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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博會分論壇黃埔論壇廣州舉行 凝聚政商企媒學界智慧

（記者 敖敏輝）作為首屆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配套論

壇，黃埔國際財經媒體和智庫

論壇（下稱「黃埔論壇」）於

11月1日至4日在廣州舉行，

來自政界、學界、媒體界、企

業界百餘人，就中國擴大開

放、推動高質量發展深入探

討，凝聚智慧。與會代表高度

評價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

得成就，新一輪擴大開放又將

給全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增

添新動力。對於中國如何推動

高質量發展，與會專家建言表

示，需要在關鍵領域發力攻

關。而對於時下發生的中美貿

易摩擦，來自美國商界代表表

示，美國企業正成為貿易戰的

最大受害方之一，期待雙方展

開新一輪協商。

中國發展方式極具借鑒意義

黃埔論壇是上海虹橋國際財經媒體和智庫論壇的廣州分論壇，由中
宣部（國新辦）指導，廣東省委宣傳部、廣州市人民政府、中國

對外貿易中心主辦，廣州市委宣傳部、黃埔區人民政府、廣州開發區
管委會、《財經》雜誌承辦。
與會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代表，盛讚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成就和推
動高質量發展所做努力，對中國擴大開放抱有極大期待。
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就中國40年來
取得的成就相關數據信手拈來。他指， 1978-2018年，中國佔全球
GDP的比重從2%升至逾15%，經濟增速常年保持了兩位數。在這期

間，7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中產階層人數達到了驚人的2億多。城市化
這一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中國由1980年的20%提升至如
今60%。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廣東因改革開放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讓我
們感到欽佩不已。」德維爾潘稱。
他指，除了推動自身發展之外，中國的改革開放還為中國帶來了更
多的國際聲望和經濟責任，特別是中國在多邊機構中所發揮的作用越
來越重要。
他特別指出，中國的發展方式，對於很多希望走上繁榮發展道路的

國家來說非常具有借鑒意義。
美國《財富》雜誌主編Clifton LEAF同樣分享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的有趣數據。他指，1998年，只有4家中國企業進入到財富五百強，
20年間已經增長到了100家，總數是僅次於美國。
對於中國繼續擴大開放，他十分看好，抱有極大期待。「以科技型
企業為例，目前全球估值10億元以上的獨角獸企業，中國佔據三分之
一以上，在新一輪擴大開放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策略下，這些企業
將得到長足發展，有望在世界上佔據更高的位置。」

專家：關鍵領域發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和社會在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就，而對於如何進一步擴

大開放，中外專家也建言獻策。經濟學家、原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
長范恆山表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全局和未來的重大
使命，它涉及到思想、體制、動能、結構、方式，乃至文化一系列方
面的改革和轉換，為此，他建議在先進製造、核心技術、發揮科學家
企業家主體作用、工匠精神、協調平衡、融合發展、品牌引領、平台
示範、績效評價和政績考核制度等10個關鍵方面下功夫。
「比如在核心技術方面，最近包括中興通訊等例子都說明，如果一
個國家的關鍵核心技術都靠別人供給，或者關鍵核心技術基本上受制
於人，不要說別的，經濟本身也是談不上高質量發展。」范恆山說。
對於如何在政策層面推動高質量發展，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
人大財政經濟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表示，應注重四個「統籌協調」，
包括加強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的統籌協調，加強短期政策與長期政策
的統籌協調，加強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的統籌協調，加強財政政策與
貨幣政策的統籌協調。
美國福特基金會中國首席代表Elizabeth KNUP，則重點提出，應加
大對人力資源的投入，注重「人」的提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如
何加大對於這種新型的人力資本的投資，年輕人應該具有甚麼樣的核
心能力，這些製造業的勞動力如何能夠去實現成功的轉型，我想中國
的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要思考。」
另外，對於城鄉差距、戶口體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亦應逐
步推出，吸取美國出現代際貧困轉移現象的教訓。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貿易保護主義和中
美貿易摩擦，成為黃埔論壇重要熱點。華南美
國商會會長Harley表示，大部分美國企業不僅
沒有在貿易摩擦中受益，反而因此失去了市場
份額。
Harley介紹，關於關稅增關的問題，華南美國
商會最近正式發佈了美國和中國貿易關稅對企業
的影響，調查的對象不僅包括美國企業，中國企
業，還有其他國家一些企業。調查顯示，80%的
美企認為關稅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不僅沒有從中
獲得任何的利益，還從中喪失市場的份額。
「我們很驚訝，在調查問卷裡面其他國家的受

訪企業他們也表示，因為中美的貿易爭端，他
們也喪失了市場份額，同時他們的貿易額也在
下降。」
他表示，無論是華南美國商會還是全國美國商

會，都不支持這樣的爭端，無論是哪一種戰爭，
大家都是受害者，沒有贏家，期望雙方重回談判
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Harley進一步指出，美國可以從中國的工業

4.0當中獲益，中國肯定也能從美國的技術進步
當中受益，為甚麼不能相互學習，這樣雙方都
有利。
他以技術創新為例稱，99.9%的創新是一種

漸進式的創新，而這樣的漸進性的創新，要在一
個全球化的情境之下來實現，中國會持續不斷地
開放，中國顯然會不會繼續創新。
他指出，美國一些貿易方面的舉措，其實最為

擔心的並不是中國，而是美國的公司。「希望雙
方能夠重回談判桌，能夠採取一些實實在在的行
動來去解決目前的一些問題，這對於中國、美國
都非常的重要。」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在黃埔論壇上，廣交會與上
海進博會的有趣話題不斷湧現，觀點火花紛呈。與會專
家表示，從廣交會到進博會，從側重擴大出口到更加注
重進口，兩個國際性展會不僅中國外貿發展的歷史變
遷，更是體現中國擴大開放的升級。
來自進博會的數據顯示，目前，進口博覽會3,000多家
參展企業中，不僅涉及G20全部成員，覆蓋超過50個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全球44個最不發達國家
中，也有超過30個前來參加。大量外國參展商希望抓住
中國消費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機遇，借助進博會的平
台，在中國市場更進一步。
對此，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理事長呂本富表
示，廣交會主要為了出口，進博會主要為了進口，一出
一進說明中國市場已經成長為世界上巨大的市場，這也
正是中國40年來改革開放升級的體現。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以自己的親身經歷，

對此結論予以支持。他介紹，40多年前他已從事外貿工
作，每年參加廣交會，之後還在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
會參與廣東改革開放相關工作。他指，從1958年開始，
廣交會主要是為了出口，而出口僅是互通有無換進口。
而40年前的改革開放率先從廣東開始後，情況發生了

深刻變化。不過，當時引進外資都是比較低層次的，如
製衣廠，箱包廠，玩具廠。而40年來，廣東地區發生巨
變，中國經濟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三億人進入中產
階級。
「中國消費能夠持續增長，中國市場在持續擴大，這

個市場為全球所分享，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新定位，這是
上海的進博會。」
事實上，廣交會本身也在發生可惜變化。中國製造業

升級，科技創新產品日益受到採購商的青睞。與此同
時，民營企業佔據交易額的73%以上。這一系列變化，
正是中國推動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
區成為黃埔論壇的熱議話題，在「世界大
灣區建設與城市競合」分論壇中，與會代
表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望成為新一
輪改革開放的火車頭。
新華網董事會秘書、財經總監楊慶兵指
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十分注重改革
開放的升級。「40年來，深圳一直是第
一輪改革開放的領頭羊，下一輪的改革開
放當中需要更大馬力的火車頭、更大力度
的改革開放和創新，而大灣區有望成為動
力十足的改革開放新火車頭。」
而對於如何建立起大灣區作為新一輪改
革開放火車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城
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認為，市
場化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好的規劃和設計
師，也是最佳建築師。
「目前，大家對粵港澳的規劃期待特別
大，希望政府的規劃能給粵港澳大灣區存
在種種問題來一個解決。但是我想說的

是，市場才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建
設的最好力量。」
他指，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城市群不

一樣，它隨着改革開放進程變化，逐漸發
展起來。同時，它存在邊境、制度區別的
問題。「我研究了全球其他區域經濟發展
後發現，雖然這是一個劣勢，但更是優
勢，很多有活力的城市群都是在邊境地區
發展起來。」他說，這些地方市場化力量
很強，政府的力量相對薄弱，所以它有了
更好的發展。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如競合發展，倪鵬飛

表示，要堅持四個原則，第一個，灣區的
每一個城市要充分深化加強自己的優勢，
這樣才有資本和別人競爭。第二，要借外
力補短板，不要自己去補，把別人的優點
借過來，這樣你的成本更低，收益更大。
第三，要有共同的目標，與周邊地區合作
形成大都市區的一員。第四，攜手打基
礎，包括基礎設施硬件和共同市場制度。

大灣區望成新一輪改革開放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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