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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世界往往会出现某种巧合。本届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以“全球新局势”为主题，而中国经济发展恰
恰也正迎来新常态。世界与中国都处于转折的关键时
刻，无论是全球新局势还是中国新常态，其脉动相通，
命运相系。中国新常态既寓于全球新局势之中，又日益
成为影响全球新局势的新锐力量。中国的新角色契合了
全球大趋势，为全球竞合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本届年会之所以选取“全球新局势”为主题，是因为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当今世界“正站在决定未来命运的十
字路口”，国际社会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领域
的重大转型挑战。世界局势错综复杂、脆弱不稳，危及全
球、区域和各国取得的进展。世界经济论坛期待本届年
会能够就当前“全球新局势”凝聚共识，并寻找应对挑战
的良策。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过去30多年以投资拉动经济
高速增长的老路已然走不通，经济也已经到了必须依
靠转型升级才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节点。新常
态的表面特征是经济增速放缓，但其根本要求则是增
长质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驱动力的调
整。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已经拿出了新思路，这
就是激发发展新动力，主动适应新常态，其关键则在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对于世界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后的中国和以前又会
有什么不同呢？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中国大力推动提升
内需的经济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促进以双边多
边自由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新的经济增长
战略，不仅将令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势头，而
且将让中国与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

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
国经济每年的增量相当于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
济规模，走向新常态的中国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
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未来５年，中国将进口超过
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这些将为
世界经济提供更多需求，创造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
增长机遇。中国已不仅仅是世界工厂，中国正日益崛起
为资本输出者、新兴消费者、技术革新者、新模式探路者、
公共产品提供者、多方利益整合者。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展望2015年，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步子只会更大更稳，世界由此获得
的收益也将更多更实。深刻嵌入全球价值链条的中国资
本、中国技术、中国市场将有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
球经济稳步复苏。更多领域的中国理念、中国模式、中国
标准有望推而广之，升级为地区乃至全球公共产品，造福
广大合作伙伴。

独行快，众行远。新局势下的世界将更加依赖中国
的改革成果，新常态下的中国将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
势。在西方发达国家撬动经济增长办法不多的情况下，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将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
包容增长带来巨大外溢效应。中国改革让世界受益是
本届年会的普遍共识，分享中国改革红利是世界的共
同期盼。

隆冬时节，瑞士小镇达沃斯冰
雪覆盖、寒气逼人，达沃斯会议中
心内却人头攒动、气氛热烈。2015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这里举
行，寒冷的天气丝毫不减与会者对
于中国经济的热议。本届年会是李
克强总理时隔 5 年再登达沃斯讲
台，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
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向世界
传递中国信心，展示改革成绩，分
享中国机遇。冰天雪地的达沃斯由
此感受到来自中国的阵阵暖意。

中国改革获赞誉

与过去 30 多年 10%左右的高
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中
国已经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传
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转为推动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
平迈进。本届年会的与会者高度关
注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心中
国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
境，“双中高”能否顺利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开局如何。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
席克劳斯·施瓦布的表态正是代表了
广大与会者的这种想法。他说：“中
国的成功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然
而，伴随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如
何以一种平衡而可持续的方式释放
中国经济发展潜能，将至关重要。”

李克强总理在年会上解读新常
态下的中国经济，无疑有着更为强大
的说服力，“中国最强音”将得到更
全面、更准确的释放。同时，与会的
众多思想精英、商界领袖往往又都有
着独到的战略眼光和权威的分析判
断，通过他们传递出的信息也有助于
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做出更客观、
更积极的评价。

论 坛 年 会 上 的 “ 中 国 最 强
音”，向与会者展示了中国经济发
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以及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果，
宣示了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
现创新发展的决心。透过这份“成
绩单”，与会者看到了一个稳中求
进的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全面深
化改革的理解、支持和信心都得到
了实质性提升。

瑞士联邦驻中国大使戴尚贤表
示，在自己上任至今短短的 6 个月
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政府全
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他说：“我能
看到中国政府工作的方向，这一方
向对中国的发展有利。”

中国信心广传递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
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的表现
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走向。中国
怎么说、怎么做，牵动着世界经济
的神经。施瓦布认为，对于中国自
身乃至全球社会而言，中国经济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至关重要。有与会
者引用研究数据指出，只要中国保
持 7%的增长率，就能拉动全球经
济增长一个百分点；2015年全球经
济增长能否达到 3%，与中国经济
的表现高度关联。

在 论 坛 年 会 上 ，“ 中 国 最 强
音”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纸面上的
数据或许不如以前耀眼，但中国经
济正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
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中国
经济提质、增效和升级，不仅为自
身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是
对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健康
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经济新常态
和中国经济“新故事”，在论坛年
会乃至世界范围内正产生强大的信
心效应。

施瓦布说，与一些经济增长乏
力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是
惊人的，这也显示出中国不断增长
的内需的巨大。国际金融公司执行
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蔡金勇表示，

在一些中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比
如基础设施建设，无论对于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构成新
的经济增长基础。如果能实现这一
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将是巨大
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
尔·格罗斯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会
带给世界两大益处：一是中国经济
增长强劲，所有人都会受益；二是
中国实施改革让市场成为经济决策
中的决定因素，将促进国际贸易的
发展。

中国方案齐期盼

让世界分享发展红利是中国的
一贯理念。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
当下，与会者对中国理念、中国方
案的关注度也进一步大幅提升。施
瓦布说，论坛年会高度期望中国政
府提供中国方案，应对全球挑战。
世界各国更加希望中国能够提供促
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应对危机、加
强合作的看法。

李克强总理在时隔 5 年之后再
次出席论坛年会，这本身就令年会
主办方和与会者充分感受到中国经
济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热情。李克强
总理的特别致辞向与会者展示了中
国与世界携手合作的强烈愿望，宣
示了中国通过开放创新推进世界繁
荣发展的坚定决心。

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呼声
铿锵有力，中国的倡议切实可行。
施瓦布说：“李克强总理的特别致辞
为世界经济及全球议程注入了更多
中国智慧与中国声音。”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中国的新角色日益为外界看
好和期待；中国的新贡献为国际合
作共赢画卷增色添彩。从论坛年会
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意
识到，一个强大并愿承担国际责
任、提供公共产品的中国，必为世
界之福。

一年一度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全球焦点，吸引了各界嘉宾的参与。

感受来自中国的阵阵暖意感受来自中国的阵阵暖意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所有挑战，
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而中国
目前已经在讨论深化改革的问题，这
本身就比其他新兴经济体都更为超
前。”美国 IHS 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纳瑞蒙·贝尔拉夫什在达沃斯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他表示，
从李克强总理的特别致辞可以看出，
全面深化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
政策选择。这是中国向与会者发出的
一个重大积极信号，必将增强国际社
会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

贝尔拉夫什认为，基本面支持全
球经济动能提升，预计 2015 年全球经
济 增 速 将 从 2014 年 的 2.7%提 高 至
3%。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贝尔拉夫
什已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他说，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将继续有所
放缓。虽然按照中国过去的标准，不
足 7%的增速有些偏低，但依然令其他
主要经济体羡慕不已。

中国目前已经在讨论深化改革
的问题，这本身就比巴西或印度等其
他新兴经济体都更为超前。2001 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行了诸多改
革，这些改革举措成为之后 10 年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之一。如今，
深化改革又提上日程。中国的生产
力有所下滑，所以需要更加努力来证
明自己的生产力。所有这些挑战都
无法简单应对，而是需要进行“微观
经济改革”。

他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公布的改
革措施都是很好的计划，下一步关键
是落到实处，预计这些计划大都需要
相当长的时间来付诸实施。同时，中
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因为

“有很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门外等待，
等待中国市场开放再带来投资机会。
如果这些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
会继续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另一
方面也会引发鲶鱼效应，利用竞争本

身让国家更加高效。”
他特别指出，根据 IHS 的预测，到

2024 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预计
将达 28.25 万亿美元，超过同期美国
的 27.31 万亿美元，从而跃居全球最
大经济体，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
由 2013 年的 12%升至 20%。到 2024
年，中国消费者支出水平将由当前的
3 万亿美元左右升至 11 万亿美元左
右，即未来 10 年消费者支出实际增长
率将达 7.7%。内需即消费者支出，将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

贝尔拉夫什最后说，李克强总理
在特别致辞中阐释了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创新的政策。从中可以
看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未来中国经济
发展的政策选择。这是中国向与会者
发出的一个重大积极信号，必将进一
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
发展的信心。

与会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出超前意识
——访美国 IHS首席经济学家纳瑞蒙·贝尔拉夫什

与会嘉宾乘坐摆渡电动车。

论坛专门设置了展示东方文化的茶室。

与会者在会议间隙上网查询资料。

在本届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的特别致辞
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经济面整体向好的信号，引起了国外
媒体的热议和积极评价。

法国《回声报》、《费加罗报》、《世界报》等媒体集中关
注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并一致指出“由量转质”的经济发
展模式有益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法国媒
体认为，要求目前已雄踞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继续
保持超过 10%的经济增长速度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经济
发展规律。中国政府积极出手调整经济结构的举措不仅
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是明智之举。

日本媒体认为，正当全球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战
略和宏观政策走向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在一个重要的国
际场合阐述了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理念，讲话传递了一
个重要信息，即中国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今后
不会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是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李
克强总理致辞中强调“开放创新”，希望通过开放创新实
现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的高质量化。报道
称，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和外资政策对日本企业今
后调整对华投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 SBS 电视台报道认为，达沃斯论坛开幕首日，
中国成为与会人士关注的焦点，达沃斯迎来了“中国
日”。李克强总理的特别致辞强调了中国作为经济大国
不可动摇的地位，显示了中国经济有能力进入良性循环
的自信心。报道注意到，这是李克强总理时隔 5 年后再
次出席论坛，由此判断中国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打消世
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表示，在此次讲话中，李克强总理
强调了中国将通过非经济刺激计划来寻求中国经济的软
着陆，这表明了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建立
更为均衡和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上的决心和能力。李
克强总理的致辞再次向全球市场表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
健康态势并未受到此前热炒的债务问题影响。中国经济
增速相较于之前的下降主要是中国政府改革经济发展模
式的新常态下的结果。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的致辞再
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中国的经济规
模扩展和国家实力上升并非威胁，而将给周边国家和全
球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BBC 刊文表示，在中国提出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
背景下，李克强总理此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将进一步
推动中国这一战略的发展，提升沿线国家以及其他国家
对于中国借此战略增进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信任和联
系的肯定与支持。

（文/本报驻巴黎记者 陈 博 驻东京记者 闫海

防 驻首尔记者 杨 明 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全球新局势
与中国新常态脉动相通

国外媒体热议中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