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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
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揚言退出現有自由
貿易協定，並懲罰在海外設廠的美國企
業。據CNBC報道，亞投行行長金立群當
地時間16日在達沃斯表示，自由貿易和
自由跨境投資對所有國家都非常重要，
因此不需要對特朗普的保護主義觀點太
過擔憂。

芝 士 火 鍋

習近平籲消解全球化負面影響
保護主義必兩敗 警告各國勿重返

習近平闡釋全球三大矛盾
1. 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

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2. 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世
界經濟新變化

3. 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
美好生活的期待

習近平全球治理“藥方”關鍵詞
1. 創新

■創新政策手段，推進結構性改革

■在培育新產業新模式過程中注入
創新的就業機會

2. 協同
■在更廣闊層面考慮自身利益，不
能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

■賦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更多發言權

3. 開放

■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路透社、
BBC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
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並發
表主旨演講時強調，預計未來5年，中國
將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
外來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到7,500億
美元，出境旅遊將達到7億人次。這將為
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市場、更充足資本、
更豐富產品、更寶貴合作契機。

習近平表示，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
本面沒有變，預期2016年全年經濟增長
6.7%，居民消費及服務業成中國經濟增長
的動力，但當前中國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
及不少困難，例如產能過剩、增長內生動
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等，但他強調
這都是發展前進中的階段性現象，會對面
臨的矛盾着力加以解決。

他強調，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及空間。他指出，
在創新共享下，中國將優化經濟結構，培
育增長新動能，擴大有效需求，更好滿足
人們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並會加大重要
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力度。

習近平又稱，中國將放寬外商投資准

入，並加強產權保護，促進公平競爭，讓
中國市場更透明及更規範。 他指出，對
各國工商界而言，中國發展仍然是機遇。
中國的大門對世界始終是打開的，不會關
上。“開着門，世界能夠進入中國，中國
也才能走向世界。我們希望，各國的大門
也對中國投資者公平敞開。”

他又重申 ，中國無意通過貶值提升
貿易競爭力，更不會主動打貨幣及貿易
戰，又強調中國將繼續敞開大門，不會關
上，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及
便車。

未來5年 中國進口達8萬億美元

習近平談到，經濟全球化曾經被人們視為
“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又被視為“潘

多拉的盒子”，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
供了強勁動力，但也要承認經濟全球化是“雙
刃劍”。

實現全球化進程再平衡
習近平強調，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

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
問題解決。他提出，我們要適應和引導好經
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
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我們要主
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
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
衡；我們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
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我們要講求
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
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習近平進一步指出，當前，世界經濟長
期低迷的根源在于，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
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全球經濟治
理滯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全球發
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習近平認為，全球貿易增速繼續低于經
濟增速，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強調全
球金融市場需要增強抗風險能力。同時，全
球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不平衡令人擔憂，
認為現今世界經濟增長治理發展模式存在必
須解決的問題，只有堅持創新勇于變革，才
能打破世界經濟增長的瓶頸。

他表示，要創新政策手段，推進結構性

改革，為增長創造空間增加後勁，並在培育
新產業新模式過程中注入創新的就業機會，
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以及要旗幟
鮮明反對保護主義。

習近平指出，每個國家都有發展權利，也
應該在更廣闊層面考慮自身利益，不能以損害
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並要賦予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更多發言權。要堅持公平包容，
打造平衡互惠的發展模式，要提升發展公平
性、有效性、協同性，要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
續發展議程，實現全球範圍平衡發展。

中國得益並貢獻世界增長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

遇，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
者。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為全球經濟穩定和
增長提供了持續強大的推動。

中國同一大批國家的聯動發展，使全球
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中國減貧事業的巨大成
就，使全球經濟增長更加包容。中國改革開
放持續推進，為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
重要動力。

他並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
多來，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
響應支持，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
署合作協議，“一帶一路”的“朋友圈”正
在不斷擴大。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達到
500多億美元，一系列重大項目落地開花，
帶動了各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
會。“一帶一路”倡議來自中國，但成效惠
及世界。

訪問期間，習近平除出席官方活動外，還
與夫人彭麗媛品嚐當地著名的芝士火鍋。圖為
習近平細心聆聽瑞士聯邦委員兼外交部長布爾
克哈爾特（右）的介紹。 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
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
斯會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習
近平強調，世界經濟論壇自創建以來
秉持創新精神，保持發展活力，推動
探討解決各類全球性問題，地位和影
響力與日俱增，論壇年會已經成為
“世界經濟風向標”。今年論壇年會
主題緊扣當前國際形勢，指出了世界
走出困境的關鍵。我們要共同對外釋
放積極信號，增強大家對世界經濟全
球化進程的信心。

施瓦布表示，再次感謝習近平主
席發表的發人深省的精彩演講，這一
演講是世界經濟論壇歷史上的亮點，
為世界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對
世界經濟論壇給予了寶貴支持，世界
經濟論壇願加強同中國的伙伴關係，
為推動解決世界性問題共同作出努
力。

會見後，習近平和施瓦布共同見
證《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世
界經濟論壇關于全面深化戰略合作的
諒解備忘錄》的簽署。

論壇主席盛讚習演講：
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

金立群：
不擔憂特朗普保護主義政策

■■習近平在達沃斯習近平在達沃斯
年會發表主旨演年會發表主旨演
講講，，闡述走出全球闡述走出全球
經濟困境的經濟困境的““中國中國
方案方案”。”。 美聯社美聯社

■■習近平與世界經濟論壇創始習近平與世界經濟論壇創始
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施瓦布
握手握手。。 法新社法新社

■■本屆達沃斯年會共有來自全本屆達沃斯年會共有來自全
球球100100多個國家的多個國家的33,,000000多位嘉多位嘉
賓參加賓參加。。 法新社法新社

習習習近近近平平平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717日上午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日上午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
界經濟論壇界經濟論壇20172017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
旨演講旨演講，，闡述走出全球經濟困境的闡述走出全球經濟困境的““中國中國
方案方案”。”。這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這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

經濟論壇年會經濟論壇年會。。綜合新華社綜合新華社、、路透社報道路透社報道，，習近平呼籲各國習近平呼籲各國
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讓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讓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他他
亦就重返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向各國發出警告亦就重返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向各國發出警告，，稱沒人會在貿稱沒人會在貿
易戰中獲勝易戰中獲勝，，強調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強調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香港文匯報訊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本周發佈最
新的《世界經濟展
望》報告，將中國
2017的增長預測上調
至 6.5%，比去年 10
月的預測高出 0.3 個
百分點。這一調整的
主要依據是“中國將
繼續採取財政刺激措
施 ， 提 供 政 策 支
持”；而2018年的經
濟增長預測維持 6%
不變。

IMF 在報告中多
次指出，中國的近期
增長前景因預計實施
的財政刺激而上調。
報告強調，在新興經
濟體中，中國仍是世
界經濟發展的主要驅
動力。“我們上調了
對中國2017年增長預
測，這是明年全球復
甦預計加快的一個關
鍵支撐因素，這一變
化反映了對繼續提供
政策支持的預期。”

不過，IMF 同時
也警告，如果中國繼續依賴政
策刺激措施，同時信貸快速擴
張，在解決企業債務問題、特
別是強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方
面進展緩慢，那麼，經濟更急
劇減緩或出現破壞性調整的風
險將增大。資本外流壓力可能
加劇這種風險，特別是在外部
環境較為動盪的情況下。

對全球經濟，IMF持正面看
法，預測全球增長率將從2016
年的3.1%上升到2017年的3.4%
和2018年的3.6%；而美國2017
年將增長2.3%，2018年進一步
增至 2.5%，分別上調了 0.1 和
0.4個百分點。報告指，如果美
國的非通脹性增長持續加快，
其特徵是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提
高，資本存量和基礎設施顯著
擴張，那麼加息步伐就能更為
緩和，與美聯儲的價格穩定目
標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又提
及美中兩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
前景的影響，指如果美國或中
國的政策刺激力度大於目前預
計的水平，全球經濟活動的加
速將更為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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