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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国家治理
现代化摆到了很高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此做过解释。
他说，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应有之义。他指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
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
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对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问题非常重视。2014年2月17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
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他主讲的就是这个
话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
大会、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等多个重量
级会议上，他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强
调。而在出访德国、印度、美国等多个
国家时，他还向海外专门做了介绍。

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

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
没有解决得很好。”习近平指出，我
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
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
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
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
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全面
深化改革，而不是推进一个或几个领域
的改革，就是从总体角度进行的考虑。

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意味着既
要从历史中找答案，也要在现实中去
探索。

中国在不断从自身历史中寻找经
验与智慧。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
集体学习，主题就是“我国历史上的
国家治理”。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以及怎样对待本国
传统文化，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
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而对于实践探索，习近平说，今
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
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
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
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在不断改革中推进

在许多专家看来，对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可以与
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持续追求现代化的
历程联系起来。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
授就认为，这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也是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树立的新的发展目标。

完成这个任务、实现这个目标，仍
然任重而道远。习近平强调说，相比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
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
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
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如何完善？这两年，在制度建设
上，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在干部
队伍建设上，中国不断锐意进取。本
报记者检索发现，在过去两年多全面
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
中，中国领导人多次直接提及这些改
革实践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意义。

归根结底，正如习近平所说，一
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
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
家的人民决定的。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
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
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海和
哈尔滨新区、江北新区、两江新区、
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省市 （区
域） 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试点期为2年，自国务院批复之日

起算。
《批复》 要求，试点建设要充

分发挥地方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服务贸易
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服
务贸易促进体系，探索适应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措 施 ， 着 力 构 建 法 治 化 、 国 际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打造服务
贸易制度创新高地。

试点方案提出，要在完善服务
贸易管理体制、扩大服务业双向开
放力度、培育服务贸易市场主体、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模式、提升服务
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服务贸易支
持政策、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举措等8个方面
进行探索试点。

试点方案强调，要对试点地区
加大政策保障力度：一是加大中央
财政支持力度；二是完善税收优惠
政策；三是落实创新金融服务举
措；四是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
导基金。

2月25日，第200列郑州至汉堡的中
欧班列 （简称“郑欧”班列） 从郑州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驶出，这标志着中欧班
列运行迈上新台阶。从首列开行以来，
共计8467车货物通过该班列运往欧洲。

该班列 （郑州至汉堡） 自 2013 年 7
月 18 日开行以来，目前集货半径达到
1500公里，涉及 20多个省份，服务企业
数百家；运行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真
正实现了客车化的运行。

同一天，在“一带一路”首个实体平台
—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开行的“中亚”

（连云港）出口班列（简称“连新亚”班列）运
行满1周年。目前，该班列每周开行5列。

大图：中欧班列准备从郑州铁路集
装箱中心站发车。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小图：大型门机在吊装中亚出口班

列集装箱。 王健民摄 （人民视觉）

郑欧班列成功开行200列
“连新亚”班列运行1周年
郑欧班列成功开行郑欧班列成功开行200200列列
““连新亚连新亚””班列运行班列运行11周年周年

国务院批复开展服贸创新试点

为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进一步发挥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作用，
本报将于 3月 1日起进行扩版，从原来的每日 8版扩至每日 12
版，并对版面、栏目设置进行调整优化。特此预告，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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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25日电（记者严冰） 由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先进
涡桨通用支线飞机运－12F 近日获得美国联
邦航空管理局 （FAA） 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这标志着该型飞机获得“全球市场通行证”。

运－12F 飞机可广泛应用于客货运输、
海洋监测、空投伞降、航空摄影、地质勘

探、医疗救护、人工降雨等领域。该机最大
起飞重量8.4吨，最大商载3吨，经济巡航时
速 400 公里，满油最大航程 2255 公里，最
大升限 7000 米，可运载 19 名乘客或装载 3
个 LD3 标准集装箱。

目前，运－12 系列飞机已经累计交付
200余架，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运营。

国产支线飞机获“全球市场通行证”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者许晟、
赵晓辉）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25 日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工信部已联合行
业内外的 9 家企业投入 5 亿元资本金，正组
建动力电池研究院或者动力电池的研究研
发平台。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
快实现动力电池革命性突破。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认为，这是“补短板”
之举，“对中国来说，要逐步达到世界平均
水平，需要材料、装备、生产、市场等各方
协同发展”。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接近50万
辆，但车用动力电池与一些发达国家有相隔
一代的差距。除比亚迪外，其他生产新能源汽
车的企业都没有电池研发。

我国投5亿元组建动力电池研发平台

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
会议即将在中国召开。一些西方媒体和

“专家”鼓噪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国际汇率
安排，特别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签订类
似 1985 年西方五国签署的 《广场协议》

（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2001 年就以 《中国即将崩溃》 一书

暴得“大名”、一贯妄言“中国崩溃论”
的章家敦也不甘寂寞，抓住这个机会撰
文发声，声称这次会议是中国拯救人民
币的最后机会；如若把握不住，中国将
在半年内遭遇“货币、经济和金融体
系”全面崩溃。

熟悉二战后国际经济的人都知道，
中国不可能有兴趣签署什么新的 《广场
协议》。《广场协议》 曾把当时的第二经
济大国日本拖下深渊。这份协议在日本
制造了庞大的“超级日元”泡沫，引诱
日本充当了境外美元资产的大买主，为
美国巨额财政赤字提供融资，为濒临绝
境的美国房地产投机商“解套”，最终为
美国的通货与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

“贡献”，日本本国却在泡沫破灭之后陷
入 10 年萧条漫漫长夜，至今仍然无法恢
复活力。

从 相 关 媒 体 报 道 里 人 们 也 不 难 知

道，这次二十国集团 （G20） 财长与央行
行长会议要讨论的是全球经济形势、“强
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
设施投资、国际金融架构等议题，而所谓让
人民币贬值的提议不过是媒体炒作。

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其他发生经济剧烈
波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存在根本区
别。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不可
能发生“崩溃”。这一点在冷静客观的市
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中已经是共识，无须赘
言。令人感兴趣的是，被中国网民封为

“战略忽悠局副局长”的章家敦及其同
道，为何会相信中国可能如同当年的日本
那样签署新的《广场协议》？

莫非，他们把中国当成了当年的日
本，以为中国会在自己满手好牌的时候
屈从于美国意志、签署于己不利的协议？

当年的日本并不是只有制造、吹大
“泡沫经济”然后破裂一条路，而是有实
实在在、更可持续的方案可供选择。那
么，当时的日本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这
条路？

因为美英右翼势力的极力阻挠，他
们唯恐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危及其经济
优势和战略统治。根据美国学者凯塞·沃
尔夫的记录，当时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

地告诫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
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的
日本。”

为什么美国能够有效地迫使日本走
上这条不归路？因为日本本质上并不是
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在美国军事
占领下的战败国。正是这一点，使日本
在千百万“商社战士”用尽力气把本国
经济推向高峰之时，就注定了日后必然

“被赶超”的悲剧命运。
一些“中国崩溃论者”希望中国走

上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之路，然而他们
不仅忽视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剧烈波动的
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忽
视了中国与日本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独
立自主与良好前景，决定了唱衰中国者
注定必将继续失败。谓予不信，且请拭
目以待！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唱衰中国者注定必然失败
■ 梅新育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从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公报提出以来，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
已逐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

在近现代史上，无数有识之士不
断追问：中国如何实现长治久安，走向
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本届中央给出的
这个答案、作出的诸多探索，已然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