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資委主任：鼓勵央企在新行業發展

政協常委會閉幕 協商決定新屆委員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政協
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
四次會議昨日下午在京閉幕。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主持會議並講話。
這次會議是本屆政協最後一次常委會
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政協第
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決定和
會議議程（草案）、日程（草案），決
定將草案提請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
預備會議審議；協商決定了政協第十三
屆全國委員會參加單位、委員名額和委
員人選名單（另發）；審議通過了政協

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關於
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章程修正案（草案），決定將報
告和草案提交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
審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授權主席會議審
議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四次會議未盡事宜的決定。
會議期間，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真審議

會議文件和有關事項，踴躍發言，深入
討論。常委們積極評價常委會工作報告
稿，並贊同對政協章程進行部分修改。
常委們對十二屆全國政協的工作給予充

分肯定，一致認為，五年來，政協全國
委員會及其常委會全面貫徹中共十八大
和十九大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堅持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鞏固共同思
想政治基礎的主軸，完善協商議政格
局，強化民主監督職能，拓展團結聯誼
工作，加強履職能力建設，推動了人民
政協事業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
新。
俞正聲在講話中向各位常委和廣大政

協委員表示敬意和感謝。他說，五年來

的成績，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
中央高度重視、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各
級黨委和政府及社會各界熱情幫助、鼎
力支持的結果，是人民政協各參加單
位、各級組織和廣大委員團結協作、共
同奮鬥的結果。各位常委和委員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詮釋了政協委員的擔
當、風采和情懷。
俞正聲說，五年來，十二屆全國政協

在實踐探索中積累了一些有益經驗，其
中最重要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堅持人民政協的性質定位，堅持團

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我們要發揚人民政
協的優良傳統，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決貫徹
中共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組織廣大委
員協商議政，把人民政協工作做得更
好。
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韓啟德、萬

鋼、林文漪、羅富和、何厚鏵、張慶
黎、李海峰、陳元、盧展工、周小川、
王家瑞、王正偉、馬飈、齊續春、陳曉
光、馬培華、劉曉峰、王欽敏、梁振英
出席會議。

中國開放新舉措將超國際預期
劉鶴達沃斯演講：擴大進口保護知識產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澎湃新聞及路透社

報道，改革開放40周年來臨之際，中國的紀念方

式將是推出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於瑞

士當地時間1月24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對全

世界作出了上述承諾。

演講要點
闡釋中國經濟政策

●防範金融風險 控制宏觀槓桿率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針對影子銀
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突出問題，爭
取在未來3年左右時間，使宏觀槓桿率
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結構適應性提高，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系統性風
險得到有效防範，經濟體系良性循環水
平上升。

●收入分配格局重大調整

未來3年基本消滅絕對貧困，實現現行
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今年將
減少1,000萬絕對貧困人口，其中包括
實現易地搬遷減貧的280萬人。

●提升綠色發展水平

未來3年將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
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資源消耗強
度降低，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綠色
發展水平明顯提升，重點是打贏藍天保
衛戰。

●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

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
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
外開放，創造有吸引力的國內投資環
境。

●與各國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與各國擴大雙向投資和貿易往來，增進
相互諒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務實
地進行合作，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
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
方向發展，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分析環球經濟需要關注的重點

●近期：
要高度關注大國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和債
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場變化。

●中期：
要關注勞動生產率的改善和大國儲蓄率
的變化。

●世界經濟深層矛盾：
仍面臨債務高企資產泡沫、保護主義、
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升級等多重風險，
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綜合澎湃新聞及第一財經

A5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李才瑛 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

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

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

劉鶴稱，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中國要隆
重地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法就是推出新

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他透露，這些舉措具體包括哪
些，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可能有些措施將超出國際社會的預
期。
劉鶴在名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同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穩定》的

演講中表示，中國未來幾年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都將圍繞中共十
九大確立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到2050年分兩步走建
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而制定。
劉鶴強調，中國要圍繞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的總要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
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

3年時間有效控制宏觀槓桿率
他表示，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各類風險中，金融風險尤為突出。
中國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針對影子銀行、地方政府隱性
債務等突出問題，爭取在未來3年左右時間，使宏觀槓桿率得到
有效控制，金融結構適應性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
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防範，經濟體系良性循環水平上升。
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方面，劉鶴強調，未來3年，中國的任
務是基本消滅絕對貧困，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
貧。2018年，中國將減少1,000萬絕對貧困人口，其中包括實
現易地搬遷減貧的280萬人。「我們認為，這是對國民收入分
配格局的重大調整，是中國人權觀的具體體現，將為全球減貧
事業作出新貢獻。」劉鶴說。
劉鶴強調，為實現上述目標，中國必須加快改革開放。「過
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推動經濟高
質量發展仍然要靠改革開放。」他說。

今年內落實金融業擴大開放
他說，中國要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針
對突出矛盾，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充分發揮企業家的重
要作用，鼓勵競爭、反對壟斷，完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中國
要繼續推動全面對外開放，加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
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創造有
吸引力的國內投資環境。
面對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提出的「2018年中國將有哪
些具體開放政策」問題，劉鶴回答稱，中國準備在兩個方面擴
大開放：一是落實習近平主席去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講話
時作出的承諾以及回國後作出的對外開放一系列重大決策，將
主要集中在金融業、製造業服務業、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
權、擴大進口四個方面；二是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
時候，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
「關於金融業對外開放，中國已經承諾在銀行、證券、保險
等領域擴大開放。如果要問這些承諾什麼時候能夠落實，我想
負責任地說，我們將在今年一一加以落實，如果能夠早一點更
好。」劉鶴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當地時間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
主任劉鶴在蘇黎世會見瑞士聯邦副
主席兼財政部長毛雷爾。
劉鶴說，在兩國元首的親自關

心和大力推動下，中瑞政治互信
顯著增強，經貿合作不斷深化。
特別是去年習近平主席成功訪問
瑞士，洛伊特哈德聯邦主席赴華

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推動中瑞關係步入歷史最
好發展時期。雙方應進一步落實
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加強各領
域合作，深入推進中瑞創新戰略
夥伴關係向前發展。
劉鶴說，中國正在按照中共十

九大作出的戰略部署全面深化改
革、擴大對外開放。我們積極落
實習近平主席去年達沃斯重要講

話精神，致力於創造平等競爭和
基於規則的營商環境，將在金融
和製造業領域進一步擴大開放，
這為中瑞合作帶來新機遇。中方
高度評價瑞方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希望雙方在項目合
作、海關合作、跨境電商和金融
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中方歡迎
更多瑞士企業來華投資，讚賞並
希望瑞方在對待中資問題上始終
保持開放態度。

推動友好合作關係全面發展
毛雷爾說，我非常欽佩中國政府

和人民取得的偉大成就。瑞士永遠
向中國敞開大門，願在多個領域與
中國開展合作。瑞方對中國的對外
開放興趣濃厚，願推動更多包括金
融機構在內的瑞士企業赴華投資，
也將盡一切努力繼續支持中國企業
來瑞投資。瑞方願深化與中方在
「一帶一路」建設上的合作，並以
此推動兩國友好合作關係全面發
展。

中方高度評價瑞方積極參與「帶路」建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於瑞士當地時間1月24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
說，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 彭博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資委主任肖
亞慶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接受
路透社專訪透露，中央企業在傳統
行業要進一步收縮，鼓勵央企在新
的行業裡發展。他並稱，混合所有
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央企重
組整合遵循自願原則。
他表示，下一步國資委的監管方
向是將國有資本做優做強做大，並
加強國有資本的可流動性。
「我們一般不強迫某些企業組合
在一起，而是根據其行業和產業，
以及它產品發展的特點，根據市場
需要來自願的進行一些重組，要有
一定自願性。」肖亞慶說。

央企混改 盼建市場化機制
他並稱，國資委希望兩個企業放在

一起重組不僅僅只是一種機械的反
應，物理的反應，還能夠產生一些化
學反應，使重組的效應更大更好。
對央企重組整合，肖亞慶顯示出

較為開放的心態，他指出，希望其
他的類型企業有興趣加入目前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央企混改的願望之
一，就是希望能建立起市場化的機
制，以「適應市場的變化，而且資
產應該更具可流動性。」他稱。
他說，中國國企應該建立起有效制

衡的法人治理結構，企業內部應該是靈

活高效的運營機制，每個企業都應該在
市場上成為一個獨立競爭的主體。
因此，數量多少並不是央企改革

最終的目標。如果企業之間有整合
的意願，在部分新的行業裡邊都可
能會出現一些新的公司。
他表示，現在央企70%的資產在

石油、電力、鋼鐵、有色、煤炭、
機械製造等傳統行業裡，而在新的
行業佔比不高，所以在傳統行業要
進一步收縮，並鼓勵企業在新的行
業裡發展。
中國國資委近日表示，2017年末
98家中央企業中，49家效益增幅超
過 10%，26 家超過 20%，石油石

化、鋼鐵、煤炭等傳統產業打了翻
身仗，為整體效益增長奠定了基
礎；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對
央企整體效益貢獻超過40%。

海外投資 符合當地的要求
對於國企海外投資的問題，肖亞

慶指出，一個公司在哪個國家，就
應該符合當地的要求，這也是中國
政府一直要求每個國有企業在海外
投資過程中應該做到的。
「中國企業到任何國家去，都必

須按照當地的法律來辦。」他說，
如果是跨國公司，投資項目都要接
受所涉及國家的法律和監管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23日，外交部長王毅在
智利聖地亞哥出席中拉經貿合作論壇暨中拉企業家理事會2018年年
會開幕式時表示，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不斷優化升級。2017年，國
內消費對於中國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65%。近期，一家國際權威機
構評估稱，中國國內的消費總規模將在2018年第一次超過美國。這
意味着，2018年之後，全球最大的市場將是中國。這一預測是否準
確姑且不論，但中國的潛在市場規模是美國的3到4倍，而且正在不
斷從潛在變為現實，則是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前景。因為市場的力
量就在這裡，市場不是靠強力搶來的，而是靠流汗開拓出來的。
隨着時間推移，中美兩國以及中國同其他國家的貿易結構遲早會

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很多國家可能包括美國在內，對中國的出口會
超出從中國的進口，中外貿易結構也將發生逆轉，可能是中國會面
臨逆差。到那個時候，我們不會拿什麼「301」等來嚇唬人，也不會
把貿易問題政治化。我們會一如既往從積極的角度來處理由於市場
規律帶來的新情況，用做大蛋糕的辦法推進我們同世界各國經貿關
係的大發展。

王毅：市場是開拓出來的

■當地時間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財經領導
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
在蘇黎世會見瑞士聯
邦副主席兼財政部長
毛雷爾。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