计到2020年网络零售额比重有望达到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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