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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新境界为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
晓彦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进博会不但

是一个全球商品和服务成交的狂欢季，

也是一个不同文化和理念声音交汇的

好时节。

6日，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年

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成果

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为期两天的论坛期

间，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界、

媒体界400余位中外代表出席论坛，围绕

70年中国发展经验及其世界意义进行了

对话交流， 深入探讨了各国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路径和方式，达成广泛共识。

思想的交流有多大价值？萧伯纳有

过一个说法：“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有

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仍然

只有一个苹果； 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

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就

有了两种思想，甚至多于两种思想。 ”昨

天的论坛探讨了七个议题，现代化的多

元路径探索、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扶贫减

贫的中外比较与启示、经济增长与包容

性发展、共商共建共享与全球治理以及

开放合作、文明对话，每一个议题都火花

四射， 每一位与会者从中都切实感受到

了中国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经济全

球化的决心， 共同见证了中国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采取的实际行动。

70年前的中国， 是一个占世界 1/4

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穷二白。

今天， 进博会把全世界的美食带上普通

市民的餐桌，曾经温饱不足的人们，即将

迈入全面小康，“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的

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是什么促成了中国奇迹？ 是什么催生了

中国震撼？ 是什么成就了“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源于“中国之制”。

“中国之治”，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它不是凭空照搬的

“飞来峰”，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传统

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模

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立

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本根，

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经验，是先进

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思想的力量到底能有多大？ 能征善

战的拿破仑留下了一个答案：“世上有

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

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人类历史表明，那

些能够把握历史规律、 驾驭时代大势，

并且对人类共同命运给予切实关怀的

思想，是不可战胜的。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一个积极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

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必

将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

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

“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发布上海共识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6 日电

（记者朱超 王琳琳） 第二届虹桥国

际经济论坛 “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 分论坛成果发布会 6

日在上海举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

民宣读了论坛上海共识。 共识表示，

70 年来， 中国人民用汗水和智慧创

造了美好生活，将一个曾经封闭落后

的国家建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取得了全方位发展进步。中国的发展

实践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

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探索多

样化的现代化道路。 长期以来，中国

与世界保持着良性互动。 中国提出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为增强各国

联动发展提供了新平台； 中国提出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于凝

聚各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谋划

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识呼吁， 各国智库和媒体以

本次论坛为契机 ， 拓展交流平台 ，

构建合作机制， 围绕关乎人类命运

的发展和治理议题 ， 开展更广泛 、

更深入的对话研讨， 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 ” 分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主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 新华社

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

战略智库、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协办， 旨在为世界各国智库和

媒体搭建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

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 ， 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界 、 媒

体界 400 余位中外智库媒体代表出

席论坛 ， 围绕 70 年中国发展经验

及其世界意义进行了对话交流， 深

入探讨了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路径和方式， 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越来越成为技术革命创新者引领者
扎哈里·米尔洛夫·扎哈里耶夫 （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主席）

全球化是历史的客观进程， 也是

21 世纪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 。 我们

必须看到， 全球化意味着 “人类命运

共同体” 的最终形成。

20 世纪后半叶和 21 世纪初期 ，

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 。 过去 40

年 ， 中国的发展非常快速 。 中国的

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

而且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模式提

供了成功案例。

我认为， 尽管中国的贫困标准比

联合国的标准要高， 但中国领导人设

立的 2020 脱贫目标是很实际的 。 可

以说，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保加利亚来

说至关重要。

全球化发展至今， 技术革命将改

变全球秩序。 美国、 德国、 俄罗斯等

传统强国的国际地位会有所撼动。 根

据中国网信办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今年 6 月，

中国网民已经达到 8.5 亿， 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 61.2%， 其中 90%的网民通

过手机使用互联网。 中国是一些大企

业的发源地 ， 包括阿里巴巴 、 腾讯

等， 这使得中国越来越成为技术革命

创新者、 引领者。

用科学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验
查尔斯·奥克丘库·奥努奈居 （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振奋人心

的。中国历史上历经了多次改革，积累

了很多经验教训， 并且持续不断地去

理解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据此做出

了重要的战略决策———认清现实 ，理

解矛盾， 用科学的方法去实现可持续

发展，这是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

非洲当前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但同

时非洲有着很大的发展潜能，只要我们

能够去理解当今社会的问题，并且学习

不同文明的发展方式，就能够实现自己

的发展之路。 在这方面，中国为整个国

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当中学到

了社会力量的作用。 中国从开始致力于

现代化建设起， 就开始重塑它的经济社

会发展， 终于找到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卓越成绩。 发展是

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 只有理解和不断

解决当前的挑战， 才能像中国一样通过

不断地改革实现繁荣富强， 进一步实现

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的美好生活。

我相信， 带着问题意识立足当下，

作出每个人应有的贡献，就能实现现代

化发展。 这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对全球化“趋利避害”是一条中国经验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不久前， 益普索公司发布了关于

“普通民众是否认为自己的国家正走

在正确的道路上”的调查报告，数据显

示， 在中国有 91%的受访者的答案是

肯定的，而在英国、法国这个数据分别

是 21%和 20%。

过去 40 年，中国获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一条“中国经验”就是———“趋

利避害”，即我们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态度， 融入了经济

全球化，拒绝了政治全球化。在经济全

球化中，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大胆推动

经济改革， 但对资本市场的开放采取

了谨慎的态度， 这种趋利避害使中国

避免了金融危机。

对待互联网也是一样方法。 中国

采取民本主义的态度， 聚焦使人民的

生活更便利。 中国的态度是认为新技

术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我们

就大胆拥抱它，然后在发展过程中，解

决各种问题和挑战。

面对全球化大潮，我认为应该借鉴

中国主张的民本主义和 “趋利避害”等

智慧，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模

式。 “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倡议，我

们欢迎西方国家更多地加入进来。

“中国之治”为实现治理现代化拓宽路径
鄢一龙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描绘了

中国治理现代化的蓝图， 治理现代化

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 中国治理现代

化不是西方化， 而是在借鉴世界各国

有益的制度成果基础上的 “中国之

治”，体现了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与

中国智慧。 它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治理

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之治植根于中国五千

年的文明传统。中华文明中的“一统多

元” 仍然是今天中国制度的基本特征

与核心优势， 同时又与现代的政党制

度、国家制度、经济制度与技术条件结

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 中国之治的核心要素是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赋予中国治理以灵魂。

第三，中国之治的体制基础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治理以人民为中心，而

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是服务于全体人民

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

展望未来，中国不但会在国家发展

上取得辉煌成就，在国家治理上也会取

得独特的伟大成就，这种成就为世界上

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拓宽了路径 ，

为人类现代化的百花园增添了色彩。

“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

全球治理是非常庞大的概念 ，必

须要从微观的区域治理起步。 西方的

态度却是试图找到一种标准适用于不

同的国家和区域，毫无疑问都失败了，

所以纷纷“退群”。相较之下，中国强调

的是不同模式、 不同道路的多样化 。

“一带一路”倡议为此创造了可能性。

首先，“一带一路” 要从区域的产

业链做起。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才是真实可见的，才可以生根落地；

其次，“一带一路”联合区域治理，我们

要建立透明的规则和机制， 由此搭建

区域治理的框架。 这些规则和机制不

能照搬西方，也不能只是针对中国，而

是需要植根于国际秩序和规则， 寻找

最适合该区域的机制；最后，对于那些

没有规则的领域， 我们要制定新的规

则。 比如，“一带一路”要和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等结合。 它不仅仅是修条路

那么简单。数字网络要实现全球共享，

构建“一带一路”的网络规则。

因此，“一带一路” 倡议是探索全

球治理的可能性之路， 也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它让全球治理变

得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也把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读懂中国市场魅力是读懂中国必要环节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

看看”。 中国市场的魅力谁都挡不住，

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 优质商品源源

不断地涌向中国。

中国市场的魅力源于 70 年来中

国飞速发展的财富累积。目前，中国拥

有全球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最强的

消费能力。据瑞士信贷发布的 2019 年

《全球财富报告 》，2019 年前三季度 ，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8.2%。 不出意外，中国将

在 2019 年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的消费市场； 连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也

有望超过美国。

中国市场的魅力还源于中国持续

深化改革与全面扩大开放的政策。 拥

有巨大财富累积的中国，没有吃独食，

而是欢迎他国搭中国的便车。 举行进

博会就是最好的证明。更重要的是，通

过不断深化改革， 中国越来越成为全

球企业的乐土。

实际上，读懂中国市场的魅力，恰恰

是读懂中国的必要环节。 相信第二届进

博会成功举行， 中国市场的魅力还会继

续放大，又会为中国发展这项“全人类进

步的伟大事业”迈出坚定的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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