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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兩會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強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今年政府
工作任務時強調，堅定不移深
化改革，增強發展內生動力。
要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積極
支持企業家專注創新發展、敢
幹敢闖敢投、踏踏實實把企業
辦好。

企業家代表熱議中國製造：讓中國品牌「鍍上金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任芳頡、郭瀚林
兩 會 報 道 ） 20 多 年
前，汽車市場基本由
外資或合資品牌所壟

斷，去年全國汽車產銷量均突破3,000萬輛，中
國已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23年我國「新三
樣」出口已超過1萬億元，其中光伏行業技術
水平、產業鏈完善程度等已領跑世界……5日的
首場「代表通道」上，奇瑞控股董事長尹同躍
與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以親身經歷，講述中
國製造的騰飛。
27年前，奇瑞從幾間小草房開始創業，缺資

金，缺技術，也缺人才。當時的市場基本上都由
外資品牌壟斷。「行業有一句話，中國人自主幹
轎車那是天方夜譚。20多年來，我們堅持艱苦
創業、開放創新，和其他中國車企和合資品牌一
起，共同撐起了中國製造的脊樑，共同把中國打
造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去年中國汽車產銷
3,000萬輛，出口大約500萬輛，其中奇瑞出口
了接近100萬輛。」尹同躍說。
尹同躍提到，從汽車大國到汽車強國，光有銷
量規模遠遠不夠，還必須有全球認可的品牌價
值。下一個十年不僅僅要追求銷量、規模的全球

第一，更要在技術創新能力、在品質口碑、在社
會責任方面爭取做到全球領先。中國汽車要不斷
為「中國智造」「中國創造」「中國品牌」增光
添彩，鍍上金子，為全球用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方式提供中國智慧。

砍什麼也不能砍研發投入
除了汽車製造業，光伏行業也交出了非常亮眼

的答卷。2023年，包括太陽能電池在內的我國
「新三樣」出口已超過1萬億元，有望成為中國
製造新的名片。高紀凡介紹，光伏行業從當時的
技術、市場、設備三頭在外，到如今市場規模、
技術水平、生產製造、產業鏈完善程度全部全球
第一，已領跑世界。
在光伏產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
中，他不僅是一名親歷者，更是一名奮鬥者。此
前，光伏行業所有國際標準都是由國外企業制定
的，高紀凡決心要改變這個局面。當時，光伏組
件的質量保存期只有15年，他馬上組織研發團
隊進行攻關。「通過1,000多個日夜的堅持，我
們牽頭完成了中國光伏行業第一項國際標準的制
定，將光伏組件的質量保證期從15年提到最高
可達30年以上，為全球的光伏發電大大降低了
成本。」

「2010年光伏行業遭遇寒冬，全行業虧損，
很多人建議我要砍掉研發投入，我說什麼費用都
可以砍，就是不能砍研發投入。」高紀凡說，
「研發投入每年持續加大，累計投入超過230億
元。正是由於長期的投入，我們的發明專利擁有
量全球領先，25次創造世界紀錄，獲得中國工
業大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我深刻體會到在科
技創新的道路上雖然要經歷千辛萬苦，但是只有
牢牢抓住創新不放鬆，才能收穫一覽眾山小的喜
悅。」

◆5日的首場「代表通道」上，奇瑞控股董事長
尹同躍（右）與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以親身
經歷，講述中國製造的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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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都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圖為2月28日，在「江蘇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無錫微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生
產車間，機械臂在作業。 新華社

今年政府工作任務共有十項重
點，其中包括，堅定不移深化

改革，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推進重
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攻堅，充分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
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營造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
境，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

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
具體而言，李強表示，激發各類
經營主體活力。國有企業、民營企
業、外資企業都是現代化建設的重
要力量。要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
體制機制，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
競相發展的良好環境。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
制度，打造更多世界一流企業。深入實施國有
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做強做優主業，增強
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競爭力。建立國有經濟布
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指引制度。全面落實促進民
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及配套舉措，進一步解
決市場准入、要素獲取、公平執法、權益保護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提高民營企業貸款佔
比、擴大發債融資規模，加強對個體工商戶分
類幫扶支持。實施降低物流成本行動，健全防
範化解拖欠企業賬款長效機制，堅決查處亂收

費、亂罰款、亂攤派。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
積極支持企業家專注創新發展、敢幹敢闖敢
投、踏踏實實把企業辦好。

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李強指出，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制定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標準指引。着力推動產權
保護、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方面
制度規則統一。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
試點。出台公平競爭審查行政法規，完善重點
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監管規則。專項治
理地方保護、市場分割、招商引資不當競爭等
突出問題，加強對招投標市場的規範和管理。

堅持依法監管，嚴格落實監管責任，提升監管
精準性和有效性，堅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
序。

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李強續指，推進財稅金融等領域改革。建設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先行區。謀
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落實金融體制改革部
署，加大對高質量發展的財稅金融支持。深化
電力、油氣、鐵路和綜合運輸體系等改革，健
全自然壟斷環節監管體制機制。深化收入分
配、社會保障、醫藥衞生、養老服務等社會民
生領域改革。

林毅夫駁斥「中國經濟見頂論」：不會步日本後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有些人認

為，中國可能會步日本的後塵，對這個看法我不
太同意。」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
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全國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
問時，對一些美國學者宣揚「中國經濟見頂
論」，把中國看作「下一個會與美國經濟越拉越
遠的日本」予以回擊。
林毅夫指出，20世紀90年代初，很多人談論
日本經濟會超越美國，結果不僅沒超越，還與美
國差距一路加大。他強調，日本的情況不會在中
國發生。
20世紀90年代日本出現人口老齡化，經濟增

長放緩。儘管中國目前也面臨老齡化挑戰，但林
毅夫指出，對經濟增長而言勞動力固然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有效勞動，即勞動力數量乘以勞動力
質量。從中國人口看，過去是「數量紅利」，現在
是「質量紅利」。據他觀察，包括中國在內，處在
追趕階段的「未富先老」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前
10年和後10年經濟增速不僅未降，反而提高。
為何步入老齡化還能實現經濟更高增長？林毅

夫認為，除上述「人才紅利」外，處在追趕階段
的「未富先老」國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空間較
大。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教育水平提高，
也使得其掌握新技術的能力更強，產業升級和生

產力水平提高更快。

相信新質生產力會不斷湧現
林毅夫還提到，日本20世紀90年代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GDP）已超越美國，其代表的產業技
術同樣屬於世界最前沿，但因美國技術打壓，日
本放棄了半導體芯片這一先進產業。中國在新經
濟絕大多數領域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起跑線，且
具備人才、市場等方面優勢，哪怕有些技術稍有
落後，中國也可利用新型舉國體制來搞技術研發
和突破。
產業政策支持方面，林毅夫指出，20世紀80

年代後，日本認為政府不該制定產業政策，由此
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停滯，生產力水平也處於
相對停滯狀態。
「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用產業政策能够追趕
上發達國家，也沒有一個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
能够繼續維持技術領先。」林毅夫說，中國這些
年能在新科技領域有所突破，離不開政府的產業
政策。
他相信，中國會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

級，使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也相信新質生產力
會不斷湧現，中國經濟可以維持在相對較高的增
長率，不會出現像日本一樣的情形。

在 3 月 5 日舉行的

十四屆全國人大二

次會議開幕會上，

李強總理作任內首

份政府工作報告。

作為新一屆國務院的首份「施政答卷」，報

告全文1.69萬字，寫「實」風格由表及裏，

一以貫之：文風平實樸素，不事渲染；政策

目標切合實際，不浮不誇；措施部署多見實

招、硬招、暖招；貫徹執行秉持求真務實作

風。

文風平實不事渲染
在開幕會現場，與會者們對報告的第一直

觀感受是：語言簡潔、文風平實。報告起草

組負責人黃守宏直言，「十分」「極其」

「殊為」等修飾詞皆被捨棄，報告用事實和

數據說話，不作渲染，只講乾貨。

去年中國經濟發展在多重困難挑戰的複雜

形勢下，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增長成績。2023

年中國經濟增速加快至 5.2%，從縱向比，

快於疫情三年 4.5%的平均增速，從橫向

比，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仍是全

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

經濟目標切合實際
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備受外界關注。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5%左右的預期增長目

標，權衡了當下與長遠，切合實際需求與可

能。的確，當下經濟運行面臨不少問題與挑

戰，「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國際循環存在

干擾」，「重點領域改革仍有不少硬骨頭要

啃」，在去年經濟增長5%的基礎上再實現

5%的增長，難度顯然將增大，目前國際機

構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存有疑慮。但是，中

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礎和趨勢未變。可以預

期，今年疫情制約趨於弱化，風險化解取得

成效，宏觀政策效果顯效，經濟發展積極因

素將愈加增多，支撐5%的增長的力量將越

來越顯著。

措施部署多實招硬招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不少穩經濟、振

信心的實招、硬招。中央顯著加槓桿，增加

中央財政赤字及首次發行一萬億元超長期特

別國債，以對沖房地產投資下滑等衝擊。與

此同時，創新、新質生產力、低碳等成為本

次政府工作報告的高頻詞。值得關注的是，

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首次寫入政府工

作報告，發展新質生產力列為今年政府工作

首務，未來一兩年，從頂層設計到產業政策

和市場化改革有望加速落地。

此外，改善農村寄宿制學校辦學條件，千萬級農村留

守兒童受益；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提高30元，

看病難、報銷難、檢查檢驗結果互認等問題有望改善；

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連續第20年提高，城鄉居民基礎

養老金月最低標準也將提高 20 元，農村長者有望受

益……多個暖招將在2024年出台，為弱勢階層解決民

生現實問題。

政策執行求真務實
提高政策效能，執行是關鍵。「不折不扣、雷厲風

行、求真務實、敢作善為」，李強談及政策落實時如是

說。他強調，實施政策要強化協同聯動、放大組合效

應，防止顧此失彼，相互掣肘。謹慎出台收縮性抑制性

舉措，清理和廢止有悖於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規定。把非

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加強對政策

執行情況的跟蹤評估，以企業和群眾滿意度為重要標

尺，及時進行調整和完善。相關舉措體現了本屆政府重

視真抓實幹的行政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

李
強
總
理
首
份
報
告

風
格
寫
「
實
」
施
政
求
「
實
」

文匯觀察文匯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