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4.10
星期二

今日12版 第653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中国改革报社主办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
微信公众号

奉献有价值的改革新闻

改革网 www.cfgw.net.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公报发布报纸格公报发布报纸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

改革时评

重点推荐

图说新闻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Email:crdzbs@163.com
本版编辑：王春华

强化平台支撑
打造“信用滨州” 9版

在扩大开放中
推动互利共赢

□ 曹鹏程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大幕拉起，享受着亚洲经

济一体化红利的人们共赴“东方之约”，参加这一开放的

盛会。

“大家将听到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外交部

部长王毅的预告，早已激发起众多与会者的好奇和憧

憬。联系“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这一年会

主题，更多人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充满了期待。

改革，与开放相伴相生，又推动着开放不断向纵深

行进。这一点在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过去在亚洲范围内，中国是重要的中间产品进口

国，如今的中国正代替美国成为主要的消费产品进口

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重要性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

值。中国的地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孕育在深度融

入世界的过程当中。

通往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的路上有一条“时光

隧道”，近200张珍贵的史料图片和近500分钟的史料视

频，全景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

开放恰是其中一条清晰的主线。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

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层层推进，过去5年则达到了一

个全面推进的高峰，带动整个世界向着互利共赢的方向

前进。曾经，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人签一个合同

都十分困难，而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播撒全球，

大国与小国、穷国与富国平等互利的思路进一步拓展；

曾经，相邻的非洲国家互相访问却要绕道巴黎，而当“一

带一路”联通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一个不可分离

的整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习近平主席过去几年在

博鳌论坛上的主题演讲，都反复强调“要秉持开放精神”

“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开放的路并不平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低迷，

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逆全球化”之风此起彼伏。然

而当人类已经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当世界经济的大海已经无法回避，解决困扰世界的

种种问题，只能在继续开放中寻找办法。正因如此，中

国下定决心做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推动者和建设

者。也正因如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斩钉截铁地宣示：“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开放的力度将更大，惠及世界的程度会更

深。”这是中国的承诺，更是中国的底气。加入世贸组织

之初，国内曾有人为此惴惴不安，“与狼共舞”的阵痛让

无数企业家夜不能寐。然而回头看去，就如习近平主席

所说，“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

游泳中学会了游泳”。不拒众流，方为江海。面对一些

发达国家频频挥动贸易保护大棒，亚洲和世界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放、联动，需要包容、平衡，更需要

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守卫者”和“开放贸易体系的火炬

手”，向世界展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引领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

“博鳌”，有鱼类丰硕之义。今天的世界还不够美

好，“鱼多鱼肥”的明天，需要我们一起去争取。博鳌，

2018，中国将会勇敢地把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推开，而新

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开启的将是一条带来更多可能性

的大路。

□ 王昌林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

级。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公布了拟加征25%关税的中国

商品清单，涉及每年中国出口美

国的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

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信息、医药化

工、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约1333个

产品。为反击美国的贸易保护主

义行为，当天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

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综合分析，由于中国经济当

前稳中向好且长期稳定向好，市

场回旋余地大，发展动力足、韧性

强，中美贸易摩擦将对我国经济

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

对我国就业影响有限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

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推进，内需稳步扩张，为应对中美

贸易摩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次美国“301 调查”所涉及的

500亿美元，只占2017年我国对

美国出口的11.6%，占我国总出

口的2.2%。初步测算，即便500

亿美元出口商品有所下降，对经

济增速的影响不到0.1个百分点，

我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6.5%左右的预期目标和城镇新

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镇调

查失业率5.5%以内的目标。

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直接

带来就业岗位净减少的规模有

限，风险完全可控。机械设备、

医药、钢铁有色等行业不是劳动

密集型行业，部分企业对美出口

额小幅下降不会引起大规模裁

员。同时，考虑到部分出口商品

可以转向其他国家或者国内市

场，就业岗位实际受到的冲击将

会更小。另一方面，我国就业市

场空间广阔。近年来，我国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

发展，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

重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

的能力显著提升。同时，我国城

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推进，也为劳动力就业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对我国物价影响可控

总的来看，我国对美国大豆、

猪肉等进口农副产品加征关税，

对国内CPI影响相对有限。

近年来，我国从美国进口量

最大的农产品是大豆，进口值在

130亿~160亿美元，占从美国进

口农产品总额的60%左右。从产

业链看，大豆主要通过影响油脂、

饲料、豆制品价格来影响CPI。目

前，国内油脂供应比较充足，尽管

加征关税后豆油价格会有所上涨，

但棕榈油等丰产会发挥替代效应，

整体上油脂价格仍将保持低位。

饲料方面，大豆粕在饲料中比重较

小，近期猪肉价格下跌导致豆粕

用量进一步缩减，未来即使豆粕

价格涨幅扩大，对肉价影响也相

对有限。豆制品方面，占食品类

CPI的权重较小，影响更为有限。

据初步估算，假设大豆价格

上涨 25%，将拉升国内 CPI 约

0.25 个百分点，平摊到全年，预

计CPI 波动中枢将保持在2.4%

的水平，仍在3%的调控目标之

内。进一步考虑其他国家农副

产品对美进口品的替代效应，我

国对美国大豆、猪肉等加征关税

的反制行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

影响将会更低。相反，我国选择

大豆对特朗普政府进行反制将

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我们的研究表明，若我国选择全

面禁止进口美国大豆，由于我国

需求量很难被其他国家替代，将

导致美国相关行业国内增加值减

少129亿美元，就业减少达8.6万

人。从PPI看，由于我国对美直

接出口的钢材、铝制品、化工品规

模有限，美国对我国相关出口产

品加征关税，对PPI影响有限。

对我国市场影响不大

从供给侧来看，美国对我国

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

关税，将逐步沿着产业链和价值

链上下游进行转嫁，最终结果会

由出口商、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供

货商以及美国采购者共同承担，

并不会完全由我国企业负担。此

外，我国出口企业不仅可以选择

内销市场和其他国家出口市场进

行对冲，而且还会有企业库存周

期进行源头化解。

从需求侧来看，近年来，随着

我国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拓展，对高

端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美国对我

国加征关税的产品市场可以部分

转向内销。据测算，2018年我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首次超

过美国，达到40.4万亿元（6.1万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

从汇市看，国际市场并不看

好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近

期美元指数超预期疲弱就是其中

一个例证。考虑到特朗普新政红

利可能进一步衰竭，欧日等非美经

济体持续复苏态势明朗，美元指数

将大概率维持震荡下行态势，这意

味着人民币未来还有一定升值压

力。但是，考虑到国内宏观经济稳

中向好、企业效益持续改善、物价

水平低位运行等积极因素，预计全

年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双边波动

态势，汇率预期基本稳定。

从债市看，尽管贸易战使美

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转弱，但在短

期通胀高企情况下，预计美联储

今年内还将加息两至三次，届时

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将会出现阶

段性高位震荡，全年来看将基本

延续稳定运行态势。

从股市看，尽管美国挑起的

贸易争端可能会影响我国相关进

出口行业效益，但伴随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将

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消费升级顺利推进、企业

盈利能力不断增强，都将为股市温

和上行营造良好的基本面。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潜力足、

韧性强，市场回旋余地和腾挪空

间大，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办好自

己的事，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充分

发挥优势，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开放，着力

激发内生活力和动力，完全能够

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国家发改委与喀麦隆经济部国家发改委与喀麦隆经济部
签署产能合作框架协签署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议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报道 近日，在习近平主席和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的共同见证下，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与喀麦隆经济、计划与领土

整治部部长阿拉明·梅签署了《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框

架协议》。

双方同意建立产能合作机制，重点推动两国基础设

施、冶金建材、资源加工、装备制造、轻工电子、产业集聚

区等领域的合作。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影响不大

““花海经济花海经济””
助力乡村旅助力乡村旅游与振兴游与振兴
精耕田园，美丽流金。清明前后陕西省汉

中市广袤的田野，青山绿水花金黄。这看似自

然应季而来的风光，实则是汉中人精心筹划，深

耕细作，以“花海经济”助力乡村旅游与振兴的

“美丽”成果。近日，汉中市各县区正如火如荼

地举行“油菜花海旅游文化节”，23条重点观花

线路上游人如织，花的海洋也成了欢乐的海

洋。最新数字显示，第一季度汉中市接待游客

12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6.6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25.1％和40.24％。图为一列动车驶过汉

中市南郑区新集镇油菜花海。

新华社记者 陶 明 摄

□ 本报记者 赵 薇

4月初的海南岛，阳光倾泻，

椰树成荫。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

坛上表示，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30年来，海南是中国经

济奇迹的一个缩影，海南的发展

更是印证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必然落后”。

全省GDP增长21.8倍
30年前，海南是一个落后的

边陲海岛，30年后，海南发展成为

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经济特区；30

年前，海南是一个农耕岛屿，30年

后，海南正全面面向现代化；30年

前，海南基础设施落后，甚至连红

绿灯都没有，30年后，海南通过海

陆空交通体系联通世界。

“30年来，海南是中国经济

奇迹的一个缩影。”沈晓明表示，

30年来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实现

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与

建省以前的 1987 年相比，2017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21.8

倍，地方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216.8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

长30倍和25倍。”

与此同时，30年来，海南建

成世界上第一条环岛高速铁路，

实现了全岛同城梦；建成中国第

一条环岛高速公路，即将实现县

县通高速目标；建成海口、三亚、

博鳌三个民用机场，第四个民用

机场目前在谋划中；生态环境质

量始终保持全国一流，空气质量

优良率保持在99%以上……海南

的创造奇迹之路仍在继续。

沈晓明表示，改革和开放既

是海南包容性发展的主题，也是

未来海南包容性发展的主要抓

手。“海南过去30年的发展，靠的

是改革和开放；今后 30年的发

展，我们还要靠改革开放！”

“坐岛观天”要不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和发展蓝图，宣示了对于中国愿

意同各方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

合作发展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在沈晓明看来，这都为共同

解决岛屿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

了中国方案，也为海南进一步深

化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指明了方

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固步自封、‘坐岛观天’只会

在历史的潮流中被淹没。”

如今，三十而立的海南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目前已与全球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已与国

内主要城市通航，开通了334条

国际航线，年入境游客突破了

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越来越

多国际酒店、国际学校、国际医

院、国际社区、国际赛事、国际美

食融入海南，海南的国际化水平

也明显提高。

“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只有起

点；发展没有坦途，前行中必定有

困难和挑战。”沈晓明坦言，当今

世界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海南与其他岛屿经济体一样

也面临环境脆弱、内部市场狭小、

人才缺乏等问题，面临世界经济

发展中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挑战，

以及气候变化、能源和资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非传统的危险。“应对

诸多全球性的挑战，所有的岛屿都

不能独善其身，我们的安全与发展

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合作中实现包容性发展

沈晓明提出，岛屿经济发展

要继续推进互联互通、继续推进

产业合作、继续推进人文交流、继

续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

挑战、继续为岛屿经济包容性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有句俗话：“要想富，先

修路。”岛屿作为独立的地理单

元，与外界的互联互通至关重

要。目前海南正在围绕打造泛南

海国际贸易和航运枢纽，大力推

进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

个地区空中和海上的互联互通。

“争取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开通

100条以上的国际航线，拓展以

海南岛为基点的南海游轮航线线

路，开辟直航线和班次，促进旅客

和货物运输便利化。”沈晓明说。

他指出，岛屿国家和地区要

鼓励多层次、宽领域、机制化的人

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助的人文交

流层面。近年来，海南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文

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民间合

作，与沿线30多个国家的60多

所院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合

作关系，共招收1000多名沿线国

家留学生，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

者600多名。

“任何蓝图都不会自动变成

现实，需要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

力。让我们秉承丝路精神，在竞

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包容性

发展！”沈晓明表示。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30年来，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