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视点聚焦 2016年9月6日

“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
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中国能否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 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

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归纳了国际社会对中国
经济走向的关注。

事实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中
国经济始终存在这三大问号。

行胜于言，中国正不断用实际行动对这些问题作出
回答。打开这些问号，一个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并对世界
经济持续作出贡献的中国正向人们走来。

打开问号之一：中国经济具备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1 日发布的 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0.4%，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重回临界
点之上。

“这反映出国内外需求均呈回升之势，市场价格联
动上扬，企业信心进一步增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继续
深入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陈中涛说。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疲弱、外需市场持续低
迷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
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依然用巨大的体量和
良好表现起到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感慨地说：“中
国以占世界八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
四分之一的贡献，溢出效应凸显。”

从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到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到开拓发展更大空间，从推进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经济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的背后，展现的正是中国决策者驾驭经
济大局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有信心、有能
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
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推动经济转型是其中的重要体现。国际投资银行高
盛集团近期发布的一份市场报告指出，从出口商品种类

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的地位显示
出升级趋势，正在从以低利润、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
的出口产品组成，向较高附加值商品的组成过渡。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依然具备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
基础和潜力。“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十三五
’把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放在主要目标的第一位，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谋划发展，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国家行政学
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打开问号之二：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
改革开拓更好发展前景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创新政府配置资
源方式，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在部
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8月30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
上，又通过了14项事关改革的文件。

而这样的会议几乎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全面深化
改革逐渐进入施工高峰期，正在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
线图向纵深推进。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从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
年的强势起步到关键之年的协同进击，改革呈现出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的良好态势。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
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改革更事关经济保持
中高速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
当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变了，国内外客观环境变了，但
中国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把巨大潜力挖掘出
来，关键还是靠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以重大结构性改
革的突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
改善都得益于改革。尝到甜头的中国人民，改革的决心
坚定不移。”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从长远看，中国将
持续抓住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把握战略机遇，
赢得发展主动。

打开问号之三：中国已经具备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并非轻而
易举。2008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
念：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
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普遍表现为经济的持续减速
或保持缓慢增长。

从历史数据看，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101个
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落
入陷阱的几率接近九成。

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经验看，适时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至关重要。一些国家长期以来依赖海外投资、贸易进
口和外债来支撑经济发展，缺乏独立发展国内经济的能
力，成为没能跨越陷阱的失意者。

而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分析，中国现在达到的发
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
发展水平；从收入水平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不少人已经迈入上中等收入水平，整体看，属于“脑袋
已经进入上中等，身子还在中等水平”。

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借鉴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
训，在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上力避滑入“陷阱”。

“中国正在采取各方面措施，使经济能够实现由数
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这一深刻转型，将使中
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

“实现成功转型，必须突出创新的地位。”中央党校教授
赵振华说，中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发展着
力点集中放在创新上，着力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
效应，这必将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更坚实基础。

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和迈向
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会迎来不少挑战，但只要
牢牢把住发展这个根本要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就
一定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和伟大复兴
的目标。

2016年的秋天，世界注目杭州。
9月4日15时，钱塘江畔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迎来世界各

地的嘉宾，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拉开大幕。
“二十国集团承载着世界各国期待，使命重大。我们要努力

把二十国集团建设好，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把握好大方向。”
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辞中为世界经济开出一剂标本兼
治、综合施策的“中国药方”，并期待二十国集团集众智、聚合力，
努力让杭州峰会实现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推
动二十国集团发展的目标。

与时俱进 中国主张助推G20发挥引领作
用

8年前，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头，二十国集团临危受命，
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
稳定和复苏轨道。

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增长动能
青黄不接、人口老龄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风险积聚……

开幕式上，针对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
五点主张：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
金融稳定；

——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正是中国作为今年G20主
席国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挑战开出的药方，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中国提出的
五点主张立足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从更长远角度考虑世界经
济发展问题，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

中国主张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被放在首位。针对全
球应对危机的周期性货币政策日趋分化，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
应该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
性改革政策；应该继续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负面外溢效应。

“面对重大突出问题，二十国集团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展
现战略视野，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开拓路径。”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诠释了G20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中的重要性。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贲圣林说，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国

内生产总值占全球近九成的二十国集团，一举一动对世界影响
深远。G20杭州峰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作为平
等的伙伴坐到一起，对于破解贸易、金融、环境、反腐、联合国发
展议程等领域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知行合一 推动G20务实行动开辟发展
新道路

知行合一，行胜于言。“我们应该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
而不是清谈馆。”——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号召G20成员
共同采取务实行动。

“G20杭州峰会是一次务实的峰会，是一次行动有力的峰
会。中国提出的很多方案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西班牙欧
亚传媒公司总裁戴华东说。

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
倡议、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担任主席国以来，
中国推动G20在诸多领域亮出务实举措，得到各方广泛认可与
响应。

“二十国集团应该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
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
G20探寻世界经济增长治本之策指明了方向。

承诺一千，不如落实一件。今年中方推动G20就《二十国
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
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
新边界。

“G20杭州峰会中关于创新增长蓝图、结构性改革、全球贸
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方案，都是应对全球经济挑
战的重要举措，如能有效落实，必将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姚枝仲说。

积极务实的行动，还体现在中方引领G20为完善全球经济
治理夯实机制保障。

习近平主席呼吁，二十国集团应该不断完善国际货币金融

体系，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作用。

“金融危机影响远未结束，一些国家出台的刺激政策导致全
球金融治理一体化的停滞。中国今年推动G20重启国际金融
架构工作组意义重大，期待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土耳
其工商业联合会政策顾问萨尔普·卡尔坎表示。

共建共享 打造G20为更具包容性的合作
平台

加强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建设，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
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是确保全球合作延续和深入的前提。

习近平主席对G20机制建设提出希望：“广纳良言，充分倾
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声音，使二十国集团工作更具包
容性，更好回应各国人民诉求。”

目前，全球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
50%，然而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仍存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国家代表性不足、发言权过低的缺陷。

老挝、乍得、塞内加尔、泰国、哈萨克斯坦、埃及……杭州峰
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
峰会。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高度赞赏中国政府此次邀请很多发展
中国家参会，称此举“影响深远”。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要实现全球70亿人‘一个也不落
下’，不管社会经济状况和种族背景如何，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
参会正是对这一目标的践行。”潘基文说。

在中方推动下，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置于二十国集团
议程的突出位置，共同承诺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同时，峰会还将通过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提高
能源可及性、提高能效、加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
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

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姚枝仲说，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辞中提出“让世界经济走上强

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比“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的G20共同增长愿景更突出强调“包容”一词。这不仅是中国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的独特安
排，也包含了更加强化G20这一交流合作机制的深刻考虑。

同舟共济 推动G20成员发扬“伙伴精神”
共启新航程

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
是必然选择。

“我们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
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
同发展的憧憬相同。”

“只要我们坚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就能够克服世界经济
的惊涛骇浪，开辟未来增长的崭新航程。”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宣示，二十国集团成员只有联动发展形
成合力，才能破解今天的全球发展难题。

二十国集团应对的一大挑战，是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抬头。
3日下午开幕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

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
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局面。

一天之后的G20杭州峰会上，他再度发出呼吁：“面对当前
挑战，我们应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

俄罗斯G20事务协调员斯韦特兰娜·卢卡什说，G20贸易
部长会议批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
则，弥补了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缺乏全球性政策指引的空白。

“意味着在中国引导下我们在全球投资领域迈出了协调步调的
第一步。”

二十国集团应对的挑战，还有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
G20“应该发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

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习近平主席
为破解这一难题指出路径。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创新思维，走合作共赢、同舟共济之
路，才能找到世界经济难题的破解之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
此刻，帆船型的G20杭州峰会主会场牵动全世界的目光。

世界期待二十国集团从杭州出发，引领世界经济的航船再次扬
帆起航，从钱塘江畔驶向太平洋，驶向广阔的世界。

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完成各项议程，
于 4日中午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本次峰会发布了
《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组织国际工商界代表就当
前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研讨，约
1100人云集杭州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领导人对话，
达成诸多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据悉，《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共提出20项重要
政策建议和76条具体措施。其中首次提出的实施G20
智慧创新倡议（SMART）、发展绿色投融资市场、建立世
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等建议，以及在历届B20关注
的加快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储备、提升政策包容性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上提出的新解决措施，获得与会代
表高度认可。

峰会期间，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南非总统祖马、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
议相关专题讨论，并与工商界代表进行了对话交流。
各方一致认为，G20应该秉持开放的态度，加强合

作、推进改革、促进增长，通过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
合作、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加强教育投入和新技术研
发等举措，共同努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
世界经济。

此外，与会代表围绕“创新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推动
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实现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
资”“促进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
讨，就诸多重大问题达成共识。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不均衡、持续面
临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形势下，要创新全球经济增长
方式，实施智慧创新倡议（SMART）等项目，增加高
质量、可融资性强的项目储备，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的金
融工具创新，促进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绿色
投融资市场发展，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B20峰会闭幕前，2016年B20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
姜增伟向下届B20主办方代表——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
乌尔里希·格里洛、德国雇主协会副主席格哈德·布劳恩
移交了主办权。2017年B20将由德国举办。

背景资料：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

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峰会）于9月3日
至4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B20峰会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的重
要配套活动，参会嘉宾包括全球知名企业、国际机构以及
商协会负责人和智库代表，是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平台。其使命是代表工
商界为G20出台全球增长对策和全球治理方案建言献
策，核心工作是撰写一份凝聚全球工商界智慧的政策建
议报告，供G20成员领导人决策参考。

今年B20呼应G20峰会主题，设置了“金融促增长”、
“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发展”、“就业”、“反
腐败”等6大议题。

目前，《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业已完成，报告代表
全球工商界提出了20项政策建议。报告紧扣G20峰会主题
议题，体现了开放透明包容理念，同时报告具有较多“中国印
记”，有助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历年来，B20讨论内容与G20峰会主题议题高度契
合，涵盖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就
业、反腐败等全球经济发展热点问题。B20通过议题工
作组会议汇总工商界政策建议，提交给G20峰会。

迄今，B20已在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能源、基
础设施、就业、金融、反腐败等众多领域，累计向G20峰会
提交了400多项政策建议，受到G20成员领导人高度重
视，部分建议被列入历届G20峰会公报。

打开中国发展的三大问号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赵超 李延霞

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成果丰硕共识良多
●新华社记者 罗沙 韩洁

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把握好大方向
——解读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辞

●新华社记者 韩洁 李延霞 刘华 屈凌燕 熊茂伶

创新之城，杭州递出新名片。
2016年G20峰会举办地杭州，这个以西湖美景著称于世的城市，近年来雨

后春笋般涌现了大量互联网、物联网、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企业。在全球经济低
迷、自身基数较大的背景下，不但跻身“万亿级俱乐部”，今年上半年GDP增速更
是位列副省级以上城市第一，其中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50%。图为工作人员在杭州梦想小镇边的闲林港河港进行日常的水面清理维
护。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全球媒体人汇聚杭州。
9月3日至4日，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4日至5日，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全球媒体人汇聚一堂，关注报道峰会盛
况。图为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采访。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