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

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

体系和发展模式，我们

就能用创新不断增强

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和

吸引力，推动中国品牌

逐步壮大起来，在市场

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

全球领导力等方面取

得长足突破。

过去5年，中国进口总

额位居世界前列。预

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

口8万亿美元商品，出

境旅游将达7亿人次，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意义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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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开放释放世界新红利
□ 康 逸

“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

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改

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给出新的

开放宣言。中国主动作为，承

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世界已经感受

到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魄力和

魅力、决心和信心，也将从中分

享更多机遇与红利。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中国进一步从“世

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从

“制造大国”变为“智造大国”，

也将更坚持“引进来、走出去”

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在进口贸易、对外投资和金融

市场开放等诸多领域为世界带

来更多新红利。

新时代新开放，中国主动

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带来新

需求。过去5年，中国进口总额

位居世界前列。预计未来5年，

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

出境旅游将达7亿人次，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意义不难想

象。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

易出口4.81万亿元人民币，增

长6.4％；进口4.3万亿元人民

币，增长11.7％；贸易顺差收窄

24.1％。

新时代新开放，中国加大

对外投资力度，为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力。今年一季度，中国

对外投资合作取得“开门红”，

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

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进行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255亿美元，连续5个月保持增

长。中国将继续鼓励和引导对

外投资，促进投资目的地经济

和就业增长。

新时代新开放，中国大幅

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为世

界提供新商机。从扩大沪港

通、深港通相关交易额度到允

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从推动

银行业开放措施落地到保险

业准入政策优化升级，作为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头戏，中

国在金融领域措施连连，加快

落地。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

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新时

代的中国新开放，不仅因具

体政策措施惠及世界，也在

模式和理念方面提供借鉴，

启迪世界。

随着新旧增长动能转换加

速，中国正在为世界提供新商

业模式。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为契机，中国探索移

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经济模

式，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

经济等蓬勃发展，展示出未来

全球商业发展的巨大空间。

面对全球化双刃剑，一些

经济体或裹足不前，或内顾倒

退，中国始终坚定支持贸易自

由化，寻求普惠包容，为世界贡

献更好的合作机制和方案。

目前，中国已成为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

伴，与2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16

个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推动

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在刚刚结

束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上，中国呼吁加快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

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中国还致力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通过提出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切实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成

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造福

沿线各国人民。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

伐不会停息。实践证明，世界

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稳定、繁荣、发展的中

国是世界的机遇，与世界深度

交融的中国，也必将为全球贡

献更多正能量。

□ 王石川

50多个代表团、600多家国

内知名品牌企业、100多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和20多个品牌服务

机构……参展企业多，亮相品牌

多，与会品牌服务机构多，中国

自主品牌博览会刚办第一届，就

先声夺人、引人注目。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一向重视品牌建

设，并多次提出殷切期许。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创

建更多享誉全球的中国品牌，有

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利于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适应消费结

构升级。可以说，无论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还是满足人民的美好

生活需要，加强品牌建设都正当

其时。

“生活讲究品质，消费注重

品牌。”有组数字值得一提。

2015年，在“世界品牌500强”

中，中国品牌占据31席；2016

年，有36个中国品牌入选；到了

2017 年，中国品牌已占据 37

席。这种进步，尽管算不上大

步流星，但前进的步伐始终没

有歇脚，奋起直追的决心从未

动摇。从贴牌到创牌，从跟跑

到并跑，竞相涌现的中国品牌，

一次次地敲开国际市场的大

门，不仅重塑着中国商品形象，

更改变着世界品牌版图。梳理

展览会上的中国品牌，既看到

沉淀着如歌时光的老字号，也

有乘着信息技术东风的后起之

秀；既体会到新“四大发明”的

有口皆碑，也感受到“独角兽”

的蓬勃活力。每个品牌的生长，

都有着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都

诠释着大国阔步挺进的品牌抱

负。中国品牌正深度渗入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悄无声息

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

在品牌建设的征程中，我们

既要看到优势，也要补足短板。

建设品牌强国，我们仍然任重道

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打造品牌

强国的钥匙在哪里？答案就在

“创新”二字。

《人民日报》的评论认为，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

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

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

发展模式，我们就能用创新不断

增强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和吸引

力，推动中国品牌逐步壮大起

来，在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

和全球领导力等方面取得长足

突破。

中国品牌日的标识，是一枚

以篆书“品”字为核心的三足圆

鼎形中国印，蕴含了“品级、品质、

品位”的理念。在学习中提高，用

创新补短板，在厚植工匠精神中

提升品质，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弯

道超车，中国品牌一定会茁壮成

长，点亮高质量发展之路。

□ 佘 颖

在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中，随

着微信小程序以及SaaS服务商的

崛起，很多企业正在凭借平台流

量的绝对优势走上高成长路径。

可见，“粉丝经济”值得关注。

从行业发展现状看，很多电

商目前都在向微信迁移，“头部

商家”尤其踊跃。一些传统的品

牌商也在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

号与消费者积极互动。依靠精

准匹配的消费需求，营造多年的

信任度，“粉丝经济”的作用越来

越受到重视。如果说，过去零售

商发掘“粉丝经济”还有难度，在

SaaS 服务商崛起后，商家参与

“粉丝经济”已经变得简单很

多。通过使用限时折扣、多人拼

团、定向发券，也可以用访客统

计、客户来源统计等功能，商家

都可以实现活跃交易的目的。

目前，对一个想要做出品牌

效应的商家而言，流量不只是发

展的美好愿景，更是生存的刚

需。比如，一些电商通过砍掉过

多的供应链环节，直接连接消费者

与商家，物流成本又可以摊到极

低，最终可以给消费者更优惠的

价格。但从长远看，商家如果不

提前将流量私有化，把消费者的

购买力和数据变成自己的资产，

就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有专家分析，从发展前景看，

目前“粉丝经济”最大的机会在知

识付费领域。比如，对10万个人

讲一堂45分钟的课，与对1个人

讲一堂45分钟的课相比，授课者

的成本几乎没发生太大变化。如

果通过自己的粉丝群或者公众

号、小程序开展社交营销，让这

些欣赏自己的“粉丝”进一步把

课程介绍给他们的朋友，那么授

课者的收益可能就会大大增加。

不仅如此，“粉丝经济”还有

更多玩法。比如，商家设置“我要

送人礼物”，买家下单完成支付

后，将订单分享给朋友，朋友领取

并填写收货信息，卖家直接发货

给对方即可，既可以一对一派送，

也能像发红包一样买一堆礼物分

享到微信群或朋友圈里，让朋友

来“抢”。在知识付费领域，这一

设置的效果可能会更大。对消费

者来说，可能不大愿意花钱去买

朋友转发的商品或者某个人的课

程，但如果有人免费送，多数人还

是愿意尝试的。“粉丝经济”会不

会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下一个爆发

点，值得关注。

□ 毛建国

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5月9日派出7个督

查组,赴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对培训机构、中

小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全面深

入了解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其调研形

式是明察暗访相结合。

校外培训本来是让孩子们

兴趣得到拓展的地方，但事与

愿违，如今的校外培训为了挣

更多的钱，甚至联合一些无德

的老师来个“校内不讲校外

讲”，不仅败坏了风气，还给很

多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

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

学生参与培训的规模超过

1.37 亿人次。这些数字所反

映的是家长的无奈，也是对孩

子们的伤害，更影响了人们对

教育改革的评价。

鉴于校外培训的顽疾,治

理必须动真格。此前,教育部

等部门也曾联合下发《关于切

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

通知》，但由于校外培训牵涉了

太多利益，很多地方在执行的

时候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值得强调的是，此次专项

督查“明察暗访相结合”值得关

注。相对于单纯地听汇报,明

察暗访更易了解真相,从中可

以看出有关部门治理校外培训

的决心。相信随着专项治理行

动的深入，一定能够迎来清新

的校外培训市场，素质教育得

到真正实施。

□ 祝建波

近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对《黄山风景

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的意

见，拟对不遵守规定，擅自进入

未开发区域而涉险，并需要救援

的旅行者收取相关费用。如被

救援者拒绝支付，将被纳入景区

“黑名单”，并依法追偿。

近年来，野外探险成为众

多旅游者热衷的旅行方式，越是

天然原始的险境，越能吸引探险

者猎奇的脚步。然而，如果在自

身经验和装备水平不足的情况

下“说走就走”，一旦发生不测，

不仅会严重威胁旅游者自身安

全，还会给社会救援增加负担。

对陷入困境、险境的旅游

者予以救助，是政府和社会义不

容辞的责任，但并不等于营救费

用和成本就必须由公共财政埋

单。我国旅游法也明确规定，旅

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

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

政府和相关机构及时救助。但

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

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

担的费用。

从这一意义上说，黄山风

景区管委会拟对不遵守规定、需

要救援的旅行者收取费用是一

个顺势而为的选择，有助于倒逼

旅游者自觉约束自身行为。

当然，要真正杜绝野外探

险中的任性行为，仅靠有偿救援

来约束还不够。景区管理部门

要尽量将工作前移，做好宣传、

警示工作，让更多旅行者懂得遵

守规则的重要性。同时，有必要

将造成严重危险后果的任性“驴

友”列入“黑名单”。此外，还可

借鉴陕西等地推行的探险“备案

制”，当有旅游探险者报备后，相

关部门及时受理、评估与处理，

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或风险，要及

时提出意见和忠告，必要时可依

法制止。

□ 王君平

近年来，各种养生机构、保

健产品坑老骗老事件屡屡见诸

报端。人到老年，谁都希望健康

长寿。但问题在于，不少老人甚

至包括高学历人群，也往往是有

健康意识、缺科学的健康知识，

有健康诉求、缺正确的健康理

念。面对五花八门的营销手段，

他们容易陷入“养生陷阱”。

养生保健的乱象由来已

久，这与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有

关。目前，相关卫生管理部门主

要负责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单位的监管，对那些非医疗机构

的所谓养生馆没有执法与处罚

权；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企业

主体资格审核、经营行为规范及

消费纠纷调处，很难对其经营项

目的专业性进行有效监管。

近年来，政府部门推进“放

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那么，市场监管

部门需要创新机制，加强对养生

企业的监管。首先，市场监管部

门要从“严进宽管”转向“宽进严

管”，从忙于事前审批中跳出来，

做好事中事后的监管，该整改的

整改，该取缔的取缔，让养生服

务规范化、有序化。

其次，要建立协调机制、出

台规范标准，提升监管效能。

再次，在互联网时代，监管部

门还可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为监管装上“火眼金睛”，开

展监管部门间信息系统整合，实

现部门间的监管互联、信息共享，

从而提高监管的覆盖面，最终让

那些见利忘义者无空可钻。

治理校外培训就得动真格

户外探险也不能没规矩

创新监管机制铲除“养生陷阱”
建设品牌强国 关键在“创新”

“粉丝经济”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