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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 供求須配合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卷二 強調「新常態」不是避風港

習近平推進供給側改革金句
1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面
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
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2 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
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
的替代關係，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3 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
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摘編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近年來，我國一些企業在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方面進行了成功探索。比
如，前些年我國市場上各類手機爭奇鬥
艷，既有摩托羅拉、諾基亞等國外品
牌，也有國內廠商生產的手機，競爭十
分激烈，一些企業破產倒閉。在這種情
況下，我國一些企業從生產端入手，堅
持自主創新，瞄準高端市場，推出高端
智能手機，滿足了人們對更多樣的功
能、更快捷的速度、更清晰的圖像、更
時尚的外觀的要求，在國內外市場的佔
有率不斷上升。」習近平說。
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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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在了新出版
發行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習
近平稱，世界手機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名
噪一時的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手機
如今已風光不再，甚至成了過眼煙雲。他
肯定中國一些企業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方面進行了成功探索。
「只要瞄準市場推進供給側改革，產業

優化升級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闖出來的。」
習近平強調，中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
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
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
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
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
給側改革。

中共十九大
作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進
入新時代」重

要判斷。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應的，新
時代對中國人權事業發展也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在新時代，人民要求更全面的
人權保障，不僅要求保障生存權，而且
要求保障發展權、環境權；不僅要求保
障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而且要求保
障政治權利等。十九大報告對此作出積
極回應。首先，報告三處提到要更好推
動、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其
次，在發展權方面，報告特別強調要使

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
保障。再次，報告提出要保護人民人身
權、財產權、人格權。最後，在政治權
利方面，報告提出要擴大人民有序政治
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
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
督，等等。
第二，在新時代，人民要求更均衡的
人權保障，特別要提升中西部、鄉村和
邊遠貧困地區人權保障水平。十九大報
告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措施。首先，
報告在六處提到要逐步實現、不斷促進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其次，報告提
出了一系列促進人權均衡保障的具體戰
略，包括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
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展脫貧攻
堅、精準脫貧等。最後，報告在教育、

社會保險、救助體系等方面提出了城鄉
一體化戰略。
第三，在新時代，人民要求更充分的
人權保障，提高各項人權的保障水平。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堅持在發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基本原則。報告指出，必
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
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
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
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
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
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第四，在新時代，人民要求更可靠的
人權保障，不僅要求通過廣泛的人權教
育和具體的人權政策來維護和保障人
權，而且要求通過國家立法、執法、司

法和守法使人權得到可以明確預期的法
治保障。對此，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
「加強人權法治保障」，「深化依法治
國實踐」，「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
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
第五，在新時代，人民需要更國際化
的人權保障。隨着中國的開放和富裕，
更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其他國家的狀
況也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中國人民的生
活，中國人民的人權需要更加國際化的
保障。對此，十九大報告提出「倡導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
變革」；「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
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
清潔美麗的世界」。

第三屆中央文獻
翻譯與研究論壇昨

日在重慶舉行，來自中央編譯
局、中國外文局、天津外國語大
學、四川外國語大學等機構和高
校的近百名專家學者參加論壇。
此屆論壇主題是研討「中國政治
話語的對外翻譯與傳播」。

不僅能看懂 還須有神韻
「隨着中國在世界越來越受關

注，我們的黨政文獻翻譯也發生
了很大變化。」中國翻譯協會常
務副會長黃友義說，目前國際話
語體系仍然是由西方主導，對中
國有很多誤解和不公的指責。
「我們要做的就是通過準確的翻
譯在中西方兩種文化之間架設溝
通的橋樑，不僅是翻譯成對方能
看懂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把字裡
行間的『精神』用目標語言展現
出來。」

黃友義稱，以前國外關心中國
黨政文獻的可能只是少數研究中
國問題的外國專家，「現在很多
外國民眾也對中國感興趣，對中
國黨政文獻也有了解的需求。」
黃友義說，如何把中國的黨政

文獻翻譯成外國民眾能理解的文
字是當前對外翻譯工作的新難
點。「很多外國民眾不了解中國
的歷史、政治，這就增大了翻譯

難度。翻譯者必須站在外國人的
角度去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所以
這就要求我們在翻譯用詞上必須
慎重。」
黃友義舉了「愛國主義」一詞

的例子：「我們英語翻譯長期使
用『patriotism』，但是在目前
的西方話語引導下，西方受眾對
這個詞的理解有『民族主義』的
意思。如果要體現我們中國表達
『愛國主義』的真正含義，我們
可 以 把 它 翻 譯 成 『love the
country』 ， 即 熱 愛 自 己 的 國
家。這樣翻譯外國民眾是能夠理
解的。」

統籌整體局部 實現最優化
「政治文獻的內涵豐富，政治

性、思想性、邏輯性很強。」中
央編譯局文獻翻譯部副主任卿學
民說，要想在譯文中充分體現上
述特點，同時要做到完整、準確
傳遞政治文獻思想內涵，還要保
持各語種之間的統一，需協調、
溝通和科學管理。
「翻譯不是簡單的拼加，即便

局部很優秀，簡單拼加也不一定
能產生好的作品。」卿學民說，
通過組織調控，使局部各盡其
能、局部與整體之間有機銜接，
實現系統的綜合最優化，最終產
生好的作品。 ■中新社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收錄了習近
平總書記有關「適應、把握、引領經

濟發展新常態」的8篇論述。其中提到，中國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增長速度正從10%左
右的高速增長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經
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
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
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的深度調整，經
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習近平指出，在認識新常態上，要準確把握
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其一，新常態不是
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
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這種問法
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中國
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
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並沒有好壞之分，我
們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

供給側改革非西方翻版
其二，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麼都往
裡面裝。新常態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不要濫
用新常態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態」，什麼
文化新常態、旅遊新常態、城市管理新常態
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現象都歸入新常態。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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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穩步推進供給側改革。
「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是
這樣說的。『結構性』3個字十分重要，簡稱
『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
性』3個字。」習近平強調，中國講的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
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
給學派的翻版。
習近平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
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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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放棄需
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
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
係，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加減乘除並舉增加動力
習近平強調，調整產業結構，要更加注重加
減乘除並舉。在不少行業產能已達到峰值的條
件下，產能不減、價格疲軟，長此以往，優質
企業也會被拖垮。要引導增量，培育新的增長
動力；要主動減量，下大決心化解產能過剩，
實現優勝劣汰；要發揮創新引領發展第一動力
作用，實施一批重大科技項目，加快突破核心
關鍵技術，全面提升經濟發展科技含量，提高
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要抓好職業培訓，
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優化人力資本結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日前出版發行的《習近平談治國理

政》第二卷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

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書中強

調：「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麼

都往裡面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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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正在進行的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則指出既強調供給又關注

需求，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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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文獻翻譯 架中西溝通橋樑

中國人權事業邁向新階段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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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讚國產手機企業供給側創新

■習近平點讚中國
的手機企業在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方面進行了成功探
索。圖為廣東東莞
某智能手機部件生
產線，該生產線將
機器手和人工檢測
相結合，提高了生
產效率和產品合格
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