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二十屆三
中全會對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統部署，全會公報
發布後引發世界各國廣泛關注。國際輿
論普遍認為，在紛繁複雜的國內外形勢
下，全會為中國新時期的改革描繪了藍
圖，為中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指明了方
向，同時也將給世界帶來深遠影響。

全會公報數次提到 「高質量發展」
和 「新質生產力」 ，明確了科技創新在
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國際輿論認為，中

國將更加 「重視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關
鍵作用」 ，着力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 。美國《外交學者》雜
誌認為，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重申
致力於 「新發展理念」 ，即以創新為驅
動力的高質量發展。中國正試圖擺脫過
去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關鍵技術有望成
為新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

重點發展AI及新能源
美國《華盛頓郵報》注意到，中共

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高度評價 「高質量
發展」 ，表明在面臨越來越嚴格技術限
制的情況下，中國將繼續優先投資先進
技術領域，鼓勵企業升級設備。意大利
《晚郵報》認為，中國正依託新質生產
力重振經濟，重視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
關鍵作用，重點發展人工智能及新能源
等新興領域。這些舉措將助力中國在
2035年前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並且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

19日，新
華 社 播 發 文

章，題為《新征程上的一份綱領性
文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側
記》。文章指出，《決定》通篇貫
穿開放的要求。開放是中國式現代
化的鮮明標識。改革和開放緊密相
連，相互促進。

習近平總書記對內容擺布作了說
明，概括為 「五個注重」 。其中有一
條提到， 「注重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
制機制」 。

全會提出，統籌推
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
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
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
新體系整體效能。這引
發了與會同志的廣泛關
注和讚譽。

教育、科技、人才
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
性、戰略性支撐。黨的
二十大報告把教育、科
技、人才放在一起獨立

成章。這次《決定》進一步創新思
路，勢必帶來制度架構、組織方式、
評價體系等諸多領域協同變革。而之
所以打破藩籬、統籌推進，正是為了
破解現代化進程中的堵點難點。

教育、科技、人才錯位的問題，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
問題，營造更有競爭力的科研生態的
問題……相關領域的與會同志感慨：
「有什麼問題碰什麼問題，有什麼堵
點就疏什麼堵點。我們的改革有膽
識、有氣魄，很務實！」 新華社

我們的改革有膽識、有氣魄，很務實！
推動創新

《決定》聚焦五個注重

•注重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注重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

•注重全面改革

•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

•注重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

資料來源：新華社

《決定》字句間，
飽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懷

•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加強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建設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就業優先政策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

•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

•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

資料來源：新華社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麥兆聰

單邊開放要擴大到更多領域

19日，新華社發表題為《新征程上的
一份綱領性文件——黨的二十屆三

中全會側記》的文章。文章指出，全會文件起草自2023年隆冬之
時，延續到2024年的盛夏時節，歷時7個多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
任文件起草組組長，全程擘畫、組織調研、精心指導、把脈定向。

文章指出，翻開《決定（討論稿）》，除引言和結束語外，共15
個部分，分為三大板塊。 「內容條目通篇排序，開列60條」 。正所謂
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生動契合了 「改革味要濃、成色要足」 的
要求。《決定》通篇還貫穿開放的要求。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
標識。改革和開放緊密相連，相互促進。

《決定》通篇貫穿開放的要求
習近平全程擘畫 三中全會文件起草歷時7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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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脈定向

外媒熱議全會公報：關鍵技術引領中國增長

新華社播發二十屆三中全會側記

前景廣闊

▼

中國核工業集團的工作人員在北京科博會上為小
觀眾介紹新一代人造太陽「中國環流三號」。 新華社

2023年9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

江考察期間，提到了一個新詞彙──
「新質生產力」 。在2024年1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
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深入闡述了
新質生產力。該詞也於今年寫入政府
工作報告。作為觀察中國政策風向的
窗口，兩會期間，新質生產力也受到
外媒的廣泛關注。在報告英文版中，
新質生產力被翻譯為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不少外媒記者
仔細翻閱，解讀報告新詞。

概括地說，新質生
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
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
方式、生產力發展路
徑，具有高科技、高效
能、高質量特徵，符合
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
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
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
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

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
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
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
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
本質是先進生產力。科技創新能夠催
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學者指出，
新質生產力的 「新」 主要體現在新勞
動力、新勞動對象、新勞動工具和新
型基礎設施等四個維度。綠色發展是
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
就是綠色生產力。 資料來源：新華社

▲極越新能源車型 「汽車機器人」 亮相第
21屆廣州國際汽車展覽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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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這是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研
究的問題。會期4天，15日上午拉開帷
幕。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總書記
受中央政治局委託所作的工作報告，
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習近平總書記就《決定（討論
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為期4天的全會，安排了多場分組
討論。中央領導同志深入各小組聽取
意見建議，不時和大家交流探討。與
會同志踴躍發言，結合工作實際積極
研討，反覆推敲文件。他們表示，
《決定》是閃耀着馬克思主義真理光
輝的政治宣言書，是新征程上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動員令，是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路線圖。

「改革味要濃、成色要足」
「黨的二十大之後，我一直在思

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問題。」 博大
精深的新思想、波瀾壯闊的新征程，
是改革理念創新、實踐創新的沃土。
全會文件起草自2023年隆冬之時，延
續到2024年的盛夏時節，歷時7個多
月。

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文件起草
組組長，全程擘畫、組織調研、精心
指導、把脈定向。

作說明時，總書記回顧了文件起
草的過程。 「2023年11月，中央政治
局決定，成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文
件起草組」 ； 「這次全會文件起草，
把發揚民主、集思廣益貫穿全過
程」 ……一份飽含人民期待、匯聚全
黨智慧、凝結着起草組心血的改革方
案，此刻，擺在與會同志的面前。

翻開《決定（討論稿）》，除引
言和結束語外，共15個部分，分為三
大板塊。 「內容條目通篇排序，開列
60條」 。正所謂句句是改革，字字有
力度，生動契合了 「改革味要濃、成
色要足」 的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對內容擺布作了說
明，概括為 「五個注重」 ： 「注重發

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 「注重
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 ； 「注
重全面改革」 ； 「注重統籌發展和安
全 」 ； 「注重加強黨對改革的領
導」 。

單列章節 高度重視發展新質生產力
「這些特點聚焦具有方向性、全

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 ，與會同
志表示， 「從中讀出了風起雲湧的改
革形勢，讀出了系統科學的改革韜
略，讀出了直擊問題的改革導向。」

何為全面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在
作說明時強調，決定稿在統籌推進
「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框架下謀劃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統籌部署經濟體
制改革和其他各領域改革。

新時代的改革從一開始就非簡單
的修修補補、零敲碎打。 「全面深化
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 「必
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
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 。

「五個注重」 之一，是 「注重發
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有與會
同志表示，《決定》對經濟體制改革
的部署力度大、舉措實、含金量高，
體現了對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
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
關係的深刻把握。

事業發展出題目，深化改革做文
章。新時代的題目之一是推動高質量
發展的問題。《決定》在深化經濟體
制改革方面，將 「健全推動經濟高質
量發展體制機制」 列為主要任務之
一。而高質量發展的部分，又將 「健
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
制」 單列一個章節。

「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
新質生產力？我一直在思考」 。今年1
月，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
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講述了
他的思考和謀劃。

《決定》中，既有 「新」 的培
育：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
立未來產業投資增長機制，也有
「舊」 的改造：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

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因地制宜發展新
質生產力的辯證思維貫穿其間。

二十屆三中全會
於7月15日至18日在京
召開，對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作出戰略部署。香港中文大
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
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
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就全會的重
大意義和目標任務接受《中國新聞周
刊》的專訪。他認為，要實現中國式
現代化的目標，必須通過體制機制改
革釋放發展的潛力，同時，需要將單
邊開放擴大到更多領域。

本次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
代化的鮮明標識。對於中國未來應怎
樣繼續深化開放，鄭永年表示，這涉
及兩個方面。第一，是中共二十大提
出的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穩步
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

型開放」 ，對接世界先進規則、規
制；第二是單邊開放，即使西方對中
國 「脫鈎斷鏈」 ，仍要向它們開放。
英美以前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單
邊開放，因此成為世界高端人才、優
質資本的聚集地。

鄭永年說： 「我們的單邊開放走
出了第一步，效果特別好，我認為單
邊開放還要擴大到更多的領域。搞
「脫鈎」 是按照意識形態邏輯來，如
果我們單邊開放，我們就可以按照市
場的邏輯來。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
市場，根據資本的邏輯，哪裏有機遇
就去哪裏，靠意識形態是堵不住的。
只要認清了這一點，我們就毋須害
怕。我們要好好理解單邊開放，這將
是中國在國際上最有效的政策之
一。」

中國新聞周刊

專家

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