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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7月16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
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主席说，新西兰有一句毛利谚语：
“当你面向太阳，阴影终将消散。”我们对人类合
作战胜疫情充满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
满信心，对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围绕3个“信心”，多位拥有丰富外交工作
经验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与记者分享
了他们的感受。

不只讲给拜登听
更是讲给全世界人民听！

“本次会议，是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后，
中美领导人共同出席的首场国际视频会议。”全
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前院长季志业说，就在此前，拜登政府出台
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把中国确定为“唯
一对手”，召集北约领导人、首届美日印澳领导
人以及七国集团领导人等峰会，并安排了一系
列与西方领导人的会晤，所谈议题均围绕着联
合盟友与中国竞争与对抗。美国国会更是出台
一系列法案，加大对中国的竞争与制裁力度。
美国政府还在我国的香港和新疆等事务上，横
加干涉；在台湾事务上更是不断挑衅中美关系
的底线，美国议员登岛，美舰多次穿越台湾海
峡。“这次讲话，不只是要讲给拜登听，也是讲给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领导们听，更是讲给全世
界人民听。”

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宋敬武看来，这次会议
是在三重维度“裹挟”的国际形势下举行的：
第一重，尽管多方努力，但疫情并未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根本控制，世界仍部分处在“脱节”

“分割”状态，人们期盼的后疫情时期并未到
来；第二重，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
维，致使亚太地区热点升温，中美、俄美、俄欧
关系持续紧张；第三重，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
先经济政策，大肆放水印钞，导致全球经济出
现危机兆头。

中国的主张与建议，
才是大国该有的样子！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责
任，二是开放。这对于亚太国家的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都具有重大意义。”出差路上，为了回答
我们的提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
尔学会会长韩方明不惜牺牲休息时间。

“首先，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在抗击疫情
的时候，中国推己及人，不仅自己成功遏制了疫
情，还给世界带来了尽可能多的帮助，这是负责
任大国的态度，这是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以及人
类命运共同体迈出的坚实步伐；其次，习近平主
席再次阐明了中国对推动世界经济合作的决心，
对全球化不遗余力的支持。这当然不仅是只为
了中国，更有利于全世界。”韩方明表示。

“学习了讲话全文，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中
国领导人为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为了各国
人民的共同利益，提出了积极的主张和建议，展
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无所畏惧、以积极乐
观向上的姿态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气度和风
格。”在季志业看来，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强
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高瞻远瞩，强调包括
中美两个大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

就在上周五，中国上半年GDP增速收获
12.7%好成绩的消息已为全球知晓。据多个国
际机构预测，今年我国GDP增速将超过8%，美
国经济反弹可能超过6%，亚太经济是世界引
擎的判断，符合实际。

“习近平主席号召，‘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
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亚太各成员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这显然是要把美国所主张的世

界主导权的争夺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向着共
同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引导。与此同时，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展示了中国政府的大国
担当，表示要在已经提供5亿剂疫苗的基础上，未
来3年还要为亚太经合组织战胜疫情提供30亿
美元的子基金；承诺继续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亚太
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承诺继续落实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计划。”季志业这样说。

确定性与方向感何来？
对自己，对世界都有信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的话，让
很多人找到了确定性与方向感。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在
宋敬武看来，讲话中传递出了4点主张和建议。

其一，呼吁各国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展示出中
国要进一步推进抗疫国际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的
决心和对人类合作战胜疫情的信心。

其二，提出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抑制负
面溢出效应，携手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体
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担
当和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信心。

其三，提出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理念，再一次
表明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对世界
的承诺。

第四，提出把握科技创新机遇，这一建议回应
了一些西方企业家对中国在数字经济政策的疑
虑，亮明中国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坚定立场，即
共创共享亚太繁荣美好的未来。

当你面向太阳 阴影终将消散
——全国政协委员热议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崔吕萍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作一家
上市公司，那么，2021年年中宏
观经济财报中，全球投资者最
关注什么？最大亮点是什么？

其实，国家统计局网站上
那条置顶消息标题，已经透露
出答案：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投资者看一家刚刚受到外
部冲击的上市公司股票是否值
得购买，一般会考虑几个因素：
一，冲击造成的损害多大，是否
伤筋动骨；二，冲击属短期还是
长期；三，公司什么时间能恢复
正常，等等。

去年到今年的全球股市，
都已清晰表明，一家受到疫情
冲击的上市公司，即便到现在
依然没赢利，只要充分展现出
良好的发展前景，投资者还是
会用现金投票，支持它的发展，
比如某些科技股；如果一家公
司受到的冲击很大，但很快企
稳，并且实现接近或达到正常
时期的赢利水平，这家公司则
会受到投资者热捧，比如消费
股；当然，如果冲击根本就不影
响它发展，那买到它就等于捡
到宝了，比如某些长线医药股。

对于中国经济这个全球第
二大投资标的，全球投资者已
经用现金投出了信任票。

商务部7月14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1月至 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6078.4
亿元，同比增长28.7%，较2019年同期增长27.1%。

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9.4%（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29.2%）；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827.7亿元，同比增长
33.4%。

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
源泉。

先看高技术产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14.6%，快于全部投资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13.2%。

时间再拉长看，“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3%，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再看服务业。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了53%；1-5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1.5 倍。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32.9%，检验检测服务业投资增长30.1%，研发设计服
务业投资增长28.4%。

这么有潜力的经济体，投资者怎么会不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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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随着中国2021 经济半年报发布，
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进入经济“期中考试”发榜
期。人们看到，疫苗“加持”之下的经济快速复
苏，呈现出不稳定、不平衡和不确定性——国家
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沟通壁垒依旧存在，个
别发达国家标签式的政治经济学损人不利己。

“经济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促进各国深度参
与全球分工和提升专业化水平。2000多年前，
《淮南子》和《史记》中就传递出了‘以所有易所
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的自由贸
易思想。在今天，这些话依旧具有生命力，因为
携手共建开放型经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异
常重要的。”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全国政协外
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所长张宇燕这样表示。

谈及当今全球经济增长，包括张宇燕在内
的众多专家都提出要维护其强劲性、包容性和

可持续性。要实现上述目标，张宇燕认为我们
只能聚焦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即从导致劳动
生产率提升的技术进步和分工专业化出发。在
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分工专业化可以通过
交换或贸易提高劳动生产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特别提到，经济
增长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增长的原
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这又取决于市场规模的
大小。市场越大，分工就越细密，各国的专业化
生产优势就越容易实现。只有开放，各国才能
参与到全球分工和专业化当中来，通过国际贸
易得到‘贸易收益’。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显
不平衡不稳定，特别是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出于
一己之私强调‘脱钩’的背景下，我们尤其要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巩固和拓展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特别是要发挥跨国公司在促进建立开放型
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坚决抵制把跨国贸易

投资问题政治化。”张宇燕这样说。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一直在行

动。“我们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未来5-1 5年
中国将会奉行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和更全领域的
对外开放政策，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爬坡过坎。”张宇燕
认为，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面，面临的问题还比
较多，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加以克服。

区域合作的好消息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
机构通过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其中，中日两国立法机构对RCEP的认可，标志着
RCEP真正开始走上轨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估计，到2030年 RCEP将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
1860亿美元，可为成员国经济增长贡献0.2个百
分点。

不那么好的消息，来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CAI）的落地程序因欧洲无理对华进行制裁而被
搁置。“CAI是一个实现中欧互利共赢的协定，如
果实施，可以惠及中国和欧洲更多国家企业与百
姓。相信中欧双方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运用政治
智慧稳妥推进CAI的最终实施，为建立开放型世
界经济新体制作出贡献。”张宇燕这样说。

“以所有易所无”之今见
本报记者 崔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