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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全程“不见面”
改革趟新路

依托“互联网+政务”，65%以上的

企业登记全程“不见面”……2018年以

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以集成改革试

点为契机，出台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全球化的
最好选择

□ 聂晓阳 施建国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近日

在瑞士达沃斯拉开帷幕。从去年的“在

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到本届年

会的主题“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

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这一全球瞩目的

盛会传递着一个清晰信号：全球治理正

在面临严峻挑战和深刻变革。

今年达沃斯年会主题聚焦全球化的

新动向，这既是对世界当前存在问题的

深入探究，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殷切

期望。

论坛工作组人员说，本届年会组织

策划工作最主要的指导方针，就是坚持

“对话”和“利益相关方”原则，在缺乏多

边合作的情况下改进国际协调，促进应

对全球性挑战所需要的个人、企业、社会

和政府不同层面的协同努力。

用达沃斯论坛组织方权威人士的说

法，当前一系列挑战开辟了一个新的全

球化时代，而伴随着技术革命而来的一

系列变革也并非孤立发生在单一国家和

领域，“这就要求我们给出全球性回应”。

美国一家儿童公益机构高级主管帕

尔瓦蒂·桑托什-库马尔为世界经济论

坛撰文，呼吁领导者以大局观谋划未来，

“世界相互联结，人类的命运也密不可

分。无论是社区还是国家，都不能将自

己与外界阻隔。”

世界经济论坛“社会与创新”项目负

责人尼古拉斯·戴维斯则表示，未来推动

全球化进程的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以积

极价值观为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

球化4.0都是弥补以往时代错误的机会，

它始于建立对共同未来的相同承诺：争

取共同利益，造福子孙后代”。

这些理性的声音，正是对中国理念、

中国方案的呼应和共鸣。

面对国际形势动荡多变、逆全球化

暗流涌动的局势，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

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

化，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想人为让世

界经济退回到孤立的旧时代，不符合历

史潮流。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

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

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世

界正在经历空前变革，个人、企业、社会

及政府以及整个世界的关系都在面临深

刻调整。不少国家社会治理赤字加剧，

制度弊病不断吞噬政治资源、集体理性

和社会共识。受困于国内危机，先前有

意参会的美英法三国领导人集体缺席本

届年会，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情绪

的写照。

这一时代背景下，达沃斯论坛及其

所倡导的开放、对话与合作精神，显得更

加珍贵。这种精神造就了达沃斯论坛持

久的吸引力，也将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

启迪。

正如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所说，打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关键在于各利益相关

方采取共同行动。自我封闭或激发保护

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

“复兴国家边界的趋势和全球互联互通

的其他阻碍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

界已经成为一个共担责任的社区。”

达沃斯新一年年会再次告诉世界：

开放合作，才是推动构建全球化新模式、

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最好选择。中

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在开放中合作、以

合作求共赢，为给世界带来稳定、美好的

前景发挥积极作用。

□ 施建国 聂晓阳 田栋栋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月22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正式拉

开帷幕。包括中国嘉宾在内的3000

余位各界代表在此纵论天下政经大

势。达沃斯与中国的情缘可以追溯

到40年前，双方携手合作历程与中

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40年间，阿

尔卑斯山麓的达沃斯论坛见证着中

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平凡的历

程，见证着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闪

亮篇章。

第一次握手

点开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的

大事记栏目，“1979年”是一个特殊

的年份。一张黑白集体照占据了整

个网页。合影中，十几个东方面孔在

一群西装革履的欧美人中显得格外

醒目，这十几个人约半数穿着中山

装，半数穿着西服。网页左下角注着

几行字，标题是“1979年，对中国打

开大门”，说明很简洁：“这是论坛与

中国长期关系的肇始，此后每年都有

中国官方人员参加达沃斯论坛。”

1979年2月9日，一条以日内瓦

为电头的新华社消息报道，以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

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欧洲

管理论坛讨论会，受到论坛执行主席

劳斯·施瓦布及各方热烈欢迎和重视。

这是中国牵手达沃斯论坛的历史

性时刻。“欧洲管理论坛”就是世界经

济论坛的前身，达沃斯当时翻译为“达

伏斯”，而“论坛”主席即达沃斯论坛创

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施瓦布是最早注意到中国改革

开放新气象的西方人之一。施瓦布

说：“我在1978年读到了有关邓小平改

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就确认中国

将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在施瓦布的诚挚邀请下，才有了

以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为团长的中

国代表团的首次达沃斯之行。钱俊

瑞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了中国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方针，以及发展同友好国

家经贸合作关系的基本政策。改革

开放成就这场美丽邂逅。自此，中国

与达沃斯携手至今40年。

真诚的合作

谈到对当初与会中国代表的印

象时，施瓦布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年

中国代表更多是倾听别人发言，“很

少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他始终确

信，中国将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

角色。

中国代表团首度亮相达沃斯不

久，1979年4月，施瓦布第一次踏上

中国的土地，随行的还有20位欧洲企

业家。此后40年间，施瓦布几乎年年

来中国。达沃斯与北京虽远隔万里，

但日新月异的中国深深吸引住了达

沃斯，双方往来与合作渐入佳境。

1992年1月，在施瓦布的真挚邀

请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达沃斯会

议。也正是这一年，达沃斯举办了中

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与会者就中

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

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中国的变迁全球瞩目，中国的担

当世界喝彩。随着中国话题在达沃

斯逐渐升温，富有远见的施瓦布作出

了一个决定。2006年，世界经济论

坛北京代表处成立，施瓦布亲自出席

成立仪式。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成立

的第二年，达沃斯为中国“量身定造”

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

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举行首次

年会。此后，夏季达沃斯论坛轮流在

大连和天津举行。

2017年1月，达沃斯论坛迎来“中

国高光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年会

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

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

的演讲引经据典，妙语连珠，生动亲

切，融通中外，以充满哲理的中国智

慧，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为处在十字

路口的全球化进程指引方向。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总干事穆勒记忆犹新。他说，

习近平主席讲话反映了世界地缘政治

局势的重大变化。在世界面临诸多挑

战和日益分化的今天，中国理念深受欢

迎，因为这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符

合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意愿。

见证改革开放

2018 年 12月 18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克

劳斯·施瓦布微笑握手，并亲手为其

佩戴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我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一奖章。”

施瓦布领奖后表示，“在过去的40年

里，我亲身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发展。”

对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

席施瓦布而言，其本人亲历了该论坛

始于达沃斯40载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1年，时年33岁的施瓦布以

日内瓦大学教授的身份，召集欧洲公

司高管在达沃斯举办了名为“欧洲管

理论坛”的讨论会——这便是世界经

济论坛的前身。中国宣布改革开放

后，施瓦布即第一时间邀请邓小平参

加1979年年会。世界经济论坛官方

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年中国政府首次

派出官方代表团前往达沃斯，双方的

长久友谊由此开启。1979年 4月，

施瓦布应邀率20位欧洲企业首席执

行官组成的代表团首次访华。从

1981年起，论坛每年都在中国组织各

大企业首席执行官参加会议。1987

年，论坛正式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

1月22日开幕的2019年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

早在2016年，施瓦布便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断言：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中

国制订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充分具备了成为时代

先锋和全球经济领头羊的条件。”

“世界经济论坛支持这一进程，

并吸引中国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伙伴参与论坛在全球持续开展的多

方利益相关者对话与行动倡议。”

施瓦布表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

的各主要领域，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国

发挥关键作用。

40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

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见证者，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

推动者。瑞士小镇达沃斯，也从中国

了解世界经济动向、阐释中国改革开

放方针的窗口，更多地成为世界感受

中国经济脉动、倾听全球治理中国方

案的重要舞台。

一个对比耐人回味。

1980年，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中

国代表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欢迎欧

洲中小企业来中国投资经营，同中国

企业进行各种方式的经济和技术合

作。而到了2018年的达沃斯论坛

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分论

坛吸引了众多嘉宾和媒体记者，与会

者从更高的视角研究中国和世界交

融的方式和理念。

有人感慨，世界越来越渴望倾听

中国的声音，中国缺席的达沃斯可能

就不是达沃斯了。

翻开今年的达沃斯论坛资料本，

“中国”依然是高频词。本届年会举

办多场中国议题的分论坛，包括“中

国经济展望”“中国如何塑造全球商

业的未来”等。这一幕可能是40年

前首次踏入会场的中国与会代表所

不能想象的。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40年风

雨征程，阿尔卑斯山麓的达沃斯小镇

与中国从相遇、相识到相知；40年光

阴荏苒，从中国身影、中国声音到中

国贡献，阿尔卑斯山见证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辉煌历程和中国人民砥砺前

行的奋进足迹！

□ 王 璞

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宣布了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国

际友人名单，施瓦布名列其中。习近平

主席亲自为他颁奖。

将中国引向达沃斯

“在过去40年里，我亲身参与了

中国的发展。该奖章肯定了世界经

济论坛对中国发展发挥的独特作

用。我们在为中国发展全球关系、加

强多边合作方面提供了平台。”施瓦布

在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后感慨万

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中

国话题在达沃斯论坛不断升温。近

40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不但是中国

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见证者，更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

的推动者。回顾中国与世界经济论

坛共同走过的40年，中国官方媒体

将施瓦布描述为“促进中国对外经济

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其创办的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见证了中国从

倾听世界到被世界倾听的历史进程”。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还有

多名国际友人获得“改革友谊奖章”，

如松下幸之助、李光耀、萨马兰奇、

格林伯格和库恩等。

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松下幸之助(1894 年 11 月 27

日~1989 年 4 月 27 日)，是日本著

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

被人称为“经营之神”。

松下幸之助是最早支持中国改

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一。1978 年

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参观松

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时，已83岁高

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

迎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

刚开启时，松下幸之助曾两次访

华，松下电器成为中国首个日本投

资的外企公司(北京松下显像管)，

开始陆续在中国投资，把松下在中

国的事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融为一体。

李光耀 (1923 年 09 月 16 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曾

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

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

夕，邓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从

李光耀那获得启发，学习新加坡发展

经济和治理国家的经验，并由此坚定

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上世纪

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线，但仍然在

推动中新的第二轮合作，即新加坡在

中国的直接投资，建立了苏州工业园

区，由此通过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

进一步拉动了长三角经济的飞速发

展，开创了国家经济合作新模式。在

本世纪初，李光耀又推动了中新第三

轮合作，建立了一种更加环保、更具

生态意义的经济模式，即在天津建立

了新加坡生态工业园区，将一种新的

生态经济模式引入中国。

让中国走向奥林匹克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1920

年7月17日~2010年4月21日)，国

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亲

手颁发中国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

奥运金牌。萨马兰奇长期关心和支

持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1979年

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国

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做出重

大帮助。萨马兰奇对中国怀有非常

友好的感情。他曾不止一次说过：

“我的真正朋友在中国。”

推动中美友好合作

莫里斯·格林伯格是美国国际集

团(AIG)原总裁，1969年，格林伯格

出任AIG公司的CEO。

格林伯格先生现任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还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顾问委员会

成员。格林伯格在1975年首访中

国，并在此之后以各种形式对国内进

行大量投资,与中国政府拥有非常融

洽的关系，号称“中美经济桥梁”，

2013年10月访问湖北，提议并与湖

北省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发起长江国

际商会，担任长江国际商会创始名誉

会长，被授予湖北省省长经济顾问和

武汉市荣誉市民，至此成为中国北京、

上海、广州、重庆和武汉5个城市的荣

誉市民。自1990年应时任上海市市长

朱镕基邀请，出任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

家咨询委员会首任主席起，先后出任

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和湖

北省共5个省市长的经济顾问，是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首任外方主席。

向世界讲述中国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是一位

国际投资银行家。自1989年起，库

恩博士就在重组、并购、经济政策、产

业政策、科技、媒体、文化、中美关系、

外交事务和国际传播等方面向中国政

府提供咨询。他致力于向世界讲述真

实的中国，尤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

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他还与中国

主要企业合作，对它们在资本市场上

进行融资、重组及并购活动提供便利。

“改革奖章”见证难忘的中国情缘
该奖章肯定了这些国际友人对中国改革发展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近40年来，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倾听世界到被世界倾听的历史进程”

改 革 开 放 中 国 与 世 界 同 步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在1978年读到有关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1979年，

经邀请，有了中国代表团首次达沃斯之行。自此，改革开放中国与达沃斯携手40年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中国面孔
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胡厚崑（右二）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会。世界经济论坛

2019年会1月22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开幕，包括中国嘉宾在内的3000余位各界代表出席此次年会。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