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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日（星期二） 兩會兩會聚聚焦焦

全球期待兩會成果利經濟
指中國已成全球發展引擎 未來面臨三大挑戰

兩會今日看點
3月3日下午3時 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國未來的發展空間有多

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走勢會怎樣，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將

給世界帶來多大利好……兩會前夕，世界目光又投向中國。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奧斯特洛夫斯基看來，中國

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重要引擎，世界對中國兩會之所以表

現出濃厚興趣，是希望中國能做出確保經濟繼續穩定健康發

展的決策。同時，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也聚焦中國面臨的三

大挑戰：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民生環保。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
前，中國經濟面對增速下行

和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中國經
濟下階段的發展趨向是國際社會
最為關心的問題。巴西米納斯吉
拉斯大學專家瓦德爾指出，中國
將在這場改革中探索如何平衡市
場作用和國家干預，探索如何從
出口驅動轉向消費和創新驅動經
濟，這些對於拉美國家來說都具
有重要借鑒意義。

稱已備經濟轉型條件基礎
韓國湖西大學教授全家霖說，
近十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
獻率持續走高，在全球經濟充滿
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中國經濟
的發展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最
值得信賴的動力。
國際輿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
經濟轉型的有利條件和基礎。日
本《金融財政商貿》雙周刊近日
刊文指出，率先實施促進中等收
入階層消費的政策或許能夠成為
拉動社會整體消費的引擎。
而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

近日的一篇文章也表達了相似觀
點。文章說，北京在努力實現增
長模式轉型，從低端製造業轉向
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並着力創
新和提振消費。

「中國崛起」引發全球矚目
與此同時，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

也聚焦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深化
改革、依法治國和民生環保。
不久前，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

學會舉辦了一場關於「中國崛
起」的研討會。來自美國和日本
的中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領導
人清楚地意識到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性。布魯金斯學會清華中心
資深研究員葛藝豪認為，中國這
輪改革主要針對行政體制和市場
機制，以確保中國經濟的可持續
發展。
全家霖也表示，當前中國的霧

霾頻發等環境問題造成的社會經
濟費用呈現激增趨勢，相關應對
舉措勢在必行。他建議：「可以
借鑒和吸取一些發達國家的環境
治理經驗和教訓。」

台媒：料釋寶島政策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援引台灣《旺

報》報道稱，學者專家直言，由於台灣當前
的兩岸政策停滯不前，大陸兩會預料提出的
一系列涉台政策紅利，不論是對接此次兩會
的各項決議，或是未來的「十三五」計劃，
台灣已經失了先機。大陸的區域整合經貿政
策，對台灣未來經貿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台
灣須持續密切追蹤後續發展。
台當局前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現任台灣戰

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張榮豐指出，面對大陸這
幾年快速崛起，台灣並沒有真正投入資源去
了解大陸，尤其對大陸經濟的發展脈絡，台
灣更是缺乏一套有系統的了解。

研究大陸需長期經營
面對兩岸政策不斷空轉，張榮豐指出，服

務貿易協議一直卡關，台灣內部對於「反服
貿運動」也無法處理，就對接大陸涉台政策
而言，台灣已經失去先機，他甚至直言，台
灣內部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當局部門只了
解兩岸關係，卻不了解大陸本身，「要談(與
大陸)對接，有點奢侈」。
張榮豐以大陸「一帶一路」設想為例，指
出目前台灣一般官員對此了解相當有限，因
此，台灣應該以長期經營的心態，加強對大
陸的基礎研究，才能作為精準決策的依據。

1. 審議通過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議程

2. 聽取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3. 聽取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政協十二
屆二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

■記者 田一涵整理

政協收四百餘提案 駐地設意見箱
全國政協十二

屆三次會議將於
今日在京開幕。
昨天，各界全國
政協委員陸續抵
達北京向大會報
到。據了解，目
前全國政協收到
各民主黨派、政
協各專門委員會提交的黨派提案或集體提案共計
400多件。此外，本屆政協委員駐地還專門增設
了意見箱（見圖）。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田傑表示，本
次委員們的400多件提案重點關注三大方面。第
一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提案相對集中，涉及
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十三五規劃、京津冀協同發
展等方面。第二是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
法治國有關的建議意見。第三是改善民生、加強
社會保障的內容。 ■《京華時報》

全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社科院副院長、貝
葉經研究所所長仲布·次仁多傑昨日接受採訪時
說，研究所將在今年開始編纂貝葉經「梵藏漢英
對照詞典」，並為新一輪貝葉經普查做準備。

貝葉經被指為「佛教元典」
貝葉經是指書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的經文，被認為

是最接近釋迦牟尼原始教義的「佛教元典」。其內
容絕大多數以梵文書寫，除佛教經典外，還有許多
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的記載。 ■新華社

貝葉經「梵藏漢英詞典」擬編撰

■■來自浙江省青年時來自浙江省青年時報的報的「「小記者小記者」」們在們在北京採訪前來報到的全國政協委員李蘭娟北京採訪前來報到的全國政協委員李蘭娟。。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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