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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連日來，海外各界人士熱議中國政府工

作報告，認為穩定、發展、開放的中國經濟將有效提升國內外投資者信

心，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出全年經濟
增速具體目標，主要因為全球疫情和

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我國發展面臨一
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

採取務實做法 穩住經濟基本盤
報告說，守住「六保」底線，就能穩住
經濟基本盤；以保促穩、穩中求進，就能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基礎。
英國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研究中心主
任傅曉嵐認為，在當前世界經濟環境下，面
對全球疫情和國際市場的重大不確定性，中
國政府將穩就業保民生放在優先位置，這體
現了中國政府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中國經濟
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重要一步。
菲律賓《菲律賓星報》專欄作家李天榮
表示，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出全年經
濟增速具體目標，這一做法是務實的，切
合實際情況。
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深經濟事務官員梁國
勇認為，面對巨大不確定性，推動經濟發
展方式轉變是當務之急。政府工作報告強
調穩就業、保民生、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等，有助於穩定經濟運

行。
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熙

玉認為，疫情不會影響中國如期實現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解決貧困問題上，中
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已取得了顯著成果。
泰國開泰銀行高級副總裁蔡偉才說，中
國政府決策具有機動靈活性，充分考慮了
實際情況。目前，中國企業復工復產正積
極有序推進，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態
勢不會改變。

是給世界經濟的「定心丸」
政府工作報告說，面對外部環境變化，

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穩定產業鏈供
應鏈，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報告還提出
促進外貿基本穩定，積極利用外資，高質
量共建「一帶一路」，推動貿易和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所長

彼得．德賴斯代爾表示，這些舉措能促進
貿易增長。中國致力於營造開放公平的市
場環境，這將有利於提升投資者信心，促
進全球經濟復甦。
李天榮認為，中國經濟復甦有利於全球

經濟恢復。中國提出的舉措有助於加強與
各國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相信開放
的中國將為促進國際貿易往來、維護全球
經濟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秘書長希沙姆．齊

邁提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全世界互
聯互通的推動力，相信這一倡議將繼續在
各層面發揮更多作用，促進全球更緊密合
作。
法國智庫席勒研究所研究員、法國《新團結》

報主編克里斯蒂娜．比埃認為，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的具體措施，是中國經濟復甦的保障，是
給世界經濟的一顆定心丸。「因為中國經濟的
恢復和中國龐大的市場，是帶動世界經濟前進
的動力。中國發展將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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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投資信心 促全球復甦
國際社會熱議中國政府工作報告

■連日來，海外各界人士熱議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認為穩定、發展、開放的中國經濟將有效提升國內外投資者信心，為推動全球經濟
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圖為5月24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 基 層 幹 部
呼籲減負，絕不

是害怕辛苦，而是希望累得值得、忙得有
意義，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群眾真正
需要的事情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日
報社副總編輯李學梅在24日政協大會發
言上呼籲為基層減負時建議，要給基層幹
部「吐槽」管理部門的機會，「減負實效
怎麼樣，基層最有發言權」。

李雪梅指出，一年來，基層負擔過重
的問題本已普遍有所好轉，但突如其來的
新冠肺炎疫情，讓一些社區又走回「老路
子」，已經明令取消的報表又要求在微信
上上報，「表格防疫」暴露出形式主義的
頑固性。李學梅調研發現，北京社區居委
會一般有5名至9名幹部，卻要服務一兩
千戶居民，「甚至有些基層幹部連續100
多天沒有休息，挨家挨戶摸排疫情」。

一些基層幹部和她說了心裡話：「我
們不是害怕辛苦，而是希望累得值得，忙
得有意義。」李學梅表示，這些基層幹部
認為減負不是減責任減擔當，而是少一點
形式主義的亂作為，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用在群眾真正需要的事情上。

要充分考慮基層減負實際需要
李學梅表示，基層減負連着千家萬戶，關

係民心向背，要充分考慮基層減負的實際需
要，真正落實好基層減負常態化，要完善體
制機制、優化政府職責和組織結構。她建議
優化政府部門和幹部考核評價內容形式，各
級政府應確立以結果為導向的考核標準，把
所屬部門和下一級政府減負實效及群眾滿意
度作為關鍵指標，變單向評價為雙向評價，
給基層幹部群眾「吐槽」管理部門的機會。
同時，加強對減負過程的監督，嚴查向下推
責的「甩鍋」現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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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 北京
報道）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是區域發展
的潛力所在，全國政協常委、鳳凰衛
視董事局主席及行政總裁劉長樂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
前，粵港澳三地青年發展政策體系互
為獨立，大灣區青年政策比較碎片
化，缺乏整體性、協同性、系統性、
連貫性的頂層設計。他建言，要在大
灣區青年發展的議題上形成合力，需
要從政策頂層設計入手，建立大灣區
青年管理工作常態化機制：例如建立
大灣區青年發展智庫，統籌粵港澳三
地青年發展政策；編制跨區域的《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發展規劃》，作為大
灣區發展規劃之配套性專項規劃。
劉長樂指出，香港青年的高等教育
入學率在20%左右，而內地高教入學
率在50%，廣東省更達到70%。然而

香港青年赴內地上大學意願不高，主
要原因之一是香港青年內地文憑和專
業執照在香港認受性低。因此，一方
面可以通過港澳主管部門與國家主管
部門達成協調，實現大灣區專業證書
互認；一方面可考慮鼓勵內地的專業
人才向港澳認證證書接軌，借助港澳
專業證書國際標準，提高內地專業證
書的國際化水平，從而更好地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進程。

構建面向灣區全體成員教育體系
劉長樂說，粵港澳高校聯盟於2016

年正式成立，目前已涵蓋粵港澳三地
28所高校，其中包括12所廣東高校，
下一步要推動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在大
灣區聯合辦學，構建面向大灣區全體
社會成員的教育體系。可以參照2019
年歐盟委員會在歐盟範圍內組建的

「歐洲大學聯盟」，聯盟內院校的學
生、博士生、員工和研究人員可以在
這些學校內無縫連接交換互動。

將港澳高校創業活動納國家扶持
劉長樂建議，粵港澳大灣區亦可借鑒

國家科研經費進入港澳的制度創新，把
港澳高校學校的創業活動也納入國家支
持範疇。建議政策支持廣東高校構建打
通產學研的新模式，打造「大灣區香港
青年創新創業平台」，在大灣區高水平
大學周圍形成培育產業園區，使在粵高
校就讀的港澳青年人才畢業後就能進入
學校周邊的產業園就業、創業，能夠順
理成章的在廣東定居就業，在這一過程
中逐漸探索打破一些人才流動的制度壁
壘，探索建立大灣區開放新模式。
劉長樂委員同時表示，多措並舉促

進香港青年融入大灣區建設，是有利

於大灣區建設，同時是有利於香港青
年未來發展，促進香港社會穩定的大
事、好事，應給予足夠重視。

劉長樂籲推粵港澳專業證書互認

香港文匯報訊 5月23日，習近平
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
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發表重要講話。
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用全面、辯證、
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
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學會把握
「危」和「機」的辯證關係，是習近平
總書記對黨員幹部反覆強調的重要方法
論。今年以來，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
復工復產之初，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

察調研時就指出「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
的，克服了危即是機」，並在多個場合
強調了這一重要指示，對指導各地穩步
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強有力的指引。
觀大勢，謀全局。我們要堅持用全

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
形勢。國內看，既有「三期疊加」的
影響持續深化，結構性、體制性、周
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也有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帶來的短期較大壓力。國際
看，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

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
盪、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
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
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
面，我國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
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這樣的局面，
十分罕見、十分複雜。
文章分析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從關

鍵點、體系、格局等多個維度上，為
化解當前風險、謀求長遠發展做了系
統的謀篇佈局。我們要「以我為

主」，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
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
體系；要以科技創新為「支點」，加
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
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
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要以「循
環」為目的，着力打通生產、分配、
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
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
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化解當前風險 謀求長遠發展央視
快評

■全國政協常委、鳳凰衛視董事局主
席及行政總裁劉長樂。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