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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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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日，本报记
者就此专访了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
梁国勇。他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其通过
的重要文件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有助
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和质量。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难得的
亮点。

梁国勇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中国进
入发展攻坚阶段和外部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建议》将为未
来五年中国经济走向定调。此外，继十四届五中
全会第一次提出25年远景目标之后，中国再次
推出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远景目标，无疑将为中
国经济今后的长期发展绘就蓝图。中国经济发
展的成功是持续推进和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也离不开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和有效实
施。从这个意义来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关
键时刻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作出优化和调整，
将为未来五年、十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
展指明道路。

梁国勇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
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
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当下，中国经
济面临“新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即国际经贸摩
擦高发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恢复期和人均收入
水平跨越期。针对人均收入水平跨越期，应注意

到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
大关，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
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因此，长远、
审慎的战略规划必不可少。

梁国勇说，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将有
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开放水平和质量。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应具有以下特征。其
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涵盖金融、贸
易、投资、科技和人才交流等多方面，强
调“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向，各方
面、各方向协同推进；其二，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应抓住全球科技发展、数字化加
速和绿色化程度提升的机遇，在关键产
业领域努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其三，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强调合作共赢，应妥善应
对经贸摩擦，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努力推动多边体制发挥应有作用。

梁国勇表示，过去5年，中国经
济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首先，在逆全球化和国际经贸摩擦加
剧的情况下，中国国际贸易和引进外
资都保持了稳定增长。其次，自贸试

验区范围不断扩展，市场准入水平不断
提升，开放程度继续提高。再次，共建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进展，相关国家在
中国贸易和投资中所占比重有所提升。
相信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中国将继续保持开放力度。

梁国勇补充说，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
摩擦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抢抓机遇，创造
条件，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值得思考。在区
域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署具有历史性意义。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奠定了区
域自由贸易体制东亚、北美、欧盟三足鼎立
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如果中国能加入《全
面 与进 步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 协 定》
（CPTPP），并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破局，新
的自由贸易投资安排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
济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梁国勇认为，应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
情对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
阶，从2000年—2007年的平均3.7%降

到了2008年—2019年的平均2.6%。预计新
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再下一个台
阶，进入年均增速2%以下的低速增长阶段。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一
是尽管新冠疫苗已经推出，但疫情影响并不会
很快结束，部分在疫情冲击下关闭的企业和丧
失的就业即使在疫情结束后也无法恢复。二是
发达国家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难免
带来后遗症，特别是飙升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
压缩了未来的政策空间，也难免在中长期压制
经济增长。三是疫情期间国际贸易表现超出预
期，但疫情难免强化逆全球化趋势。四是疫情
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其中长期影响不容低
估。预计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将呈现V形反
转，这是因为今年的大幅负增长极大地压低了
增速基数。然而，世界经济完全恢复尚需时
日，中期将呈现弱复苏态势。此外，仍有很多
不确定因素，如就业问题、社会问题、潜在的
债务危机、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国际经
贸摩擦和全球治理困局等。

梁国勇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
球和各国经济普遍面临严重衰退形势下，中国
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面对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冲击，中
国经济始终保持了稳定格局和增长态势，并且
都能在危机中逆势走强，危机后强势崛起。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此次也不例外。从国际
比较看，中国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将成为唯一
实现年度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望未来，中
国经济有望持续强力复苏。

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强力复苏
——访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
称《建议》），在海外引起广泛关注和反响。近
日，本报记者围绕其中关于科学技术创新部分的
论述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作用，采访了新加
坡工程院院士、激光光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和领军
人物、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学院教授洪明辉。

洪明辉表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建
议》中关于科技部分的内容表述令人鼓舞，凸
显出科技创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纽带
作用，中国坚持不懈地推动技术创新，未来必
将从科技大国发展为科技强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在中国已深入
人心。洪明辉表示，中国政府已将科技创新作为
驱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纵观人类历史，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能带来相应的社
会结构和区域政治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
跃式发展，并逐步迈向知识经济时代，
这意味着科技创新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的主要经济驱动因素。中国科技创
新不断创造历史，从超级计算机竞逐榜
首、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实现
多项第一，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功建
立、量子信息技术和干细胞研究深入

“无人区”，再到拥有绝对专利优势的
5G技术全球领先、“嫦娥探月”计划成
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回首“十三

五”，展望“十四五”，中国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一次次证明了这个文明古国在科技创
新道路上的不懈追求。

在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上，中国仍需
认识自身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建议》提
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地位，凸显
了中国对国际格局巨大变迁和国内治理
作出的论断。可以说，科学技术的整体
突破，往往聚焦于某些核心领域中的关
键节点。关键节点的突破，往往能够以
点带面，引领一波技术革新浪潮。如果

相关节点遭遇瓶颈，被“卡脖子”，则会影响
整体发展。

实现《建议》提出的科技创新目标，发
挥好科技人员的整体作用是关键。创新的源
头在于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才的生
产力和创造力，将给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创
新动力。洪明辉表示，科技应用无国界，在
很多全球性问题上，科学技术具有区域互补
性，人类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科学技术能
带来先进生产力，进而突破藩篱、普惠万
物。多年的科研和国际交流经验证明，作为
科研人员，要“顶天立地”，既要做深基础研
究，更要做实技术应用，才能将科技成果转
化为人民的福祉，加速推进国家知识经济发
展的步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
科技创新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平台和机遇，科
技创新反过来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
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科技创新提供平台
——访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洪明辉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近日，全球化智库举
办大使圆桌会议。60余
国驻华外交官以“‘十四
五’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为
主题，对国际合作新机遇
尤其是加强中国与非洲大
陆自由贸易区（AfCFTA）
合作展开热议。

非洲联盟驻华代表拉
赫玛特·奥斯曼认为，中国
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
推动进出口、外商投资、对
外投资协调发展，将会对
全球经济和社会格局产生
重大影响。当今世界，中
国在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此，促进中非增
强协调与合作有助于推动
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并
将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喀麦隆驻华大使、非洲驻
华使团团长马丁·姆帕纳
认为，非洲应向中国学习
经验，同时加深双方相关
合作。坦桑尼亚驻华大使
姆贝瓦·凯路齐认为，最
近，中国加大了自非洲的
能源进口，同时也注重使
其符合绿色发展需要。这
对非洲国家来讲，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进一步加强中非经贸合作
有助全球经济增长。姆帕
纳表示，建设非洲大陆自
贸区有利于落实非洲
《2063议程》，会成为非洲
国家的机会，推动非洲自
由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
要实现自由贸易，需要富
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因
此，中非应共同探索，增强
合力，实现互利共赢。奥
斯曼则表示，今年11月非
盟曾举办会议，重点探讨
非洲大陆自贸区相关问题，为今后开展国际合作作出规
划。非盟采取的相应行动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积极
参与。凯路齐强烈建议中非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共同推
进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这将促进非洲经济发展。非洲大
陆自贸区贸易促进与项目主管弗朗西斯·曼格尼认为，中非
合作历史悠久，特别是双方为贸易自由化付出了很多努
力。当前，在非洲大陆有很多中国投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
施项目。有了非洲大陆自贸区，中非经贸合作将更进一步，
其影响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对于中非如何更好共享非洲大陆自贸区机遇，与会代
表献计献策。奥斯曼建议，非洲大陆自贸区对中非双方不
仅意味着商机和发展，中国也同样会从投资非洲国家中受
益。因此，要围绕推动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一方面加快完
善非洲大陆自贸区相应贸易政策、投资框架、贸易谈判机
制、开办企业流程，另一方面以此推动建立区域性框架或机
制。奥斯曼还建议，要在非洲大陆自贸区框架下，积极寻求
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合力。他认为，目前非洲急需建设
基础设施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不仅
能够推动更多投资和贸易活动，还能增强中国与非洲国家
的凝聚力，进而给非洲整个大陆层面、亚非整个地区层面带
来更多改观。

姆帕纳表示，感谢中国公司多年来克服困难在非洲投
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情谊是中非关系的重要根基。姆
帕纳说：“在非洲工作确实面临很多挑战，大家在非洲投资
和运营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艰辛，非常感谢一线建设者
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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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开放

水平和质量。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强力复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平台和机遇，科技

创新反过来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