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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并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既是中国的郑重承诺，更是中

国的信心之源。多年实践证明，体制变革催生的竞争优势最全面、最稳定、最持久。开放型经济体制改

革力度更大，经济整体竞争力就提升更快；开放型经济体制更成熟，经济就更具活力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实施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大幅降低

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对落后产能和不符

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

在此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

源局发文要求做好电力项目核准权限下

放后规划建设，称将强化电力规划指导，

做好项目优选，控制燃煤电站总量。

这些政策背后的一个深层背景是，我

国电力已步入相对过剩期。虽然过剩程

度尚待观察，但当此之时，正是推进电力

行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应抓住这个机

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全社会用

电量同比仅增长 0.7%，发电设备累计平

均利用 3279 小时，同比减少 268 小时。随

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近年来全国发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已经逐年走低，2014

年全国 6000 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数为 4286 小时，同比减少 235 小

时。虽说近几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上

升，拉低了发电设备利用率，但如此低的

利用率仍令业界有过剩之忧。

电力行业已经几经短缺和过剩轮回

的怪圈。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就有电力过剩之说，但随后因规划不够，

新世纪后又面临短缺之忧。这种情况的

出现，有经济周期与电源建设周期不同

步，规划前瞻性不够等原因。这次会是又

一个轮回吗？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数据显示，曾经的用电大户工业用电

增速同比下降，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

逐步上升，但因后两项在整体用电中占比

不大，对全社会用电量影响有限。我国经

济已步入新常态，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转

型升级已迫在眉睫，指望房地产和重工业

复苏带动用电需求大幅上升已不现实。

而且，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

结构中占比大幅上升。在国家政策鼓励支

持之下，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有

望在2020年逐步实现风、光、火同价。在环

保低碳已成全社会共识的背景下，一些能

耗高、污染重的小火电便成众矢之的。

当然，我国经济今后仍能保持中高速

增长，因经济下行政府不断加大在基础设

施建设等领域投资，电力需求在一定时期

内仍将保持适度增长，且政府近年来加大

电动汽车和充电桩建设支持力度，如这一

领域迅速发展，可极大提振电力需求。但

前述种种迹象已经显示，电力相对过剩需

要尽快采取措施应对。

首先，这两年新增火电仍维持较高规

模，屡有火电项目投产或获批消息见诸报

端。主要原因是，去年年初常规火电项目

审批权下放至地方，导致各地抢跑、规划

无序，这也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

局要求做好电力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后规

划建设的原因。为此，需进一步合理布局

电源点，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和大型、高

效火电机组比重，遏制盲目投资。

其次，在电力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不少地方已经开始进行双边交易试点。

在电力过剩的情况下，电价可能走低，发

电侧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发电企业需从以

往跑马圈地的粗放增长模式中转变，提高

技术水平，更多注重质量和效益。

电力相对过剩促进结构调整
黄晓芳

中国信心从何而来⑤

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平 言

“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

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

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

向不会变”“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

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

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近

期，习近平主席在各个国际重要场合发表

的一系列讲话中，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大门

永远不会关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的决心和行动。这既是中国的郑重承

诺，更是中国的信心之源。

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

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主

旋律，开放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竞争

力的重要标志。这些年来，我国始终坚

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实施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创新，贸易大国地位得到巩固和提

升，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多双边经

贸关系取得新成果。对外开放为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提

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

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共同发展。无论是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还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无论是

设立自由贸易区，还是人民币“入篮”，

无不体现出我国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深

度交融，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和有

底气。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出口

主导产业从轻工、纺织、家电等传统优

势产业向装备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转换的势头逐步显现，跨境电子

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等新型贸易方式方兴未艾，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国际市场日趋多

元。

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保持。一

系列打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为我们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奠

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数据显示，我国

今年前 11 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

7.9%，外商投资规模稳中有进。“中国大

磁场”的存在，是投资者对华投资信心

的最好注脚。

我国对外投资正在实现全球配置。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步伐加快，集

群式、抱团式“走出去”增多，涌现了

一批大型投资合作项目。通过投资建

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聚集区等多种

方式，积极与相关国家开展产能合作，

形成了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产业链，为

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多年实践证明，体制变革催生的竞

争优势最全面、最稳定、最持久。开放

型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更大，经济整体竞

争力就提升更快；开放型经济体制更成

熟，经济就更具活力。对此，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开放发展”的理念，

对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作出了重大部

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

次会议强调，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

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

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

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前不久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主攻方向。随着这些部署逐步得到贯彻

落实，必将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

作竞争新优势，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同时，

我们也将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

球 治 理 贡 献 更 多 的 中 国 智 慧 、 中 国

力量。

近日，韩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 4 国联合申遗的

“拔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这一消息引发舆论广泛热议。毕竟，在很多人的意识

中，拔河应该是中国的，如今却成了别国的文化遗产。与

此同时，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的武术和太极拳却屡次申遗

失败，人们难免愤愤不平，但之后的反思或许更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拔河”最早出现于我国 2000 多年前的

春秋战国时期，最初用于军事训练，唐宋时期逐渐在民间

普及。历史资料表明，韩国的拔河远远晚于我国，其发展

成型也深受汉文化影响。但韩国却一直将拔河文化保护

并发展得很好，形成了民族特色，作为节日期间的娱乐活

动，其被赋予了强烈的欢庆丰年的仪式感。反观我国的

拔河，虽然历史悠久，也曾发挥过节庆仪式的功能，但如

今基本上只作为一种趣味体育或娱乐项目而存在，基本

上失去了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申报“非遗”的

项目要遵循 3 个标准，即该“非遗”项目对有关群体和文

化多样性是否具有特殊价值、是否具有需要保护的紧迫

性、是否具有完整的保护计划。总之，申遗的目的不是

“抢注”商标，而是让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

现实情况却是，与韩国 18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数

相比，中国“非遗”项目总数虽有 28 个大项之多，但在申

遗成功之后往往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和有效保

护，民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不是很高。

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华所在，更是

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申遗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民族自尊心，不是争面子，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拔河和江陵端午祭、巴西的桑巴

狂欢、西班牙的奔牛节等，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盛

典，其中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继承是重要推动因素。

总之，申遗是项大工程，需要相关部门的详细规划，

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了解。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要尽

快完善制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文化遗产的发展

输送新鲜人才和血液；树立“非遗”保护的全民意识。当

然，也要大力发掘“非遗”艺术内涵，避免过度商业化开

发，赋予传统民族文化以更新的时代感。

申遗不是争面子
张纪鋆

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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