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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

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6

万亿元，增长5.2%，增速居世界

主要经济体前列。受访中外专

家认为，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将继续为全球经

济复苏和稳定作出贡献。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

丁 纯（复 旦 大 学 一 带 一 路 及

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程 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张晓蕾（渣打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行长、总裁兼副董事长）

哈立德·阿克拉姆（巴基斯坦全

球战略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米盖尔·塞巴斯蒂安（西班牙前

工业旅游贸易大臣、经济学家）

易 思（英 国 皇 家 东 西 方 战 略

研究所主席）

恩里克·杜塞尔（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

谭哲理（南非中国问题专家）

图①：一批工程车辆在山东港口烟台

港装入中非班轮，将发往几内亚马瑞巴亚

港，投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唐 克摄（人民视觉）

图②：安徽马鞍山市博望区亚威机床

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赶制出口国外的智

能数控机床。

王文生摄（影像中国）

图③：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旗舰项目雅万高铁雅加达哈利姆站，乘客

来来往往。

新华社记者 徐 钦摄

图④：阿布基尔集装箱码头项目。该

项目位于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以东

30 公里的阿布基尔港内，由中国港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

史筱迪摄

2023 年，中国经济在持续承
压中走出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
曲 线 ，取 得 殊 为 不 易 的 发 展 成
绩。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在过去
一年中的表现以及中国对全球
经济作出的贡献？

哈立德·阿克拉姆：去年，尽管全球经济面

临多重挑战，中国经济依旧展现出强劲的复苏

势头和韧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为全球经济

复苏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维护全球产业链

稳定和提振国际市场信心方面。此外，中国继

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

合作，为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增长动力，中

国巨大的市场体量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也

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中

国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积极参与和

贡献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持。

丁纯：在 局 部 地 区 地 缘 政 治 紧 张 等 挑 战

下，中国继续发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

用——中国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货

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发布稳外资 24 条政策

措施，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措施，同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交通、信

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谭哲理：2023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有望超过 30%，显示出充足活力与强

大韧性。有专业人士指出，在全球经济充满不

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金融稳

定对于世界至关重要。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事实证明，在多重不利因素面前，中国携手各方

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

明倡议三大重要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

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挑战提供支持和帮助。

程实：首先，中国经济展现出显著的稳定性

和韧性，这得益于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尤其是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其次，中国

经济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全

球供应链的“世界工厂”，中国在电子产品、医疗

设备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生产和出口对于全

球市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促进了技术

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再者，中国通过有效的国

内政策与积极的国际合作，为全球经济复苏作

出重要贡献。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九项重点
任务之首，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如何看待科技创
新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的
作用？

米盖尔·塞巴斯蒂安：中国经济发展最吸引

我的一点，是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高技

术制造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转型升级

背后的关键点是对研发、创新以及教育、培训和

人力资本的大力投资。在机器人领域，中国是

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2 年工业机器

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 50%。此外，中国在锂

电池、光伏产品领域也保持着领先地位，2023 年

对美国、德国出口锂电池类中间品实现了两位

数的增长。这些都表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张燕生：去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再

创新高，达到 33278.2 亿元。欧盟委员会最新发

布的《2023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显示，

在全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2500 强中，中国上榜

企业数持续增长并保持第二位。近年来，中国

很多创新力排名靠前的企业都在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但也面临着基础研究较弱、盈利能力不强

等一些情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

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这也是

持续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

恩里克·杜塞尔：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

高质量发展，中国成功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许多中国企业在智慧交通、人工智能等科

技创新领域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领先地位。中

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积极培育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这一系列举措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

动 能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对 世 界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丁纯：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

产品已成为拉动中国出口的新增长点。还有许

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正在形成竞争优

势，为中国经济积蓄更大动能。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2023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拥

有 24 个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

第一。科技创新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将

是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率先实现创新突破、成果

转化既能推动产业转型和培育新产业，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也将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

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
世 界 和 平 繁 荣 也 离 不 开 中 国 。
如何评价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为各方搭建更多更大的合
作共赢平台？

谭哲理：中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

中国和国际社会创造了发展空间、搭建了合作

平台，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多边

机构，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框

架都是有力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为许多非洲

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

施领域，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网络逐渐覆盖

非洲大陆，极大促进了地区和国家互联互通。

非中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也为非洲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

易思：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有助于

壮大“全球南方”的声势。全球发展倡议回应

世界发展所需，全球安全倡议有助于世界维持

和平稳定的大环境。2023 年，中国不仅在经济

上不断推动市场开放，而且重视推动各方和平

解决冲突。未来，中国将为区域以及全球发展

带 来 更 多 合 作 机 遇 和 发 展 动 力 ，这 符 合 各 国

利益。

程实：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不仅展示了中国市

场的巨大潜力，也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商

业机会。随着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出台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稳外贸稳外

资措施的落地，中国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

了信心和确定性，还通过共享机会、共同发展和

改善民生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未

来，中国仍将继续将自身经济发展与区域乃至

全球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助力推进全球化纵深

发展。

张晓蕾：在金融领域，中国的许多开放举措

相继落地，得到了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积极

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一

个颇具影响力的市场，为国际性银行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平台和巨大的业务机遇。例如，中国

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域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减少外资准入数量型

门槛，渣打证券于去年获批筹建并完成登记注

册；中国大幅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今年

1 月，渣打中国成功获批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一般主承销商资格。受益于中国金融开放政

策，渣打银行在中国市场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哈立德·阿克拉姆：中国在减贫、工业化发

展等方面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参考。巴中合作不仅涉及资金和资源的投

入，还包括技术转移和人才培训，有助于巴基斯

坦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制造业、农业等领域的经验和技术，对巴基斯坦

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恩里克·杜塞尔：中国经济复苏将为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带

来积极影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拉中双方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双方在这一领域合作取得共赢局面，多

样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国的技术、经验与投资帮

助拉美国家不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近期，多家国际组织和国际
商业机构纷纷上调 2024 年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2024 年，中国经
济前景如何？有哪些值得期待
的发展新趋势？

张燕生：从外贸看，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预

测 ，2024 年 全 球 商 品 贸 易 增 速 将 高 于 2023
年 ，但 仍 处 于 全 球 贸 易 不 确 定 性 增 长 的 情 况

下。从物流、海运、海关的数据可以看到，从去

年 11 月起，全球外需逐步恢复，中国外贸回稳

向好，这一态势会在今年延续。此外，中国原材

料、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在不断拓展，

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的贸易额也明显

上升。2024 年中国外贸要保持继续增长势头，

就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

动贸易绿色发展和全链条数字化转型。

张晓蕾：展望 2024 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

仍具有巨大发展机遇和潜力。预计在宏观政

策支持下，2024 年中国经济将延续复苏态势，

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渣打银

行将继续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债券市场开

放、跨境贸易、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等诸多领域，

积极致力于参与和支持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发展。

米盖尔·塞巴斯蒂安：鉴于全球通胀得到控

制，2024 年全球经济表现预计将整体优于 2023
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也将保持经济在合理

区间运行。我认为，中国需要继续注重提高高

附加值产品出口额占比，同时关注内需，吸引更

多国际游客来中国旅游消费。中国自去年 12
月 1 日起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

马来西亚 6 国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是一

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易思：我 对 2024 年 中 国 经 济 前 景 非 常 乐

观，这份信心来自于中国对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模式的重视。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技术的

发展和品牌的繁荣，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品牌

而不仅是中国制造走出中国。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将成为中国经济 2024 年的主要发展

趋势，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此外，中国一直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弘扬优秀企

业家精神。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提高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这些都将有助于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白紫微、程是颉、闫韫明、颜欢、

彭敏、邢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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