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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蘸沧桑阅历 谱写华彩乐章
——《献策新跨越》序言

“十二五”时期，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业经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出了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生态宜居之都“三大目标”，确定了做优发

展空间、做大中心城市、做强县域经济、加强生态建设和着力改善民生“五大

任务”，为全市人民描绘了一幅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并已成为我市抢抓三大

历史机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行动纲领。

我市“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过程，是一个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

坚持科学决策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意图，凝聚了全市人民

的智慧和心血。在此期间，全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广大会员，虽已年逾花

甲、岁过古稀，但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踊跃参与“我为‘十二五’规

划献一策”活动，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编制“十二五”规划提出

了 1200多条很有见地的主张和建议。特别是由市老科协会长、原市委副书记

刘迎初同志亲自挂帅，以不减当年的热情与严谨，通过认真思索和潜心研究，

完成了《关于沈阳“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对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第一次对沈阳的发展目标从“级次定位、发展水平、功能特色”等三维层面作

了系统描述，第一次对与目标体系相联系的指标体系从“发展性指标、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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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保障性指标”三个角度作了科学设计，并提出了沈阳“十二五”经济社

会发展阶段性目标选择与对策的具体建议，为科学编制全市“十二五”规划作

出了积极贡献。

《献策新跨越》一书汇集了全市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建言献策“十二五”规

划的真知灼见，从中不仅使我们深切感受到这些老专家离岗后仍心系沈阳、老

当益壮，用自己的余热谱写着老有所为的华彩乐章，而且使我们回想起这些老

同志在岗时曾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沈阳昨天的辉煌作出的重要贡献。实践

再次证明，离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整个人才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教兴市、人才强市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老科

技工作者协会则不愧为党和政府团结广大老年人才、发挥他们独特作用的得力

纽带和重要依托。

沈阳市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立足新起

点、谋求新发展、实现新跨越的进军号角正在吹响。在全面完成“五大任

务”、加快实现“三大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对全市各级老科协组织献策新

跨越的作为表示敬意，对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助推新跨越的贡献充满期待！

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顾春明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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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阳市“十二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对策的研究

课题组

五年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

的重要手段。从2011年开始，我国将开始实施“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

划时期，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沈阳的发展史上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

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向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第三

个30年再出发的起步时期；是新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中第二个10年再出发

的起步时期；是沈阳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第一个5年再出发的起步

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沈阳既要加快发展，实现赶超，担负起“杀出一条血

路”的任务，又要科学发展，突破自我，迎接“走出一条新路”的挑战。切实

用世界的眼光和战略的思维深化对形势和市情的认识，进而找准发展方位，理

清发展思路，谋划发展目标，制定好“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保持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势头，推动沈阳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加快全面振兴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按照市委课题招标方案的要求，本课题组围绕沈阳“十二五”时

期的前进基础、面临形势、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保障举措等方面内容，开展

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沈阳“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与对策。

一、“十二五”时期前进的基础

“十一五”期间，沈阳市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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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全面完成“五大任务”、加快实现“三大目标”，坚持好字

优先、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

任务，为“十二五”时期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1.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十一五”时期，沈阳市主要经济指标达到较高

水平，增幅居副省级城市前列，到2010年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060亿

元，是2005年的2.4倍，年均增长16.7%，经济总量由副省级城市的第10位上

升到第8位，继续向“第一集团”迈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411亿元，

是2005年的3.2倍，年均增长26.4%，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效果显著；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达到355.3亿元，是2005年的2.6倍，年均增长20.8%，财政保障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居民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2063亿元，是2005年的2.3倍，年均增长17.6%，全市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发

展的强劲势头。（见表）

单位：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当年价）

城市

大连

青岛

宁波

广州

深圳

厦门

哈尔滨

沈阳

西安

武汉

南京

成都

长春

杭州

济南

1998年

760.13
1036.30

940.59
2217.44
1848.54

480.00
393.04
521.27
350.38
703.55

1179.59
555.80
502.96

1109.94
593.83

1999年

842.64
1149.20
1062.29
2334.81
2036.83

595.11
418.61
582.67
445.85
750.61

1307.27
589.43
596.60

1200.08
614.71

2000年

1099.16
1400.51
1427.20
2568.57
2566.93

699.68
505.42
714.28
538.13
908.00

1602.79
632.63
749.70

1543.57
677.86

九五

平均

增速

20.3
16.3
23.2

7.6
17.8
20.7
13.4
17.1
23.9
13.6
16.6

6.7
22.1
17.9

6.8

2001年

1103.93
1671.75
1629.66
2829.15
3128.03

803.29
527.62
757.19
482.60

1020.84
1773.56

707.70
954.45

1919.51
786.70

2002年

1250.49
2064.50
2000.16
3176.43
3628.52
1025.49

611.07
828.33
544.78

1138.90
1973.25

815.66
1202.50
2400.30
1009.04

2003年

1546.86
2558.87
2630.29
4017.83
5245.10
1318.19

721.51
1064.36

638.66
1334.49
2509.38

970.10
1511.50
3202.52
1318.54

2004年

2018.22
3333.80
3509.48
5043.33
6509.27
1648.29

886.20
1572.98

789.20
1678.34
3285.02
1231.23
1712.70
4149.10
1781.78

2005年

2562.80
4316.60
4890.97
6031.92
9567.68
2029.12
1197.46
2195.25

981.02
2285.41
4063.48
1661.44
1728.97
5441.13
2237.51

十五

平均

增速

18.4
25.2
27.9
18.6
30.1
23.7
18.8
25.2
12.8
20.3
20.4
21.3
18.2
28.7
27.0

2006年

3437.46
5184.68
6187.91
7282.06

11664.12
2367.86
1335.40
3290.90
1187.74
2818.59
4692.81
2111.43
2140.90
6975.46
2591.65

2007年

4107.40
6645.64
7789.01
9964.33

13832.54
2721.94
1512.90
4786.02
1564.23
3525.63
5788.16
3071.97
2920.90
8310.04
3189.09

2008年

5082.10
8122.73
8891.78

11627.56
15860.11

2929.60
1760.00
6529.52
1936.52
4338.28
6472.23
4071.38
3515.30
9332.17
3911.09

2009年

快报

9375.33
8152.50

12502.08
15484.08

2784.02
2001.20
7611.40
2413.49
5032.18
6756.15

4461.70
9367.79
4025.40

平均

增速

21.4
13.6
20.0
12.8
8.2

13.7
36.5
25.2
21.8
13.6

26.7
14.5
15.8

注：增速按现价计算，未考虑价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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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调整实现新突破。“十一五”时期，沈阳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达

到4.2∶51.3∶44.5，经济结构得到明显优化。（此处加图）

城市

大连

青岛

宁波

广州

深圳

厦门

哈尔滨

沈阳

西安

武汉

南京

成都

长春

杭州

济南

1998年

164.05
257.10
215.36
566.65
503.13
133.78
96.01

164.00
99.20

223.02
282.32
162.80
138.50
274.70
189.88

1999年

184.99
297.50
260.42
651.80
561.10
166.26
105.69
166.70
106.56
244.91
315.40
178.11
171.60
298.90
201.41

2000年

266.32
366.10
325.79
708.40
815.22
183.48
134.84
190.00
156.61
288.31
388.03
207.74
255.00
360.97
219.19

九五
平均
增速

27.4
19.3
23.0
11.8
27.3
17.1
18.5

7.6
25.6
13.7
17.2
13.0
35.7
14.6

7.4

2001年

276.41
438.23
398.45
794.85
880.68
194.06
144.76
199.10
149.06
329.80
424.74
244.98
282.00
444.91
252.61

2002年

318.97
542.21
499.44
902.04

1019.61
267.66
180.40
220.70
170.39
365.04
486.51
277.00
341.60
597.01
318.60

2003年

401.65
680.09
605.30

1149.17
1463.67

324.81
225.70
278.70
202.74
427.89
610.99
329.83
438.90
783.51
426.30

2004年

524.10
874.10
741.06

1427.27
1813.48

412.45
287.00
420.80
254.17
538.89
810.08
425.37
452.00
922.29
560.15

2005年

643.98
1359.50

864.81
1622.58
2272.90

468.94
298.10
652.10
314.01
730.00
961.68
588.22
455.30

1126.54
722.11

十五
平均
增速

19.3
30.0
21.6
18.0
22.8
20.6
17.2
28.0
14.9
20.4
19.9
23.1
12.3
25.6
26.9

2006年

976.87
1514.71
1113.20
1970.94
2654.14

573.98
300.00
914.18
370.11
880.53
973.60
750.40
603.90

1363.17
797.70

2007年

1218.56
1886.48
1318.00
2725.02
3094.79

613.37
472.80

1368.20
503.84

1055.18
1247.44

980.48
834.60

1717.65
926.58

2008年

1398.40
2018.96
1698.60
2693.10
3527.77

680.36
513.50

1714.24
602.09

1388.00
1322.03
1277.90

884.50
1743.21
1094.96

2009年
快报

1733.10
2338.13
1617.30
2938.52
3429.90

654.62
581.70

2017.50
725.33

1656.15
1459.48
1477.10
1154.98
1792.00
1154.00

平均
增速

28.1
14.5
16.9
16.0
10.8
8.7

18.2
32.6
23.3
22.7
11.0
25.9
26.2
12.3
12.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年价）
单位：亿元

GDP
一产

二产

三产

单位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2006年

2519.6
135.2
1139.1
1245.3

2007年

3221.2
166.2
1555.7
1499.3

2008年

3860.5
183.7
1934.1
1742.7

2009年

4359.2
197

2214.7
1947.6

沈阳市三次产业结构

注：增速按现价计算，未考虑价格因素。

图一 2006年沈阳GDP构成

三产50%

一产5%

二产45%

一产

二产

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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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至 2010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9600亿元，是2005年的4.4倍，年均增长34%，实现了“六年翻

两番”的目标，在副省级城市中由 2005 年的第 10 位提升到第 4 位，进入了

“第一集团”；先进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发展，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50%以上，成为装备制造业集中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高新技术

三产45%

一产5%

二产50%
图四 2009年沈阳GDP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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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

三产

三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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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2007年沈阳GDP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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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08年沈阳GDP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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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持续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平均增速达37.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41.7%，我市成为

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服务业比重持续攀

升，占全市服务业比重达55%，比2000年提高了7.2个百分点，中心城市的综

合服务功能显著拓展。农业结构加快调整，设施农业和高效特色农业产值占农

业产值的65％以上，现代农业发展迅速。

3. 空间布局得到新优化。按照做优发展空间的要求，积极整合空间资

源，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各具特色的空间发展格局。“东汽、西

重、南高、北农”以及“东北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五大产业发展空间基本形

成，“南北金廊”和“东西银带”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大十字”骨架，航高基

地、现代建筑产业园建设、泗水科技城等一批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也发展迅速；

实施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和平、沈河、大东、皇姑四个中心城区增加面积

130多平方公里，扩容将近一倍，拓展了城区发展空间；实施东陵区、航高基

地、浑南新区合署办公，掀起了建设大浑南、迎接全运会的新热潮。沈阳经济

区建设步入了新阶段，沈抚、沈本、沈铁、沈阜、沈辽鞍营5条产业带建设进

展顺利，城际连接带的19个新城新市镇建设全面启动，32个主导产业园项目

正在有序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一批共享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沈

阳经济区一体化进程全面提速。

4. 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十一五”期间，沈阳市预计完成城乡建设投资

总额1458亿元，是“十五”期间的3.4倍，年均增长24.5%。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加强，全市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591.9公里，“两环八射一过境”的高速

公路主骨架已基本形成；公路总里程11697.9公里，公路网密度90.8公里/百平

方公里，比“十五”期末增加81.6%；哈大客运专线、沈铁城际铁路等重点工

程取得积极进展，沈抚城际铁路、沈康高速二期实现通车，地铁1号线全线轨

通，居民出行更加方便；94座危旧桥梁完成改造，沈北、五爱客运枢纽全面

竣工；沈阳展览中心、奥体中心网球馆、游泳馆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成并投

入使用；启动大伙房水库输水配套工程，康平电厂并网发电，全市城乡环境得

到显著改善。

5. 生态建设取得新成就。全市园林绿地面积达到260平方公里，建成区园

林绿地面积达到 151.6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8%，分别比“十

五”期末增加26.2%、35.9%和1.2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2.8平方

米。2009年，沈阳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8天，比“十五”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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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11天。大力实施水系工程，浑河综合整治工程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浑河在停运百年后恢复了通航。浑河沈阳段干流水质持续改善，主要评价

指标达国家Ⅳ类水质标准；辽河沈阳段主要评价指标化学需氧量连续 11年实

现出境水质优于入境水质；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2008年，SO2、COD减排提前实现“十一五”目标。到目前，沈阳市

已经建成 11座区、县（市）污水处理厂和 31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2009年，

城市污水处理率提高到78%；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率达到100%；新民、康

平垃圾填埋场建成并投入使用，村镇生活垃圾处置实现零的突破。沈北 30万

吨铬渣无害化处理工程投入运行。启动了全国环境建设样板城创建工作。2006
年以来，沈阳市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联合国环境署生态城示范城市殊荣。

东陵区通过国家生态区验收，沈北新区、棋盘山开发区通过国家生态区技术核

查，和平区成为全省第一个生态城区，30 个乡镇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验

收，铁西区荣获2008联合国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

6. 人民生活得到新提高。“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了翻倍

增长，到 2010 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602 元，比 2005 年增长

1.04倍，年均增长1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316元，比2005年增长

1.04 倍，年均增长 15.4%；全市就业形势平稳，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较低水

平，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大学生参加居

民医保工作，实施农民工医疗工伤综合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

99.3%，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 150元以上；建设 5个中心城区示范性区域养老

中心，新建和改扩建12所农村区域性中心养老院；为2.2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发放货币补贴，为农村贫困户建房 2250套；在

全国率先实行了城市低保边缘户专项救助。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免除了城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改造100所城乡幼儿园，完成10所农村九年一贯

制学校在建工程的续建工作、20所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及6所万人规模职业学

校建设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艺术精品创排实现历史性突破；民

族工作取得新成果，沈阳市政府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平安沈阳”建设成效显著，居民安全感不断提高。

二、“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形势

沈阳“十一五”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今后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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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五”时期立足新起点、谋求新发展、实现新跨越，还必须对所面临的

形势、所处的环境有一个全面、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因为把握未来就是把握

命运，把握趋势就是把握财富。展望未来五年，沈阳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错

综复杂，影响沈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经济

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市场因素，也有非市场因素；既有现实因素，也

有潜在因素。

（一）国际环境

未来五年，世界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总体分析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

其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没有改变，但构成国际环境的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

动向。

1. 全球政治多极化格局深入推进。国际政治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和平、

合作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更趋复杂，大国之间

原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并没有消失，但各国从实现本国 21世纪长远发展战略

和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务实态度处理相互关系，既相互合作又相

互竞争，特别是近期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合作。

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

变，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依然任重道远。新兴市

场国家地位相对上升，全球经济政治向多极化发展，中国、印度、巴西、俄罗

斯等新兴国家，拥有资源、市场、人力资本等多种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

化的带动下，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和新兴国际产业中心，在构筑

新型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主导权增大，世界经济也将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均

衡格局。在政治格局多极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明显，为维护本国利

益，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劳工、环保等问题上不断向其他国家

施压，贸易保护形式将更加多样化。中国的周边环境仍然是总体平稳，我国依

据新的形势特点积极推动和促进区域安全合作，周边地区的政治形势大体将保

持稳定。

2.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由于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逐步调整和面临

上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经济危机，各国发展战略取向将会有所调整，但经济全

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意识会有所增强。随着世界经

济逐步向基本面回归，世界贸易和产业转移的长期走势仍将继续，特别是在全

球产业调整升级步伐加快的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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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开始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端服务业向新兴

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也渐趋明显。在应对危机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国

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美、日、欧三大经济体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可能有所弱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明显提升。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资源

的争夺，特别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实施全球资源战略作为

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此轮全球经济周期性

和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围绕石油、铁矿石等的资源抢夺将更加突出，国际资源

战略将会进一步强化。

3. 新科技革命深入推进。金融危机正在催生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世

界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发达国家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和发展知识经济后，

又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科技与低碳经济的浪潮，以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为

特征的新一轮国际竞争已经开始，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将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正在全面展开。为

应对金融危机，并在后危机时代抢占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都在积极实施新

的科技和人才战略，力争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目前，发达国家竞相通过技术创

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通过“绿色复苏”和“再工业化”以寻求新的战

略制高点。如近年来英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广和宣传，美国正在酝

酿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革命以确立新的国家竞争优势。这给传统的发

展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更加沉重的压力。

4. 经济文化一体化深入推进。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文化向经济全面渗透和

经济的文化含量全面提高的崭新时代，文化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已是大势所

趋，科学文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和巨大驱动力。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

单纯依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阶段而进入了主要依靠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

文化资本的新阶段，经济的文化自觉与文化的经济自觉相互推动，最终形成了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客观趋势，标志着经济与文化之间新型关系的确立，是经

济的文化含量、科技含量和文化的经济功能、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文化因素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而广泛渗透并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各

个方面，推动着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使经济与文化在良性互动的双赢

格局中共同发展。知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资金、管理、市场等传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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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并超然于这些要素之上，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不再仅

仅是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过程，将更多地表现为以科学文化为内核，高效率地配

置资源的过程。

5. 世界经济复苏的复杂性超过预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严

重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原有的主要由东亚生产、欧美过度消费、能源资源输出国供给原材

料的全球增长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都面临较大

调整压力，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从 2009年世界各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数据看，欧美地区经济普遍下滑，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则相对

较好，北美地区全面处于衰退状态。美国实质GDP经过两次修订后，比 2008
年萎缩2.4%；加拿大比上年收缩2.6%，墨西哥比去年下降6.5%，中南美洲地

区有5个国家经济处于负增长，4个国家经济虽然仍保持正增长，但增幅比上

年大大下降。西欧和北欧地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在纳入统计的

17个国家中，全部处于经济衰退之中，无一正增长。东南欧地区的15个国家

中，只有波兰经济没有负增长。亚洲的14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出现负增长，

其中，以日本的降幅最大，其次是土耳其、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外蒙

古。目前，世界经济虽然整体继续缓慢复苏，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利于恢复市场信心、扭转经济下滑，促进

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但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

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预期，受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问题、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金融机构风险化解还需时日、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

动、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很难在短期内出现高速增长。

（二）国内环境

未来五年，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总体分析这个时期的国内形势，

其基本特征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会继续存在，与长期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

矛盾会凸显出来，但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 30年积累的雄厚基础，正在释

放出巨大发展潜能，科学发展观的广泛普及，正在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因

而，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强劲、水平提升、势头向好。

1. 工业化、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

推进时期，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为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

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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