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大报告用

一系列表述勾勒了未来数年中国经济的发

展方向。观察人士认为，这些表述预示着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出现重大变化，一个重要

特征是将从过去 10 年平均 10.7%的高速增

长转变为两位数以下的中速增长。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 2020 年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为此提出了

“倍增目标”，即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有经

济学家分析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难，中

国经济只需年均增速达到 7%就能够实现。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已经将 2011 年至

2015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多年来

的最低值 7%。2012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已从前些年连续的 8%调整为 7.5%。

“设定这样的发展目标，向外界传递出中

国经济主动减速的信号，表明未来中国将更

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

活。”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

从 2002 年到 2011 年的 10 年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 1.5 倍，达到 47.2 万

亿元。然而，中国也面临许多新问题，正如

十八大报告所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

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一些十八大代表认为，中国调整经济增

速，既与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也有

自身加快结构转型、提升发展质量的考虑。

十八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说，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很快过去，欧债危机

和美国财政悬崖等新问题接踵而来，这些因

素令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也给中国经

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十八大代表们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百年

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层

次影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低迷局面

短期内难有转机，靠外部需求刺激经济发展

对中国来说难以为继。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7% ，其 中 ，内 需 对 经 济 的 拉 动 作 用 占

105.5%，而外需的作用是负 5.5%。国内需

求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量的增

长到质的提升的新阶段，发展的内涵已出现

新变化。

“以往，我们发展是为了消除短缺，而现

在相当多行业在现有产业层次上已没有新

的发展空间，一些行业还出现了产能过剩。

发展的概念已不再是总量扩张的过程，而主

要是结构升级转型的过程。”十八大代表、国

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适应国内外

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

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

益上来。”这就表明，中国经济本身已到了转

型攻坚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模式将发生改变。

“中国经济增速正从昔日两位数的快速

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十八大代表、位列世界

500 强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董事长宋

志平对记者说。

他认为，快速增长期中国的经济体量基

数小，而中速增长期的基数大。基数越大，

增长难度也越大。“10 年前 GDP 总量为 10

万亿元，增长 10%也就是新增 1 万亿元的规

模；而现在 GDP 总量接近 50 万亿元，增长

8%就是 4 万亿元。”

对于外界有关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

陆”、增速出现大幅下滑的担心，一些代表指

出，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依然有着

广阔的内需市场空间，正在加快推进的城镇

化提供了强大的增长动力。

“中国幅员辽阔，内需市场、投资市场巨

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北京有全球最拥挤的地铁，各地要求建支线

机场，高铁建设正在恢复等，单是农村城镇

化就有约 300 亿平方米的房子需要改造，这

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宋志平说。

对于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地方官员和企

业家们来说，适应新的中速增长模式、把更

多精力放在转型调整之上，可能是一个痛苦

的过程。

“无疑，十八大将引领中国进入大调整、

大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现在必须转向以内

需为主的模式，现在必须更加关注环境的承

载能力、资源的保障能力。”十八大代表、中

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明星说。

中速增长预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会更

加注重稳定性、协调性。李扬说，十八大报告

在提出两个翻一番指标的同时，将更多笔墨

放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尤其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

布局之中，向外界表明未来发展将更趋向均

衡和可持续，更关注增进人民福祉。

分析人士认为，7%的增速其实并不低，

保持这一增速对世界意义重大。

“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以 来，中 国 一 直

是 世 界 经 济 的 重 要 参 与 者 。 中 国 市 场 需

求推动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持续平

稳 增 长 将 成 为 世 界 经 济 走 出 阴 霾 的 最 重

要推动力。”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鲍泰利说。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调整转型期

出版单位：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总编辑：范培康 副总编辑：张伟勋 牛方礼 报社总机：95013812345 总编室：010-64671065 邮箱：zongbian＠ccpit.org 零 售 价：1.60元
本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静安西街 2号 邮政编码：10002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0014号 广告热线：010－64671063 发行热线：010-64667277 印刷：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全年定价：160元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12A84（总第4123期） 2012年11月13日 星期二 周四刊 今日三十六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5 国外代号：D1110 邮发代号：1－79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 北 京 市 炜 衡 律 师 事 务 所
■ 赵 继 明 赵 继 云 律 师
■ 电 话 ：010-62684388

编辑：高洪艳 联系电话：95013812345-1024

制版：何 欣 E-mail:myyaowen@163.com

经贸看台

截稿新闻

本 期 看 点

详细报道见第 2 版

昆明将投资200亿元

建新会展中心
详细报道见第 5 版

燃企强身健体才能“笑傲江湖”
详细报道见第 6 版

金融危机冲击艺术市场

北京798或成“弃儿”

■ 车玉明 韩 洁

奥巴马连任，对中国有利吗？

详细报道见第 3 版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中国驻尼泊尔

大使杨厚兰与尼泊尔商务供应部常务副

部长乔西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关于向尼

泊尔提供 95%税目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

的换文。杨厚兰大使在签字仪式上表示，

中国重视发展与尼泊尔的友好关系和经

济往来，一直在尽一切可能支持尼泊尔的

经济发展；为了帮助尼泊尔向中国出口

更多商品，中国政府将兑现承诺，将该项

优惠扩大到涵盖 95%的税号商品；希望尼

方能够发展强大的制造业，提高产品供应

能力，以充分利用该项政策。 （尚 武）

中国和尼泊尔签署

95%零关税换文

新 闻 速 递

评级机构对美国财政悬崖发警告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功连任为美国清

除了一大不确定性因素，但同时，围绕该国

长期财政健康状况的担忧却依然萦绕不

去。近日，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重申，如果

美国未能解决财政悬崖和债务上限问题，

其信用评级可能将在 2013 年被下调。

中印经济总量有望超G7总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了题

为《展望 2060：长期增长的全球视野》的报

告。报告认为，未来 50 年，全球经济将持

续平稳增长，但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速度

不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在 2025 年左

右将超过七国集团，在 2060 年将超过全部

经合组织成员总和。

贸易发展使中企差旅开支增长

美国运通公司日前公布了 2012 年中

国商务旅行情况年度调查报告。报告显

示，近一半的受访中国企业在 2012 年的商

务旅行预算有所提高，国内业务和贸易发

展是推动差旅开支增长的首要原因。值

得注意的是，伴随亚太经济的快速增长，

全球差旅市场的巨大需求逐渐东移。

地方炼厂有望获进口原油配额

近期，有消息指出，国家发改委可能特

批中国化工集团旗下昌邑石化、正和石化、

华星石化、安邦炼化、蓝星石化等 5 家炼厂

从 2013 年起，获得合计 1000 万吨/年的进

口原油配额，这标志着国家政策首次向地

炼敞开原油进口大门。据社会机构透露，

目前，中国化工集团正与拥有原油进口权

的公司联络实施进口的可能性，但正式文

件还未发布，预计 11 月底前会有结论。

中资银行收购拉美金融机构获批

中国工商银行日前宣布，其收购阿根

廷标准银行 80%股份的交易已经获得阿根

廷中央银行批准。这是中资银行第一次

收购拉美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是中资银行

首次在国外控股收购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主流商业银行。交易完成交割后，工行阿

根廷子行将成为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网点

最多、业务最全面的中资银行。

（本报综合报道）

CIBTM搭建

会奖业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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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季春红）澳大利亚当地

时间 11 月 12 日，第四届世界华人经济论

坛在墨尔本召开。来自中国、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政界、工商界、学术

界的近 200 余人与会，就当前国际经济形

势下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如何为全球

经济强劲复苏提供动力展开了积极深入

的研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澳大利

亚维多利亚州总督亚历克斯·切尔诺夫、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百鲁、马来西亚

副首相丹斯里穆希丁分别致辞并发表主

旨演讲。

记者在论坛现场了解到，会议当天，

多 数 演 讲 者 都 谈 到 了 中 国 与 中 国 经 济。

有与会者告诉记者，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

开放，中国密切了与世界的联系，尤其是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

的稳步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在演讲中首

先阐述了现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

及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旨在厘清问题本

质，寻找破题的新路径。张伟说，刺激性

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

复苏的作用力正在减弱。如果不能找到

新的增长动力，一味地依靠刺激性财政获

取增长动力，世界经济可能会陷入更深的

泥潭。

张伟表示，世界经济衰退预示着全球

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经济秩

序，包括金融秩序、货币秩序遭遇严重的挑

战。打破传统格局、重塑经济新秩序对于

世界经济的复苏意义重大。

据了解，2001 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口

总额扩大了约 5 倍，年均增长约 20%，中国

迅速扩张的进口需求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推动力，为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创造

了巨大的市场空间。目前，中国已经是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

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

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

口市场。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和产

业的发展正在由规模出口向规模进口方向

发展。张伟透露的数字显示，未来 5 年，中

国进口的总规模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这将

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

本报讯 十八大代表、泉州市委书

记徐钢表示，近期，国务院已经批准《泉

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方案。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相

关部门将正式行文批复该文件。泉州将

成为继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

合试验区之后，第三个国家级的金融综

合改革试验区。

福建省政府今年 5 月出台了《关于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十一条措施的

通知》，明确提出要推动泉州国家金融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综 合 改 革 试 验 区 建 设。

目前，泉州设立金改试验区已具备扎实

基础。 （严 洲）

泉州获批成为第三个

国家级金改试验区

第四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在澳大利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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