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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约

4.5%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主要经

济 体 中 发 展 质 量 最 好 的 国

家。进入 2023 年，中国疫情

形势整体向好，生产生活加快

恢复正常。随着需求逐步回

升和政策效应叠加，中国经济

社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为世

界各国带来更大机遇，中国作

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动力之源

和强劲引擎的作用也将进一

步凸显。

2022 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
值 超 过 120 万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一些国际机构正在上调中国经
济 2023 年的增长预期。如何评价近
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

伊沃娜·拉杰瓦茨：过去 10 年，中国经济取

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即使在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中国也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亮眼成绩。我

注意到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了去年中国经

济最新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工业生产快速恢复，

实体经济稳步发展，各项产业数据都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持续回

升。此外，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在稳步推进，金

融数据中信贷强劲增长预示着投资动能将进一

步增强。

陈文玲：从 2013 年到 2021 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6.6%，高于同期世界 2.6%和发

展中经济体 3.7%的平均增长速度。衡量经济发

展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能否带来更多绝对量和

更高质量的发展。从整体情况来看，中国是世

界经济稳定之锚。在世界经济下行背景下，中

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经济长周期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

要素依然稳固。

朴汉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

直保持稳定，并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中国拥

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是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产业配套最

好 的 国 家 之 一 ，这 让 中 国 经 济 有 能 力 抵 御 风

险。中国经济韧性强，无论是在 1998 年亚洲金

融危机还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都充分

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内需市场、

消费市场和地方市场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此外，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和年轻人活跃的消

费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于泽：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系统贯彻新发展

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国内需求不断提升，贸易依存度从

64%下降到 32%；巩固制造业领先地位，2021 年，

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提高到接近 30%，高技术、高

质量、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

提升。

沙基尔·拉迈：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在全球

经济波动中展现出定力和韧性，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成就。我常常惊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长

期性、连贯性以及中国政府高效推行关键决策

的统筹执行力。目前，在产业链管理和营商环

境建设方面，中国具有全球领先优势；通过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城市群发展规划等，中

国成功应对多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挑战；

通过推进科技创新和扩大内需市场，中国经济

发展的潜力正被激发，市场活力不断增强，为进

入新发展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钟正生：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速

度，2020 年以来，中国率先走出第一波疫情冲

击，彰显在全球经济中的稳定器作用。中国以

完善的供应链有效弥补海外生产能力的不足，

对外贸易总额较快提升，助力世界经济恢复发

展。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水平和

质量不断提升。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

高收入国家门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城

乡 、区 域 发 展 差 异 缩 小 ，并 全 面 打 赢 脱 贫 攻

坚战。

202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 2023 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近期，中
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落地见效。这些将给中国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带 来 哪 些 影 响 ？ 对
2023 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展望？

东艳：中 国 优 化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将 显 著 提

振市场信心，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制造业

以及餐饮、旅游、航运等服务业的恢复。中国

经 济 整 体 呈 现 稳 中 向 好 趋 势 ，预 计 将 实 现 恢

复 性 增 长 。 在 消 费 领 域 ，伴 随 着 消 费 结 构 不

断 升 级 ，消 费 需 求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拉 动 效 应 将

不 断 增 强 ，内 需 继 续 成 为 促 进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力 ；同 时 ，贸 易 结 构 不 断 优 化 ，改 革

开放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

将不断提升。

科菲·库阿库：中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

对经济恢复发展将起到非常有力的促进作用，

相信中国的制造业等各行业生产力也将加快

恢复。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着力扩

大国内需求、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等政策

举措，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无疑会为中国

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对全球

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与世界多国的良好互

动也体现了其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努

力，例如构建高质量金砖伙伴关系，与非洲、中

东地区关系的不断密切等。相信在诸多积极

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保持在较

高水平。

朴汉真：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现阶段

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会议提出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

加 入《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等高标准经贸协议等举措，将令外资企业对中

国更有信心。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不断优化外

资企业营商环境，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

力将会越来越强。我认为，现阶段是外资企业

投资中国的好时机。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后在

中国能够看到企业投资信心恢复、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上升、消费者购买力提高，2023 年有

望成为恢复的一年。

伊沃娜·拉杰瓦茨：中 国 去 年 底 召 开 的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要 求 ，2023 年 要 坚 持 稳 字 当

头、稳中求进。会议在综合部署财政政策、货

币政策的基础上，将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

政策纳入并进行统筹部署安排，要求更好地协

调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将为 2023 年中

国 经 济 增 长 注 入 更 大 动 力 。 2022 年 前 11 个

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9.9%，显示出

外资对中国发展信心的增强。随着中国不断

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各项政策将逐步见效，韧

性十足的中国经济将在今年实现强劲复苏。

钟正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释放出

积极信号。展望 2023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

因素不断涌现：居民消费意愿回暖，消费作为

内循环引擎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加强；广义财政

工具对基建投资的支撑明显提升，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加速构建；绿色低碳、智能制造及汽

车 产 业 链 等 制 造 业 新 动 能 具 备 较 强 投 资 潜

力等。

陈文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个更好

统筹”，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统筹当前

和长远，体现了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和长远考

虑，有利于帮助中国经济回到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的快车道，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的高质量发展，

并最终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信经过中

国各方面、各地方共同努力，经济企稳将很快见

效，2023 年中国经济将强势反弹，全年经济增长

稳定在合理区间，并出现线下消费需求、制造

业、房地产市场、投资者信心等几个方面的明显

回升。

近年来，中国携手各方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
进国际发展合作指明方向。中国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对全球应对
经济衰退、实现复苏发挥哪些积极
作用？

于泽：中 国 经 济 活 力 和 潜 力 不 断 释 放 ，将

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首

先，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对冲了劳动

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保障了全球稳定和低成本

的产业链体系。尤其是目前全球通胀仍处高

位，中国产品对稳定国际市场价格起到至关重

要的压舱石作用。其次，中国超大国内市场为

世界提供稳定需求，随着今年中国消费进一步

复苏，中国将为各国产品提供新的市场机遇，

成为全球稳定的增长源泉。再次，中国新能源

产业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全球能源转型，降低新

能源产业成本，有助于稳定世界能源供给。最

后，中国积极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参

与 全 球 治 理 体 制 改 革 ，让 世 界 各 国 在 发 展 中

获利。

沙基尔·拉迈：当前，全球面临高通胀压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风。中国坚定支持全球

化发展趋势，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到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中国向全球提出了新时代发展的

中国方案。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中国

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为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稳

定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稳

定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持续贡献力量。作

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

走廊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两国在农业、通

信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找到新的合作增长点，

经济走廊发展的成果也越来越深入地走进巴基

斯坦千家万户。

伊沃娜·拉杰瓦茨：共建“一带一路”让中国

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和

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成为在全球广

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领跑

世界经济不仅凭借其经济实力，更在于其深厚

的多边合作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进

一步实施将起到更加重要作用。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机制已启动 11 年，以塞尔维亚为代表

的许多国家十分重视与中国在各领域开拓务实

合作，我们期待匈塞铁路等标志性项目继续取

得阶段性成果。

东艳：中国经济的好转将为其他经济体提

升外部需求，对稳定全球供应链，缓解全球通货

膨胀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内部需求的扩大将为

全球企业提供广阔市场，推进世界经济从温和

衰退重新回归低速增长轨道。中国不断推进数

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促进和引领全球技术创

新与产业转型，将提升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中

国加大开放力度，促进国际政策协调和国际发

展合作，通过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营商环境，

将为全球企业提供发展机遇。

科菲·库阿库：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 10 周年，在过去 10 年中，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和催化

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合作等领域取得了

丰硕成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红利。期待中国继续在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

巩固和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相信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

劲动力。

（本报记者白紫微、谢亚宏、马菲、程是颉、

闫韫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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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位于云南省景洪市的中老铁路

野象谷站货场，工人吊装集装箱。

李云生摄（影像中国）

图②：在 埃 及 最 大 的 中 资 制 造 业 企 业

——巨石埃及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工人在玻

璃纤维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图③：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跻身世界前

三十大港口行列。图为比雷埃夫斯港远景。

中远海运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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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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