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各个层面研究和

解 读 胡 锦 涛 总 书 记 在 开 幕 大 会 上 所 作 的 报

告，其中认同度很高的是：以综合国力增强

为基础的国际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在世界重

大事务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提出要

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世界经济是

重大利好。

中国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国

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逐年递增。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 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5%，连续

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众多世界级

跨国企业的第一利润增长点在中国，数十个经

济体的全球第一大出口市场是中国。中国需求

的强劲释放，中国经济的持续活力，为世界经

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中国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信心。中

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够遵循时代条件的变

化，及时平稳地调整发展政策，坚持走中国

特色的发展之路，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

帜。中国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兴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

共同利益的大国风范，为世界经济摆脱目前

种 种 困 难 带 来 了

机遇。

当今世界，把

握 “ 中 国 机 遇 ”，

在中国发展中获取

相应的自身利益。

中国也期待在与世

界各国平等互信、

进行更加广泛合作

的基础上，包容互

鉴，互利共赢。

中国发展

利好世界经济
□ 于建东

中共十八大引起美国各界高度关注。不
少美国主流媒体将十八大作为近期最重大的
国际事件进行大篇幅报道。美国商界、学术
界和市场分析机构也纷纷围绕十八大发表评
论与研究报告。

美国 《华盛顿邮报》 载文指出，胡锦涛
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谈到反腐败问
题时使用的措辞较为严厉，并强调了在党
内加强纪检制度的重要性。该报在 11 月
7 日的报道中说，中共十八大将对中美关
系以及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奥巴马面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找到
一个合适的战略和经济定位，这个定位既要

能被自己强大的盟友网络所接受，同时又不
疏远中国。

《华尔街日报》 在 8 日头版的本周重大
事件栏中，把中共十八大开幕列为当日最重
大的事件进行预告。8 日，正是美国总统选
举结果出台的次日，该报以大半个版面报
道中共十八大消息。9 日，中共十八大成
为该报头版头条新闻，解析中共十八大在
未来 10 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领域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世界诸多领域的
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等重要智库也纷纷
对中共十八大的重大议程和主要议题进行解

读，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回顾，对中国的发展
方向进行预测。这些机构认为，中国的一举一动
都将影响全球。由于中国新的领导层形成之
时，正值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获得连任，中美
关系走向受到广泛关注。

美国商界主要关注中共十八大在经济领
域的影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十八大
将进行领导层换届，这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
前景的一个重要依据。高盛等知名金融机构
专门就中共十八大推出研究报告，解读中共
十八大对今后的外汇、利率、信用、股票和商
品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机构将关注点集中在
改革国企、鼓励民营企业、城镇住房和农村土

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等
重大问题上。

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与世界头号强国在各个领域
的差距迅速缩小。随着中国在世界重大事务
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和世界都需要
全方位地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加深对中国的
认识。在重新平衡经济方面，中国还需要拿
出具体的政策，例如打破国企在电信等行业
的垄断、城镇住房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等。同时还要降低经
济对投资的依赖，转而依靠消费拉动，进行经
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

美国各界——

中共十八大将对中美关系影响深远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上图 11月9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

堂上海厅，十八大上海代表团讨论胡锦涛

总书记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并向中外媒体

开放，讨论快结束时回答记者提问。图为

路透社记者正在提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近日，中共十八大成为日本媒体的热
门话题。“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成了各方纷纷重点解读的名词。各
大媒体对中国 10 年来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大
量报道。

《朝日新闻》 撰文指出，胡锦涛总书记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称，“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 代 表 ’ 重 要 思 想 、 科 学 发 展 观 为 指
导”，“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前 进 ， 为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而 奋 斗 ”，
强 调 了 中 国 要 坚 持 走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
僵 化 的 老 路 、 也 不 走 改 旗 易 帜 的 邪 路 ”。
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决心。胡锦涛
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中共的指

导思想之一，此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
响。

《朝日新闻》 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
共十八大报告中，对过去 5 年的工作和 10
年的执政经历进行了基本总结，明确了中
国 今 后 的 发 展 方 向 ， 其 中 先 后 81 次 提 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朝日新闻》 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大

国应有绝对的自信，不论在内政还是外交
上都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路线继续前
进。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还展望了数十
年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美好蓝图。
在新中国 100 周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
形势下，中国要“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坚持走以政治解决为目标的
“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共同社赞扬了胡锦涛总书记执政
10 年间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第
二经济大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 博 会 ， 航 天 领 域 取 得 重 大 进 展 。 201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 47.3
万亿元，是 2002 年的 4 倍多，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大幅增长。太空开发探索方面，首
个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于 2003 年升空。
今年 6 月，“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成
功对接。首艘航母也于今年 9 月正式交接
入列。中国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关怀
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取得显
著成效。同时还改善了两岸关系，实行了
包括废除农业税等措施在内的农村综合改
革等。

《日本经济新闻》 撰文称，中共十八大
使世界的目光转向了北京。有分析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在 7 月至 9 月触底，宏观经济
已逐渐复苏。虽然今年上半年存在资金外
流的趋势，但最近重新转为流入的态势较
为明朗。此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很
旺盛，目前已升至 2005 年人民币汇改以来
的最高点附近。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等
经济刺激政策之外，市场还对进一步的货
币宽松政策有着强烈期待。

汇丰银行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中国
的金融改革将会在今后数年间加快推进。”
完善债券市场和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等中长
期金融市场改革已箭在弦上，依靠出口和
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处在转折
点上。收入再分配问题也引起了社会普遍
关注。

日本媒体——

重点解读中国“科学发展观”
本报驻东京记者 鲍显铭

中共十八大召开，越南国内对此十分
关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1 月 8 日向
大会发去贺电。越南国内各大媒体也对中
共十八大进行了报道，对胡锦涛总书记所
作的报告给予了很大关注。有些媒体侧重
报道中国取得的成就，援引胡锦涛总书记
的报告称，1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民
生改善、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国家总体
实 力 、 国 际 竞 争 力 和 影 响 力 得 到 很 大 提
高。也有媒体关注反腐败问题，特别提到
了胡锦涛总书记对于腐败问题的警示，“这
个 问 题 解 决 不 好 ， 就 会 对 党 造 成 致 命 伤
害，甚至亡党亡国”，“不管涉及什么人，
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
国法，都要严惩不贷”。还有媒体关注扩大
民主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提到了报
告 中 所 说 ，“ 健 全 社 会 主 义 协 商 民 主 制
度”，“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有越南学者认为，中国 10 年来经济发

展迅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对世
界经济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提高，成就斐
然。未来受世界经济影响和转型需要，中
国经济可能会降低增速。新一届领导层还
将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需用政治智慧逐
步解决。

乌兹别克斯坦国际问题专家穆哈梅多夫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召开第十
八次代表大会，是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北京，因为未来世
界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穆哈梅多夫说，中共十八大被看作是中
国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对于中国未来政
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大会将对目前世界形势及发展趋势作出
分析判断，确定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方
针。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宣布中国将继续
推进改革开放，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到
2020年比 2010年都翻一番。

穆哈梅多夫说，国际社会最关注的还是
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余
波未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仍很复杂。作为世
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对外政
策将对世界的整个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可以
预见的是，中共将实行开放的、更加深思熟
虑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惠及中国
人民，也会给世界带来福祉，世界未来的
和平与发展更需要中国的发展和强大。

中国正开创

发展新阶段
——访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问题专家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垂发

越南媒体——

中国十年成就斐然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

左图 海外记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采访党的十八大代表李家洋。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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