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舆论高度关注中国两会，认为

中国将为全球经济稳定作出新贡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遥远 梁 桐 朱 旌 白云飞 蒋华栋

连日来，海外媒体、专家

学者高度关注中国两会，认

为中国致力于追求高质量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不存在硬

着陆的风险，将为全球经济

稳定增长作出更多贡献。

《今日俄罗斯》新闻网站对中国政
府工作报告作了重点报道并援引政府
工作报告内容称，中国政府准备深化
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将全面放开一
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
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俄新
社、俄罗斯24频道、报纸网等10余家
主流媒体以 《中俄关系稳如泰山》 等
醒目标题报道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
会上就中俄关系发展问题作出的回
应，并在报道中引用王毅的论述：“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如泰山，
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巴基斯坦主流英文媒体 《今日巴
基斯坦报》 刊发评论文章 《中国在转
型》。文章重点关注了中国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脱贫攻坚战和“一带一
路”建设。文章指出，中国两会将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再推向深入，尤其是
省级、市级、县级监察委员会的建
立，将形成一张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
导下，覆盖全部国家机关和政府职能
部门的监察网络，为下一阶段的反腐
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文章
还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居世界前
列，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的基
本国情尚未发生改变。针对这一国

情，中国制定了到 2020 年消灭绝
对贫困的宏伟目标。文章认为，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
有了大幅提高。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作为进一步对世界保持
开放姿态并贡献中国智慧的体现，
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
全球治理改革，“一带一路”倡议
作为其重要载体，具有特殊的重要
地位。

《彭博新闻》认为，中国经济增长
目标设在6.5%左右，CPI涨幅目标3%
左右，预算赤字率为2.6%，并设法确
保经济平稳增长。彭博新闻社驻北京
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汤姆·奥利克认为，
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年度计划
与实际增长的温和放缓保持一致。

韩国媒体尤为关注中国今年经
济增长目标及经济政策调整动向。

韩国财经类主流媒体 《韩国经济》 在
报道中关注了三点：第一，中国将今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6.5%左右，
认为这一增速可以保证中国经济平稳
运营。第二，关注中国政府拟采取的
为企业和个人减税、减负措施。第
三，观察中国货币政策的后续走向。

穆迪主权分析师马丁·帕奇表
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高创新能
力、解决民间投资增势疲弱、区域发
展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状况,以及
应对金融风险等目标与中国注重增长
质量的政策取向相符。2018年中国国
内经济增长目标符合预期，财政政策
仍将倾向于稳增长，符合提高创新能
力、脱贫、污染防治和乡村发展的政
策目标。

瑞银认为，在今年的经济增长目
标中，不仅没有提及“在实际工作中

争取更好结果”，同时也未提出固定资
产投资目标，这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在
总体安排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但
是，在此前经济增长取得较高速度的
基础上，今后即使维持当前经济增
速，中国也能在 2020 年实现 GDP 翻
番目标。

渣打银行发布报告表示，中国政
府工作报告表明了中国致力于追求高
质量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发
展目标也与此前中共十九大承诺的经
济发展模式相吻合。在当前服务业
占据经济主体且增速连续两年稳定
在 7.5%至 8%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硬
着陆风险基本上不存在。渣打银行
认为，今年是中国政府首次将城镇
调查失业率纳入指标体系，这也反
映了中国政府未来更加重视包容性
发展。

3月9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聚焦。图为外国记者
在采访报道。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拜耳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朱丽仙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为中国2018年的进一
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此，
拜耳公司感到非常受鼓舞。

朱丽仙认为，新常态下
的中国经济重点关注创新、
开放和包容，并提出和实施
诸如“健康中国 2030”“农
业现代化”“互联网+”和

“中国制造 2025”等重要战
略和举措。这为拜耳在华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得
拜耳能够发挥在科学技术方
面的创新能力，在医药保健
和农业领域为中国患者、农
民和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解决
方案，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

生活。
朱 丽 仙 表 示 ， 2018 年 ，

“健康中国”战略计划将取得新
进展，其中包括加大对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养老金制
度的支持力度。这将强化拜耳
持续为中国民众提供更好医疗
服务的能力。

朱丽仙表示，按照政府工
作报告的要求，2018 年中国
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
取得进一步发展，并通过支持
科学技术发展，更广泛便利的
互联网连接，发展数字化及吸
引重要人才来实现这一目标。
可以预期，中国政府将在“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方面取得重大
进步。

拜耳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朱丽仙：

植根中国创造更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陈 颐

泉州台商投资区地处福建省泉州市中心城区东
部，与泉州市新行政中心隔海相望，是泉州市中心城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正式挂牌以来，因为
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和各种
政策加持，已经逐渐成为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实验
区和泉州经济新引擎。

人才集聚 汇聚闽台力量

泉州台商投资区承载着打造泉州经济新增长极的
创业梦想。近年来，泉州台商投资区主动对接市委人
才“港湾计划”，通过实施“双招双引”工程，同步推进招
商引资和招才引智，促进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
加速集聚，为新区开发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泉州台商投资区采用“项目+人才”的方式，依
托泉州高品实验室、凯立美公司和颐和医院等项目捆
绑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64人，针对台湾青年来投资
区创业创新，出台了诸多支持措施，除了各种创业补
贴，还有相应的人才公寓补贴，让台湾青年有第二个
家的感觉。

与此同时，泉州台商投资区致力打造人才一站式
服务中心，设立对台人才专窗，通过建立多元化人才
投入机制，打造聚才“强磁场”，全区人才集聚效益

逐步显现，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人，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1人，省“百人计划”专家2人，省高
层次B类人才1人、C类人才7人，引进台湾高层次
人才1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13人，各类人才总量超
2万人。2017年核定人才专项经费985万元。同时加
快推动“一心、两桥、三城”城市功能配套建设，集
中力量建设人才公寓、湖东学园、颐和医院和海丝艺
术公园，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真正以一流的环境保障
人才安居乐业。

资源集聚 激活新兴业态

作为泉州市的新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拥有十分独
特的发展优势。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依山傍海，沿江
拥湖，临港近城。全区拥有江岸线20.8公里、海岸线
24.8公里，可建12个以上10万吨级码头、多个万吨
级码头。

泉州台商投资区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北有
沈海高速公路、泉三高速公路南惠支线、福厦铁路、漳
泉肖铁路和国道324线，南有石湖港区、秀涂港区和福
建省道201线、泉州环城高速公路，距离泉州火车站8
公里，距离福厦铁路惠安站14公里，距离福厦铁路泉
州站不到20公里，距离泉州（晋江）机场约20公里。

政策优势的叠加让这里成为创业热土，泉州台商
投资区是国家台商投资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国家“金改区”“民综
改革试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优惠政
策。近年来，随着中国中车、玖龙纸业、台资颐和医
院、八仙过海旅游综合体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落地、
投产，给泉州台商投资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2017 年，全区 11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2 项指标
增速全市首位、3项全市前列、9项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当前，泉州台商投资区正在按照“一心两桥三城
四网五产”发展思路，全力推进产业提级、项目提
速、招商提优、民生提质、服务提效等各项工作，全
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城市建设典范、体制创新样
板、幸福宜居新城”。

文旅集聚 打造特色城市

泉州台商投资区内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是全国著
名的“雕艺之乡”，石雕艺术与木雕工艺源远流长、享誉
海内外。有全国四大名桥之一、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
跨海梁式大石桥洛阳桥、百崎回族郭仲远墓、留公陂、
昭惠庙、义波祠、云盖寺、秀峰岩摩崖石刻、陈三坝古水
利工程等43处国家、省、市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来，泉州台商投资区以“功能驱动、产城
融合”为理念，加快完善城市片区规划，开展片区城
市设计，推动城市大片区开发建设，打造城市样板工
程，秉承老城区要有“古早味”，新城区要有“现代
感”的规划理念。

泉州台商投资区深入挖掘、传承、保护本土乡
情、民俗文化、海洋文化，留住城市的“根”和

“魂”。稳步推进洛阳古镇、洛阳古街、百崎回族文化
特色小镇等古镇名村、传统村落、名人故居的规划、
整治和保护，留住更多的“古早味”，守住历史风
貌、乡土气息。

泉州台商投资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打造泉州经济新引擎打造泉州经济新引擎

·广告

泉州跨海大桥台商投资区互通泉州跨海大桥台商投资区互通

泉州台商投资区内的洛阳桥泉州台商投资区内的洛阳桥

入驻德润医疗产业园的泉州高品实验室内工作人入驻德润医疗产业园的泉州高品实验室内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样本基因检测和临床检验员正在进行样本基因检测和临床检验

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山内村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山内村，，秉承生态发展的模秉承生态发展的模

式式，，积极打造积极打造““富美乡村富美乡村””

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上塘雕艺街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上塘雕艺街

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公园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公园··亚洲园亚洲园

在世界各大媒体、政界人
士和专家的目光聚焦中国两
会、关注中国5年来开创的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之
际，保加利亚许多政要及工商
企业界人士为两国合作点赞，
他们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希望
继续深化对华合作。

保加利亚经济部副部长博
里索夫近日表示，中国是保加
利亚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两
国间的政治关系稳固，保加利
亚致力于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关
系。2007年至2017年间保加
利亚向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7
倍，中国已成为保加利亚除欧
盟外仅次于土耳其的第二大出
口贸易伙伴。统计数据表明，
中保双边贸易拥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世界上经济发展

最快的国家。在中保双边及
“16+1 合作”“一带一路”多
边合作框架下，保加利亚经济
部将继续把拓展与中国的经贸
关系置于保加利亚对外经济政
策的中心位置。

保加利亚商工会会长西美
昂 诺 夫 表 示 ， 保 加 利 亚 是

“16+1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国
家。中国高技术含量的商品在
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中占比越
来越高，保加利亚对和中国在
铁路等交通运输工具等领域的
合作很有兴趣。他说，据保加
利亚商工会的资料显示，中国
是 2017 年保加利亚商务旅行
最受青睐的目的国，商务旅行
者大多为寻求进出口贸易的新
伙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两国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深入合
作带来了重要机遇。

保加利亚政要及工商界:

希望继续深化对华合作
本报记者 田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