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之年走好深化之路

——中外人士聚焦中国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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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正处在重要关口，中国迎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化之年。 

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进展?这种变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怎样将改革向

纵深推进?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年年会的中外人士贡献了各自的看

法。 

为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现了 6.7%的经济增

速。更重要的是，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去年下半年以来中

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长。 

“供给侧改革包含很多内容，但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资源

利用的效率最大化。”渣打集团董事会主席韦浩思说，中国正进行多方面

的改革，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消费和服务业。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论坛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对钢铁、煤炭

以及现在的铝行业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是有效的，去产能实现了对自然资

源的更高效利用，商品价格反弹，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恢复。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对中国积极引入技

术、鼓励创新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出席论坛的中外专家表示，尽管对于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各方还有着不

同的理解，但是结合中国的实践，强调简政放权、强化创新驱动、促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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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竞争应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沃尔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马丁·伦德斯泰特看来，短期内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可能带来阵痛，但从长期看，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有韧

性和包容普惠的发展。这也是他始终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原因所在。 

带来更多的机遇 

与会各方人士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的转型发展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论坛外方主席、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欧智华说，中国现在不仅是世

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贸易开放的“火炬手”。中国在经济增长、

改革步伐、转型速度等方面都树立了很高的标杆。 

参与论坛的力拓、淡水河谷等国际矿业巨头没有为中国钢铁行业去产

能感到担忧，因为改革会淘汰落后和污染产能，促使中国企业更多地消费

高品位矿石，反而给企业带来机会。 

凭借数字化技术，德国西门子公司安贝格工厂在员工总数几乎不变的

条件下，25年间产量增长了 8倍，而具有相同质量和效率的安贝格“孪生”

工厂已经落户成都。 

据西门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克泽尔介绍，成都工厂是企业在德国以

外建立的首家数字化工厂，目前已经和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众多本土公

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拓数字制造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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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深化之年，深化有两个含义，一是范围和任务拓展至“三去一降一补”

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以及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二是手段要深化，要更多地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用

改革的办法。 

不少中外人士表示，遵循市场规律，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应是下

一步改革的核心所在。 

过去几年间，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经济

转型。他注意到，中国城市深圳曾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地，如今已形成

了与硅谷相似的中小创新企业集群和创新生态圈。 

他建议，应进一步简化行政手续，确保初创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融资；

加强教育培训、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生产率继续提升，为创新巩固基

础。（新华社记者王希、侯丽军、张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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