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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2017年年初，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向世界描绘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壮美蓝图。一年来，国际社会同声相应、相向
而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传达的睿智与远见赢
得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赞同。

第 48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3 日在瑞士小镇
达沃斯开幕。论坛将“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
运”定为主题。习主席去年开幕式上的演讲令不少
与会者记忆犹新。

“习近平主席那次讲话具有历史意义。”时隔一
年，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回忆起习主席的
演讲，依然感叹不已。“面对人类共同挑战，习近平
主席倡导的开放与协作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人们
已经看到，中国在气候变化、互联网未来发展和通
过‘一带一路’进行融资发挥的引领作用，同时在贸
易和循环经济方面扮演着越来越负责任的角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
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非常伟大的。中国为
实现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令人钦佩，非常赞赏中
国经济发展对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持续贡献。习主
席在演讲中告诉世界，中国站在全球化的一边，但
这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

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冈萨雷斯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富
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是通过孤立主义还是国
际合作解决，各国出现分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所传达的信息是：“国际合作是双赢的，而不是
零和游戏。”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017年 1月 18日，
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
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从历史和哲学高度为世界释
疑解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国际社会需要这样的合作理念来应对当今
和未来的问题，我们需要驱动者，需要中国这样的
大国来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的目标。”去年在现场聆
听习近平主席演讲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
勒对那次演讲印象深刻，并称这一理念在当今世
界“极受欢迎”。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一年前，经济全
球化似乎面临受挫局面，习主席的讲话是对各国
领导人和国际机构领导人全球化呼吁的回应。一
年后，我注意到很多国际机构领导人在提到全球
化时都在引用习主席当时的讲话内容。

毕马威亚太区主席陶匡淳说，习主席一年前
在达沃斯论坛上强调“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
开的”，对跨国企业而言，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的
大门越开越大。相比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保护主义
行为“保护”本国国民的短视做法，中国坚持开放合
作，不仅为本国国民，更为全人类谋福祉，这是睿
智而有远见的。(参与记者：翟伟、施建国、聂晓阳、
凌馨、邓茜、沈忠浩、刘曲、田栋栋、韩冲、马格达)

睿
智
和
远
见

国
际
社
会
再
次
热
议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推出
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举措”，“有一些措施可能超
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日前在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上的表态“引燃”达沃斯，中国扩大开放
的力度、广度和气度，带给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将隆重纪
念这一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举措，世界各国非
常关心中国对外开放向何处去，给世界带来什么。

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发表里

程碑式演讲，“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
的”、“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
局”、“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等一系列
表态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在达沃
斯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
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
化进程。

一方面，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吸引力”依然
强劲。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中
国实际使用外资 8775 . 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 . 9% ，规模创历史新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的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
发展中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外资

流入国。

另一方面，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加速度”让
世界获益匪浅。一系列数字可以印证：2017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44% ，是 2012 年的两
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
3 万亿美元、投资额超过 500 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了近 20 万个就业岗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作着最大
的贡献。2017 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三
分之一的份额。

时隔一年，达沃斯的“中国声音”再次让世
界振奋。刘鹤表示，中国将推出超出国际社会预
期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并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这
再次体现了中国政府“不放空炮”的务实做派和

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大国胸怀。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
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十三五”规
划期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每年 6 . 5% 以上的增
长目标。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进步的同时，并没
有止步于独善其身，而是积极承担起大国责任，
真诚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发展。

平台决定视野。在改革开放大业步入 40 周
年之际，中国已经站在此前想都不敢想的宏伟平
台之上。在此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中国有决心
有信心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世界而言，需要做的
是放飞想象力，去拥抱中国机遇，并与中国相向
而行，共同推动开放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共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

(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中国扩大开放承诺带给世界想象空间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1 月 25 日电瑞士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会场灯光明亮，座无
虚席。在本次论坛年会上，中国向世界释放了
积极信号：开放、机遇、发展。

作为经济腾飞的范例，中国又一次成为关
注的焦点。数百位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企业家和
媒体人士带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切来到这
里。

中国开放的路如何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年会致辞中表示，中国将加
快改革开放。刘鹤说，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听到中国在年会上释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的信息，英国投资机构合伙人鲁珀特·亚当斯大
呼：“棒极了！”亚当斯说，这是中国坚定支持经
济全球化的具体、实在的信息，他供职的投资机
构会在重要投资项目上加快与中国合作。

开放的中国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机遇？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

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 4 亿人左右
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
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同时，中国同 80 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协议，倡议框架下对
有关国家投资已超过 500 亿美元，一系列重大

项目落地开花，创造了近 20 万个就业岗位。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创造的机会和成
果属于世界。

“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传递的信息非常正
面，”阿联酋经济与贸易事务官员穆罕默德·
谢拉夫说，中国的开放不仅有益中国，也是世
界各国的机遇。

中国今后的发展趋势会怎样？
刘鹤在年会致辞中介绍了中国今后几年的

经济政策。他指出，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从
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刘鹤说，中国争取在未来 3 年左右时间，使
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

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
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

同时，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基本消灭绝对贫
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另外，中国将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其中
包括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以及信守应对气候变化
的承诺。

参会的嘉宾通过中国在论坛上传递的信
息，更加了解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

刘鹤说，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
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
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他说：“如果
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
这份报告。”

在达沃斯：中国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
1 月 24 日电(记者聂晓阳、
翟伟)第 48 届世界经济论
坛召开之际，第二届“一带
一路达沃斯论坛”24日在瑞
士达沃斯举行。与会代表纷
纷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沿线国家合作，有利于促
进地区发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
伊表示，全球化和多边主
义创造了很多奇迹，但目
前需要寻找进一步发展的
新方式、新动力，“一带一
路”倡议能在这方面发挥
巨大贡献。联合国负责经
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刘振民当天在论坛中说，
“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
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
新动力、新形态。贸发会议
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
说，在全球投资大幅下降、
贸易增长缓慢的背景下，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无疑将带动全球资本流
动，成为全球投资新热点。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
西夫在论坛上说，目前保
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妨碍全
球贸易继续增长，互联互通的合作将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关键。蒙古国外长朝格特巴特尔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符合蒙古利益，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和经济
增长，有助于维护欧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为发展奠
定更好基础。在泰国总理府官员科萨看来，“一带一
路”倡议非常重要，可改善沿线国家贸易关系。科萨
表示，泰国毫无疑问会和中国继续密切合作，推动
共同发展和繁荣。“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秘书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是中国支持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具体表
现，是中国为改善全球治理做出的贡献。

▲ 1 月 24 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 48 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上，中国企业家（右）出席“洞察力，新观念”会议。第 48 届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 24 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继续举行。 新华社记者徐金泉摄

中国企业家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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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或将接受问询 “通俄门”调查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说，期待尽快接受
“通俄门”调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的问询。
他同时强调，他的竞选团队未在 2016 年大选中
“通俄”，他也未在“通俄门”调查中妨碍司法公
正。

分析人士指出，“通俄门”调查不断深入特
朗普的“核心圈”并触及其本人，特朗普是否妨
碍司法公正已经成为调查重点。米勒团队虽然进
展明显，但目前尚未取得突破，“通俄门”未来
前景不明。

调查升级

米勒团队近来不断“约谈”特朗普身边人。
美司法部 23 日证实，特别检察官米勒上周对司
法部长塞申斯进行了问询。塞申斯是目前已知的
首位因“通俄门”接受问询的特朗普内阁成员。

塞申斯曾是特朗普竞选总统的主要支持者之

一。他在接受参议院任命其为司法部长的过程
中，隐瞒了自己曾在大选中和时任俄罗斯驻美
大使基斯利亚克有过几次会面，还被媒体爆料
和多个正接受“通俄门”调查的人员有关联。
塞申斯去年 3 月宣布不介入任何关于“通俄
门”的调查。

特朗普 23 日表示不担心塞申斯被问询一
事，并在 24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去年解除
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等举动，是对错
误指控的“反击”，而这则被解读为“妨碍司法”。

特朗普 24 日还说，他期待接受米勒的问
询，他的律师说问询或在两至三周后进行。但
是，白宫委任的专门回应“通俄门”调查的律
师泰·科布随即表示，特朗普当天在匆忙情况
下回应媒体，他仅在表明自己的意愿，将来只
会依据私人顾问的建议采取行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4 日援引知情人
士的话说，米勒团队已向特朗普律师递交了问
询涉及的话题，并明确表示想和特朗普进行面
对面的问询。报道说，双方仍在讨论问询的形
式，而特朗普律师或寻求以书面形式回答米勒
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若双方关于特朗普接受米
勒问询的谈判失败，米勒可以向特朗普发出传

票，要求其宣誓并在大陪审团前接受问询。分
析人士表示，这是白宫极力避免的一种情况。

寻找突破

特朗普去年 5 月以“领导能力不足”为由
解除科米职务，震动美国朝野。由于当时科米
正在主持联邦调查局有关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
大选的调查，他被解职引发舆论对特朗普动机
的质疑。

科米此后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称，特朗
普曾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调查“通俄门”中
的关键人物之一、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
克尔·弗林。

科米的革职直接导致美司法部任命前联邦
调查局局长米勒为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通
俄门”。据美媒报道，米勒已在去年对科米进
行了问询。

米勒团队此次向特朗普律师递交的问题清
单主要涉及科米和弗林，包括特朗普对科米在
革职后出席参议院听证的反应等。

分析人士指出，“通俄门”涉及面相当
广，米勒团队试图在繁杂的线索中抓住突破
口——— 即特朗普在联邦调查局相关调查中是否

存在妨碍司法行为。其中，解答特朗普是否妨
碍司法的关键问题是，他解职科米的动机何在
以及有无要求科米“放手”弗林调查。但也有
人指出，米勒此举涉嫌滥用职权。

前景不明

从弗林承认作伪证到塞申斯等多名特朗普
“核心圈”成员被约谈，米勒接手的“通俄
门”调查从去年 5 月以来取得显著进展。

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巴雷特表
示，外界不宜对米勒频繁“约谈”特朗普政府
现任和前任高管进行过多解读。这些“约谈”
并非意味着调查取得重大进展，按照惯例，米
勒也会在未来随着调查推进，视情况再次“约
谈”这些官员。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通俄门”调查取得
进展，但从历史上看，此类涉及总统的调查都
耗时长久，而米勒的调查尚未满一年，调查前
景目前并不明确。此外，民主党将继续推动
“通俄门”发酵，争取实现弹劾特朗普，“通
俄门”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两党争斗格局、共
和党对特朗普的支持力度等因素。
（记者陆佳飞、孙丁）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上接 1 版）像万洲焊接这样的创新型科技企
业，近年来在黑龙江频频“登台唱戏”。“科技型企业
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后，累计新注册成立科技型企
业达 10440 家。2017 年，黑龙江新注册成立科技型
企业 5204 家，增长 66 .8%。以石墨产业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正在黑土地上遍地开花，成为振兴的“新引
擎”。数据显示，2017年黑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
投资 4210 .6亿元，增长 10 .4%。规模以上工业石墨
产业完成值达到了 37 .4亿元，比上年增长 21 .2%。
像石墨产业一样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正在
黑土地上不断涌现。

经济变化带来民生“获得感”

经济发展一定要惠及民生。从交通到收入再到
就业，黑龙江人民的“获得感”正在逐渐提升。

齐齐哈尔人张文宇在哈尔滨工作，以前从哈
尔滨到齐齐哈尔，最快的火车需要 3 个小时，“一
个月最多回家一次。”现在，哈齐高铁的开通使路
途缩短到 85 分钟。“每周五都可以赶到学校接儿
子放学。”张文宇说。

交通给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新产业则让黑龙江
城乡居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虎林市近年凭借冰雪
资源开展国际“冰钓”大赛，让乌苏里江的鱼“钓”出
了知名度，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以前仅靠卖鱼
为生的虎林市渔民兰奎国，如今收入翻了一番。“我
是沾了冰雪经济的光了！”兰奎国说。

经济变化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
遇。2017 年，黑龙江省新登记企业 8 . 4 万户，增长
15 . 8%，实有市场主体 210 . 9 万户，这一数字是五
年前的 2 . 4 倍。36 岁的孙凤国已经在外漂泊多
年，去年他决定回到家乡哈尔滨创业，筹划开一家
洗车行。在他看来，家乡的发展环境近年来已经发
生了变化。“现在风气变了很多，很难见到以前那
种‘吃拿卡要’的了。”孙凤国说。

数据显示，黑龙江省 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跑赢”GDP，全省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 27446元和 12665元，增长 6.6%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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