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經濟新亮點 助力世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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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開放

•在全球保護主義陰霾中，中國
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給世界
經濟注入關鍵正能量。受益於
中方放寬汽車行業合資股比限
制，寶馬宣布對華增資30億歐
元；受益於中國金融業開放穩
步擴大，安聯拿下中國首張外
資保險集團牌照……2018年，
中國實際利用外資8856.1億元
人民幣，創歷史新高

創新驅動

•中國的創新成就不斷影響世界，
中國的創新活力頻頻給世界帶來
驚喜。以京東物流為例，經過兩
年發展，其當日達配送服務在大
雅加達地區的履約率已達90%。
在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上，中國
排名快速攀升，2018年升至第17
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認為，在
政府重視創新的政策指引下，中
國正實現經濟轉型

消費升級

•2018年，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達76.2%，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動
力作用進一步鞏固。消費升級勢頭不
減，不僅拉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也
對世界經濟增長形成刺激。在達沃斯
論壇22日的 「反思全球金融風險」 專
題討論會上，與會嘉賓普遍認為，中
國市場擴大開放將提升中國企業競爭
力、促進中國消費，這可能成為未來
全球增長的動力

達沃斯中國話題受矚目
•中國四季度經濟平緩減速以及去年
12月份的穩定跡象，讓投資者鬆
了口氣，他們一直擔心出現更壞的
情況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成為全球經濟最
新的疑雲，但在達沃斯，來自中國
的代表很有信心。中國證監會副主
席方星海就表示，中國12月出口
數據不十分令人鼓舞，但北京有很
多空間可採取措施刺激經濟增長

•世界應該向中國道賀：其2009年
用刺激計劃拯救全球經濟後，一直
努力將中國企業債務管理在可控範
圍之內，遏制投機性購房，限制銀
行亂貸款。所有這些舉措進行的同
時，中國政府還在治理污染和腐敗
，每年實現1000萬人脫貧

•在美國制裁政策不斷加強的背景下
，開放市場的概念成為達沃斯論壇
重要議題之一。中國代表們將在達
沃斯論壇上積極推廣這一概念，也
將努力保持與美國在貿易領域對話
的積極意向

（資料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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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王岐山說，70年來，
中國不忘初心，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根本政治經濟制度
，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走
過了一條艱難曲折、上下求索之路，開闢
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迎來了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昨天今天明天緊
密相連，要了解中國的現實，就要了解中
國的歷史，才能預見中國的未來。中華文
化講求 「以禮待人、合作共贏」，反對 「
恃強凌弱、唯我獨尊」。中國希望在謀求
本國發展同時攜手各國共同發展，與國際
社會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民
眾志成城，有能力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

王岐山指，西方跨國公司、金融機構
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完全服從服務
於利益最大化原則，在全球進行產業鏈布
局，將資源配置到要素成本低、營商環境
好的國家和地區。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從
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一步步走向中高端，逐
漸富裕起來的近14億人有購買力的需求不
斷釋放，巨大的市場潛力展現出非凡的魅
力。

發展的問題要靠發展解決
王岐山說，國家應當積極進行結構性

改革，把握好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係，採
取有效政策措施避免收入分配失衡加劇，
應對好新技術和市場競爭給部分地區、行

業造成的衝擊，使民眾可以從不斷發展中
普遍受益。我們只能在做大蛋糕的過程中
尋求更好地切分蛋糕的辦法，決不能停下
來、就切蛋糕的辦法進行無休止的爭執。
諉過於人也無助於問題解決。

新技術是機遇也是風險和挑戰。王岐
山呼籲，要守住全人類安全的底線，逐步
探索建立相關規則和標準，同時為科學發
現和技術創新、推廣和利用留下廣闊空間
。要堅持多邊主義，構建和平安全、民主
透明、包容普惠的技術規則體系和國際合
作新框架，使全人類都能從技術創新中受
益。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確保技術創新
由人類主導、為人類服務、符合人類的價
值觀。要改善政策環境，促進社會繁榮穩
定。

中美互利共贏是基本判斷
在演講後的問答環節，王岐山指出，中

美互利共贏是基本判斷。此前，王岐山22日
與瑞士聯邦主席毛雷爾聯合亮相蘇黎世數字
化商業對話，被問到如何談判解決中美貿易
爭端問題時表示，中國並沒有打算關門，相
反是打開大門，希望與世界分享發展機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當日達沃斯大企業峰會上
發表視頻講話時，亦表示兩國之間的超級大
國衝突是可以避免的： 「我樂觀地認為，我
們會很好地對待這些談判，我們將從這些談
判中獲得良好的結果。」

【大公報訊】當地時間1月23日，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瑞士達
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演講時表示，解決當前經濟全球化過程
中出現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發展的不平衡要靠發展來解決。他並
呼籲，以全人類命運與共的視野和遠見，共同構建第四次工業革命
時代的全球架構。要平衡照顧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的利益，不能僅僅以發達國家、個別國家的安全、標準要求全世
界；要尊重各國主權，不搞技術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

王岐山：平衡新興市場 不搞技術霸權
達沃斯論壇發表演講 籲共建全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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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人民網報
道：對於美國或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孟
晚舟請求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23日在北京表示，美方行為從根源上講既
不符合國際法，也不具備任何正當性。

華春瑩重申中方在孟晚舟案上的嚴正
立場，指出美方聲稱要向加拿大提出的引
渡請求，實質上是涉及美國對伊朗制裁法
案問題。她說，華為已多次聲明其遵守業
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我想特別
強調，中方反對美方在聯合國安理會框架
外對伊朗實施單邊制裁的立場是一貫的。

在安理會框架外對伊朗實施的單邊制裁，
本身就不符合國際法，遭到了全世界包括
美國盟友的反對。加方在這個問題上也是
持反對立場的。

華春瑩表示，大家對美方的真實目的
看得很清楚，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中
國高科技企業，遏制中國的正當發展權利
。國際社會所有有識之士和正義人士都應
該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中國一如既往歡迎加民眾訪華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今天發表談

話表示，中國一如既往歡迎加拿大人前往
中國訪問、旅遊和經商。

日前，加媒曾報道，加拿大魁北克市
市長拉博姆原定於今年3月訪華，但因難以
安排會見中方對口官員而取消了訪華計劃
。對此，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表示，
事實並非如此。中方從未對中加兩國人文
和地方交流合作設置障礙。他說，目前加
方有人以旅行安全為由，製造恐慌氣氛，
以期阻止、限制中加地方、民間、教育、
文化領域合作和人員往來，我們對此深表
遺憾，不希望加民眾被錯誤信息誤導。

外交部：美引渡請求不具正當性

【大公報訊】綜合外交部網站、觀察
者網報道：英國《金融時報》23日報道，
據消息人士透露，在中美新一輪貿易磋商
前夕，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和財政部
副部長廖岷前往華盛頓進行訪問，中方提
議於本周舉行預備性會談，但這被美方以
中國強制技術性轉讓和結構改革等問題缺
乏進展為由，予以拒絕。23日，中國外交
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及白宮經濟顧問庫德
洛對此均予以否認。

在23日下午舉行的外交部例會上，發
言人華春瑩表示，中美雙方就經貿磋商問
題保持溝通， 「沒有聽說有什麼變化。」

「我看到了這方面的報道，也注意到其實
美國的官員已經出來澄清了。」華春瑩在
回答記者提問時說， 「據我的了解，根據
商務部發言人以前的介紹，雙方就中美經
貿磋商問題保持着溝通，沒有聽說有什麼
變化。」

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亦在當地
時間23日下午通過電視媒體回應稱，不知
媒體記者從哪裏得知這些消息，這個 「故
事」並非真實。白宮 「從未安排這樣的會
議」，與北京的溝通十分暢通： 「天天在
通電話，從未中斷過」。他並稱， 「故事
沒有改變，我們正在走向談判。」

中美經貿磋商保持溝通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達沃斯論壇首日，場內 「中國
話題」頗受關注，除有多位中外
人士就中國當前經濟發展、能源
轉型等議題發表觀點，論壇還專
門舉辦了主題為 「推進 『一帶一
路』倡議：展望中國的萬億美元
願景」的對話會，邀請到來自中
國政府和企業以及沿線國家的政
商要人共話合作。

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表示，
該國完全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
不僅自身積極參與，同時也為位於
其北部和南部的國家參與到共建 「
一帶一路」中提供了基礎設施， 「
僅去年一年，南北走向經由阿塞拜
疆的鐵路貨運量同比就增長了十倍
。」

新加坡財政部長王瑞傑結合新
加坡與越南合作修建工業園區並發
展交通配套設施的經驗指出， 「一
帶一路」倡議非常具有雄心壯志，
需要大力推進。

中國民企在共建 「一帶一路」

中發揮獨特作用。全國工商聯副主
席王永慶舉例說，一位中國民營企
業家此前經介紹來到埃塞俄比亞建
設了一座製鞋工業城，充分利用當
地皮革特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目
前已佔到該國鞋類出口50%，為當
地創造了近7000多個就業崗位，未
來5-10年還計劃再在當地投資10億
美元。

各國政要共話一帶一路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中
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23日下午在京
舉行 「中美人文交流40年」研討會。多位
智庫專家表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美
關係預料將會保持長期競爭的態勢。但是
，中美可以走入 「競爭型合作」的新型國
際框架。而中美關係朝着良好的方向發展
，對全世界都有好處。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大學肯尼迪
學院創院院長、前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格
雷厄姆．艾利森提出，該理論指，在主導
世界秩序的大國看來，新興大國的崛起是
一種威脅，兩國之間很可能爆發衝突。中
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王莉麗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經濟迅速發
展，美國不斷挑起經貿摩擦，以此來看，
未來中美長期競爭的態勢是不可避免的，
但這並不意味將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關係正常化四十周年以來，雖經歷風
風雨雨，但一直保持積極向前的態勢，中
美可以走入競合的新型國際框架。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勇則指
出，當前中美經貿摩擦談判處於關鍵時刻
，中國方面考慮大舉進口美國產品，到
2024年之前消除兩國的貿易不平衡，這將
為美國打開萬億級別的出口市場，可以說
作出了巨大承諾。中國展示出了誠意，但
美國方面對怎樣落實仍有疑慮。

專家：中美合作可免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福特公司在進博會展出一款
MUSTANG跑車 資料圖片

▲進博會上，參觀者參觀德國
AVANCIS公司展出的可作幕墻的
發電玻璃 資料圖片

王岐山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指出，新技術是機遇也是風險和挑戰。
我們要以全人類命運與共的視野和遠見
，共同構建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
架構。

王岐山籲共建全球架構

守住全人類安全底線

逐步探索建立相關規則和標準，
同時為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推廣和
利用留下廣闊空間

平衡照顧各國利益

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的利益，不能僅僅以發達國家、個
別國家的安全、標準要求全世界

尊重各國主權

不搞技術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

堅持多邊主義

構建和平安全、民主透明、包容
普惠的技術規則體系和國際合作新框
架，使全人類都能從技術創新中受益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確保技術創新由人類主導、為人
類服務、符合人類的價值觀；改善政
策環境，促進社會繁榮穩定

（資料來源：新華社）
▲當地時間1月23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
演講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