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
展引发了全球关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如何用新理念认识中国经济和
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
焦点。

26 日，在 2016 夏季达沃斯“新常态、
新理念、新动能”分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说，2015 年，中国经
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达到 25%，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 14%。在这
样的背景下，看中国经济需要有新的视
角，发展中国经济更需要新理念、新动能。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出
现了三个变化，即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
能转化。总的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徐绍史分析说，从增速变
化看，一季度，中国 GDP 增速为 6.7%，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 2.3%，这说明
经济增速虽然有变化，但还处在合理区
间。从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
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最终消费对经济的
贡献率超过投资；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受
去产能等因素影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
东部地区和南部省份经济形势很好。从
动能转换看，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新
模式蓬勃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
新的潮流，虽然还不足以替代传统的动
能，但是成长的速度很快。

徐绍史表示，为了保持当前中国健
康、持续、平稳的发展势头，中国将在适度
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把补短板、调结构和培育新动能
结合起来；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通
过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优化，支持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让传统产业与现代信息
技术相结合；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政
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继续
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为外商投资和市场主
体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

在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中，传统动能的
改造提升备受关注。徐绍史说，在中国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过程中，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尤
为迫切。

“2016 年，中央确定要煤炭去产能
2.8 亿吨，安置分流职工 70 万人；钢铁去
产能 4500 万吨，安置分流职工 18 万人。”
徐绍史说，去产能涉及职工安置、债务处
置、资产重组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任务十
分艰巨。不过，目前中央和地方正在按照
相关部署，有力有序地推进，我们有信心
完成今年的去产能任务。

培育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迫切需
要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现在的问
题是，转型的步子要如何迈？

在论坛上，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董
事长谢白曼以公司的转型路径“现身说
法”。谢白曼说，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的

前身是一家煤炭企业，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公司就作出了转型发展的决策，
决定从一家以煤炭开采为主的企业转型
为化工企业。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这
家公司又把业务链条向生命科学领域
拓展。

“从一家挖煤公司到一家以科技作为
立足之本的跨国企业，皇家帝斯曼的转变
跨度很大，似乎也没有路径可循。其实，
我们只是坚守了一个根本的理念，即‘只
做朝阳产业，不做夕阳产业’。”谢白曼说，
皇家帝斯曼集团一直把持续转型作为公
司最大的挑战，几乎每一次转型都从零开
始，如今，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接近 100
亿欧元。

谢白曼建议，中国企业在转型发展过

程中，需要不断地分析和研究周边的变
化，需要学习不同的发展理念，不断创
新。“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充满信心，中
国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而且中国有巨大
的市场，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规模庞大
的技术工人和人力资源，只要中国正确应
对复杂的挑战，就一定能够实现成功转
型。”谢白曼说。

创新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打造新
动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小米科技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在发言中说，中国目
前的创业创新环境与 15 年前相比好了很
多，但困难也很多。雷军说，现在人们手
里的钱很多，但是主要投资都在私募股权
投资上，投向前期天使投资的很少，资金
很难流动到早期的风险投资上。

夏季达沃斯论坛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

用新理念培育经济新动能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在题为“新常态、新理念、新动能”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共同把脉中国经济。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办
期间，《经济日报》记者就年会主题选择、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 2025”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话题独家专访了世界
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
布。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中
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记者：本届年会的主题是“第四次工

业革命——转型的力量”，选择这一主题

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施瓦布：今年初的冬季达沃斯论坛
上，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掌控第四次工业
革命”。通过讨论，我们认识到目前已经
进入到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
以创新为特征，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生产
方式、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通讯方式给经
济发展注入新元素。

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夏季达沃斯应与
冬季达沃斯的主题保持一致，要重点探讨
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方方面面影响，
研究转型的需求，促成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与合作伙伴关系。让来自政界、商界的
2000 名与会者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如何
最大限度地挖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潜能，
让所有人获益，这就是年会选择这一主题
背后的故事。

记者：您近期出版了一本题为《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专著，你如何评估这场革

命对全球经济和产业的影响？

施瓦布：蒸汽机革命引领人类进入机
械生产，电力革命带来规模化生产，计算

机革命引发数字化生产，这三次工业革命
均颠覆了生产和消费的模式，改变了沟通
的方式，第四次工业革命基于数字革命，
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相互融合的推动
下，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极大改变经济发展
轨迹。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把握和理
解，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革命，而是全面的
革命，与以往的革命有本质的区别。这不
单是生产、生活的数字化，而是以研究和
创新为基础，彻底改变未来工业生产的面
貌。它有助于人们以更低的价格享受更
多的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行为更
具可持续性。

目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对第四次工

业革命均持积极拥抱态度。对于工业革
命，人们不再担心害怕生产生活方式的改
变，而是乐于接受变化，热情拥抱变革，从
变革中看到的更多是机遇。本次夏季达
沃斯安排了 200多场讨论，大部分场次讨
论的设计初衷是帮助参会者了解工业革
命，了解技术创新。我们要展示积极乐观
的一面，展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潜力。

记者：中国推出的“中国制造 2025”在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上会产生哪些影响？

施瓦布：我认为“中国制造 2025”与
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反映
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国正在迎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中国制造业需

要改变，需要实现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
值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升级。机器
人、3D 打印、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材料
科学等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将对中国制造
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制造
2025”将先进技术融入到传统制造业中，
此举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记者：中国当前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这将对经济转型有何影响？

施瓦布：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绝对正确的，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通
过刺激国内消费、刺激服务业经济发展，
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释放增长活力。考
虑一下高新技术带来的机会，如 5G 通信
带来的新机遇，会让所有地球人都能获得
所需的知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仅
仅是重塑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是在开发一
种崭新的经济领域，挖掘人类潜能，可谓
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

记者：今年是夏季达沃斯年会进入中

国第 10 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这 10 年间

发生的变化？

施瓦布：10 年间，中国的变化是令人
惊奇的，从 GDP 来看，10 年前中国的经
济规模不到现在的一半。再看看中国东
部沿海，我去过许多沿海城市，如天津、深
圳、广州等，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极
大改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要是与
1979 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情况相
比，中国发生的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可思议。

供给侧改革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访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本报记者 徐惠喜

在 6 月 26 日上午的“金融科技将遭遇泡沫？”分论坛
上，嘉宾们热烈讨论了 Fintech 是否需要监管及需要怎
样的监管等问题。

Fintech指的是金融科技，是互联网公司或者高科技
公司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开展的低
门槛金融服务。P2P平台就是Fintech的表现形式之一。

近期，中国陆续发生了几起 P2P 平台“跑路事件”。
宜信公司 CEO 唐宁认为，P2P“跑路”事件是因为有一些

“坏小子”在利用新技术诈骗。因此，他强调金融业参与
者和监管者都需要对金融诈骗保持足够重视。

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对 Fintech 的监管问题。在对
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15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创新
和规范发展并重的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思路。此外，还组
建了互联网金融行业全业态的自律组织——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在加强行业自律的同时，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尽管有观点认为金融科技不需要监管，但大部分与
会嘉宾认为，金融科技仍然需要监管，关键在于要平衡监
管和保护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论坛上，Bitbank 联合创始人郭宏才认为，比特币
背后是区块链技术，分布式公开账簿技术意味着其根本
不需要监管。美国 ARK 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凯瑟
琳·伍德则强调，监管并不是坏事，关键是如何监管。她
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够给监管提供一种新的技术，能够有
效提高监管效率。

唐宁认为，监管者应该采取“智慧监管”的方式，也就
是讲清楚关键的原则，并允许发展新技术。他认为，对金
融科技的监管还需要开发新的技术，如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来预防和识别诈骗行为。

对于 Fintech 未来的发展，与会嘉宾认为，Fintech
并不是颠覆传统金融，二者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凯瑟琳·
伍德说，未来银行肯定不会消失，但 Fintech 会提升传统
金融体系的效率，使金融市场更为灵活。

如何平衡科技创新
和金融安全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在公司初创时期，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梦想和愿
景，是否给了人才足够的空间，是否能改变世界。”在 6 月
26 日上午举行的“亚洲初创企业家”分论坛上，上海智臻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小 i 机器人创始人袁辉认为，
无论人才还是企业在创新的时候，最打动人的还是心灵
上最柔软的东西。“想帮助其他人”，这句话是最关键的。
如果企业能够更多地“利他”，无论是技术还是商业文明
的创新都会得到更长久的延续。

在真格基金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方爱之看来，有越
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初创公司，还有很多 CEO 也希
望通过创业来改变人生轨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已经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大家很青睐新的网
络移动终端技术，花了很多钱来投资，发展速度也很快。

亚洲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艾琳·奥玛尔回忆说，创业
初期花了很多时间来吸引人才，“一开始是蛮难的，但我
们的发展速度是其他公司无法复制的，所以他们越来越
愿意和初创公司合作”。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人才正在通过科学技术进一步
加强互联互通。”斯坦福商学院讲师艾米·威尔金森表示，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第一代创业企业会慢慢培育下一
代的创业者，他们正在影响与指导下一代企业家。

袁辉认为，未来整个技术竞争是没有国界的，人才流
动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可以把企业的触角延伸到全球，
用更灵活、更柔性的方式来吸引全球的人才。

在谈到创业公司估值泡沫时，方爱之说，有很多初创
公司确实被高估，估值的高低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
供给侧有很多钱的时候，一切都取决于大家会为这个产
品投多少钱”。但她表示，估值正在慢慢下降，这是大趋
势，但优质公司的高估值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齐放网首席执行官陈国权给初创公司的建议是，估
值高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关键的还在于能够提供可
持续的服务。

中国创新生态系统
已发生深刻变化

本报记者 熊 丽

运用脑机接口技术，只要带上神经头盔，动动“意

念”，就可以推动小球。达沃斯会场展示的这一创新技

术，吸引了众多体验者。 本报记者 熊 丽摄

在 2016 夏季达沃斯“GDP 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清华大学中国与世

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社科

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共

同讨论了 GDP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专家们讨论的话题也值得我们深

思，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我们还

应该看重 GDP 指标吗？

当前，世界各国仍常用 GDP 的速度

判断一国的表现。如果只选择一个指标

来判断经济增长水平，GDP 仍然具有代

表性。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

较高的 GDP 增速代表着更好的居民生

活水平以及更强的购买力，也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就业状况。

但是，并不能把 GDP 作为衡量经济

发展的唯一指标。观察一个经济体的运

行态势，仅看 GDP 一个指标是远远不够

的。过度关注 GDP 更会造成一系列问

题，如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

大量资源能源的消耗，在经济发展初期，

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无奈的选

择。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尤

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增长与效益、增长

与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矛盾更为突出。因

此，对于新常态之下的中国经济而言，更

需要摒弃过去只求速度、不问质量的旧

观念。

现在，中国已经不再以“速度论发

展”，而是确立以提升发展质量为导向的

目标，以质量指标来倒推增长速度，守住

就业、居民收入的民生底线，实现就业可

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

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

GDP 也早已不是衡量全国或地方

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除 GDP 之外，如

“去产能”等，也成为重要指标之一，目

前，包括河北省在内的地方政府已经将

“去产能”纳入了工作目标之中。短期来

看，“去产能”和保持 GDP 增速在合理区

间可能是矛盾的，但从长期来看，这是结

构性改革的终极目标。如果中国能够保

持可持续的增长，继续推进“去产能”、出

清僵尸企业、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那么“去产能”就有利于中长期增长目标

的达成。

中国经济历经 30 多年发展，已经到

了新旧产业更替的时候。当前的经济增

长减速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但无须

悲观。中国对全球增长的相对贡献的确

在减少，但仍然保持在全球三分之一的

水平。未来，中国仍将长期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支撑。

看增速更要重质量
陈果静

“金融科技将遭遇泡沫？”分论坛现场，嘉宾们展开热

烈讨论。 本报记者 陈果静摄

世界经

济论坛创始

人兼执行主

席 克 劳 斯·
施瓦布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林火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