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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中
共同做大世界经济蛋糕

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是 G20
的重要使命。

当前，世界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深
层次矛盾：全球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
固，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
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面对重
大挑战，是携手应对还是独善其身？

“我们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大方向。”习近平主席强调， 我
们要坚持走开放发展、互利共赢之
路，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作
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我们应该也能
够发挥领导作用，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按照共同制定的规则办事，通
过协商为应对共同挑战找到共赢的
解决方案。

“这一观点与 G20 杭州峰会上的
‘中国主张’一脉相承。”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陈凤英说，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是 G20 杭州峰会的重要
贡献。面对逆全球化倾向，中国的主
张非常明确：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
有开放才能发展。

在创新中
发掘世界经济新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九年，
世界经济出现积极迹象，但仍面临增
长动能不足的挑战。摆脱危机、实现
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何在？

“我们要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
新动力。”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强调，
这个动力首先来自创新。

G20杭州峰会公报提出，应致力于
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
经济增长新引擎，以解决近期疲弱增
长的根本原因。德国担任 G20 主席国
期间，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工作重
点，并召集了 G20 历史上首次数字经
济部长会议。创新之路正越走越远、
越走越实。

“中国在新经济方面的应用创新走
在世界前列，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新
动能培育，也为世界经济发掘新动力
贡献了‘中国样本’。”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说，各国应
在政策协调、技术分享等方面实现合
作共赢，让新技术和新机制成为全球
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

在包容中
破解世界经济失衡难题

信 息 技 术 重 新 定 义 了 我 们 的 时
代，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
来新的失衡。

“我们要携手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
包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 二
十国集团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本着
杭州峰会确定的包容增长理念，处理
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
就业的矛盾。

他还强调，要继续把经济政策和
社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产业升
级、知识和技能错配带来的挑战，使
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二十国集团
应该更加重视在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分配机制上交流合作。

“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可怕，关键是
宏观政策必须跟上。”陈凤英说，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亮出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
失衡的新主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后出现的世界经济衰退、收入分配
差距拉大等问题，各经济体的宏观政
策要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并加强各经
济体间的政策协调。

在联动中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大局，离不开
一个公正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G20
机制正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 我 们 要 继 续 完 善 全 球 经 济 治
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再度强调这
一G20的重要使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
锋说，金融治理一直是 G20 峰会的重
要议题。此次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推动
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下一
步完善经济治理指明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
强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二十国集团“要加强宏观政策沟通”，
这既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二十国
集团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促进世界
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所探索的全球
治理经验，也是针对当前各国宏观经
济政策出现较大差异、有可能对彼此
经济增长以及世界经济复苏形成负面
外溢性影响提出的重要举措。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记者
韩洁 安蓓 陈炜伟）

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中国方案”
——解读习近平主席在G20汉堡峰会发言时的四点主张

2016年金秋，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把脉世
界经济，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一揽子“中国良方”。

2017年盛夏，G20汉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世界经济形势发表重要讲
话，又提出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四点“中国主张”。

从中国杭州到德国汉堡，一脉相承的“中国方案”愈发清晰，为世界经
济实现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路径。

7月8日，由振威展览股份和IEEE中国联合会共同主办
的 3E·2017 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开幕。本次展览以“科技生活产品博览、互动娱乐体验和
创意产业孵化”为主题，来自全球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家企业参展，展品包括智能硬件及软件、AR/VR、
服务机器人、物联网、智能出行等。图为工作人员 （右）
介绍儿童教育机器人。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智能科技点亮消费电子展

从 7 月初开始，浙
江省慈溪市钱海军志愿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与
宁波大学“筑巢”暑期
实践队的大学生们一起
为慈溪市多所小学学生
开设暑期“星星点灯趣
味大课堂”，提供多种
兴趣课程，让孩子们体
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越窑青瓷技艺、剪纸、
地方戏曲等。图为小学
生们展示制作的陶艺作
品。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暑期课堂暑期课堂
体验非遗技艺体验非遗技艺

近日，国内金融机构纷纷出台措施，落
实自7月起实施的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记者在一些国内大型券商的交
易系统中发现，如果想购买不同风险的理
财、基金产品，投资者会重新得到详细的产
品介绍，并被专门提示自身情况，在确认签
署相关协议之后才可继续交易。专家指出，
确保投资者获得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金融产品，不仅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的实际举措，而且是促进中国资本市场

“投资”“融资”功能平衡的一项重要基础制
度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效果。

与时俱进分散风险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方面，
资本市场专业属性强、复杂程度高、风险形态
多，收益与风险相伴相生；另一方面，不同投
资者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投资经验、心理特
征，风险承受能力大相径庭，因此有效的市场
显然需要有一定的“规矩”来分散风险。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介绍，《办
法》 的核心是强化经营机构的适当性责任，
同时围绕评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产品风

险等级、充分揭示风险、提出匹配意见等核
心内容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

“如果投资者主动要求购买风险等级高
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经过特别的风
险警示程序后，经营机构仍然可以向其销售
产品，投资者买卖股票的权利不受影响。因
此，《办法》并未限制投资者交易自由，而是让
合适的投资者购买适当的产品。”邓舸强调。

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指出，随着
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规模和结构发生了
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数量越来越庞大，结
构越来越复杂。在此背景下，及时吸取国内
外经验教训，建立健全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提高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水
平，加强对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投资者的保
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制度走向成熟

实际上，《办法》 开始实施的同时，相
关行业协会及各层次资本市场也都将在本领
域采取更加具体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在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当
债券出现评级下调、违约等风险情形时，仅
允许合格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买入；在股

票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进一步明确，参与
退市整理期股票买入交易的个人投资者，申
请开通权限前 20 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
不得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自然人投资者准入资产规模
的计算指标由此前的“时点指标”升级为

“区间指标”……
“中小投资者占多数是当前中国资本市

场的一大特点。在现实中，股指期货、融资
融券等金融产品往往具有较大风险。相比于
机构投资者，广大中小投资者在资金量、专
业知识、信息掌握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如
果不能对投资主体进行科学分类，就会形成
一种不公平的‘同台竞技’。因此，《办法》
的实施不仅是一种有助于化解风险的结构性
管理，更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正确举
措。”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对本
报记者说。

投融并重服务实体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向好，不过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
性矛盾依然较为突出，统筹实现好防风险、
促改革、谋转型等任务离不开资本市场直接

融资功能的增强。
“以股票市场为例，一级市场直接为上

市企业带来资金，集中体现为融资功能；而
二级市场中积极参与交易的广大投资者，其
初衷则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这又体现出了
市场的投资功能。与此同时，二级市场既是
经济的晴雨表，又是一级市场的间接资金来
源，因此一、二级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
促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来说尤为重
要。”丛屹说。

从加强并购重组监管，到调整完善再融资
政策；从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和董监高人员股
份减持行为，到此次《办法》落地实施……如
今，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正加速完善，

“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亦不是一
句空话。例如，此次《办法》就专门强化了
监管职责与法律责任，针对各项义务制定了
相应的违规罚则，以避免《办法》成为无约
束力的“豆腐规定”。

丛屹进一步指出，中国监管部门适时推
出有力措施，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社会
共识落到实处，不仅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投
资功能与融资功能更加平衡发展，更有利于
提高资本市场活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国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保护投资者不是空话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新华社内罗毕7月7日
电（记者卢朵宝、潘思危）
由中国和肯尼亚两国企业合
建的珠江经济特区7日在肯
西部城市埃尔多雷特举行奠
基仪式，这将是肯尼亚首个
经济特区。

肯尼亚副总统鲁托当天
在奠基仪式上说，中国改革
开放积累了丰富的工业化经
验，两国企业合建经济特
区，有助于肯尼亚学习、借
鉴中国经验，推动肯尼亚工
业化进程。

珠江经济特区由中国广
东新南方集团与肯尼亚非洲
经济特区有限公司合作建
设，预计投资约 20 亿美元，
一期项目预计两年内完工。

广东新南方集团总裁朱
拉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道
路对肯尼亚有借鉴意义。珠
江经济特区将从中国引进先
进的工业生产理念，严格筛
选入园企业，助力肯尼亚实
现可持续发展。

按照规划，珠江经济特区将重点发
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家具、轻
纺、机械、建筑等产业集群，带动中国
企业走进肯尼亚投资建厂。项目建成
后，预计可提供4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
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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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7月8日电（记者童方、
许茹） 近日，法国索菲亚科技园CEO菲利
普·马里亚尼以及来自西班牙、德国等国科
技园的代表一行人来到成都天府新城核心
区，参观了一座高192米的弧形大楼，它就
是欧洲中小企业落户中国西部“孵化器”
的主体建筑。

这个“孵化器”被定名为“中国－欧
洲中心”，地处天府新城核心区，总建筑面
积约2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0亿元，预计
将于2018年上半年全面投入运营。

据了解，“中国－欧洲中心”内设欧洲
商品贸易展示交易中心、中欧技术交易中
心、欧洲中小企业孵化中心、欧洲企业总
部基地中心、欧洲国际经济发展促进机构
办事中心和一站式服务平台，6 大功能区，
以及剧院、国际艺术展览、欧洽会永久会场、
中欧企业家联合会、国际酒店公寓等综合配
套服务区。目前该中心的部分功能已启动，
许多来过的欧洲官员和企业代表认为，这是
欧洲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一个“家”。

在成都，欧洲中小企业不仅有了一个
“高大上”的“新家”，还有可以提供政策
咨询、法律顾问、知识产权、企业数据
库、办公室、语言等全方位服务的欧盟项
目创新中心。

“我们是一个帮助欧洲中小企业在中国
西部顺利实现‘着陆’的机构，努力发挥
好欧洲中小企业进入中国西部的‘第一
站’功能。”欧盟项目创新中心 （成都） 总
裁代伊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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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盛夏，瓜果飘香的新疆喀什迎来旅游旺季，吸引
众多中外游客。图为游客在喀什老城品尝西瓜。

岑云鹏摄 （新华社发）

新疆喀什迎来旅游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