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愈加重视增长质量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2019 年中国
GDP增长目标设定在6%至6.5%的区间
内，表明中国直面经济下行压力，没有遮
遮掩掩，更加注重追求经济增长质量。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认为，
虽然中国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但并没
有失去经济发展的雄心。2019 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政府将

“稳经济”作为绝对优先事项。因此，将
“中国经济增长节奏转变”解读为“衰退
征兆”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在科技领域
雄心勃勃，相关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
仍然完好无损。

英国《卫报》报道称，6%至 6.5%是
中国近 30 年以来制定过的最低经济增
长目标。与 2016 年一样，中国将 GDP
增长目标设置为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
具体数字，这标志着中国已开始着手弱
化具体GDP数字的重要性。

西班牙埃菲社称，中国政府对2019
年GDP增长速度持谨慎乐观态度，未来

中国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旧是
机遇与挑战并存。

减税降费释放活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称，今年的中
国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大量减税降费措
施，这是多年来“派糖”规模最大的政府工
作报告，旨在落实具体措施提振市场和民
间信心，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导向尤其明
显。文章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亮点之一是
宣布大量减税降费措施，以减轻企业与民
众的负担。与去年相比，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列出的目标和任务更具体，也更明确地
给民众和企业让利，政策涵盖企业营商、教
育、医疗、养老、交通等诸多领域。文章分
析称，制造业企业是本次减税政策最大的
受益者之一，减税措施可减轻企业成本负
担并增加盈利，长期内可激发企业活力，促
使企业更愿意投入研发、增加投资和增加
新员工。从宏观层面看，这有益于稳增长，
推动中国经济周期趋向平稳，同时促进中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在其网站头条以

“中国削减税收，增加贷款以支撑放缓的经
济”为题刊文称，中国将削减数十亿美元的
税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加大对小公司
的贷款等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
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政府将
削减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同时，增值税也将减少，以支持制造业、运输
业和建筑业。中国将把制造业的增值税从
16％降至13％，运输和建筑行业的增值税从
10％降至9％。中国政府还将把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

中国经济前景可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
表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中国经济正
在经历重要的转型升级过程，未来增长动
力持续强劲。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扩大改
革开放，这将推动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中国
政府拥有足够的政策应对工具，有能力让
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阿列塔表示，从近期中
国经济运行各项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中

国在经济领域施行的结构性改革正取得良
好效果。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足够的韧性，
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与新增长动能不断释
放，将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使国内市场保持活跃。作为传统
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正逐步从“世界加工
厂”这一定位转型，不断向高端技术领
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未
来世界”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中具备了竞
争优势。

印尼知名经济学家里扎认为，在全球
经济持续动荡和国际贸易格局深度调整的
大环境下，中国政府运用有效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实行宏观调控，使2018年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不俗成绩。展望2019年，中国
继续通过消费升级带动经济结构转型，仍
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阿娜
斯塔西娅认为，两会是观察中国发展、理解
中国的最好时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政策等内容，将
给世界带来更多可能性。

（本报记者 杨海泉 刘 威 李学

华 李鸿涛 田 原 赖 毅报道）

连日来，国际舆论持续关注

中国两会，并积极评价李克强

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认

为中国将 2019 年 GDP 增长目

标设定在6%至6.5%区间，彰显

了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决

心，未来经济增长动力持续

强劲。

日前，日本 NHK 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段的品
牌栏目 《现代特写镜头》 中，专题介绍了当前中国
民企技术发展情况，认为在全球贸易摩擦中，中国
民 企 正 在 变 压 力 为 动 力 ， 提 升 研 发 实 力 和 技 术
水平。

节目引用中国广东省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去年
9月份，该省共有86万家企业倒闭，同比增加40%，但
同时又有 127 万家高科技新型企业完成注册登记，主
要是 IT、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未来发展型技术行业。
特别是一些小微高科技风险企业应运而生，这说明中
国开始了新一轮产业新陈代谢。

该节目组现场采访了今年2月份刚刚创立的一家
风险企业，这里专门生产机器人用减速器。该公司负
责人彭新飞曾留学德国，专修电气机械工学。他说，虽
然以前中国在该领域落后欧洲、美国、日本，但自己要
让中国独特的技术走向世界，公司的目标就是致力于
全部产品自主研发。

日本 NHK 电视台这档节目指出，中国加大了自
主研发能力，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国拥有数千万大学
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该节目指出，中国每年大学
毕业生从 2000 年初的 200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800 万人，其中 60%是理工科专业。近年来，中国
在国际上登记的专利数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国，
逼近美国。

该节目进一步指出，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
对高附加值企业的支持力度，去年 10 月份两部委联
合下发文件，提出今后 3 年增加人民币预算给予支
持。目前，已有企业获得政府贷款资金支持并扩大了
生产规模。

日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神田外国语大学教授兴
梠一郎在接受 NHK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科技型
企业将国际贸易摩擦看作促进技术发展的好机会，认
为加强技术研发对企业长期发展、高质量发展非常
重要。

该节目编辑片冈利文在采访后表示，最初以为
中国说发展高科技不过是“夸海口”，但采访许多
民营企业后才相信这是中国的真实情况，今后民营
企业将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片冈手持华
为公司最新面市的折叠屏幕手机指出，这款手机的
核心部件都是华为公司独创研发，今后随着用户不
断增加，华为产品的知名度和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取
得更大发展。

海外舆论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强劲 日本推出电视专题

民企为中国科技注入能量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上图 3月6日上午，人大湖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回答中

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图为来自《太阳报》的记者在提问。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下图 3 月 6 日上午，人大湖北

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并回答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图为外媒记者举手争取提问机会。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2月 18日，《佛山市顺德区率先建设广东省高质
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正式公
布！”2月19日，召开了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第十三届
党代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上宣布了这个令顺德人振奋
的消息。当天，顺德发出了“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
雨无阻——奋力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顺德之路”的
动员令，号召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做出顺
德贡献。

改革再出发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先锋”顺德再一次
被赋予改革的历史使命，扛起改革大旗。根据《方案》
要求，顺德围绕高质量发展，大胆探索创新、先行先
试，不断总结、提炼、固化好的经验做法，以“顺德样
板”“顺德示范”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该方案提出，顺德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紧密结合
实际，以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为契
机，勇于突破，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着力解决高质
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出问题，以更大的
作为开创工作新局面，奋力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前列，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探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顺德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地
方。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顺德是广东改革开放
的试验田。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当中，这
个仅有806平方公里的小小县域，始终敢为人先、勇当
先锋，多次承担重大改革试验任务，探索从不停步，大
改小改不间断，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时代眷顾顺德，顺德创造历史。在顺德这片改革
热土，过去 40 年，以“敢饮头啖汤”的勇气奋勇前行。
从“五子登科”大办乡镇企业，到石破天惊推动以产权
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再到率先推进基本实现
现代化试点、大部制等系列改革，顺德翻越了横亘在
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又一座山，创造出享誉全国的“顺
德模式”，成为中国县域改革开放的典范。

这是省委赋予顺德的历史使命，是顺德千载难逢
的重大机遇，也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

探路再扛旗

40 年来，顺德人奋楫争先。从 1978 年到 2018

年，顺德地区生产总值从 4.75 亿元增长至 3163.9 亿
元，增长了 665 倍，并连续七年领航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区。

新使命，新担当。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
上，顺德又面临新的时代使命。该方案中，18 项涉及
用地审批、空间规划、项目报建、快查快处机制等对于
实验区建设比较迫切的事项获得省级支持。

顺德将围绕高质量发展，聚焦村级工业园改造，
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实
体经济上，对标国际最优最好最先进，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机制创新，在用
地审批、空间规划、项目报建等方面先行探索，进一步
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率先在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上取得攻坚突破。

如何破除发展“拦路虎”，关键还是要靠改革。顺
德要在破除土地要素制约，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合力等方面
下功夫，重振当年“广东四小虎”雄风，在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勇当领跑者。

作为发展的先行者，顺德注定要再一次成为时代
探路的弄潮儿。要以再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全面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敢于向一切束缚高质量发展的顽
疾开刀。顺德将重燃“可怕的顺德人”精气神，敢于向
一切束缚高质量发展的顽疾开刀，保持昂扬向上、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闻鸡起舞，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不负未来，闯出高质量发展的顺德之路。

开启新征程

2月 19日，顺德公布了率先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以村级工业园改造整治提
升为突破口，大力推动工业4.0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
腾出空间，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全面开放新格
局，建设“五个新高地”，到 2022 年形成“顺德样板”

“顺德示范”。
——大湾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新高地。顺德要

推动更多服务事项、建设项目向市场开放，支持社会
资本有序参与重点工程建设。创新财政投资体制，探

索以投资替代补贴的方式支持经济发展，引导社会资
本对接初创企业投融资需求。同时，顺德要对标最优
最好最先进，用世界眼光，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学习香
港等地先进做法，打造与企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一流
营商环境。

——智能制造新高地。顺德要用5年左右时间推
动家电产业向“智能家电”升级，迈向六千亿级的世界
一流产业集群；加快机械装备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步伐，迈向五千亿级的国内一流产业集群；
将机器人培育成两千亿级产业集群；将军民融合、珠
宝美丽产业培育成千亿级产业集群；将生物医药、新
材料培育成百亿级的产业。用5年左右时间再培育1
家世界 500强企业，形成 3家世界 500强、4家超五百
亿、10 家超百亿、100 家以上超十亿骨干企业和一大
批“隐形冠军”的企业梯队，打造既有“猛虎”又有“群
狼”的企业军团。

——科技创新转化应用新高地。要继续推进“科
技顺德”建设，引入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培育一批科
技创新型企业，建设一批科技产业园区，打造顺德新
时代的“两家一花”，即让“企业家+科学家”成为专注
创新的“顺德合伙人”，在现代产业园绽放“科技创新
成果之花”。

——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全力构建内联外通
的交通体系。加快推进内、中、外环等快速环线建设，
构建“10 分钟、20 分钟、30 分钟交通圈”，实现 10 个
镇(街道)快速通达、融合发展。并加强周边交通联络
线建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同时，深
化与湾区城市合作。加快对接南沙自贸区，探索复制

自贸区改革创新经验，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完善
深圳湾顺德创新港模式，承接深圳创新溢出效应。探
索“香港科技+顺德制造”“香港服务+顺德生活”合作
模式。

——品质生活新高地。加快推进“强中心”十大
重点工程建设，提高中心城区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
用，引领各镇(街道)打造高质量魅力小镇。高水平建
设好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
市。按照美丽村庄、美丽庭院、美丽田园标准，努力将
全区基本农田建设成集农业生产、休闲观光等于一体
的农业生态湿地田园。全面提升主干路网沿线景观，
营造开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荫的“高颜值”生态
环境。

·广告

改造完成后的恒鼎工业园改造完成后的恒鼎工业园，，原电镀城企业已陆续进驻原电镀城企业已陆续进驻

市民在中心城区的顺峰山公园休闲娱乐市民在中心城区的顺峰山公园休闲娱乐

顺德把交通先行作为融入粤顺德把交通先行作为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工作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