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新 何 以 创 造 价 值
佘惠敏

作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论坛，
达沃斯论坛是各界领袖研讨全球敏感问题
的最主要聚集场所之一。从 2007 年进入
中国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届议题的设
定都与当下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
势密切相关。

从论坛主题就可以看出这几年世界经
济形势的变化：2007 年“变化中的力量平
衡”主题，反映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
肯定；2008 年至 2011 年，在全球金融危
机背景下，连续 4 届议题都围绕“增长”
这一主线，从“下一轮增长的浪潮”、“重
振增长”、“推动可持续增长”到“关注增
长质量，掌握经济格局”；而从 2012 年开
始，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转型，未来与创
新成为新的主题，从“塑造未来经济”、

“创新势在必行”，一直到今年的“推动创
新 创造价值”。

“推动创新 创造价值”，这一鲜明而
深刻的主题，再次让天津吸引了全球政要
和各行业领军者的目光。进入 2014 年，
全球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互联网
产业带动下的新经济模式突飞猛进，创新
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自不待言。

推动创新，可以创造经济价值。
达 沃 斯 夏 季 论 坛 期 间 ， 参 会 者 将

就 一 系 列 经 济 热 点 问 题 展 开 讨 论 ， 包
括 新 的 全 球 经 济 环 境 下 如 何 实 现 包 容
性增长并共享繁荣？变局下的中国商业
环境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新兴市场近
期的反弹态势能否持续下去？哪些因素
能够有助于普及和发展全球网络经济？
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如何影响世界？数字
化 优 势 技 术 发 展 如 何 重 新 定 义 全 球 竞
争力？

这 些 议 题 反 映 了 当 下 人 们 的 聚 焦
点，世界经济想要巩固复苏绿芽、发达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想要实现政策互
通、新兴经济体想要规避潜在风险的新
问题、新任务。

当前，全球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发达
经济体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再工业化”战略、
新一轮产业发展、“能源革命”、全球自贸
区谈判⋯⋯发达国家为主导国际经济新秩
序正在加紧投棋布子，这将对中国带来新
的挑战，要趋利避害，中国必须以创新来

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
推动创新，可以创造政治价值。
哪些安全热点地区在威胁着全球经济

增长？亚洲商业环境世界上发展最快地区
的经济体如何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和
包容性增长？技术发展推动的现代社会变
革是否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

从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政治类议题
看，全球经济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
全球治理模式与之并不匹配。要应对复杂
挑战，全球治理模式还必须进行改革。处
理越来越复杂的全球问题，需要利用数字
化工具和平台进行技术创新，更需要推动
全球资源流动共享的管理创新。

推动创新，可以创造社会价值。
近年来，人类获取自然资源和保护

自然环境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贫富差距
拉大和社会不平等在各国相继引发了一
些大规模社会事件。经济长期增长模式
效益下降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促
使人们对全球经济与产业驱动力产生深
刻担忧——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带来机
遇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制造同样多的风
险和不公平。

企业如何参与塑造新的气候政策环
境？哪些解决方案有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国
的环境状况？新兴市场如何在提高医疗效
率方面成为全球领先者？智能机器的发展
会解放劳动力还是会加剧失业状况？今年
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期间，人们关注的消
费者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医
疗服务等议题，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进步
的期待。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进步，必须通过
创新来实现。

总之，“推动创新 创造价值”，就是
要用更有建设性和更具战略性的眼光来探
寻未来，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的突破来推
动全球变革，并在创新的过程中，利用工
商业转换、环境的持续性与包容性、国家
地区及全球竞争力等各种途径来创造价
值，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健康、深入、可
持续发展。

具体到中国来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
创新，将不再以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的工
具，不再以“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
三高产业作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不再以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角，技术创新、服
务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企业结构
混合制创新等种种不同的创新，将在新常
态下带来中国经济的新变化，推动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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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达沃斯将越办越好
——访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

本报记者 李红光 禹洋

9 月 10 日至 12 日，达沃斯时间，中国时间，天津
时间。

为什么？因为一场世界顶级经济论坛——第八届夏
季达沃斯论坛将在中国天津举行。

这是一场“超有面子”的精英盛会，不仅吸引了包
括总统、经济学者、企业家等在内的来自全球 90 个国
家的 1600 多位嘉宾，还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传媒“大
腕”，参会代表和记者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这也是一场全面“触网”的盛会。无论是文字、图
片，还是视频，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被推送到网页上、手
机上。

3 天 140 多个场次的会议，呈“信息爆炸”之势。
什么是不能不了解的？什么会是很有意思的交锋？会出
现哪些“惊喜”？让我们梳理论坛议程，给大家提供一
些参考。

看点一：总理特别致辞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会，是本届论坛的最大亮
点，也是论坛成功的最重要前提和保障。据论坛组委会
发布的消息，李克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发表特别致
辞，会见部分与会外国领导人，并将同与会企业家互动
交流，回答企业家提出的问题。

组委会表示，李克强总理将在特别致辞中向外界阐
述中国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及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等政策措施。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中国年度经济的
中期总结和下一步政策措施最权威的解读。

开幕式时间：9月10日17点15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文国

际频道、英语新闻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网、
新华网、中国网，均有现场直播。

看点二：经济前景展望

尽管“创新”是主题，但创新离不开经济的发展。
在世界经济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来自经济领域从决策
中枢到末端企业的各环节人士，汇聚在一起热议各自的
体会，充分交流彼此的关切，最终为决策达成一定的共
识，机会十分难得。世界经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中
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金融行业、能源行业、制造业等领
域的战略转变，都将是本次论坛关注的核心话题。

时间：9 月 10 日 9 点，全球经济最新动态；10 点
30 分，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14 点，新兴市场将再
次崛起；15点45分，中国前景展望；9月11日17点15
分，重塑中国金融业。

以上均有网络直播。

看点三：科技成果展示

走出经济危机靠什么？创新！这是世界各国经验的
总结。本届论坛以“推动创新 创造价值”为主题，展
现了创新的发展方向。机器人、3D、大数据、可穿戴
设备，可谓当今最为热门的新技术，这些技术有哪些新
突破？数据革命、纳米革命、机器人革命、能源革命、
神经科学革命，全球五大技术变革及其对商业和社会的
影响如何？这些新课题，不仅触动了技术迷，也给与会
企业家更大的启发。论坛特别设立了“创想研究室”，
让世界知名专家“坐镇”，让来宾交流，了解科技领域
的突破性成果，很有新意，针对性也强。

时间：9月10日、11日，创想研究室1和2全天开
放。

看点四：各路明星登场

从公布的议程来看，两天半的论坛，有经济也有文
化，有场内的交流也有场外的体验，有严肃的交锋也有
轻松的话题。延续了以往的传统，本次论坛也请来了不
少艺术家，如荷兰艺术家丹·罗斯加德、中国香港电影
工厂创始人施南生等。可以与演员、“微博女王”姚晨
对话，共同探讨如何发挥社交媒体日益壮大的力量，帮
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可以与
前篮球明星姚明对话，了解他为何热衷于宣传反对贩卖
野生动物以及道路安全等问题；还可以与演员周迅对
话，了解生活方式的细微改变如何产生巨大的环保价
值。

时间：9 月 10 日 15 点，对话姚晨；9 月 11 日 15
点，对话姚明；9月12日10点，对话周迅。

以上均有网络直播。

日前，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
董事施力伟在接受 《经济日报》 独家
专访时表示，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夏季达沃斯论坛也将在中国
越办越好。

记者：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
多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
种种风险。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未来
的发展？

施力伟：整体来讲，全球经济仍
处在复苏阶段，尚未走出危机。新兴
经济体在危机期间依旧保持较快增
长，2007 年至 2013 年间年均高达
5.9%，在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的同
时，也提升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
位。尽管表现抢眼，但新兴经济体也
未能在危机中免疫，危机余波影响加
上自身问题，令新兴经济体未来发展
面临诸多挑战。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增
速依旧较高。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
历调整和转型，重在提质增效，两位
数的经济增速对中国而言不现实，也
不健康。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年
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排
名较去年上升1位至第28位，在金砖
国家中保持领先地位。

改革是除旧纳新的过程，无疑将
给中国经济带来短期阵痛，中国正大
力推动各项改革，为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注入活力。因此，我对中国经济
的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表示乐观。

记者：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
题是“推动创新 创造价值”。为何
连续两年以创新为主题？您如何评价
中国的创新能力？

施力伟：大数据、智能分析、纳
米技术等工业领域的创新时刻影响着
商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创新也是解
决收入差距、结构性失业和技术缺口
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年会连续两年
关注创新，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从根
本 上 改 变 了 企 业 、 产 业 和 经 济 格
局，带来了新的机遇。本届年会将
为企业、政府和各界领军人物提供
深入认识这些转变的机会，帮助他
们了解如何通过创新创造有利于全
社会的价值。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近年来突飞
猛进，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传统发
达国家。

记者：今年是达沃斯第四次来到
天津。与2008年天津首次举办夏季达
沃斯论坛相比，在您眼里，天津发生
了哪些变化？

施力伟：过去几年中，天津发展
很快，是中国发展最为活跃的城市之
一，人均GDP增速在中国所有省份中
名列前茅。同时，天津市政府明确认
识到，城市的长期发展有赖于加强工
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解决快速城镇
化进程带来的问题，坚持尝试各种有
利于城市发展的改革。

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论坛提出

了“都市发展的未来”倡议，以天津
作为试点，邀请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
家实地考察和探讨如何借鉴各方经
验，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促进服务业
发展，培育中小企业。相信连续几届
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代表们同我一
样，亲身体验到了天津在城市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绩。世界经济论坛未来也
将和更多的中国城市携手合作，共同
研究城市发展和转型中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记者：自 2007 年首次举办以来，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您对今年的达沃斯论坛有何期待？未
来，如何增进与中国的合作？

施力伟：世界经济论坛早在1981
年就与中国结缘，当时叫做“中国—
欧洲商业领袖研讨会”，在中国有着
长达 33 年的历史。2007 年，这一研
讨会正式更名为“新领军者年会”，
固定于每年夏末由中国天津、大连两
座城市轮流举办，被广泛称为“夏季
达沃斯”。

如今，夏季达沃斯已经进入第八
个年头，今年的注册参会代表超过
1600 人，来自全球 90 余个国家和地
区。夏季达沃斯已经成为关注科学、
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名副
其实的高端全球性经济会议。今后，
我们将朝着这一方向继续迈进，进一
步提升夏季达沃斯在中国和全世界的
影响力。

论坛的中外志愿者在热情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贵
宾和代表。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9月9日，两名与会人员在查看会场。 新华社发

本刊编辑 毛 铁 李红光 周 剑

国外记者试骑媒体中心准备的电动车。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论坛准备就绪，静待大幕开启。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