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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開放脫貧 惠及全球經濟
海外專家學者熱議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創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創新、、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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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政府在最近提
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激發
市場主體活力，着力優化營商環境」
列為政府十大任務之一。央廣電在
「國際銳評」中指出，在國際貿易關
係複雜多變、中國轉向經濟高質量發
展的背景下，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不
僅有利於提升中國經濟活力與競爭
力，對全球投資者來說也是個巨大利
好。
「國際銳評」指出，中共十八大
以來，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減稅降
費、簡政放權、優化服務等改革舉
措，營商環境有了顯著改善。世界
銀行去年10月發佈的《營商環境報
告》，將中國在全球排名由78位提
至46位，一舉躍升了32位，認為中
國相關領域改革「令人驚歎地快速
且有效」。

市場有活力頂住經濟壓力
面對今年更複雜更嚴峻的發展環

境，中國仍將採取一系列新舉措持續
升級營商環境，以改革開放的實際行
動迎接已知或未知的挑戰。「國際銳
評」進一步分析說，處理好政府與市
場關係，放寬市場准入，加強公正監
管，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
營商環境，是中國政府今年的硬任務
之一，因為只要市場主體有活力，就
能頂住經濟下行的壓力。
為此，中國今年將建立政務服務的

「好差評」制度，對監管者要「強監
管、立規矩」、着力構建親近且清廉
的新型政商關係、健全政府與企業的
溝通機制等，使政府既要積極幫助企
業解決問題，又能守住權力的底線；
讓企業家安心搞經營、放心辦企業。
在法治化方面，作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中國對「加快與國際通行經貿
規則對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執行一
致性」的認知更加緊迫。提請此次中
國人大會議審議的《外商投資法》草
案，已明確規定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
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不得利用行
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這必將消除所
有在華外資企業發展的隱患和顧慮。
此外，中國還準備繼續縮減外資准入
負面清單、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
資經營、完善債券市場開放政策……

無疑，這些措施會令外界更深地感受中國政府
開放市場和完善營商環境的強烈意願。

須加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認為，營商環境只有更

好，沒有最好。「國際銳評」最後強調，作為
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營商環境與國
際一流水平的營商環境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為
此，中國仍須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據悉，中國政府今年有意賦予自貿試驗
區更大改革創新自主權，支持國家級經
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區和
新區開展自貿試驗區相關改革試
點。這些舉措將持續優化營商環
境，更大力度地激發包括外資在
內的市場活力和創造力，推進中
國與世界經濟更緊密的融合。中
國這片全球創投熱土，未來將更
具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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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堅持創新引領
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發揮中國

人力人才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巨大等綜
合優勢，改革創新科技研發和產業化應
用機制，大力培育專業精神，促進新舊
動能接續轉換。
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能力建設中
心副主任亞西爾．馬蘇德說，中國在
科學技術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
全球科技領域和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
科學技術方面發揮着非常積極和關鍵
的作用。

科技進步帶動產業創新
「從基礎研究領域到應用領域再到最
尖端高科技領域，中國都已走在前列。
今後，中國將更重視發展自主技術。」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首席研究員沖村
憲樹說，「中國科學技術進步帶動了各
個產業全面創新，中國信息技術發展帶
來的生活方式變革、產業技術變革也在
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
以色列創新局局長阿哈龍．阿哈龍
說，中國在農業產業鏈各個細分市場都
具有廣泛經驗，並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
農業科技創新的推動者，對推動全球農
業發展發揮着關鍵作用。
日本東京理科大學教授趙新為說，政
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革完善人才培養、使
用、評價機制，優化歸國留學人員和外
籍人才服務，「這對身處國外的科技工

作者是巨大的鞭策和鼓舞。」

「帶路」共享開放成果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推動全方位對
外開放，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
勢，進一步拓展開放領域、優化開放佈
局，繼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
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以高水平
開放帶動改革全面深化。
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林

斯說：「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
的成就，經濟特區、自貿區等發揮了重
要作用，有助於加強科學技術交流，推
動與更廣泛的國家開展經貿往來。」
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

李熙玉說，中國擴大開放順應多邊主
義、自由貿易等潮流。

「隨着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中國深
度參與到國際貿易和多邊機制中，成為
多邊主義和全球化重要倡導者和支持
者。」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際經濟學學
者蓋里雄．伊基亞拉說。
尼日利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

奧努納伊朱說，「一帶一路」旨在推動
全球合作，符合中國與其他國家共享改
革開放成果的初衷。持續開放確保中國
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相信中國的繁榮
將惠及世界。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扎實推進脫貧攻

堅和鄉村振興，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
目標。

脫貧經驗具啟發意義
柬埔寨民間社會論壇聯盟項目規劃部主

任謝莫尼勒說：「中國近些年來在脫貧方
面取得的成果舉世矚目，中國減貧的做
法、克服困難的經驗非常有啟發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在減貧方面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中國有很多發
展經驗可以與非洲分享，減貧也是中非
合作重要領域。」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
際經濟學學者伊基亞拉說。
菲律賓中國問題專家、菲律賓金磚政

策研究會創始人赫爾曼．勞雷爾說，中
國的脫貧工作成果顯著，過去幾十年，
中國有數億人脫貧，這是對世界的巨大
貢獻。
土耳其漢學家、安卡拉．哈吉．巴伊
拉姆．韋利大學翻譯系教授吉來說，中
國有能力打贏三大攻堅戰，更好造福中
國和世界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隨着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

會議在北京開幕，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的堅持創新引領發展、

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扎實推

進脫貧攻堅等，成為海外人士

熱議話題。

推進依法治國 廣受國際好評

■市民在街頭觀看習近平「關於全面依
法治國論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兩
會期間，海外人士積極評價中國依法治
國成就，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
產黨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
思想新戰略，為中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及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提供了源源動力
和強有力法治保障。

更有公信力更有安全感
在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國際法教授埃萬

德羅．卡瓦略看來，兩會期間討論的涉
及諸多領域的議案，充分顯示中國法治
建設正取得新進展。中國正在推進全面
依法治國，這有助於進一步增加法治體
系的透明度，讓政府更有公信力，讓民
眾更有安全感。
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狄伯傑說，中國

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
國實施的一系列改革，將使政府運作更
加透明。
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大學斯圖爾特商學院

經濟學教授哈伊里．圖爾克說，依法治國
將為中國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法律保障。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休斯敦分校教授

喬恩．泰勒認為，中國的法律體系是
建立在其成熟的政治理論體系基礎上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強調
中國共產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強調
人民主體地位，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意
願。
埃及貝尼蘇韋夫大學政治學教授納迪

婭．希勒米說，中國正在堅定地走向法
治社會，營造良好法律環境符合中國人
民的利益，有助於經濟穩定發展和中國
夢的實現。
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高級講師

本森．巴納說，中國在治國理政方面具
有豐富經驗，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
持依法治國。

為世界提供治國理政經驗
「中國法治建設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構建一個更健康、更
和諧、更安全的法治社會的範本。」在
厄瓜多爾國家警察學院教授聖地亞哥．
奧爾韋看來，「中國在制度上致力於更
大程度保障人民的權利，贏得國際社會
的尊重。」
蘇丹民族團結政府秘書長阿布德．賈

比爾．賽義德認為，國際社會應積極學
習中國在全面依法治國領域的先進經
驗，「中國的成就證明了法治興則國家

興」。

社會穩定保障改革開放
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大學教授科斯

坦蒂諾斯表示，中國大力推行全面依法治
國，是構建安全、和諧社會的重要措施。
依法治國是中國實現長期穩定的重要因
素，為中國進一步推動改革提供了保障。
德國黑森州國際事務司前司長博喜文

說，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
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
國從這些措施中獲益，人民對經濟發展
更有信心，企業更有首創精神；依法治
國也增強了中國對外國企業的吸引力。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教研室主

任阿列克謝．馬斯洛夫說，將審議《外
商投資法草案》列入全國人大會議議
程，顯示中國依然在張開雙臂歡迎世界
各國的投資。從一系列政策上看，中國
吸引外資的意願沒有改變，中國市場的
開放程度在不斷增加。

■貨櫃船停泊在山東青島貨櫃碼頭。資料圖片

分析此屆
人大代表的
性別情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發現女性佔比為24.94%，比起十年
前20.2%的比例，大為提高。從不同年齡
層來看，此屆代表中「50 後」、「60
後」代表中基本以男性為主，「70後」
代表中女性比例激增，「80後」男女性
別比例幾乎持平，「90後」代表中女性
多於男性。

這是一個積極的趨勢，凸顯中國女性
在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影響力日益增
強，而越年輕的年齡層，男女性別比例
越是持平，映照了時代的進步。

中國女性在政治舞台發揮越來越重要
作用的同時，身兼代表委員、妻子、母
親等多個身份的她們，在個人事業和家
庭責任之間的身份切換，其實並不那麼

容易。

會場和駐地都沒有母嬰室
曾經有外地赴京的女代表委員「帶娃

上會」的個案。今年有一位正處於哺乳
期的女記者吐槽說：「幾乎所有的兩會
會場和駐地都沒有母嬰室，我這樣的哺
乳期婦女只能在廁所裡幫孩子準備口
糧。」

有媒體曾經追蹤過「委員媽媽」、世
界短道速滑名將楊揚的兩會生活：「孩
子太小離不開媽媽，楊揚只能每天在家
和駐地之間往返。因為怕過了7點會堵
車，她每天早上6點30分就出門了，而
為了準備會議發言，只能利用中午時
間。會議下午5點結束，楊揚回到家時
已是晚上7點多。」

國家鼓勵「兩孩」後，女性承擔了更
多生育、撫養子女的責任。許多女性在

產假之後，要一邊工作一邊哺乳，甚至
同時照顧兩個孩子。加之0歲至3歲嬰幼
兒的託育並沒有納入社會福利體系，兩
孩在3歲以前幾乎都是依靠家人一起照
顧，許多職業女性不得不辭職在家。女
性為家庭的這一切付出，在中國傳統文
化裡，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

當孩子逐漸長大，女性想回歸職場之
時，再次面臨種種尷尬：「兩孩」媽媽
因為在子女成長之路上將繼續承擔教育
責任，所以在職場上並不受歡迎。許多
工作崗位在招工、面試之時，更青睞男
性，或會要求女性應聘者承諾簽約一定
年限內不可結婚或不可生育。這一系列
職業歧視，讓女性在職場上顯得更加艱
難。

「全面兩孩政策」已在內地鋪開，李
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
要針對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後的新情

況，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
務。兩會上及兩會外的媽媽們有着共同
的期待和關注，希望國家能提供更好的
社會配套政策，讓生、養、育都不再是
難題；希望性別歧視現象能得到改善，
讓新時代女性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兩會報道

■■楊揚楊揚（（左左））44日在全國政協體育界別日在全國政協體育界別
小組討論會議上小組討論會議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