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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前
夕，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

斯·施瓦布教授就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
的转型升级、新领军者企业等话题接受了本
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与往届相比，本届论坛有何新的特点？

施瓦布：第七届新领军者年会是中国新
领导层上任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经
济论坛会议。正逢中国经济转型之际，中国
新的经济政策在关注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环
境保护和医疗健康。这吸引了各国商业领
袖、公共服务代表齐聚大连，希望了解更多
中国未来增长的信息。与此同时，这也为中
国政府官员、商界领袖提供了一个平台，与
国际社会开展富有成果的对话。

现在，我们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中体会
到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其
合作伙伴间的建设性关系对全球经济的未
来和共同繁荣至关重要。

记者：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一系列前所

未有、错综复杂的局面，正处于深度调整期，

增长动力仍显不足，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

弱复苏？

施瓦布：挑战确实依然存在。欧洲仍然
在挣扎着克服南北之间的竞争力差距，美国
依然承受着其金融崩溃以及其国内政治僵

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对全球经济
复苏持乐观态度，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看到了复苏信号。其中，最大的信心来源
于我所称作的“积极打破”，这个议题将在
本次新领军者年会上作深入讨论。我们将
召集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与论坛

“新领军者”社区成员，包括全球成长型公
司、全球青年领袖、全球杰出青年、技术
先锋、青年科学家和社会企业家，共同讨
论获取未来增长的新观点与灵感。这些群
体在决策中有潜力和愿望挑战并打破现有
机制和管理模式，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学到
很多。

记者：您如何看待全球成长型企业在华

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施瓦布：作为论坛上的活跃群体，全球
成长型公司在中国面临着复杂局面。中国
面临一些长期挑战，如银行业和金融市场
有待继续完善;企业与个人的技术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高；各种市场准入和投资门槛适
时调整；继续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等。
另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依然稳健，预算
赤字也相对温和，中国的公共债务在 GDP
中占比为 22.9%，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国

民储蓄率占 GDP 的 50%。尽管中国在医疗
保健和基础教育方面处于领先位置，但是
高等教育入学率仍较低，并且教育内容与
商业需求尚有较大差距，这是中国需要提
升的领域。总之，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在
提升，但是中国要变成“创新工厂”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

记者：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打造中国经

济升级版，您对此有何评价？

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支持中国转变增
长方式的战略，并相信增长动力将与以往大
不相同。创新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将替
代大规模生产，成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主要
动力。这不仅适用于中国市场，也适用于全
球市场。

我们也看到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正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努力提升商
业交易的可信度与透明度，这将进一步增强
投资者和企业对中国的信任度。.

中国对全球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访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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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为全球共识

“一个经济体要想在未来实现繁荣，创
新显得越发关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
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创新事关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甚至大胆预言，今后

“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传统界限
将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用“创新丰富”和

“创新贫乏”来区分。
当前，世界经济实现复苏、中国打造经

济升级版，需要依靠创新带来更有质量和竞
争力的驱动。本届论坛“创新”的主题同中
国的发展理念相契合，具有引领性和前瞻
性。把创新与改革更好结合，就能赢得发展
的未来。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以下
4 个层面深入探讨创新的迫切性：释放创新
的力量；转变行业生态系统；连接各国市场；
增强社会体系的风险抵御力。

全球经济需要创新

放眼全球，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
产业分工格局、贸易格局、经济力量对比和全
球治理结构正处于重大调整期，未来十年的世
界经济秩序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国
都在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力争在新
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能否取得成功，
关键在创新。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发展理念，从
企业管理到制度，从企业领袖观念到行为方

式，从消除社会贫困到保护全球环境，都需要
加大创新力度，创新已成为突破发展与进步

“瓶颈”的一把“钥匙”。9月11日，来自90个国
家和地区的1600多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寻
找提升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复苏的推动力。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在经历日益复杂的
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在调整中艰难复苏，在转
型中呈现弱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一些
积极迹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普遍明显放缓。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
动力依然不足，全球经济复苏过程还存在很多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全球范围高债务、高失业
现象依然普遍。调结构，促发展，成为各国面
对的共同课题。解决各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要靠发展，要靠改革，要靠创新。

中国转型带来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
经济活跃发展期，并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中
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弹性。国际社会对中国
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寄予厚望。今年以来，面
对外部市场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
局面，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稳定宏观经济政
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转变发展方式，
释放改革红利，积极促进结构优化，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加注重 GDP增长质量。

与 10 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城镇化程
度更高、科技更加进步，商业模式更为复
杂。深化改革开放，将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

的发展战略。未来，中国将推进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
这将为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持续动
力。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将
不断释放出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促进居民
消费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此同
时，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
中西部、东北地区加快发展与崛起，东部沿
海地区加快调整与升级，区域间产业梯度转
移速度加快，形成了多个核心经济圈。中国
经济将因创新驱动焕发勃勃生机，改革释放

的制度红利，城镇化释放的内需潜力，必将
助推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

今年夏季达沃斯是在新建的大连国际
会议中心举办。这座位于海边的新颖独特
的大型建筑，充满创意，或许能从一个小小
的侧面折射出中国为转型发展所付出的努
力。人们期待着在这个新会场中，各国政
要、商界精英、技术先锋和青年领袖通过脑
力激荡，触发更多的创新灵感，让“创新：势
在必行”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诠释。让世界因
创新而更美好。

从 2007 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到 2012 年“塑造未来经

济”，再到今年的“创新：势在必行”，7 年来“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每年都有所侧重，

但有一点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创新。创新一直是贯穿历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灵魂

从 2007 年至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已走过

七个年头。七年里，中国和世界一同分享了快速增

长的繁荣，也一起经历过徘徊谷底的困顿。如今，在

世界经济复苏局势复杂的大背景下，四方宾朋再度

相聚大连，在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着不变的交流，确有

许多问题需要沟通，有许多观点亟待分享。中国的

声音，世界的观点，这一刻令人关注。

令人关注的，是变化中的大连。这颗美丽的

渤海明珠，在成为夏季达沃斯举办地的这七年中

奋进向前，不断加快开放步伐。特别是 2009 年辽

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之后，大连

的发展启动了崭新的“引擎”，充分释放了辽宁沿

海经济带的龙头与核心作用，成为辽宁沿海经济

带的主要支撑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今年 1 月至

6 月，大连市 19 个沿海重点园区实现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占辽宁省 42 个园区的 65.1%；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占 64.1%；实际利用外资占 74.4%。此次论

坛中，全新国际会议中心的启用，也不失为对这种

变化的一个注脚。

令人关注的，是变化中的中国。古老的国度在

过去七年的成长中，面对过鲜花和赞誉，也面对过非

难和责备，但在经济体量快速增长多年之后，今日之

中国，转型升级的步子迈得愈加坚定。中国新一届

政府今年 3 月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把持续发展经

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作为施政目标。高

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正被坚定扬弃，“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的步调在统筹中协调一致。中国，对

自己变化的目标和路径愈加清晰。

令人关注的，是变化中的世界。后国际金融危

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局面空前复杂。一方面是各

国加快调整步伐。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加紧调整各

自的结构，推出新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随着一些

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即将兑现，

大量资金回流发达市场，触发亚洲地区多国股市、汇

市大幅波动，部分发达国家正在背离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后所作的“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承诺，也为世

界经济走出泥沼平添了许多变数。

复杂的局面，需要细致认真的应对，更需要清晰

明确的思路。在不久前召开的G20峰会上，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各国元首发出倡议:“放眼长远，努力塑

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

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本届年会提出“创

新：势在必行”的主题，与之不谋而合。对创新的着重

和强调，既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因

时而动，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

新兴市场国家，无不面临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问题，

各国希望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

济竞争力，创新当是这种调整的题中应有之意。

进一步看，这种创新并不仅仅指技术水平的提

升，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调整与适应。中国在过

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走出的就是一条

史无前例的创新之路，今后这条道路还会愈加

宽广。“坚持改革就是创新”，相信在本届夏

季达沃斯论坛上，对此会有更加精彩和透

彻的论述。

变化的环境

不变的创新
□ 连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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