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声响起之处，必有打动人
心之语。9 月 19 日上午，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8 年夏
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发表的特别
致辞中提到，中国将坚定不移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将一视同仁对
待中外企业，赢得热烈掌声。做任
何事情都需要信心，中国对国有和
民营企业、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平等
对待，让企业放心大胆地创新创
造，给了企业信心与定力。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
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市场的繁
荣，是依靠各类市场主体来支撑
的。这些主体既包括国有企业，
也包括内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
业，还包括各类外资企业，这些企
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未来，中国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
放的条件下推进，更好地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营商环境是“软实力”，中国
有“硬措施”来保障。没有竞争就
没有公平的市场，没有公平的市
场就没有先进的企业。近年来，
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
活力，到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
则对接、进一步扩大开放，再到推
动高质量发展、打造竞争新优势，
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不
断出台。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市
场主体竞相发展，中国经济也更
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逐渐
发展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当前，国际竞争
很大程度上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竞速，中国也在以更实的
举措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赢得主动、取得优势。

知识产权保护是“迫切要求”，中国有坚定举措来护
航。从行政、经济、司法等多个方面着手，深化机构改革，
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运行效率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没有停步，对国内外企业
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的原则一直在坚持。这不
仅是中国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
实现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随着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也希望外国政府基于对
等原则对中国企业的合法知识产权给予保护。

当然，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也必然要
求所有企业都应守法经营，如果触犯法律都应

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这是中国坚守的原则。

开放包容，是一脉相承的逻辑。借
助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平台，中国传递

出了更加强烈的信号——中国政府
对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

便利化有着坚定的决心，对于坚
决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
种不合理障碍有着坚定的决

心。如此，收获的必将是各类市
场主体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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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在 2018 年夏季达沃斯论
坛上，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一带一路”
大数据报告2018》。该报告由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国
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编撰
完成。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指出，
国家信息中心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支撑机构，发挥大数据分析和资源
汇集优势，持续开展常态化监测分析，连
续 3 年开展跟踪评估并发布综合性年度
报告，《“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的

发布，能够为国内外各界了解、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

据介绍，报告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用
数据说话，采用文本聚类、情感分析、社交
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包括网络舆情、
贸易、投资、旅游、跨境电商等在内的数十
个数据源，超过500亿条数据挖掘分析；
二是覆盖面广，覆盖71个“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3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1000
多家智库以及2400多家媒体；三是指数
化评估，重点推出“一带一路”国别合作
度、省市参与度、投资环境指数、数字丝路
畅通度、媒体关注度、智库影响力等六大
指数。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于
施洋在发布会上说，5年来国外媒体和网
民对“一带一路”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倡议
的顶层规划发布及重大里程碑事件均成
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全球舆论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情绪不
断攀升。

“一带一路”国别合作度指数测评结
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
作水平逐年攀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
基斯坦、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国别合作度
指数位居前列。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
俄罗斯、菲律宾、柬埔寨等周边国家交流
最为频繁；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与东盟
国家新增直飞航线最多，东欧、中亚成为
中国铁路对外运输的主要目的地；在贸易
畅通方面，2017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的贸易总额较2016年增
长了13.4%，比中国整体外贸增
速高5.9个百分点，与中亚地区
贸易增速最快；在资金融通方
面，与俄罗斯、马来西亚、阿联
酋、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
家合作较好；在民心相通方面，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不仅成为中国出国
游的新增长点，也成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新的目的地。

国家投资环境指数旨在梳理各国投
资环境的优势和不足，帮助企业在投资合
作过程中发掘机会、规避风险。测评结果
显示，新加坡、新西兰、韩国、阿联酋、俄罗
斯位列国家投资环境指数前五名。分析
发现，排名靠前的国家普遍具有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动力强劲、营商环境优质、对
华关系友好等特点。

数字丝路畅通度指数测评结果显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数字丝路
合作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数字丝路畅通
度国别差异大；二是数字丝路合作在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潜力较大，如以色列、立陶
宛、拉脱维亚等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较
高，但与中国数字丝路畅通度水平不高，
有较大的合作潜力。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

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水平逐年提升
本报记者 袁 勇

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聚焦中国经济——

中国新动能 世界新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惠喜

在金风送爽、硕果飘香
的美好季节，天津梅江会展
中心全会厅，大咖云集，高
朋满座。“为各类所有制企
业、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
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坚决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
展的各种不合理障碍”“对
侵犯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
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加倍惩
罚”……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2018年夏季达沃
斯论坛开幕式上的郑重承
诺赢得了阵阵掌声。

能源革命历来是达沃斯论坛的热点之一，今年的夏
季达沃斯论坛也不例外，多场分论坛聚焦能源革命。参
加2018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必然伴随
着能源革命，清洁化、电力化、去中心化、智能化将是未来
能源的发展方向。

高纪凡说，清洁化就是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的主
体能源；电力化就是电力在终端用能里所占比例将会快
速提升；智能化就是发电、储能以及用能等将通过数字化
技术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管理体系；去中心化就是
分散化的能源如分布式光伏等将越来越多。能源革命与
工业革命相生相伴，比如交通电动化等趋势都必然与能
源革命紧密相关。

高纪凡表示，光伏路灯、新能源汽车、户用光伏等在
日常生活中已经普遍存在，这些都是智慧能源的雏形，一
个以能源深度互联为格局的新能源时代将会到来。“未来
一定要构建新的能源体系，通过科技创新把发电、储能、
输配电和用能端能效等方面新技
术结合起来，通过物联网降低工
商业和家庭的能耗。”高纪凡说，
这方面中国已经在行动，去年中
国陆续推出了“互联网+智慧能
源”“能源微电网”“多能互补”等
示范项目，有效推动了行业发展。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

工业革命与能源革命相生相伴
本报记者 袁 勇

图① 论坛会场上虚拟现实技术体验、感知工
业机器人、数字技术运用等科技感十足的展示项目
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参观体验。 （新华社发）

图② 会场新领军者村内热闹非凡。
徐惠喜摄

图③ “培养女性创业家”专题研讨吸引了不
少嘉宾，现场观众踊跃提问。嘉宾们认为，中国促
进女性创业的工作成果斐然，大量新创互联网企业
由女性设立。 陈学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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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带来发展新机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
局。变局之一，就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推动着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和
生物空间的融合重构，深刻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

纵观世界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跃升、人类文明进步。第
四次工业革命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孕育
兴起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
改变着世界，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

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塑造未来过程中
扮演着领军者角色，科技创新延长了人类
寿命，减少了贫困。”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
瓦布指出，“在当前全球化面临挑战、保护
主义抬头的重要时刻，我们千万不能放弃
多边主义，应该聚精会神地打造一个包容
性的国际架构，打造一个创新型社会。”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出席嘉宾最多、
规模最大，这意味着国际间的交流在增
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顺应了全球化潮流。世界经济
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
维认为，中国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大
幅提升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许多国家期待中国发挥领
导力，中国经验将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
借鉴。”艾德维说。

当前，全球化进程正在催生新一轮产
业革命。历史上的多次产业革命，都推动
了贸易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推动了社
会进步。在全球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之
际，人类面临的
新挑战会激发
出 新 智 慧 。
互联网带来
的 互 联 互
通，使世
界每一

个角落都能了解当今世界的最新信息，了
解新的机遇，使人人拥有全新的发展机
会，从而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共
享。在全球化面前，人人都有参与发展创
新的机会，这给创新型社会的构建注入了
新动能，这一新动能反过来也为新的产业
革命提供保障。

新动能撑起发展新天地

中国经济现状究竟如何？未来政策
取向会怎样？这是与会嘉宾们极为关心
的话题。李克强总理表示，过去几年，面
对世界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中
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锐意改革创新，紧紧
抓住新产业革命机遇，充分发挥人力人才
资源、市场规模等优势，着力培育壮大新
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自于全社
会广泛参与的创业创新。人人参与、人人

尽力、人人享
有，是中国创

业 创 新 的
显 著 特

征 。近
年来，

中国大胆推进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厚植
社会创业创新沃土，激发市场活力。中国政
府正在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
策，对在中国注册的中外企业都一视同仁。

中国的创业创新，是社会成员广泛参
与的。高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返乡
农民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进来，线
上线下良性互动，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中国聚众智，汇众力，正在成为创业
创新的热土。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
构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
中国列第22位，较2013年上升13位，位
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
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过努力，中国新旧动能转换超过预期。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连续12个季度处
于中高速增长区间。中国对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实行
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
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公共利益，就要本着
鼓励的原则，使其保有成长空间，让消费
者来作出决定。得益于此，中国经济的新
动能让人刮目相看，很多数据出乎意料。
例如，电商年均增速超过30%，信息消费
增长超过GDP增速，消费对GDP的贡献
率超过60%。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这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发生了
重大变化。今后，中国还将进一步促进群
众多渠道增收，持续增强消费能力。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决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
开放，以更大力度调整结构，以更大力

度激励创新，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
济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撑起一片

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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