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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3

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以“持

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的年会吸引了各

界人士的目光。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何在？

中国发展新机遇将如何增益世界？从

国际机构负责人到工商界人士，从政府

官员到包括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在

内的知名学者，在会上共话机遇和挑

战，凝聚发展共识，汇聚携手同行的

力量。

中国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注
入更多确定性

3月24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14号楼一层芳华厅，聚焦“中国持续发

展的动能与前景”的年会首场专题研讨

会正在这里举行。会场内座无虚席，有

不少人甚至挤在会场后排站着倾听。

“这里人气很旺，充满活力。很高

兴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多的跨国企业家，

大家都在讨论‘创新’‘开放’。”首次参

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新思科技总裁和

首席执行官盖思新告诉记者，明年将迎

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30周年，中国是新

思科技过去10年来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之一，此次参加年会就是希望了解中国

经济最新动态，寻找人工智能等未来产

业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合作新机遇。

与会者的热情是关注中国发展、参

与中国发展的热情，也是应对全球重大

挑战、促进共同发展的热情。

在世界经济整体疲弱的背景下，如

何看待中国提出的2024年5%左右的经

济增长预期目标，成为与会嘉宾们关注

的热点话题之一。

“2023年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强劲

反弹，增长率超过5%，未来中国将继续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

奥尔基耶娃在发言中表示，虽然当前中

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等一

些挑战，但要看到中国市场规模庞大，

仍存在巨大发展潜力。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嗣表示，

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去年

中国经济5.2%的增速符合预期，成为亚

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展望

未来，我们觉得中国在2024年将有一个

非常稳定的增长轨迹，并将位于政府宣

布的增长区间。”他说。

当被问及对中国实现今年增长目

标是否有信心时，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

弗里·萨克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萨克斯告诉记者，正如任何复杂的

经济体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内部挑战，

比如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等，但

这些都不是根本性问题。“我仔细阅读

了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份

非常扎实的工作计划，设定的发展目标

非常现实。”

“从最新一期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

心指数看，中小企业几乎在所有项下都

处于扩张区域，在中国经济微观领域复

苏态势明显。”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

思注意到，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企稳迹

象，消费者信心和出口不断恢复。“总体

而言，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前景非

常乐观。”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的持续发

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活力和确定

性，也蕴含着更多中外合作共赢机会。

正如今年年会外方主席、美国安达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所

言：“相信一个强大、繁荣，支持和投资于

国际体系的中国是世界的正能量。”

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长新动能

中国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是什么？

两天来，国内外嘉宾们在交流讨论时，

频频提及“新质生产力”一词，并表示从

中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广阔前景。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德国拜耳集团首席执行官比

尔·安德森表示，中国具有优秀的教育

体系，人才资源丰富，科创企业发展迅

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创新对拜耳来说非常重要。去

年，我们在北京设立了亦庄开放创新中

心，在上海设立了Co.Lab 共创平台，今

年还将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健康消费

品创新中心。”他告诉记者，拜耳未来将

继续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经济共同发

展，促进创新，助力中国消费者享受更

多创新成果。

新增11亿元人民币投资，扩建西门

子成都数字化工厂；在深圳建立西门子

数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近年来，

西门子公司持续在华投资，不断增强创

新能力，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博

乐仁看来，新质生产力涉及高科技、高

质量和高效率，与西门子的战略完全一

致，“我们相信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是西门子正确的技术部署，可以真正

支持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今年年会上，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与中国学者就“碳中和”展开

一场对话。库克表示，苹果提出了到

2030年实现全部产品碳中和的目标，而

这一目标需要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一

起完成，这其中包含产业转型升级新

机遇。

库克举例，此前他拜访了比亚迪等

合作伙伴，发现它们在循环利用和可再

生能源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仅能发展自身，也为跨国公司带来更

多商业机会。

“中国在我们全球投资战略中具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沙特阿拉伯国家石

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阿明·纳赛尔表示，中国着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将在石

油化工、先进复合材料和非金属材料、

碳减排技术、低碳能源、数字技术等领

域，为双方合作带来新机遇。

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

放宽外资准入，简化审批流程，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坚定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近年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更多

的市场机遇。

对此，与会外国工商界人士深有

体会。

“过去5年，我们在中国上市的创新

药品数量，超过了此前25年所有上市新

药的总和。”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

行官卫博科表示，这种快速发展充分体

现了中国医药行业的市场机遇以及营

商环境的不断改善。

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

开放促创新。

此次年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等

多个权威部门围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积极发声——

支持外资科技企业与国内科研机

构或企业共同开展科技攻关，深入实施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共同营

造创新生态；

更大力度引进外资，在增值电信、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等领

域开展准入试点；

加快出台 2024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

入限制措施；

着力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继续落

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断优化改进

服务，全面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

更多外资企业安心、放心投资中国、扎

根中国……

“过去几十年间，力拓向中国供应

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优质矿产，在此期

间中国也成为力拓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在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石道成看

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印证了这样一个道

理——可持续的发展不是零和游戏，只

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算上此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丹佛斯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行健，

在最近10个月内已3次到访中国。

拥抱中国绿色转型带来的业务机

会，这家来自丹麦的跨国巨头不断加大

在创新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投入。“中

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申了改

善营商环境的承诺，尤其是中国政府对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让我们坚定信

心，持续投资中国。”方行健说。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 26日电（记

者 罗江 王存福）在26日举行的博鳌亚

洲论坛2024年年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上，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

报告》发布。报告预计2024年亚洲经济

增速将达到4.5%左右，仍将是对全球经

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报告称，尽管面临各种外部经济挑

战，亚洲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

动能仍然强劲。在相对强劲的消费和

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下，2024年亚洲经

济增速有望高于 2023 年，达到 4.5%左

右；2024年亚洲GDP规模占全球比重预

计为49%，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在就业方面，2024年全球就业不甚

乐观，但亚洲总体失业率低于全球水

平；在物价方面，亚洲地区通胀压力将

进一步缓解，部分低通胀国家的物价也

将回暖；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亚洲数字

贸易加速发展、旅游业复苏加快以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等经贸安排持续推进，增添了新的动

力；在金融市场方面，亚洲主要国家资

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

业将趋于稳定。

报告还指出，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

持续推进。从2022年数据看，全球对亚

洲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保持稳定，达到

38.8%；亚洲经济体对亚洲货物贸易的

依存度保持在 57.4%的高水平。其中，

中国和东盟的货物贸易中心地位保持

稳定，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竞争力优势

明显，对其他亚太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持

续增长。

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于 3 月

26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今年年会

主题为“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

的责任”。

记者近日在山西临汾采访时，一项名
为“油改电”的新兴业务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这家名为尧兴新能源的公司原本从
事通信领域电源生产，在新能源“东风”之
下，不断扩展业务版图，找到了一个又一
个“赢利点”。

在环保压力较大的临汾，柴油工程车
是“污染大户”，当地对工程车“油改电”需
求强烈。尧兴瞅准这一市场，利用自身在
电源电控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探索开展
工程车“油改电”业务，即把工程车燃油系
统换装为锂电池系统。

尧兴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周良波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柴油装载机每小时
耗油18升，一天工作10小时，要花费1440
元左右；改电后，每小时耗电40度，一天花
费仅320元，这样一天就能省下1000多元。

不仅环保，还能降成本，尧兴的“油改
电”业务受到企业欢迎。临汾环源建材公
司去年5月投入40万元改装了一台装载
机，不到一年时间就省出了近30万元油
钱，预计今年就能把改装投入收回。

“比起新买电动车，‘油改电’更便宜，
还能延长装载机寿命、减少浪费，改装后
还可以享受5年的保修期。”企业负责人张
文进说，改电后充电1小时，可工作4小
时，到午饭时再充上，不耽误事儿，性能也
稳定。

首批企业换装改造的消息传开，越来
越多的个体户、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找上
门。尧兴新能源公司董事长王玉萍说，随
着环保政策倒逼，工程车“油改电”需求大
增，预计今年尧兴的“油改电”业务量将达
到1000辆，可创造产值近3亿元。

除了工程车“油改电”，尧兴还在积极
拓展动力电池回收梯次利用、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光储充检智慧充电站等业务。“中

国的新能源市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让我
们这样的小企业也能尽情施展。”王玉
萍说。

一家小小的企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新能源市场的广阔天地。在新能源这片
新兴“蓝海”之中，既有像宁德时代、比亚
迪、中国电建这样的“巨轮”，也有无数中
小企业千帆竞发、追风逐浪，在不断增长
的市场中嗅得商机，分得一杯羹，在创造
价值的同时也实现自我成长。

这种“烟火气”首先来自中国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2024 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双碳”目
标引领下，传统行业改造升级，节能环
保、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加速发展，绿
色消费不断增长……从生产到生活，
都在向“绿”而行，由此带来巨量的新
能源市场需求，为中小企业向“新”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烟火气”也来自日趋成熟的新能源
产业链。王玉萍告诉记者，“油改电”所需
锂电池、电机、电控等组件的零部件都能
在国内配备完成，这得益于我国完备的新
能源产业链条。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上一
颗种子能够顺畅发芽，新能源产业聚链成
群、集群成势，为中小企业营造适宜成长
的便利条件。

“烟火气”还来自与时俱进的企业家
精神。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
家，来自企业家精神。在追“风”逐“日”、
上天入海的新能源战场，处处是民营企业
家的身影。采访中，一位企业家用朴素的
语言表达自己走上新能源赛道的初衷：

“做企业不能躺在原地，要跟着大势走，才
能挣到钱。”

（新华社太原3月26日电）

近日，河北省卢龙县

刘田各庄镇的 200 多亩有

机蓝莓进入成熟期，当地农

民加紧采摘，供应市场。近

年来，卢龙县刘田各庄镇引

导农民采用“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种植蓝

莓、树莓等有机果品，促农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春分时节，东北黑土地上冰雪消

融，逐渐转暖。在吉林中部粮食主产

区，平静的田野里早早喧闹起来。田间

地头工程机械挖沟渠、修路面，正为建

设高标准农田抢工期，争取春耕前完成

施工进度，助力当地粮食单产再提高。

在吉林省榆树市土桥镇祥顺村地

头上，几台工程机械正在对田间路进行

平整。过去2米宽的砂石路经过扩宽、

平整、浇筑等工序，正在变成3米宽的水

泥路。在村头的另一处施工现场，刚完

工的农田沟渠内，两侧新修的护砌沿着

沟道向远处延伸。看着新修的农田沟

渠和机耕路，村党支部书记吴难说，大

家伙儿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榆树市位于东北黑土地核心区，是

全国产粮大县，拥有基本农田达500万

亩，有着“天下第一粮仓”的美誉。祥顺

村虽是黑土地，但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

修。赶上汛期，雨水沿着田间沟渠流

淌，将大量农田里的土冲走。种粮大户

孙亚新家的耕地就在沟渠边，这些年他

家的农田一直受沟渠流水的侵蚀。“赶

上水大，把地头冲得到处是水沟，土都

被冲走了。”他说。

去年由于雨大，祥顺村不少农田桥

被冲毁。“秋天一场雨，过去的田间土路

就成了‘大泥巴’，拖拉机进不去地，粮

食拉不出来。不少村民肩扛手抬从地

里拉粮食，别提多辛苦了。”种粮大户隋

志仁说。

今年，国家利用国债项目加大对地

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国

家政策、资金支持下，今年吉林省提高

建设标准、增加建设任务、采取工程化

试点，长春等粮食主产区比往年提前近

一个月开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粮

食稳产增产的重要举措。

榆树市计划今年完成50万亩以上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是近年来建设面

积最大的一年。去年以来，吉林省在祥

顺村投资兴建高标准农田，不仅为该村

修建70多座大大小小的农田桥，还铺了

40公里机耕路，为农田增施了有机肥。

“投资了1600万元，村里从来没见过这

么多钱，今年一垧地增产1500斤玉米没

问题。”吴难说。

在吉林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农安、德

惠、公主岭等产粮大县，不少村屯修渠、

上电、抛洒有机肥，高标准农田建设一

片火热。记者在部分村屯施工现场看

到，有村民也参与到工程施工质量的监

督中。作为施工单位之一的吉林省水

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现场负

责人孙波说，抢抓春耕前有利天气，加

紧施工，为春耕提升单产抢时间。

在吉林德惠，建设标准更高的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已派上用场。在当地义

和村的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大屏

幕上实时显示15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的气温、土壤指标等各项农业信息。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里不仅有各种监测

设备，还铺设了滴灌管道，打了农田井，

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设备。

合作社理事长林青松去年开始在

高标准农田里全部实施“水肥一体化”

技术，他将玉米种植密度从 5.5 万株提

高到7万余株，产量明显提高。“今年要

把种植密度提高到9万株，产量肯定还

能提高。”他说。

吉林省计划2024年要建成1000万

亩高标准农田，力争到2027年把永久基

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新华社长春3月26日电）

根据《珲春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延边支队基层单位扩建备勤宿舍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珲发改
审批【2022】142 号）及延边边境管理
支队用地申请，珲春市自然资源局拟
将珲春市密江乡密江村 1613.59 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给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用于建设延边支

队密江边境派出所扩建备勤宿舍建
设项目。在公告发出的 10 日后办理
供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先生 朱女士
联系电话：0433-7512786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3月27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公告
（三）

持续发展的中国利好世界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希 韩佳诺 董雪

报告预计 2024 年亚洲
经 济 增 速 达 4.5%

从“油改电”看新能源市场“新蓝海”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马晓媛

博鳌亚洲论坛

新华社记者 郎秋红 薛钦峰

加紧建良田 助力提单产
——来自黑土地的备耕一线见闻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黄

玥）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农

业农村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对开展

“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作出部署，活动

将聚焦广大农村妇女对法律资源和法

律服务的迫切需求，深化面向农村的法

治宣传教育，把法律知识和维权服务送

到广大农村妇女身边。

“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重点面向

农村妇女及其子女和家庭，围绕妇女权

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树立家庭新风

等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将在全国开展，

重点覆盖西部10省区市160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及西藏、新疆各县

（市、区）。

这一活动将选择5个省份举办示范

活动，采取“5+”模式，开展一堂专家普

法宣讲课、一次乡村“法律明白人”或农

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讲身边事、一场地方

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一次现场法律咨

询服务、一系列主题普法视频展播，并

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传播。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

际，组织开展有特色、接地气的普法宣

传活动；抓住重要节点，发动妇联团体

会员、普法讲师团、巾帼志愿者、乡村

“法律明白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等

开展集中宣传；把普法宣传融入维权服

务，为农村妇女特别是偏远农牧区群众

提供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四部门联合部署开展
“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