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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上，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
代表李詠箑透露，下一步將從深入實施自貿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高標
準自貿區網絡、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等4方
面發力，推動自貿試驗區提質增效和擴大改革開放授權，鼓勵首創性、
集成性探索，並推動互聯網、文化等領域有序開放。

針對經濟全球化趨勢，李詠箑有三點體會：首先，
經濟全球化將在逆風中前行。儘管今年單邊主義保護主
義持續蔓延，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但 「不必擔心個別
國家的關稅大棒會嚴重損害國際貿易秩序，阻礙經濟全
球化進程」 。

她引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報告表
示，2024年全球貿易額高達33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全球價值鏈也仍在擴張。全球連通性指數連續三年維持
25%左右的較高水平，經濟全球化蘊含進一步發展的巨
大潛力。 「我們要順應經濟全球化的大勢，堅持互利共
贏和相互成就，借鑒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做法，避
免採取保護主義措施，重蹈歷史的覆轍。」

她提到，第二點體會即經濟全球化新動能加速集
聚。近年來，世界經濟數字化、綠色化、智能化進程不
斷加快，為經濟全球化再加速蓄積了強勁動能。第三，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中國始終堅持對外開
放的基本國策，堅持在開放中謀求共同發展，推動貿易
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20項政策支持跨國公司投資中國
談及下一步做法，李詠箑表示將在 「深入實施自貿

試驗區提升戰略，打造制度型開放高地；擴大高標準自
貿區網絡，注入制定型開放新活力；擴大自主開放和單
邊開放，塑造制度型開放新優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
理，構建制度型開放新生態」 等4個方面進行部署。

全國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已減少到29項限
制措施。2025年2月，《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對外
發布，推出20項政策舉措，支持跨國公司投資中國，深
耕中國。

她透露，下一步將推動自貿試驗區提質增效和擴大
改革開放授權，鼓勵首創性、集成性探索，開展更廣領
域、更深層次、更大力度的制度型開放實驗，打造透明
穩定可預期，服務於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此外，將
持續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網絡，積極推動加入數
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CPTPP），為貿易投資創造開放穩定的規
則環境。

「我們將繼續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推動
互聯網、文化等領域有序開放，擴大電信醫療、教育等
領域的開放試點。」 李詠箑說，下一步將繼續高質量共
建 「一帶一路」 ，堅定地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
貿易體制，維護開放公平的國際貿易秩序，擴大同各國
利益的匯合點，促進共同發展。

中國推動互聯網和文化領域有序開放
商務部：擴大改革開放授權 鼓勵首創性集成性探索



責任編輯：李 泌 美術編輯：葉錦秋

A2 要聞 2025年3月25日 星期二

李強：亞洲國家應加強團結協作 打破壁壘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強3月

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亞洲開發銀行行長神田
真人。

李強表示，近些年，受地緣政治動盪、保護主義抬
頭等因素影響，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不穩定不確定性增
多。在這樣的背景下，亞洲國家應加強團結協作，堅持
多邊主義，努力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打破阻礙貿易、
投資、技術等流通的各種壁壘，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暢通，同時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深化科技創新交流合
作，不斷提升亞洲經濟的效率和韌性，更好抵禦各類風
險，攜手實現共同發展。中方將擔起大國的應有責任，
以穩健的經濟增長、積極的開放合作為亞洲和世界發展
注入更多穩定性。

李強指出，亞行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多邊開發機構。
中方願同亞行進一步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動雙方夥伴關

係邁上新台階，更好實現互利共贏，為本地區提供更多
公共產品。雙方要加強在環境保護、綠色低碳發展、養
老和醫療等領域資金合作，深化新興產業發展、財稅體
制改革、老齡化應對等領域知識合作。中方願同亞太發
展中成員分享減貧、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有益經驗，支持
他們更好應對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

神田真人：同中方促進亞太區域發展
神田真人表示，當前國際貿易碎片化加劇，中國致

力於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不但實現自身
經濟穩健增長，也為促進亞洲和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
貢獻。亞行高度重視對華合作，願以明年慶祝雙方建立
合作關係40周年為契機，同中方加強在知識創新、綠色
發展等多領域合作，促進亞太區域發展，推動亞行同中
國的合作夥伴關係邁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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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亞行行長 強調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
將在逆風中前行

大公報記者 朱燁、李暢北京報道

激發增長新動能
專家學者建言

創科抓小放大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鄭永年
對人工智能、生物醫藥、互聯網

等新興產業需要 「適度監管」 。對地
方政府要鬆綁，對企業的類型要 「抓
小放大」 。

提高債務水平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

李稻葵
「投資於人」 將帶來顯著的經濟

和社會效益，是未來政策的重要方
向。要提高政府債務水平，例如達到
GDP的50%或60%，用於支持地方政
府加大生育補貼、對農民工的扶持，
以及對勞動力的培訓等。

制度型開放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王一鳴
全球化雖遭遇逆流但並未停滯，

未來要以服務業為重點推進制度型開
放，提升國內制度與國際制度的兼容
性，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
境，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穩定性和確
定性。

提高居民收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劉世錦
要提高農民工等低收入人群的基

本公共服務水平、提升養老金待遇、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通過推動城鄉之
間人員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雙向流
動，解放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社會生產
力，帶動中國第二輪城市化浪潮。

地方自主財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高培勇
要讓地方政府重新煥發活力，關

鍵在於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增加地方
自主財力，涉及到央地財政關係的改
革是奔着增加地方財政的自主性，實
際上是進一步完善和健全分稅制，為
地方經濟發展提供更靈活的政策空
間。

資本市場改革
歐亞科學院院士

劉遵義
通過資本市場改革，讓民營企業

獲得更多資源，解決其融資難的問
題。建議鼓勵企業進行現金分紅，以
吸引長期股東。讓企業增發股票變得
更容易，以平衡A股市場供需，幫助
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和貸款機會。

大公報記者朱燁、李暢整理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
會上，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今
年實施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一

個鮮明特點是統籌用好政府債券、財政貼息、
專項資金、稅費優惠等各類政策工具，並加強
與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的協同，打
好政策的 「組合拳」 。

此外，加快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是今年
財政政策的支持重點。藍佛安表示，中央財政
將強化對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支持，促進科技
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入，完善財政科技經費
分配和管理體制機制，全力支持打贏關鍵核心

技術攻堅戰，推動 「人工智能＋」 行動。

積極擴大有效投資
此外，中國財政部24日發布的《2024年中

國財政政策執行情況報告》提出，將重點做好
六方面工作。

一是要支持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大力提
振消費。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積極擴大有效
投資。合理安排政府債券發行，加快政府債券
資金預算下達。二是支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建
設。着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大中央本級科
技投入，全力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推
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強製造業領域重點研發計
劃等保障，深入實施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獎補政
策。加強對企業的紓困支持，緩解小微企業等
經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三是支持保障和
改善民生。拓寬就業渠道，支持高校畢業生等
重點群體就業創業。四是支持城鄉區域融合發
展。支持高標準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等建設，
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供給。五是支持生
態文明建設。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繼續
推廣新能源汽車。六是加強財政科學管理。落
實落細一攬子化債政策，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
務，有效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打好「組合拳」 財策持續發力

▲商務部表示，將推動互聯網、文化等領域有序開放。圖為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觀眾模仿《哪吒之
魔童鬧海》中的 「敖丙」 抱拳姿勢。 中新社

國家數據局局長劉烈宏24日在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專題
研討會中表示，要加快推進數據基

礎制度的建設，組織開展國家數據要素綜合試
驗區建設。

劉烈宏介紹，中國的工業門類全，應用場
景多，製造業、醫療、金融等領域積累了大量
的高價值數據，可用於大模型的開發和行業應
用，這為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
增長空間。截至2025年2月，DeepSeek相關的
應用已經對接到了政務、通信、汽車、能源、
金融、科技等多個領域，並取得初步的成效。

「我們將加快推動數據要素和人工智能的
產業賦能、終端應用和場景培育，不僅使中小

企業能夠以輕資產的模式接入數據要素市場，
更形成 『大企業搭台，小企業唱戲』 的協同生
態。」 劉烈宏說。

對外合作方面，劉烈宏表示，下一步要持
續推進數據領域的國際合作，推進數據領域高
水平對外開放，加強與重點國家和地區的多雙
邊合作，為中外數字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
境。具體來說，既要支持鼓勵中國企業，特別
是中國數字企業品牌出海，為世界各國提供良
好的數字化轉型的方案和經驗，也要堅持為在
華外企務實解決問題，提供高質量服務。 「歡
迎世界各國企業參與到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化、
價值化的進程中，共享數據發展的紅利和發展
的機遇。」

歡迎世界共享中國數據發展紅利

重點
工作

▲3月24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在北京舉行經濟全球
化新趨勢與擴大制度型開放專題研討會。 中新社

發展
機遇

▲內地大力提振消費。圖為遊客在浙江建德的
油菜花田邊品嘗美食。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