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1日，第七次中日韩三国
外长会举行。三方外长会议机制建
立于2007年，主要任务是就三国合
作进展与未来规划、当年领导人会
议筹备工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
国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此次会议
除了要完成上述“规定动作”外，
更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思考影响三国
合作的关键障碍，探讨如何确保合
作健康稳定发展。

此次外长会召开的背景是，近
年来中日韩合作受到严峻考验。三
国外长会本应每年举行一次，从
2007年到2012年共举行了6次，但
2013年和2014年都未能举行。

很明显，历史问题是主要干扰因
素。因此，在中断了近3年后，外长会
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写入
会议联合新闻稿，成为此次高级别会

议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成果。
这一精神是三国外长的共识，

也是日本的郑重承诺。中国外交部
长王毅在出席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
之前会见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岸
田在双边会见中也就历史问题作出
表态：今年是二战结束暨联合国成
立 70 周年，日方愿意本着正视历
史、面向未来的精神，为改善两国
关系作出自己的努力。

日方释放积极信号的原因是，
在中韩及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
日本被迫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历史问
题。

历史问题并不是“过去时”。日
本政府一直千方百计掩盖侵略历
史，欲将其变成不再提起的“过去”。
安倍百般强调该国在战后机制规范
下的所谓“改造成果”，高调宣扬“积

极和平主义”，以此转移视线，掩盖
其错误史观，为不反省侵略历史找
借口。日本政府更明目张胆地动用
各种手段来否认强征慰安妇的事
实。对于安倍一错再错，日本国内不
少民众颇为反感，深受侵略伤害的
亚洲邻国坚决抵制，与日本并无过
节的德国政要好言相劝，连亲密盟
友美国也不愿袒护。日本开始认识
到，历史无法回避。

历史问题仍然是“现在时”。
中日韩都是重要经济体，合作不但
有利于三国，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
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
天，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各
国需要同舟共济。然而，由于在历
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日本不但没
能充分享受与两国合作的成果，反
而饱尝关系恶化的苦果。今年又恰

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日本如何对待侵略战争更备受关
注，是日不能逃脱的现实考验。

历史问题更“不应成为将来
时”。安倍喜欢谈未来，立志要把
日本打造成“一流国家”，为和平
作出贡献，也表示要与邻国搞好关
系。但未来不能靠空谈，需要的是日
本真诚对待。正视历史是开辟未来
的前提。历史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
道坎，日本休想投机取巧，蒙混过
关。但同时，历史并非迈不过去的一
道坎，有了客观公正的态度，形成一
以贯之的共识认知，必能豁然开朗。

中日韩外长会的举行标志着三
国合作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一契
机来之不易。希望日方珍惜机会，
彻底清算过去，让双边关系和三国
合作柳暗花明。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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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陈二厚） 3月 20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在听取工商总局负责人汇报后，李克强说，实现中国经济
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必须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也是结构性改革。
我们简化审批、放宽准入，催生小企业“铺天盖地”涌现，不仅可
以更好激发群众创造力、带动就业，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化协
作配套水平，促进大企业“顶天立地”。要切实落实好财税、金融
等扶持政策，对准初创小微企业经营中的难点、“痛点”加力出
招，让千百万新企业健康成长，在市场中更加活跃。要做好“互
联网＋”的大文章，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以“互联
网＋”行动计划推动新兴产业蓬勃壮大。

李克强说，规范有效的市场监管不仅扶弱小、助公平，
而且利发展、促繁荣。

李克强强调，工商部门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联接点。各
部门都要主动谋划，形成合力，端出更多便民利企的改革

“好菜”、“新菜”，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李克强在工商总局考察时强调

营造大众创业良好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2日
致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
成立60周年。电文摘要如下：

60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
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
得显著成就，我们对此感到由衷高兴。我们相信，在以朱马
里同志为总书记的老挝人革党坚强领导下，老挝人民一定能
够胜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十大胜利召开。

老挝人革党成立60周年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
老挝人革党成立60周年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

莫让历史问题成为将来时
■ 华益声

3 月 21 日，云南昭通市昭阳区后海梨花文化节举行。在形态各
异、造型别致的梨园，文艺演员们以天空为幕、大地为台、梨花为
伴，为市民和游客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邓龙启摄 （人民图片）

云南昭通梨花节开幕云南昭通梨花节开幕

3 月 21 日，在西非塞拉利昂出色完成为期两个月的埃博
拉疫情防治任务后，中国第三批援塞医疗队21名留守队员抵
达北京。据介绍，中国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共接诊146名患者，
其中113名阴性患者出院，成功治愈8名埃博拉确诊患者，实
现医务人员“零感染”、患者“零交叉感染”的目标。

洪建国摄 （新华社发）

我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回国我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回国

目前，新疆
哈密已获批风电
装机规模突破千
万千瓦，已建成
并网发电风电机
组达 400 万千瓦
以上。图为哈密
地区伊吾县淖毛
湖风电基地。

蔡增乐摄
（人民图片）

新疆哈密获批风电破千万千瓦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
制造2025”，这一酝酿多年的规划，如今仍在完善之中。在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与会专家与业内人士认为，这是
中国工业奋起直追的好机会。

制造大国的弯道超车契机

作为制造业的强国，德国政府提出的“工业 4.0”战略，
在不少专家看来，与“中国制造2025”殊途同归，都是瞄准
了新一轮的制造业革命，将信息技术和传统工业深度融合。

“中国有着独特的优势，我们是信息技术创新大国，也是
全球制造业的大国，这次机遇如果能抓住，那么我们就有可
能在以往工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创造一个弯道超车的奇
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熊群力表示。

“通过制造产品，再把它们卖给外国人，中国使自己乃至世
界经济脱胎换骨。199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还不到
3%，如今已接近 25%。全世界 80%的空调、70%的手机以及 60%
的鞋都是中国制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3月14日以封
面报道点赞“中国制造”。

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我们提出来工业的新目标，既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也存在
着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认为。

在林左鸣看来，未来至少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在新的制造业要求下，劳动力素
养要提升。“以前初中毕业就可以从事低端制造业，但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之下，
有些岗位甚至大专生都不能胜任。”二是劳动力需求会减少，这样会带来可能的就业问题。

“数据表明，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在下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
长高红卫认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尤其需要在理念上树立“协同”和“共享”的意
识。他认为，过去中国人做事不太习惯分享和协同，但在面临世界制造业的竞争压力时，
需要学会在协同中找到各自的利益和增长点。

全世界都在期待新时代

“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制造2025’之后，虽然具体的方案还没出台，但是全世界都在
期待了。”熊群力认为，除此之外，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等，都在表明一个
新的工业时代正在来临。

事实上，一些变革正在发生。据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博乐仁介绍，他们在成都
和上海的工厂，在打造数字化企业的目标之下，已经在实现加快产品上市时间，自动质量监控
等多方面实现突破。而在中航工业武汉的工厂，一条全新的生产线，原来需要6000员工，在新
的理念之下，只需要1000多个。

“中国很幸运，在需要产业转型升级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认为。

来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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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引擎”失去动力了吗？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是7.4％。2015
年，中国提出的增长目标是 7％左右。20
多年来的最低增速，引发世界关注。

“不必惊慌。”——这几乎是记者就中
国增速放缓采访境外嘉宾时，大家给出的
一致回答。

“尽管增速比过去低，但在全世界仍是
很好的增速。”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
说，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更看
重质量而非数量。“中国对投资和出口的依
赖程度有所下降，消费服务成为最大的增
长引擎，正是变化所在。”

已参加过15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
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将中
国经济的新常态视为“下一个中国”。中国
的增长将更多依赖服务和消费，但这一过
程必然伴随增长率的下降。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表示：“新
常态带来的将是一幅新的画面。”中国今明
两年 7％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指明了新常
态的方向。一方面中国还需要稳定发展以

创造足够的就业；另一方面，
这一增速足以为实现新常态目
标所需要的改革提供动力和保
障条件。

“如果说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
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
器，那么新常态下中国将扮演
更重要的稳定器角色。”出席
论坛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在胡鞍钢看来，新常态下的中国正从一
个吸引外资大国向输出资本国家转变，双向
增长格局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一个与世界更
深度互动的时代。（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人口红利”终结了吗？

按照传统定义，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
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持续下
降。这是否意味着长期以来助推中国经济
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的“人口红利”已经
终结？

专家认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

下降，但是由于教育程度的提升，人力资
本总量仍处于上升态势，到2023年前后才
会达到峰值。

“中国规模很大，各地区之间还有巨大
的不平衡，人口红利并不是说没有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可以通
过户籍制度改革、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等举
措，让制造业不要过早转向国外，而是从
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也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延长人口红利。”

（综合本报和新华社电）

面对调速，外宾说“不必惊慌”面对调速面对调速，，外宾说外宾说““不必惊慌不必惊慌””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
电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
年会22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张高丽强调，新常态要有
新思路、新作为。我们必须紧紧
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
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我们
将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激
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新活
力；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形成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
端水平的新动力；优化空间格
局，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和增长带；坚持以人为本，满足
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
新期待；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建设新格局。

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
题 是 “ 新 常 态 下 的 中 国 经
济 ”。 来 自 国 内 外 的 专 家 学
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
机构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链接▶▶▶

周小川：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本报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志强、白之羽）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今年将加
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具体来看，一要使境内外的个
人投资更加便利，二要使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三是修改 《外汇管理
条例》。

楼继伟：社保须坚持精算平衡
本报北京3月22日电（记者刘志强、白之羽）“社会保险是保险

的属性，必须坚持精算平衡。”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
继伟谈道，社会保险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政策设计要综合考虑人口
结构变化、人口流动代际可持续等情况，需要往后想50年或者更长时
间，“要调动当代人的积极性，强化个人责任，要建立一个自身能够精
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

张高丽：加快形成双中高新动力

图为与会的外国代表在听取嘉宾
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短期内会不会继续下滑？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何
在？传统的人口红利是否已消失殆尽？……在3月21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经济峰会和22日的年会上，中外专家围绕上述话题畅谈了各自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