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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中國仍是外資熱土
在博鰲晤中外企業家 強調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鰲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

昨日在會見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的中

外企業家時表示，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

對中國經濟未來充滿信心，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保

護外商合法權益的，中國仍是外商投資的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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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指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
面沒有變，中國經濟經歷長期繁榮創

造了發展奇跡，1978年-2010年，中國GDP
年均增長9.9%；「十二五」時期年均增長
7.8%；2016年中國GDP增長6.7%，對全球
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就業增長超
出預期，經濟結構加快調整，經濟發展總態
勢是緩中趨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發展
新動能不斷增強，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
蓬勃發展。

籲外商優化投資方式
張高麗表示，中國經濟韌性好、潛力
足、餘地大。中國經濟長期較快發展，物質
基礎雄厚、人力資源充裕、市場規模龐大、
產業配套齊全、實體經濟較強、科技進步加
快、基礎設施較完善，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
要支撐。中國是貿易大國，也是吸引外資和
對外投資大國，中國現正進行新型城鎮化建
設，發展有巨大空間和迴旋餘地。
張高麗強調，經過長期探索和努力，中
國人民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
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
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中國正以極大的勇
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出並實施了一系
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致力於轉變政府職

能，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創新創業熱情。
中國的道路會越走越寬廣，中國的發展會
越來越好。
張高麗表示，目前中國的外商投資發展

到了新的階段，希望廣大外商能優化投資方
式，優化到中國新的發展裡，優化到「十三
五」的重要項目裡，優化到正在進行的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裡，特別是要能補短板，面向
中西部地區。同時，還應提高外商的投資質
量，強化創新機制，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
國也會加強保護外商知識產權，大力推進各
項制度改革，已新修訂了很多新的法律法
規。他希望在座的外商企業和投資者能更多
了解、支持中國，發出正能量。

盼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
在談到亞洲經濟發展時，張高麗表示，

亞洲是當前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潛力的地區
之一，相信亞洲區域合作將發展得更好。他
呼籲，一要共同維護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堅持睦鄰友好、合作發展；二要牢固樹立合
作共贏理念；三要秉承開放、包容、均衡、
普惠精神，照顧各方舒適度，協調推進區域
合作。同時，要用好中國－東盟、瀾滄江－
湄公河合作、東盟與中日韓、東亞峰會等現
有機制和平台，充分發揮博鰲亞洲論壇作
用，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為世界經濟繁榮
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 博
鰲報道）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
式今日（25日）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給
論壇發來賀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將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
旨演講。
張高麗在昨日會見博鰲論壇理事會成員
時表示，博鰲亞洲論壇立足亞洲、面向世
界，既有亞洲特色、又有全球影響，中國政
府堅決支持博鰲亞洲論壇，要讓論壇辦得更
好，辦出更高水平。

張高麗盼論壇更開放包容
張高麗表示，今年論壇的主題是「直面
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十分符合當今
的國際形勢，希望本屆論壇年會，能讓大家
的真知灼見得以明確，認識到全球化是社會
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新產業革命的必然
結果。中國曾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貧困人口
在世界是最多的，通過經濟全球化發展，改
革開放後，中國減少了7億貧困人口。所
以，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全球化，堅
定不移地推進自由貿易，堅定不移地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中國將與世界各國加強合作，
互利發展。

張高麗指出，博鰲亞洲論壇一定要立足
亞洲，面向世界，必須發出亞洲的聲音；
同時要與各方加強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除
能源、金融外，還要在經貿、基礎設施、
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態方面
加強合作。
張高麗強調，博鰲論壇越開放越包容，

就越能發展，越能讓大家產生共鳴。他建議
博鰲論壇與更多國際機構、及類似的國際平
台加強合作，以形成更大的合力。

博鰲論壇今開幕 習近平發賀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昨日
下午在海南博鰲會見了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2017年年會的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
譽董事長蕭萬長一行。

盼台商積極參與兩岸經合
張高麗表示，我們的對台大政方針是明

確的、一貫的，將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
會融合發展，深化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
作，研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便利台灣同
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
張高麗指出，我們願意同台灣同胞分享

大陸發展機遇，增進兩岸同胞親情和福
祉。希望台灣工商界朋友積極參與兩岸經
濟交流合作，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和台海和平穩定。

蕭籲要更加重視民間合作
另據台灣中央社報道，蕭萬長在會見時

表示，兩岸企業合作不應受短期政治因素
的影響。當前兩岸關係出現波折，雙方應
更加重視民間的合作關係，以最大的耐心
與決心因應變局；以最大的誠心善待台商
和人民，共同為兩岸和平發展而努力。
他說，過去幾年來，自己帶領「兩岸共
同市場基金會」和「兩岸企業家峰會」，
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致力推動兩岸各
界交流合作，擴大兩岸產業融合發展，已
經取得豐碩成果。
蕭萬長表示，兩岸企業合作及產業融

合，應基於「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推動
台資企業比照內資企業待遇，為兩岸企業
合作注入新動能，體現兩岸共同體的合作
意願。
蕭萬長稱，自己從2003年以來，已連

續11次出席博鰲論壇，目前世界政經格局
和區域經濟整合都出現重大轉折，自己深
切認同和支持博鰲論壇在推動世界經濟全
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所發揮的引領功能和所
作出的貢獻。

張高麗語蕭萬長：續推進兩岸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黃寶儀，通
訊員 安莉 博鰲報道）以「深化人文往來，
加強一帶一路建設」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
「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昨天舉行，來自
中國的海南省、天津市、廣州市、南寧市、
貴陽市，柬埔寨磅湛省、暹粒省，老撾萬象
市、琅勃拉邦省，菲律賓巴拉望省、宿務
省，馬來西亞檳城州，緬甸仰光市，以及新
加坡和越南廣寧省及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省
等共16個中國和東盟相關省市的負責人齊
聚一堂，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以文化往來促進合作
與會嘉賓一致認為，文化往來在中國—

東盟全面合作關係中作用獨特，是增進中
國與東盟國家間相互了解，加深各國人民
友誼的重要橋樑。東盟是「一帶一路」建
設的重點地區，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
盟命運共同體，有助於「一帶一路」建設
不斷向前推進。
與會各方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省市

長對話共同聲明》，一致同意進一步深化

人文交流，在平等互惠、互利共贏的基礎
上開展全方位教育合作，消除教育壁壘，
實現教育資源共享。並共同努力，加強彼
此發展戰略對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
為中國與東盟區域發展注入新動力。

海南籲打造「泛南海旅遊經濟圈」
海南省長劉賜貴在致辭中表示，希望中

國—東盟加密空中、海上互聯互通航線，
同時共同打造「泛南海旅遊經濟圈」。
劉賜貴介紹，海南國際旅遊島享有國家一

系列先行先試特殊政策，正在創建全域性旅
遊示範省。海南與東盟一衣帶水，旅遊業發
展各具特色。他希望進一步深化與東盟各省
市在政策交流、市場營銷、信息共享、人員
培訓等方面的合作，特別是整合各地旅遊資
源，共同規劃、開發南海旅遊，聯合開發具
有海上絲綢之路特色的旅遊線路、旅遊產
品，開闢「一程多站」跨國郵輪環線，共同
打造「泛南海旅遊經濟圈」。

中國東盟省市長對話 願深化人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通訊員
安莉 博鰲報道）博鰲論壇昨天發佈
「2017年亞洲經濟前瞻指數」稱，亞洲
經濟將進入一個持續恢復性增長階段；
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態勢向
好；亞洲商品貿易量增長預期將明顯好
於2016年。總體而言，2017年亞洲經濟
前瞻指數的預期，將比2016 年大幅回
升，但低於2015年，今年的亞洲經濟增
長將緩中趨穩，就業狀況趨於改善，國

際貿易漸趨活躍，不過需關注由逆全球
化和新工業革命等形勢帶來的全球不確
定性。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

生表示，「亞洲經濟前瞻指數」是以亞洲
地區乃至全球傑出的經濟學家、政商財界
領袖和財經媒體專業人士為調查對象，其
調查統計生成的預測值比一些亞洲頂尖經
濟學家的預測要更為準確。受訪者預期
2017年亞洲經濟增長緩中趨穩，就業狀況

趨於改善，國際貿易漸趨活躍。

「最理想投資地」中國列第二
受訪者普遍認為，「最理想投資目的

地」前4位分別是美國、中國、印度、
東盟；亞洲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處於持
續提升過程中；亞洲最有成長前景的行
業前 5位是養老健康、醫藥、旅遊休
閒、人工智能與新能源；亞洲創新環境
仍遜北美和歐洲。

經濟前瞻指數：亞洲恢復性增長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何玫 博
鰲報道）如今大型會議上最活躍的一群人就
是「創客」，正在舉行的博鰲論壇也不例
外。在昨天舉行的博鰲論壇亞洲創客圓桌會
議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業者圍繞從「亞洲
製造」到「亞洲創造」分享創業故事，有來
自美國的創業者對中國創業者抓住機會發展
並走出國門表示讚賞，希望可以將中國創業
者經驗帶到美國、英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地
區，一起分享創業經驗。
亞洲創客圓桌會議嘉賓以亞洲創業者為
主，包括韓國的Ticket Monster、馬來西亞

的 Grab、日本的 Fuller、新加坡的 Ninja
Van、印度的Mydala等創始人，以及58集
團旗下轉轉、小紅書、回家吃飯等中國初創
公司，大部分創業者認為再有一次選擇機會
依然會創業，因為當下是創業最好的時代，
且各國政府都有很多支持。
美國Golden Gate Ventures 合夥人 Paul

Bragiel表示，中國創業者不僅抓住機會，
還趁機將項目推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希
望可以將中國創業者經驗帶到美國、英國
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地區，一起分享創業經
驗。

中國創業者經驗獲讚賞
美創客盼帶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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