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北京
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通過《長江三角洲城
市群發展規劃》，以培育更高水平的經濟增長極。
據中新社報道，會議指出，以改革創新推動長三
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有利於促進產業升級，推進以
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現代化，輻射帶
動周邊區域和中西部地區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
為此會議指出，一要打造改革新高地。複製推廣
自由貿易試驗區、自主創新示範區等的成熟改革經
驗，在政府職能轉變、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先行先
試，推進金融、土地、產權交易等要素市場一體化

建設，開展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事
業合作。
二要爭當開放新尖兵。大力吸引外資，集聚國際化

人才，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
區，推進貿易便利化，促進外貿穩定發展和升級。

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
三要帶頭發展新經濟。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營

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良好生態，健全協同創新機
制，強化裝備製造、信息技術、生物製藥、汽車、新
材料等高端製造業關鍵領域創新，發展金融、研發、

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培育壯大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
產業。
四要以生態保護提供發展新支撐。實施生態建設與

修復工程，深化大氣、土壤和水污染跨區域聯防聯
治，建立地區間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五要創造聯動發展新模式。發揮上海中心城市作

用，推進南京、杭州、合肥、蘇錫常、寧波等都市圈
同城化發展。構建以鐵路、高速公路和長江黃金水道
為主通道的綜合交通體系，促進信息、能源、水利等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國務院通過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
■ 會 議 指
出，發揮上
海中心城市
作用，推進
南京、杭州
等都市圈同
城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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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民間智庫獻策海絲建設
成立國際智庫網絡 打造跨國知識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鵬飛

廣州報道）5月10日至11日，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廣東）國

際智庫論壇在廣州啟動。來自32

個國家和地區、200 多位前政

要、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圍繞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互商互信，

共建共贏」的主題開展研討。論

壇一致通過《廣州宣言》，宣佈

成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智

庫網絡，打造合作研究、信息分

享的跨國知識共同體，為21世紀

「海絲」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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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遵循
香港文匯報訊 5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全
文刊發了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
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
研討班上的講話》。《南方日報》昨日發表評論員
文章指出，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從黨和國家發展全局
高度，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相結合的角度，
深刻闡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等重大問題，並對各級領導幹部落實好
新發展理念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我們做好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各項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文章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顯
著特徵是進入新常態，在認識新常態上，既要準確
把握核心內涵，又要注意克服錯誤傾向。新常態不
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

結於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
了；新常態不是不幹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
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
文章提出，新發展理念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

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甦低迷開出的藥方，集中
體現了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
發展方向、發展着力點。以新理念引領新常態，
着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着力增強發展的整
體性協調性，着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着力
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着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
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朝着全體人民共同富
裕的目標前進。

文章又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
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經濟邁
向「雙中高」的必由之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
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而是強調用改
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
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
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文章最後談到，幹部幹部，幹字當先，幹在實處

才能走在前列。要深學篤用，用好辯證法，要守住
底線，要更廣泛更有效地調動幹部隊伍積極性。面
對新形勢新任務，各級領導幹部不能坐着等、站着
看，更不能畏懼不前、因循守舊，只有雷厲風行、
殫思極慮，適應得越快越好，才能牢牢抓住發展的
機遇期、改革的窗口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10
日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就中美關係發表演
講，表示中美關係走向對世界的前途和命
運有很大影響，兩國需要重建共識。
傅瑩在題為《中美關係，重塑共識？》的
演講中說，目前中美兩國輿論對雙邊關係的
看法多元，對彼此戰略意圖的負面猜測不
少。但現實中的中美關係是「另外一幅圖
景」：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3年間進行
了多次會晤，議題廣泛和豐富；兩國經濟合
作繼續深化；兩國軍隊之間實現了更多交
往；兩國旅遊往來人數去年接近500萬人

次；兩國合作開始在氣候變化、核安保等跨
國議題領域發揮全球引領作用。她認為，中
美關係在輿論層面相對於現實狀態表現的落
差，或許正說明兩國需要重建共識。
她說，一些美方人士推斷中國要在西太平

洋建立「霸權」，取代美國、充當世界「老
大」，而這可能是出於對自己喪失全球領導
地位的擔憂。而中國學者認為：中國在學習
和適應自己的新角色，努力發揮更大作用，
包括嘗試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補充、健全現
存秩序；但是，美國沒有展現包容，而是對
中國政治體制繼續表現出排斥和壓制。
傅瑩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詳細介紹南海

問題的本源是圍繞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
主權和權益之爭。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
美國在南海拉偏架，甚至於直接走向前台插
手干預問題，是爭議複雜化的背後推手。當
前，東南亞國家聯盟已經開始認識到爭議擴
大化的風險，與中國就緩和緊張局勢和防止
新的單邊挑釁正在加緊磋商。

「雖非盟友 但也不應是敵人」
傅瑩說，中美關係走向對世界的前途和

命運有很大影響。中美都需要學習和適應
新的時代。中國在很多方面與美國不同，
雖然不是盟友，但也不應該是敵人。

傅瑩：中美兩國應重建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南報道）中科院

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日前順利通過由中國科學
院、海南省政府、三亞市政府組織的總體驗收，
標誌着該所正式運行，成為我國首個深海科研基
地和深海研發試驗的共享開放平台，填補了我國
深海戰略上的地域空白。中科院院長白春禮、海
南省長劉賜貴等出席驗收會議。
白春禮表示，此次順利通過驗收是深海所建設

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為將來爭取深海空間站落
戶海南奠定了基礎。希望深海所能成為深海研究
前沿陣地、科研平台、人才高地，帶動產業發
展，為國家深海技術發展起到重大作用，服務海
洋強國戰略。
劉賜貴表示，海南管轄着我國三分之二海

域，對海洋科研高度重視，將全力支持海洋科
研和深海所建設，做足做大海洋文章。他希望
深海所能建設成中國乃至世界深海研究領域的
前沿平台和重大技術科研基地，並成為產學研
結合的典範。

填補中國深海戰略空白
中科院、海南省政府、三亞市政府還簽署了

《關於建設海南省海洋科技新高地暨二期共建中
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戰略合作協
議》。據悉，在中科院「創新 2020」規劃
（2011-2020）中，就構建「海洋能力新拓展體
系」，提出依靠科技創新，大幅度提高我國海洋
探測和應用研究以及海洋資源開發利用能力。在
此背景下，中科院與海南省、三亞市政府於2012
年簽署三方共建協議，期望深海所的建立能夠填
補我國深海戰略上的地域空白，同時引領我國深
海科學、深海技術、資源開發利用和產業化發
展。

首個深海科研基地海南運行

緬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席哥哥萊在做主題
報告時就表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有利於中

國，也有利於緬甸及本地區的發展。每一個希望發展的
國家，都要和他國進行合作，所以信任就顯得非常重
要。「推動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加強互信的重要手
段，文化的作用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他並表示，緬
甸一直推崇中國的文化，也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

「一帶一路」促進基建投資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海絲中心
副主任邢厚媛在發表主旨報告時則指出，在全球貿易
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年
進出口貿易總額依然超過了1萬億美元，佔中國對外
貿易總額的1/4以上。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
各國去年對中國的投資達到了85億美元，增長了
25.3%；而同期中國對沿線國家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高達 148億美元，其中基礎設施投資更是增長了
80.2%。她認為，這些數據顯示出「一帶一路」構想
對於整個亞洲地區貿易、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
都在發揮巨大的作用。
在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紐卡斯爾大學榮譽教
授史蒂芬．尼古拉斯看來，「一帶一路」戰略並非地

緣政治的工具，也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工具。「我
們應該主動研究更多關於『一帶一路』戰略的特點和
意義，因為我們確信『一帶一路』是在倡導合作而不
是對抗。」
他說，他的研究也顯示，當中國的工業向上游發展
時，會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1.25億產
業工人可以從中得到工作的機會。而與此同時，中國
的產業結構開始調整，可以吸引更多的高質量外部投
資，也可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每年舉辦一次國際智庫論壇
據了解，本次論壇在國家「一帶一路」智庫聯盟的
指導下，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協同創新中心主辦。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牽頭，聯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
政治研究所、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廈門
大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
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山
大學、雲南大學、暨南大學等單位共同組建的中國特
色高校智庫國際論壇。
廈門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李建發宣讀《廣州宣
言》，宣佈啟動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智庫
網絡」。宣言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智庫網
絡是一個推動合作研究、信息共享的跨國知識共同
體，宗旨是積極推廣「一帶一路」倡議，為建設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政策研究和智力支持。智庫網絡
原則上每年舉辦一次國際智庫論壇。

部分與會專家觀點
盧奇奧·皮特洛（菲律賓）：

「一帶一路」戰略不應僅停留在政府層
面，應該讓廣大的民眾參與，並從中獲得
利益。

奧斯本·桑尼塔（巴布亞新幾內亞）：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非常出眾，而巴
布亞新幾內亞的交通狀況是個大問題。在
「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和巴布亞新幾
內亞在交通方面的合作很令人期待。

尹樹廣（香港）：

香港因為市場開放、自由和高度國際化，
資金、人才、信息自由流動，市場監管成
熟，這些優勢決定了香港可以在「一帶一
路」建設中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整理：記者趙鵬飛

■■與會專家尹樹廣與會專家尹樹廣（（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在在21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廣東廣東））國際智庫國際智庫
論壇上發言論壇上發言。。 記者趙鵬飛記者趙鵬飛 攝攝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廣東）國際智庫論壇在廣州啟動。 記者趙鵬飛 攝

■美國時間5月10日，傅瑩在
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