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 欢

第十一届亚洲金融论坛近

日在港闭幕。在为期两天的议

程中，业界人士频频对我国经济

点赞，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对

世界的传导路径日渐清晰，所带

来的互利共赢效果也日益明

显。“中国加速度”在香港国际平

台的协助下，还将持续推动世界

经济前行。

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

总裁大卫·利普顿评价称，中国

目前不仅是全球供应链中心，也

是重要的需求来源，中国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

一系列数字也印证了这一

判断。目前，我国对世界经济的

贡献率达到31.6％；2017年前三

季度中国进口额增长22.3％，拉

动了世界贸易复苏；2016年对

外投资额在全球占比为13.5％，

2017年的数字还在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

彦表示，中国经济要比很多人想

象的强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

展的坚实保障。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我国稳定的宏观经

济政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

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向好预

期。处于结构调整中的我国经

济正在实现从投资到消费、从

制造到创造、从制造业到服务

业、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

再平衡，进一步为世界经济增

长提供健康动力。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屠光绍认为，我国经济未

来保持中高速增长，会对全球经

济稳定发挥持续的支撑作用。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启宗表示，我国商业机遇

多，也是可预见性非常强和发

展稳定的地方，是投资的最好

去处。

新型全球化的倡议者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我国是

目前新型全球化的积极倡议者

和推动者，“一带一路”倡议即是

这一宗旨的贡献之举。“一带一

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注重与不同国家和区域

的发展战略对接。因此，这一倡

议能够推动发展的大联动和成

果的大共享。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罗康

瑞表示，倡议可以结合沿线各个

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

要素，实现高度的互联互通和共

赢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步

落实基础设施、工业、消费等合

作项目，且凭借我国的供应链优

势和电商运营能力在沿线地区

输出互联网产品和服务。这些

实践既带动了投资和就业，也为

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

创造了条件。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行

政总裁欧智华认为，“一带一路”

项目为区域经济带来了更多动

力和机遇，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

的驱动器。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各方都在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

化，以及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这为扩大全球贸易和投

资提供了新引擎。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

年~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3万亿美

元、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

邦预测，未来 5年，我国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商品

总额将超过2万亿美元，投资额

将超过1500亿美元，这些贸易

和投资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

济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

长金立群表示，我国在自身经

济增长的同时，还拥有为世界

经济做出贡献的意愿，这体现

了大国角色的担当。

香港国际平台的助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

裁朱民表示，中国经济保持高质

量增长，并持续为世界经济贡献

力量，香港的协助是关键一环。

目前，香港是内地对外直接

投资的首要地点，香港也是内地

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

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

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

以及具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和

法治、人才等资源，还在持续支

持“中国加速度”影响国际。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

谈到，香港向来的优势是背靠

内地、面向全球，成为连接通道

和金融、贸易枢纽。未来香港可

以在“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契机中进一步收

获自身发展和贡献国家的双赢

成果。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懿宸谈到，香港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除了

体现在具体领域的支持，还体

现在市场化的商业操作模式

能够避免将经济问题引往政

治化方向。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

程中，香港的金融专长和专业

服务优势同样突出。此外，香

港的科技创新积累也找到了高

效落地的市场空间。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

认为，香港正在与粤澳合力打造

金融核心圈和创新高地，可以被

视作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

要可持续驱动力。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表示，内地经济发展和

“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将为全球经济提供更

多机会，香港已经准备好抓住

机遇。

业界人士频频对我国
经济点赞，认为我国经
济发展态势对世界的
传导路径日渐清晰，所
带来的互利共赢效果
也日益明显。“中国加
速度”在香港国际平台
的协助下，还将持续推
动世界经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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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菁

继辽宁之后，进入2018年以

来，辽宁、内蒙古等多地主动曝出

GDP“注水”。专家表示，GDP“泡

沫”必须早日捅破，加速推进高质

量发展。

多地自曝GDP“注水”

天津市统计局副局长褚丽萍

近日在2017年天津经济运行情

况发布会上表示，因天津一直未

统计注册在滨海新区、但未在当

地生产的企业的产值，滨海新区

调整后的GDP对全市GDP没有

影响。就在此前，天津滨海新区

宣布挤出“水分”，不再重复统计

注册在当地、但未在当地生产的

企业的产值，将2016年的GDP从

10，002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

而在过去一年里，滨海新区一直

顶着“首个万亿级国家新区”的光

环，得到广泛宣传。

无独有偶，新年伊始，内蒙古在

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曝家丑”：

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

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经

财政审计部门反复核算后，内蒙古

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0亿元，占总量的26.3%；核减

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

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

最早自曝GDP“注水”的省份

是辽宁。2017年年初，辽宁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承认“所辖市、县财

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据

了解，2011年~2014年，辽宁省

所辖市、县累计虚增财政收入约

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

经济数据注水恐怕不限于上

述地区。2017年12月，审计署公

布了2017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

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结果，披露云南、湖南、吉林、重庆

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存在虚

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据了解，

多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早已是公

开的秘密。

弄虚作假歪招多

梳理各地曝光的经济数据造

假案例后发现，向GDP“注水”的

途径“五花八门”，“招数”主要可

以归结为三种类型。

财政空转。内蒙古全区经济

工作会议曝出“财政收入虚增空

转”。对“空转”这一概念，天津一

家国企负责人用实例给出了解

释：过去每到年底，有关部门经常

会要求其交一些税费，转年再通

过其他方式退还，这部分钱被“空

转”计入了财政收入。

重复计算。滨海新区官方表

示，以往GDP统计以公司注册地

为标准，但许多公司实际生产都在

外地，造成GDP两地重复计算，因

此将GDP统计口径由注册地改为

生产所在地。

故意虚报。2017年全国两会

期间，时任辽宁省有关负责人在

代表团审议时举了省内弄虚作假

两个例子：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

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

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

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

放下“数字包袱”

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禁止，

一些地方依然有“注水”冲动？中

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表示，就财政空转而言，空

转一下，就是为了让财政收入指

标更好看，让经济数据更漂亮。

多地官员自我剖析认为，是难以

割舍的“速度情结”和“数字崇拜”

在背后作祟。

汪德华说，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

发展理念指引下，改变传统唯

GDP政绩观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什么时候地方领导眼里不再只

有GDP，GDP造假才有可能烟消

云散”。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汪德华表示，“注水的数

据”扭曲了GDP的真实性，误导了

中央部署经济决策，如果不早日

刺破这种虚假“泡沫”，必将对经

济稳定运行造成影响。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

说，对经济数据中的“水分”不能

一“挤”了之，必须严肃问责，才能

抑制一些干部的“注水”冲动。同

时，党政干部也必须认真分析挤

出水分后的经济状况，真正从转

型升级、寻找新动能上下功夫，实

现“深蹲起跳”。

政府要用自己的“紧”
换市场的“活”

□ 韩 洁

新年伊始，中央几次会议聚焦营商环境，各地陆

续召开的两会上，优化营商环境也成为高频词。一个

强烈信号是，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2018年，从中

央到地方将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更有活

力，企业信心更足,百姓更有获得感。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我国 6.9%的近年最高经济

增速格外抢眼。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我

国实体经济出现明显回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

幅超过20%。

我国实体经济向好的背后，离不开近年来中央

和各级政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持续深化营改增等财税改革为企业减负，增加市

场活力。2017 年我国为企业减税清费超万亿元，全

国新登记企业 607.4 万户，日均 1.66 万户，创业创新

热情高涨。

2018年对我国而言，迈向高质量发展，亟须打造

更好的营商环境,培养更多有竞争力的企业。虽然我

国在全球率先推出减税举措，但企业呼吁进一步减负

的声音不容忽视，必须抓住当前稳定的外部环境窗

口，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着眼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政府还要将减税降费继

续推进，下决心过“紧日子”。减税降费举措出台了很

多，如何让纳税人切身有感？一方面，要打通税收征管

环节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减税政策落到纳税人身上；

另一方面，全国要抓紧建立收费项目一张网，收费要公

开透明，并坚决防止不合理收费死灰复燃。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政府自身要更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进一步压缩不合理开支，优化支

出结构，更多为民办实事。政府要带头坚决制止一切

损害企业家、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真正成为企

业信任的“娘家人”，帮助企业转型，把经济管理权放到

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社会管理权放到离老百姓最近

的地方，更好地解决企业“难点”“痛点”“堵点”问题。

政府的日子紧起来，市场的活力才能强起来，百

姓日子才能好起来。

世界经济前行看“中国加速度”
我国经济正在实现从投资到消费、从制造到创造、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规模增长

到质量提升的再平衡，进一步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健康动力

多地主动捅破GDP“泡沫”准备“深蹲起跳”
学者认为，什么时候地方领导眼里不再只有GDP，GDP造假才有可能烟消云散

新时代 新方位 新高度
—— 创刊致读者

（代发刊词）
今天，当您一如往日打开散发着浓浓墨香的

中国改革报的时候，您也许会发现有些不一样。

是的，创刊号《中国改革报·经济瞭望》周刊，今天

呈现在您的案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是一个发生

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这是一个

鼓励经济领域更大力度探索和创新的新时代。

新方位、新坐标，新实践、新征程，催发我们拿出

新举措，迎接新挑战，勇于新作为。于是，水滴泉

涌，《中国改革报·经济瞭望》周刊应时而生。

2018年，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在新时代的中国

大地上，一个充满勃勃生机与源源动力的改革开

放大潮，正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推进和延

伸，中国经济也将迎来更具活力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理念，新部署、新高度。我们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

力跟紧阔步前行的中国经济发展节奏，循着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独到的思想和视角，运用

深度性报道、分析性评论、调查性新闻等多种手

段，高起点开局、高标准起步，努力发现和记录经

济领域的历史性巨变，给经济领域的开拓者和实

践者以理论视角和宏观思辨，给经济学人和研究

者以社会视野和微观思辩，给企业家和创业者以

广阔视界和深层思考。

欣逢盛世，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我们深知，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绝不只是使命与机遇，报道好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新成就、新经验，是对我

们意志、能力以及眼光等各方面的考验。我们将

以永不懈怠的执着精神，不断开拓创新，努力汇

聚各方资源，热情办好这份刊物，竭诚为一切经

济活动的参与者、关注者服务，绝不辜负读者期

待，绝不辜负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

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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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强劲反弹
支撑经济持续回暖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引领百年山桥走向世界引领百年山桥走向世界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始建于1894年的山海关造桥厂。凭

借着一代又一代“山桥”人传承下来的高超制造技术、至精至善的“工匠精神”和品牌积淀，中铁山

桥的产品跨山越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铁山桥自主研发的道岔平面设计软件、三维参数化

设计系统等突破了传统设计模式，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批时速160公里至350公里的准高速和高

速道岔，走在世界前列。图为1月25日，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操作焊接机器人焊接钢

桥的U型钢箱梁。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