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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崩溃论”正在崩溃
郭 言

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融合

连 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带一路”为中企出海创造机遇

刘锦章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标杆品牌数量提升折射消费升级

张德志
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

科技金融是金融业的一种业态，是科技创新与
金融创新交汇融合的产物，以金融服务的创新作用
于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以传统金融机构
为代表的金融业作为参与主体，落脚点在金融。实
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高度融合是科技金融功能
发展和完善的关键。这种融合一方面需要金融制度
安排和工具持续地有针对性的创新，以支持科技创
新过程。另一方面，要高度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于金
融创新的支持作用，有意识地将科技创新作为金融
创新的重要物化手段和依托空间。

调查显示，在顾客质量消费体验的标杆品牌
中，有62.2％的品牌发源于中国，中国品牌逐步获
得消费者认可。顾客满意度指数可以宏观评判中国
产品质量的走向。行业标杆品牌超过半数是“中国
籍”，本身就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最佳体现。中国企业
要想赢得消费者对自己的认可，不仅要提供优质的
产品，更要积极主动建立良性消费环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在国际
大项目设计、规划、最终执行阶段，中国企业的身
影频频出现。中国企业正在从参与项目转变为创造
项目。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国家积
极响应并表示愿意参与其中。这些国家中有不少都
面临因产能不足、技术落后导致发展受挫的难题。
中国企业有着高效的产能、先进的技术，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双方正好优势互补，可以深度合
作。如今，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不仅是劳动力，还
有管理、技术、资本等要素。

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让崩溃论者的预言一次次落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

要继续坚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就一定能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近日，有西方媒体反思所谓的“中国
崩溃论”，认为这一论断根本经不起推敲，
一些“总是出错”的对华预测，已令民众无
法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中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发展成就，使“中
国崩溃论”成为历史笑柄，加速“中国崩溃
论”自身走向崩溃。

西方社会唱衰中国的论调从未间断。
其中既有“政治崩溃论”，也有“经济崩溃
论”，还有“社会崩溃论”和“金融崩溃论”，
可谓形形色色。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
舆论便“预测”，市场经济在中国没“市场”，
对外开放将导致政局不稳；到了上世纪90
年代初，苏东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
倒下，西方世界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认定

“西风压倒东风”，下一个崩溃的国家一定
是中国。这便是典型的“中国政治崩溃

论”。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后，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一些新情况，一些西方国家唯恐天下不乱，
又开始“说三道四”。他们犹如盲人摸象，
往往不能正视中国经济社会全貌，而是抓
住其中某个方面的问题横加质疑，很“应
景”地炮制出各种奇谈怪论。“中国经济崩
溃论”“中国金融崩溃论”等轮番粉墨登场，
企图改变世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以削弱
中国的影响力，进而唱空中国、唱衰中国。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
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事实胜于
雄辩。20 多年过去了，当年接受西方民
主模式的东欧、西亚、北非等国家，鲜有转
型成功，相反很多国家长期陷入经济低
迷，政局动荡、社会失序。但是，中国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不仅政局稳定，而且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2010 年，中国
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的
GDP 超过日本、德国和英国三国的总
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自信，

“中国道路”让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让崩溃

论者的预言一次次落空。中国深化改革，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实现数量型增长向质
量型和效益型增长转变。近5年来，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每年的
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全
年产出。中国经济红利遍布全球，“一带
一路”建设成效显著，对外贸易、对外投
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
约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崩溃论”者也受到了不少西方
有识之士的质疑，认为唱空中国的言论并
没有事实依据，所谓的论据都不过是主观
臆测或刻意歪曲。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
会网站刊文指出，是西方学者“杜撰了中
国存在的问题”。一些华尔街顶级银行家
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评道：“‘中国崩溃论’
只在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
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中国不
断发展壮大、国际地位提升，“中国崩溃
论”已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只要中国继
续坚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就一
定能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让“中国崩溃论”无立足之地。

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日发布消息称，其
所属18个铁路局改制为铁路局集团有限
公司，目前均已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
登记并正式挂牌。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民生
息息相关。过去几年，我国铁路建设取得
了辉煌成就，尤其是高铁发展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截至去年底，我国高铁营运里程
突破2.2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
的60%以上，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

作为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主体，自
2013 年改制更名以来，铁路总公司的公
司制改革进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4 年
来，铁路总公司在公司制改革、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货运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此次铁路局改制完成，意味着我国铁
路公司制改革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铁路局改制完成，有利于落实企业市
场主体地位和责任。在我国铁路旧的管
理体制下，18 个铁路局承担着全国的铁
路运输任务，是铁路运营管理的直接责任
人，但没有相应的市场主体地位。此次改
革，各铁路局成立集团有限公司，由中铁
总行使出资人职权，明确了企业的国有资
产投资主体，落实了保值增值责任，有助
于构建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符合铁路行业
特点、具有现代企业特征、落实加强党的
领导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

铁路局改制完成，有利于继续深化铁
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今，百姓对于铁
路的需求已不仅仅是“走得了”，而是要

“走得好”，这就需要铁路部门提供更精准
化的服务。铁路局改制为企业，能够更加
贴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增加更有效的供
给，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铁路局改制完成，有利于强化市场化
经营，提高国铁资本效率和效益。根据目
前已经公布的部分情况来看，不少铁路局
集团经营范围都有所扩张，涉及多个领
域，多元经营的势头十分明显。这些改
革，将推动国铁从传统运输生产型企业向
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转型发展，能够真正
激发企业活力，充分发挥现有土地等资源
的价值，提高运营效率。同时，铁路局改
成集团公司，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权，更有
利于引入民营资本，推动铁路投融资体制
改革。

铁路总公司在此次改制中明确，在
领导体制方面，改制后的公司坚持党的
领导，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
领导体制；在决策机制方面，将党委会
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
问题的前置程序，充分发挥党委会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及董
事会的决策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
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这是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两个一
以贯之”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改制平
稳推进的重要保证，必须始终坚持。

与此同时，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
领域，铁路在改革中要处理好公益性和营
利性之间的关系。铁路在我国仍有很强
的公益属性，在很多地方还有不少低价的
低速列车。在改革中必须平衡好公益与
效益的关系，不能因为过于追求经济利益
而忽视社会效益，要通过企业和政府部门
之间的沟通协作，更好发挥铁路在推动地
方发展、保障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铁路局改制完成，并不意味着行业总
体改革已经可以鸣锣收兵，只有继续深化
改革，才能让铁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铁路改制进入历史新阶段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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