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進入新時
代以後，適應新

形勢、把握新特點，我國推動由商品
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
放轉變。」 談及制度型開放，林尚立
指出，所謂制度型開放就是指開放進
入到更深更實質性的層面，也就是如
何按照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當今世
界發展的基本規則來展開，發揮中國
大市場效應與世界市場更好融合。同
時也使中國與世界的市場經濟運行慣
例更好地銜接，從而使資本的流動、
技術的交流、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
在這一過程當中，商務和法律制度規
範都能夠達到更高水平。

「外國的資本、技術、知識、企
業等，在中國的經營和發展都能夠得到
很好的制度規範和法律保障，這是中國
面向世界一個很基本的戰略舉措，也是
一個開放型大國理應去完善和發展的地
方。」 林尚立表示，中國的開放跟世界
有機地連為一個大市場，實現國內大循

環和國際循環聯動的新發展體系，這樣
的制度型開放使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
中國企業與世界企業以及技術和知識的
交流更加暢通、更有保障。

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封閉的，而
是與世界相通，如何把市場中多種制度
規則融通起來也需改革來解決。一定意
義上講，強調制度型開放，不是簡單的
市場問題和空間問題，而是強調改革開
放本身進入到制定規則和具體的制度性
規範層面，如果把它建設好，那麼國際
資本、全球的合作與交流就有制度的平
台和法律保障，有一個很好的銜接，這
是改革的要求。

他續指，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強
國還應該在制度、體制機制方面對人類
社會有所貢獻，為世界市場提供新的治
理機制、新的運行規則。如果中國的開
放能達到這樣的層面，世界在中國所獲
益的不僅僅是市場，還有新的制度規
則，新的確定性和穩定性，因此制度型
開放所具有的含義是非常豐富的。

推動制度型開放 與世界市場更好融合
暢通循環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
招，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這次會議緊扣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主題，聚焦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以開放促改
革，深切回應民眾企盼，備受海內外關注。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逆全球化浪潮
背景下，如何通過改革讓各種發展活力充分迸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不確定
的世界注入更多確定性，意義重大。大公報今起推出《三中全會前瞻》系列專
題，透過學者訪談以及專題報道，深入解讀、系統解析。敬希垂注！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王彩洋

投身灣區建設 香港將參與國家騰飛

大公報記者 孫志

三中全會前瞻三中全會前瞻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舉世矚目。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林尚立指出，當前改革是圍繞着高

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展開的，必須有更具活力、更具創造力的發
展，所以對基層和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他綜合
判斷指出，解放生產力和增強社會活力 「兩力」是

改革的核心，如果說十八屆三中全會解決了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那麼當前發展新質生產
力要靠創新，只有真正把創新釋放出來，改革才能
一步一步走深。

解放兩力是改革的核心
林尚立：推進改革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靠創新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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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進改革 使制度更有效更合理

▶7月5日，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
會上，一家人工智
能公司推出的 「具
身智能本體」 跳舞
機器人，吸引大批
觀眾前來參觀。

新華社

掃一掃有片睇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將推動科技創新要素流通，奮力發展新質生
產力。圖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一景。

林尚立
出生年月：1963年11月

中共黨員，法學博士，教授。 「長
江學者獎勵計劃」 特聘教授、國家
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2001年獲國
務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貼。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黨委副書
記，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
四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曾
任復旦大學副校長，中央政策研究
室秘書長、副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

政治學理論、中國政治、比較政治
學。

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
國共產黨執政體系研究」 等多項國
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

出版《國內政府間關係》《政黨政
治與現代化》《政治邏輯──馬克
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合著）、
《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中國
共產黨與國家建設》《當代中國政
治：基礎與發展》等多部學術著
作，發表數百篇學術論文，研究成
果先後獲得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
獎、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
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
等。

大公報記者孫志整理

◀2024世界人工智
能大會上，中國聯通
展示先進算力調度平
台。 中新社

◀在福建
一科企的光芯

片生產車間，技
術人員在加班加點生
產。 新華社

談及香港在
未來國家改革開

放大局中的發展前景，林尚立指出，融
入國家大局是香港發展最大的機遇，也
是最大的戰略空間。內地不僅有廣闊的
市場，也有大量人才，整個國家戰略也
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國際空間和
國際舞台。

林尚立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
設，為香港融入國家戰略提供了非常大
的戰略舉措。很多國家都靠灣區的建設
和發展實現國家的發展騰飛。所以從這
個意義上講，香港融入到大灣區建設，
香港也將參與國家騰飛的歷史進程。

香港至今仍有兩大不可替代的獨

特優勢：一是在國際化程度和國際規則
方面，在國際的參與度上有其獨特優
勢。二是在金融以及在人才集聚方面也
有其獨特優勢。同時香港也是溝通中西
文化的重要橋樑。 「這種優勢不會隨時
代的變遷而衰落，只要香港發展，這種
優勢越來越強。無論是國家的發展，還
是大灣區的建設都需要有這種優勢。」

展望香港未來的發展，林尚立強
調，香港的天地很大。從一定意義上來
講，河套也好，深圳也好，既是香港發
展的支撐，也是香港發展的腹地，一切
都有賴於香港如何在國家發展大戰略當
中形成香港的大格局，也就是形成香港
發展的大手筆。

香港機遇

林 尚 立
指出，改革開

放歷史是發展所帶來的，是探索帶
來的，是成功所啟示的，也是中國
共產黨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背後的法寶。沒有改革開放，就沒
有今天，就沒有未來。

林尚立說，進入新時代，中
國以制度建設持續推進改革，成
立深化改革委員會。十九大以前
每月召開一次會議，由總書記親
自來推動改革。十九大後每兩個

月開一次會，持續推進改革。二
十大後，正系統地謀劃新的全面
改革。 「也就是整個的發展過
程，改革是不停步的，改革是不
停頓的，改革是具體的，改革是
在日常發展中持續展開的。這就
是它很成功的一個地方，持續進
行改革，使得整個發展在改革當
中不斷展開，使這個制度更加有
效，更加合理，更加莊嚴。」

談及新時代治國理政，林尚立
認為，總書記開創了新時代，把治

國理政提升到一個新高度。這個新
高度就在於它有一套非常智慧非常
有效的治國理政的理論、體系與方
略。十九大講的方略，就是有一個
非常宏大穩定的布局， 「五位一
體」 總體布局和 「四個全面」 戰略
布局相協同，科學有效地推進。再
就是全面從嚴治黨，既抓領導也抓
隊伍。反腐鬥爭使整個隊伍幹事創
業更加有效，更為重要的是營造了
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推進黨
的事業向前發展。

穩步推進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中國的發展始終以改革開放作為整個
發展的基本路徑，那麼在40多年的發
展過程中，每一次的三中全會都在不
同層面，不同領域推進了整個中國的
發展。

「三中全會標誌性的主題都是圍
繞着改革來展開的。」 林尚立在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說， 「到目前為止有兩
次三中全會開創了時代，一次是十一
屆三中全會開闢的新的歷史時期，我
們叫新時期；第二次就是十八屆三中
全會，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
代。我相信這一次的三中全會將開啟
中國式現代化新進程，也將是具有歷
史意義的。」

這位多次參與過黨的重要報告文
件起草工作的智囊指出，中國式現代
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性的
歷史征程，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國
家、2050年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這
是中國人上百年的夢想，要實現這樣
的夢想，就必須有高質量的發展，就
必須有更具活力的、更具創造力的發
展。

發展要靠解放「兩力」推動
林尚立認為，目前改革核心實際

上是兩個解放的問題，一是解放和發
展生產力，即如何讓新的生產力得到
充分釋放，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
效應，構建與新的生產力發展相適應
的生產關係和治理形態；第二就是解
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關係到與經濟
緊密相連的社會公平正義，以及民生
保障。

「中國發展到今天靠這 『兩力』
來推動，就是生產力和社會活力，是
通過解放 『兩力』 來保持中國持續
的、穩定的、有效的發展。」 林尚立
續言，這 「兩力」 來源於哪裏？就來
源於持續不斷的改革，來源於通過改
革的制度創新釋放，使 「兩力」 所面
臨的各種各樣的制度障礙被消解、被
消除。 「中國改革有它內在的邏輯，
中央文件所強調、所貫徹的基本思
路，是要把中國的改革持續進行到
底，這既有新時代的任務和主題使

命，但也有一脈相承的理念和原
則。」

預計將涉四方面問題
圍繞着解放兩個力量來展開，林

尚立詳解指出，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
中全會預計會涉及到以下四方面問
題：首先是創新。如何解決中國的發
展創新能力的問題，創新能力沒有，
改革就不能把科教興國戰略落到實
處，科教興國戰略落不到實處，高質
量發展就沒有保障。二十大報告特別
強調科教興國，這就涉及到科技體制
改革、人才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
革，這是關鍵，高質量發展核心是創
新，新質生產力核心也是創新。 「如
果改革不能解決創新的問題，改革就
難以抓住要害，所以這是可以很明確
做出判斷的。」

第二是市場。市場要有活力，市
場要一體化，國內市場、國際市場就
要聯動起來。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
中起決定性作用功能得以釋放，道理
也是很清楚。有創新的活力動力，有
市場的活力，國家不可能不興盛。從
二十大報告就能看出後續市場改革的
方向。

第三是治理。如何使整個國家治
理和國家發展，民生保障依然保持在
有序範圍，使中國之治得以延續，以
治理促發展，以治理要效率、要質
量。這就是改革要去進一步規範的，
比如說要解決公平正義的問題，解決
就業問題等。第四是民生幸福。民生
問題涉及到衣食住行，醫療保障，城
鄉融合，鄉村振興，教育就業等一些
相關問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很關鍵
的任務。

「我們經過探索，也付出代價，
終於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
種自覺的背後，一個最大的自覺就
是，充分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的發展必須在不斷變革中謀求新
的動力，拓展出新的空間，創造新的
體制機制，贏得新的發展機遇。所以
說改革開放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非常重要的密碼。」
林尚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