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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舉行，600 餘位嘉賓彙聚南粵

中國窗口 連接世界

與會客人在會議間隙來到“脫貧攻堅的中國實踐與世界貢獻主題展覽”參觀。 吳偉洪 摄

11月 20 日下午，2020 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開幕。吳偉洪 攝

11 月底的廣州和風徐徐，全球開放合

作的思想火花在這裏迸發。

“全球化的浪潮將我帶到了粵港澳大

灣區。”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李德紘向在場中

外嘉賓介紹了廣州地鐵 21 號線天河智慧城

示範站。這是中國首座 AI 智慧車站，出自

李德紘團隊的手筆。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圍繞“大變局、

大考驗、大合作——中國現代化新征程與人

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2020年“讀懂中國”

國際會議（廣州）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國積極

參與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的堅強決心和堅定信心。

當前，中國“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

迎來收官，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

貧攻堅即將實現；“十四五”藍圖徐徐展開，

明年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

廣東既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改革開放成

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改革

開放的重要窗口。來自世界各國 600 餘位政

治家、戰略家、企業家彙聚南粵的背後，搭

建了一座中國與世界對話合作的平台，發出

構建讀懂中國與讀懂世界雙向互動的“最強

音”。

共用戰疫經驗 推動互信合作
48 國、189 座城市、6 種語言……在大

會開幕的一周前，世界城地組織廣州世界理

事會會議邀請來自全球各地的 350 名代表參

會，在廣州“雲相聚”，共用戰疫經驗，推

動全球互信合作。

“中國應對疫情的能力在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以及公共衛生等各領域要更勝一

籌。”清華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政

治和國際研究系前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在

平行論壇上多次肯定。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

諾羅夫點讚中國在全球抗疫的重要作用同

時，更期待與廣州乃至廣東在健康醫療數字

化方面建立合作平台。

近期，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國際會

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聯合發布《機遇之城

2020》報告。在“城市韌性”這一維度中，

廣州排名第四，報告稱其“重視在醫療、災

害應對等多個相關領域的投入，擁有良好的

經濟實力和充分的基礎資源”。

“廣州提煉出了適應本地防疫特點的

公共衛生理論，具有預見性和主動性，是城

市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現。”中國社科院當

代西方經濟理論研究室副主任、行為經濟學

實驗室執行主任姚宇說。

面對疫情，中國的防控措施和支援世

界抗疫行動贏得了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蘇

加諾的讚賞。

“國際社會應該給予中國更多機會，

展現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信條。疫情讓全球

經濟遭到打擊陷入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我

們感到更需要彼此的幫助。”她相信，現在

是世界攜手合作、建設美好未來的時候，更

是停止挑釁、衝突、敵對的最佳時候。

新發展格局為全球復蘇開“藥方”
正值世界經濟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

大幅萎縮、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

逆流的多事之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看來，新

發展格局是中國為重建全球信任，推動經濟

復蘇開出的“藥方”。

新發展格局絕不是關上門的國內循環，

而是要通過更大力度、更高水平、更深層次

的改革開放，進一步做強大循環、暢通雙循

環。“疫情發生以後，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

不降反增。”黃奇帆說，接下來將進一步完

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

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反復強調“開放”

二字的重要性。“要開放、開放、再開放，

吸引來自全世界的優質生產要素。”他說。

不久前，RCEP 正式簽署。這將進一步

提升亞太地區經濟增長品質，推動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促進亞太和全球經濟發展。

“科技自立自強與開放創新是辯證統

一的關係，科技自立自強不是要關起門來搞

創新，而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

網絡。”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表示，科技

自立自強可以讓中國平等地、更好地參與全

球科技合作。

全球經濟治理呼喚互利共贏
大變局、大考驗中孕育著大機遇，如

何用新的姿態面對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是世界

各國需要共同回答的時代命題。

“改進國際合作、強化包容性多邊決

策機制絕對是現在和未來全球的當務之急。”

比利時前首相伊夫·萊特姆表示。

全球經濟治理以平等為基礎，就要

直面經濟全球化遇到的挑戰，更好反映

世界經濟格局新現實，使經濟全球化朝

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

的方向發展。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在

視頻中表示，開放戰略對中國或是其他任何

國家而言，必須成為共同參與的互惠機遇。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自成功施行對外開放。

“中國提出更高水平的開放，務必敏銳地捕

捉全球回應。只有相互信任取代猜疑，開放

才能發揮實際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探索規則銜接、

治理創新的前沿，正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和建設世界級城市

群。

“大灣區有制度優勢和中央政府協調，

形成統一貿易規則後肯定比歐盟做得好。”

在鄭永年的設想裏，要把大灣區建設成為一

個“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成為世

界的資本、技術、人才等資源配置中心。

“我們應秉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

理理念，創新並完善適應疫情後世界政治經

濟的全球治理體系，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

擁有制度優勢，可率先探索、走在前列。”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王超說。

以更大的開放擁抱發展機遇，以更好

的合作謀求互利共贏。正如馬丁·雅克所說，

“世界在經歷一場大變局，它將主導未來十

年甚至幾十年的發展進程，需要中國和其他

國家攜手開展合作應對這場治國理政的大考

驗。”

� 譚超�周甫琦�朱偉良

■研討會

為經濟全球化“降噪”
貢獻“中國方案”

11 月 21 日，2020 年“讀懂中國”國

際會議（廣州）十場平行研討會同步拉開，

國際國內“雲”上聚首，連線熱議。

新基建、新製造，金融開放合作、跨

國企業機遇、城市更新、科技創新……從

主旨演講到十場平行研討會，幾乎每一個

主題都有同一個關鍵字——經濟全球化。

與會專家為全球化趨勢、中國機遇把

脈定向，在科技創新、金融改革、企業發

展等領域建言獻策。其背後的共識皆是，

中國正在著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

局絕不是關上門的國內循環，恰恰是要通

過更大力度、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改革

開放，進一步做強大循環、暢通雙循環。

全球化正從“硬”變“軟”
國創會副會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

副總裁朱民對全球化進程持樂觀態度，他

表示，儘管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劇烈變化，

但當前世界還有大部分國家是發展中國家，

勢必會形成全球資源的流動。“逆全球化

的‘噪音’不斷，但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變。”

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于洪

君看來，世界各國彼此需要共謀發展的經

濟態勢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只能隨

著人類的進步、發展而繼續拓展和深化。“中

國需要世界和世界需要中國的歷史大勢沒

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

全球化的大勢不變，但新的變化正悄

然發生。不少與會嘉賓指出，當前的全球

化正從商品、資本的互動逐步走向技術、

服務、信息的流動，“軟”全球化越來越

取代“硬”全球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建言，中

國的關鍵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便是

發展、改革和開放。

“中國市場潛力的不斷增大，中國開

放的大門進一步敞開，將為各國提供更廣

闊的市場機會，對世界經濟穩定發展提供

更大的活力。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中國還

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深化

雙邊多邊區域合作。”彭森提到，不久前

簽訂的 RCEP 就是多邊主義的勝利，為全

球區域一體化注入了強勁動力。

開放體制釋放新基建潛力
大會現場，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李德紘

自豪地介紹他的團隊來到廣州的作品：廣

州地鐵 21 號線天河智慧城示範站——這是

全球首座 AI 智慧車站。在李德紘看來，選

擇大灣區，是因為傳統的基礎設施建設在

信息化的助力下，成為新基建，這是拉動

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正是因為看好這一趨

勢，他成為 2019 年第一個全職來到粵港澳

大灣區工作的外籍人士。

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產業變革下，

新基建規劃在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

穩定的根基的同時，也將助力全球經濟在

新冠疫情後的復蘇和發展。

春華資本集團首席創始人、董事長胡

祖六提供了一組數據：未來五年，中國對

新基建的支持將達 10 萬億元人民幣，帶動

總固定投資纍計或超過 17 萬億元人民幣。

擁有開放的市場、開放的經濟是全面釋放

新基建潛力的必要前提條件。”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

樊建平提到，他所在的研究院曾多次與境

外高校合作，通過共建研究中心、聯合實

驗室，不僅招聘了大量具有海外背景的高

端人才，也孵化了不少企業，為深圳的產

業輸送了寶貴的人才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