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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看成果

中欧建交 40 周年，经贸合作取得了
喜人的成绩。目前，欧盟连续 11 年位居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 12 年是
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14
年中欧贸易额已达 6151 亿美元，占中国
同期进出口总额的14.3%。中国企业对欧
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井喷式
增长”，以 98.48 亿美元的成绩创下历史
新高，欧洲已成为最吸引中国投资的目
的地之一。

数量增长快，质量也不差。从领域
上看，中欧双方合作早已不再局限于初
级加工品与简单的货物贸易，而是更多
地涉及金融、核电、船舶、环保、生物
医药、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且合作程
度日益加深。分析人士指出，中欧合作

推动了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管理
的进步，中国的发展亦为欧洲提供了稳
定可靠的市场与价廉质优的商品，为欧
洲经济与就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欧经贸合作成绩斐然，发展势头
很好。总的来说，目前中欧经贸合作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只要中欧双方共同
努力，继续加强开放合作，达到 2020 年
中欧贸易额1万亿美元的目标应该不成问
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黄平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战略对接”利双方

如今，中欧双方的默契已经随处可
见。在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双方

将推动“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工业
4.0”携手、“中国制造”同“德国制造”
合力，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德国
总理默克尔则明确表态支持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同时希望启动中欧自贸
区可行性研究。

不少专家认为，这种默契源于中欧
“战略对接”有着良好的基础。“中欧双
方一直有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在发展方
面也互有需求。应该说，中欧有着很好
的对接基础，可以实现有效对接，而且
有很多可以对接的发展战略。”黄平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大伟对本报记者表示，中欧未来的
合作空间很大，未来我国“十三五”规
划与“欧洲 2020 战略”的对接将有力地

促进中欧经济的合作发展。“首先，通过
市场对接可以消除壁垒，从而推动中欧
企业的投资发展；其次，产业对接将帮
助我国引进欧洲高端技术，同时我国核
能、高铁等优势产业也可以促进欧洲发
展；最后，项目对接将从微观层面上促
进双方发展。”李大伟分析。

“一带一路”是契机

中欧经贸合作的“战略对接点”在
哪呢？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作为一项重
视开放与合作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是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要契机。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表示，欧洲在
“一带一路”上发挥关键作用非常重要。
当今大多数的国际政策是面向世界的，
试图解决问题、应对危机，而“一带一
路”则是高瞻远瞩的，寻求以积极的姿
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黄静撰文
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的战略投
资计划对接，对中欧经济都是好事。黄
静认为，中欧还应进一步放眼全球，采
纳法国总理瓦尔斯年初访华时提出的共
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建议，明确提出共
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这些合作将有力地
推动中欧经济的发展，也将推动中国产
业升级。

“对于减少中欧经贸合作软壁垒与运
输障碍、扩大中欧贸易容量来说，‘一带
一路’战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
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结合本地优
势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往来，将极大地推
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同时，‘一带一
路’也将为欧洲的发展带来福利。”李大
伟说，政府应该更多地扮演“搭桥者”
的角色，更多让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发挥
主导作用。

高层互访频繁 关系更加热络

中欧经贸合作越来越火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自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
动创新创业的政策，全民参与创新创业的
意愿空前高涨。“十三五”时期，以“互
联网＋”、通信、高铁、航天等高端制造
业和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将步入从量变到质变、从产业规划到
发挥市场力量推动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
更具“含金量”。

创新增强发展动力

问：五中全会公报将“创新发展”置
于实现“十三五”需要树立并贯彻的五大发
展理念之首，强调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
发展方式的转变。怎么理解“十三五”时期
中国经济之“新”？

徐洪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
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规划，首先强调推
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
创新等，这“全方位”创新将创新放在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呈现新
态势，进一步向中高端迈进。在经济增长

“数量”保证的同时，“质量”的保证则通
过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制造业转型
升级等增加中国经济的附加值，也就是增
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在全球竞争
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二，从需求端来讲，首先是老百姓
的收入和经济发展会更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要翻一番，收入的增加意味着老
百姓消费能力的增强。

第三，从供给端来讲，则体现在投资结
构的改善。增加供给其实就是增加投资，调整
优化供给的结构其实就是调整优化投资的结
构。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下我国的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不光是基础设
施，还有大量的民生工程，包括医院、教育、养老、城市公共建设
等都需要增加投资。此外，个性化、差异化、新兴化的消费热点
也需要投资来保证这些领域的供给，比如文化的消费、信息的
消费、养老的消费、健康的消费、旅游的消费等。

转型走向“中国创造”

问：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未来5年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哪

里？
徐洪才：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产业

链当中的位置会改变，简单地说就是从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从
“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中国
的产品不再是“价廉物不美”的代名
词，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
将更多地成为中国的“代言”。同时作为
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也会增加进口，
从向世界输出产品到从各国进口各种产
品，更多分享世界经济的红利。同时，
中国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的改革与完善。以前中国是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的“被动的接受者”，现在我们要
转变成“主动的建设者”，在国际舞台上
更多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竞争优势方面，第一是我们可以通
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更大力度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
已经取得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第二
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们在高科技研
发、大型装备制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第三是更加注重培育人力资本的优势；
第四是中国人敬业精神的优势。中国在
非洲、拉丁美洲等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影
响力日渐增强，我们在当地所做的投资
以及进行的经济援助，从国际社会来
看，既是中国“正能量”形象的体现，
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

四项举措激发潜力

问：您认为未来5年，对于中国经济
的发展而言，体制机制的创新将从哪些
方面有所突破？

徐洪才：第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就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这里面就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不
管是简政放权还是要落实的 3 个清单制
度，即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及
2017年1月1日就要全面推广的投资管理
体制的负面清单，都会有力释放微观主
体的活力。

第二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继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多元化主体，培
育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
创新的主体，这会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能
力进一步发挥。

第三是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我们的市场中介组
织、NGO等社会组织严重匮乏，这些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能
够起到市场有序监管“润滑剂”和沟通双方主体“桥梁”
的作用。

第四是不断完善法律体系。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
法治经济，法治环境的完善、监管体制的完善也是制度创
新的重要内容。只要法治完善，才能更充分地释放经济的
潜力、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未来五年》系列访谈 ②

近期，中欧关系可谓
“持续升温”。在习近平主席
圆满结束访英之后，德国总
理默克尔进行了其任内的第
八次访华，而此前荷兰国王
的访问与 11 月法国总统的
即将到来亦备受海内外关
注。专家指出，中欧的频繁
互动是双方众多利益切合点
之下的必然。中欧建交 40
年来，双方不仅在经贸领域
频获突破，更在社会发展等
层面彼此交融。

中欧班列“营口港”至“俄罗斯·卡卢加”直达国际班列近日运行，这是辽
宁省营口港继开通莫斯科、华沙、白俄罗斯等国际班列后的第六条中欧班列。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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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应急产业培育成新增长点

发展应急产业，既可以为装备、材料、医
药、通信、保险、物流等领域提供新的发展空
间，也可能孕育出紧急救援服务等一批新的产业
形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经济活
力，扩大社会就业，推动经济稳增长。要努力把
应急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说。

●加快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金融资本是推动创业创新尤其是支撑高科
技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应该鼓励发
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机构，为创
业创新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还要积
极发展股权众筹、新三板、区域间股权交易等
配套服务体系，加快实现科技成果资本化、产
业化。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
杨跃承认为。

●“一带一路”促进海外并购

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提高到国家战略高
度，建立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设立包
括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在内的机构，这些举措将
有力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步伐，尤其在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

——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务部合伙人庄树青
表示。 （梁益琴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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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王俊岭） 记者
从中国工商银行获悉，由该行和中德经济顾问
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德中小企业论坛”今天
在安徽合肥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和德国的 55家
企业、100多名商界领袖聚集一堂，共同探讨未
来中德企业家的合作。

据悉，本次论坛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
间举办，旨在配合近年来不断深化的中德经济
关系，系统性地介绍双方投资机遇，增进中德
中小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互惠，构建“政
府—银行—企业”多层次互动体系。

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中德两国经
济互补性极强，中小企业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未来工商银行将以金融引领带动投资，为中德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作出应有贡献。

10 月 29 日，
2015 金 融 街 论
坛暨第十一届北
京国际金融博览
会在北京展览馆
正式开幕。本届
金博会共有 100
多 家 银 行 、 保
险 、 基 金 、 证
券、信托、大型
企业、互联网金
融集团参展，其
中互联网金融企
业 30 余 家 ， 占
比 达 到 30% 左
右 。 每 个 展 区
都人头攒动，场
面异常火爆。

樊甲山摄
（人民图片）

互联网金融
博览会上抢风头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
博览会上抢风头博览会上抢风头

中德纵论中小企业合作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曲哲涵） 中
国保监会今天发布前三季度行业数据。今年
前三季度，保险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9040.52 亿元，同比增长 19.49%。行业资产
总量115779.60亿元，较年初增长13.97%。预
计利润2440.19亿元，实现同比增长95.05%。

在业务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前三季度
保险业发展呈现保险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创
新渠道业务快速增长；外资公司业务增速较
快；保险赔付平稳增长等亮点。

此外，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结构不断调
整，收益率水平保持了较高水平，截至三季
度末，资金运用收益共计5968.50亿元，资金
运用平均收益率5.92%，同比上升1.95个百分
点。

前三季保险业利润大增前三季保险业利润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