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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陸家嘴片區。 新華社

大公報記者
何玫、黃寶儀、胡若璋博鰲報道

3月28日上午，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趙樂際在海南博鰲出席博鰲
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開幕式，
並發表題為《團結協作，共迎挑
戰，攜手開創亞洲和世界美好未來》
的主旨演講。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5
周年，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
濟發展備受關注。博鰲論壇當日舉行 「中
國經濟展望」 分論壇，邀請了國內外嘉賓
共同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嘉賓們認為，世界經濟需要中國增
長，去年中國佔據全球增長三分之一，為
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中國GDP每增
長1%，實際上就會在中期對全球的GDP增
長貢獻0.3%。新的中國故事，將由創新、
新質生產力、脫碳化等三大引擎構成，
再加上中國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及全
球17%的數字化人才在中國，讓更多
的人願意把中國不單當作市場，也
是工廠，同時也是IP基地。

三大引擎構成新的中國故事
博鰲論壇展望中國經濟 創新 新質生產力 脫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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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自貿試驗區加速中國改革開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27日

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全球自
由貿易港發展論壇」 上，聯合國貿易和發
展會議發布《中國自貿試驗區在促進制度
創新、產業轉型和南南合作中的
作用》報告中文版，稱自貿試驗
區戰略是中國獨特創舉，有力加
速中國改革開放。

報告肯定了中國自貿試驗區
建設成就，認為自貿試驗區有效
推動政府服務改善和營商環境優
化，助推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外
商投資的增長。同時，自貿試驗
區不僅有助於推動中國與其他發
展中國家建立更廣泛的經濟聯
繫，也為發展中國家謀求改革、

開放和發展提供了有益參考。
報告稱，中國自貿試驗區以制度創新

為核心，以對接國際最高標準、注重可複
製的改革為原則，堅持因地制宜、突出地

方特色，採用分階段的漸進方式，提升投
資和貿易便利化，促進創新和科技發展，
擴大服務業和數字產業等重點領域對外開
放，取得了積極成效。

自2013年設立首個自貿試
驗區以來，截至目前中國已累計
設立了22個自貿試驗區。2023
年上半年，當時已設立的21個自
貿試驗區以不到全國千分之四的
國土面積，貢獻了全國18.4%的
外商投資和18.6%的進出口貿
易。 「從擴大開放來說，自貿試
驗區無疑在推動外資進入以及貿
易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報告發布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
會議經濟事務官員王大為說。

知識產權大國
地位牢固確立

截至2023年9月，中國有
效發明專利和商標擁有量
分 別 達 到 480.5 萬 件 、
4512.2萬件；2022年著
作 權 年 登 記 量 達

635.3萬件。

發明專利
480.5萬件

PCT國際專利申請
量連續4年位居

世界第一。

專利申請
世界第一

中國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
報告中的排名達到第12
位，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
創新集群數量首次躍

居世界第一。

科創集群
世界第一

•中國提出加快發展新質生
產力，不僅以顛覆性技術
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
新模式、新動能，也將科
技創新成果融入現有的傳
統產業。這一轉變有利於
中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塑造發展新優勢。

•伴隨着新質生產力的提
出，中國將按照創新、
綠色、數智、融合的發
展方向推進高質量發
展，同時也將通過 「一
帶一路」 倡議將高質量
發展模式傳遞到全球。

•相信中國政府將採取更有效
的措施進一步開放國內市
場、消除准入壁壘，為跨國
企業和投資者創造公平的競
爭環境，為世界經濟增長提
供動能與內驅力。

資料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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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羅洪嘯、陳迪文北京報道：中國
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28日在中國記協舉辦的 「新
聞茶座」 上表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僅不會導致經濟增
速放緩，還會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起到提升作用，在當
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潛在增長力是在5%-6%
區間，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使中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
得到有序轉換，讓中國經濟回歸到潛在增長力的區間。

黃漢權指出，各個地方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時候，
要聚焦自己擅長的領域，國家層面也要加強引導和統籌
協調。他還指出，中小企業需要差異化創新，可以走專
精特新的路線。同時，中小企業用新技術、新模式、新
業態改造傳統產業，也是新質生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

黃漢權表示，外企在培育新質生產力當中有優勢和
作用的空間，中國也非常歡迎外企參與到中國新質生產
力的培育和發展。同時，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有可能引起
貿易摩擦，比如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他建議各國應
加強產業鏈分工和合作。

他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有四大優勢，一是
香港科技創新資源比較豐富，這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
重要前提和基礎；二是制度優勢，香港接軌國際高
水平的經貿規則，有利於優質高端要素匯聚和新質
生產力要素配置；三是作為世界
金融中心的香港能為新質生
產力提供資金支持；四是
香港對接國際市場優
勢明顯，便於新
質生產力形成的
產品、服務和
技術能夠利用
好國際國內兩個
市場兩種資源。

▲3月28日，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舉行 「中國經濟展望」 分論壇，與會嘉賓表達了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大公報記者何玫攝

趙樂際指出，亞洲人民歷經熱戰冷
戰，飽經滄桑憂患，深知和平彌足珍貴，發

展來之不易。我們要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旗
幟，攜手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共建和平安
寧、繁榮美麗、友好共生的亞洲家園。共同
做亞洲安全的維護者，為世界和平穩定貢
獻積極力量；共同做亞洲發展的促進
者，為世界經濟復甦提供巨大機遇；
共同做亞洲合作的踐行者，為世界團結
協作凝聚廣泛共識；共同做亞洲開放
的推動者，為建設合作共贏的世界匯
聚強大合力；共同做亞洲文明的弘
揚者，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注入不
竭動力。

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快車
趙樂際強調，中國正以高質

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將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強大動

力，為各國發展特別是亞洲鄰國發展提供更多
機遇。中國將堅持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綠色
發展、共享發展，誠摯歡迎世界各國搭乘中國
發展的快車。

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認為，關於中國經濟對
全球經濟的影響，毫無疑問首先是增長，需要
注重來自中國的增長；第二是創新，中國有很
多年輕人、大學畢業生，世界經濟的成功取決
於年輕人找到的創新出路。再者就是推動和
平，這是經濟繁榮不可缺少的條件。

羅蘭貝格全球管理委員會聯席總裁戴璞則
稱，中國把今年的增長率目標定在5%左右偏
低，可以更加大膽一些，新的增長模式將會成
為新的中國故事，除了有創新、新質生產力、
脫碳化等三大引擎外，還要重視消費。

對於全球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機會，戴
璞認為，跨國企業在過去數十年中受益於中國
經濟平均2位數的增長率，已把中國當作全球價
值鏈的一部分。但跨國企業也要適應新的中國

故事，現今的中國本土企業比之前更加強大，
外企在中國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很多技術領
域中國企業已走到了世界前沿，比方說電動汽
車等。

探索綠色轉型之道 中歐攜手同行
針對中國經濟在中長期發展過程當中有哪

些動力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首席代
表巴奈特認為，需要進行綠色轉型。巴奈特表
示，轉型是全球性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案也
是共享的。如果德國繼續以燃油車為主，沒有
進行汽車產業轉型，那麼就會與中國的汽車產
業產生問題。互相加稅不能解決問題，需要以
國際化視角來推動轉型，主要經濟體之間要達
成協議。

巴奈特說，對於新技術，無論是大數據還
是應對氣候變化，歐洲和中國之間必須要進行
充分探討，找到共同轉型之道，雙方在變革中
必須攜手同行。

▲19日，新加坡主播在中國跨境電商交易
會現場直播帶貨。 新華社

▲28日，客商在ITES深圳工業展上關注智
能設備。 中新社

專家熱議中國經濟

5GAI發展應用
高通公司中國區董事長孟樸

•在中國，5G已步入中場階
段，正朝着5G Advanced方
向發展，以支持更多的工業
應用場景；AI也從雲端向更加
貼近用戶的邊緣終端下沉。
希望通過領先的技術和產
品，繼續與中國合作夥伴在
全球市場實現互利共贏。

世界經濟增長內驅力
波士頓諮詢（BCG）中國區執行合夥人吳淳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德勤中國主席蔣穎

【大公報
訊】記者黃寶儀、胡若
璋、何玫博鰲報道：28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在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2024年年會開幕式。他在會見傳媒總
結行程時表示，香港現在有了更穩定安
全的社會環境，正是爭分奪秒謀發展、拚
經濟的黃金時間，與亞洲乃至世界各地做好
交流合作、講好香港故事。特區政府會繼續
凝聚政、商、民三方力量，聚焦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並推動香港在亞洲以至國際舞台上，
擔當好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的橋樑，發揮好作為
「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雙角色作用。

他用 「政、商、民」三個詞總結參加本次活動
的感受。第一是 「政」，指今次來到海南，目的正
是擴大香港的合作朋友圈，論壇期間他與各國、各
地政界人士會面交流，探討各個方面的合作事宜。
第二是 「商」，即是企業家。 「我們鼓勵港企拓展
內銷市場，例如海南即將在四月舉辦中國國際消費
品博覽會，我們支持香港貿易發展局設立香港館，
並組織港商參與博覽會，把握內地龐大商機」。第
三是 「民」，他表示，今次與多位由香港菁英會安
排擔任今年年會志願者的青年傾談，很開心聽到他
們在活動中獲得了豐富體驗，亦對國家發展加深了
了解。

「相信跟海南合作有一定的空間。」陳國基認
為低稅率、對外網絡較國際化以及專業服務是香港
的優勢，雙方可以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1日，華東進出口商品交易吸引海外買家

前來洽談業務。 中新社

創新綠色數智融合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政策顧問扎法爾

中國經濟動力強勁
拓展內銷 科創引領 吸引外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