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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眾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10日播發《讓改革發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眾——新思想引領新時代改革

開放述評之四》，文章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提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取向，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從人民

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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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閱讀全文

踐行改革初心——抓改革、促發展，
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

「抓改革、促發展，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讓人民
過上更好的日子」「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
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要堅持
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
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論斷，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價值旨歸。
中共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從人民群眾反

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大到醫療、教育等重大領
域改革，細到身份證異地受理、婚姻登記「跨省
通辦」等便民服務，影響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深
層次體制機制問題不斷得到解決。
從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
體系、醫療衞生體系，到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有力
維護公平正義；從城鎮新增就業年均超過1,300

萬人，到保障性安居工程惠及1.4億多群眾……
改革精準發力、持續用力，不斷實現好、維護
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十多年闖關奪隘，2,000多個改革方案涉及經

濟社會各領域，生動記錄着全面深化改革造福人
民的溫暖步伐，深刻印證了改革為民的拳拳之
心。

匯聚改革動力——依靠人民推動改革，
改革成果由人民檢驗、由人民共享

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
化，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
改革開放每一個領域和環節經驗的創造和積累，
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實踐。
也正是因為充分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確保了

改革事業的興旺發達，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體人民。

緊緊依靠人民，從人民的實踐創造中汲取力
量；堅持人民評判，使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成色更足。
改革成效明顯不明顯，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

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這是改
革事業蓬勃發展的關鍵。
正是因為改革成效由人民檢驗，進一步保障了

改革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全面深化改革也由此擁有了最堅實的依託、最強
大的底氣、最澎湃的動力。

堅定改革指向——從人民的整體利益、
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改革

中國式現代化是14億多人口的現代化，規模
大，難度也大。面向未來，從人民的整體利益、
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改革，中國
式現代化的動力才會越來越強勁。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現代化道路最終能
否走得通、行得穩，關鍵要看是否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
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引下，順應時代發展新趨
勢、人民群眾新期待，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為
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共同
富裕提供動力和保障。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方向就是讓每個
人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共同享有人
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保證
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
展望未來，從破除創新要素流動壁壘、構建高效

創新生態體系，提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到以
改革創新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以人口高質量發展
支撐中國式現代化，一系列改革協同發力，不斷促
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即將在北京召開，主要
任務是謀劃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會議召開前
夕，新華社連續推出7
篇述評，展現黨的十八
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偉
大實踐帶來的深刻啟
示，凝聚進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信心和力量。
香港文匯網將7篇述
評進行集納，讀者可掃
碼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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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生指出，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法治化、國
際化都長期在全球名列前茅，這恰恰是國家

下一步建設高質量市場體系、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所最需要的
和最重要的部分。

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優勢獨特
張燕生指出，1978年改革開放，國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睜眼看世界」，當時鄧小平同志講1978年
是他一生出國次數最多的一年。第二件事就是1978
年7月在東莞建立太平手袋廠，1978年8月在順德
建立大進製衣廠，內地和香港由此開啟離岸製
造這個全球化新模式，帶來了香港繁榮，也
帶來了內地改革開放的發展。第三件是十
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可以說，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
歷程，國家市場化改革的第一桶
金就來自香港在離岸製造方
面。如今，我們國家製造業
增加值佔世界比重超過
30%，香港在其中
發揮了非常重
要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
張燕生說，香港的優勢絕不僅只是市場化、工業

化和開放外向型，香港更重要的優勢還是法治、國
際化以及金融等領域的高端化。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拉開中國新一輪深化改革

開放的大幕。在張燕生看來，這次三中全會將繼續
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為治理體制能力的現代
化、中國式現代化等重大問題明確國家前進方向，
「如今國家再次面臨一個新時代，如同1978年一
樣，需要進一步明確一個方向。」
張燕生說，香港正處於轉型發展的關鍵期，如何

用好香港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優勢，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國家下一步發展用好香港優勢
對促進香港轉型是最重要的。「比如，當前人們都
期待中國的股票市場能夠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
化，這些不正好是香港的獨有優勢嗎？香港完全可
以發揮自己的作用。過去我們摸着石頭過河，如今
就可以更好地用好香港優勢。在高標準市場體系、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高水平開放型經
濟體制建設中，有關部門還是要研究如何用好香港
的這些優勢，希望三中全會能在此破題，真正懂香
港、了解香港並且用好香港。」
「內地很多城市的發展都需要懂香港，用香

港。」張燕生表示，比如武漢正在構建新發展格
局，這就涉及城市、市場、產業、人才等各方面的
國際化。那麼我們國家國際化的樣板是哪裏？就是
香港，這些城市完全可以用好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港需一批懂內地懂香港懂世界人才
張燕生進一步指出，香港的轉型需要進一步融入

國家的發展大局，這就需要有一批懂內地、懂香
港、懂世界的人才，從全球視野、中國式現代化和
中華民族復興戰略的全局角度去用好香港優勢，發
揚香港優勢，使香港獲得更多發展，促使香港下一
步能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獲得更多的規則制定
權和話語權。
提及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張燕生指出，新質生

產力的核心標誌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因
此，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在影響全要素生產力的8個
因素上發力，具體包括提升資源再配置效率、進一
步擴大開放、進一步推動高質量教育、進一步推動
科技創新、進一步推動體制機制的全面改革、進一
步擴大規模效應，以及推動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
型，「其中，特別是在教育、擴大開放、科技創
新、數字化和綠色轉型等方面，香港都能發揮其他
地方難以替代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當前香港正處於轉型發展的關鍵
期，面臨經濟發展新起點。如何借國家新一輪深化改革開放的東風，獲得更
多更好發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表示，國家善用香港
核心優勢，香港也要進一步了解國家的改革進程和發展方向，積極配合國家
發展，在獲得自我轉型的同時貢獻國家的民族復興偉業。這位專家強調，在
其中，香港需要抓住「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新質生產力」三個主題
詞。

非改變香港性質優勢
張燕生指出，香港有很多獨特優勢，但也有一個弱點，就是小政府大
市場，導致香港不太會用政府的力量來推動香港轉型。「小市場肯定是
缺點，但是香港可能也要思考在一個變革時代，僅僅是小政府大市場
是不行的。不過政府要過大的話，又有可能成為干預，也不好。因
此，香港下一步就是一定要切實理解什麼是中國式現代化，什麼是
高質量發展，什麼是新質生產力，就是要理解國家的方向，然後
積極配合國家的發展，而不是改變香港的性質和優勢。」

張燕生強調，香港只要抓住「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
化、新質生產力」這三個主題詞，了解國家發展方
向，主動營造這三個方面合作就足夠了。

抓三個主題詞
理解國家方向

◆張燕生指香港獨有市
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三大優勢。圖為香港維
多利亞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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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將重點研究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

題。回顧國家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香港扮

演了重要角色，發揮了獨特作用。如今，中國新一輪深化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

香港又將發揮哪些重要作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獨有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三大優勢，正是國家下

一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最需要的。

張燕生認為，面對全新的形勢，當前關鍵在於用好香港「這塊寶」的獨特優

勢，而香港也要進一步了解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和高質量發展方向，積極配合國家

發展，在獲得自我轉型的同時也為國家的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張燕生指香港需要有一批懂內地、懂香港、懂世
界的人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