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者纵论中国改革及
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
带来新机遇

开放发展!学习加共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开放
发展，实际是一种共赢：“中国成为
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体、创新体
时，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搞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我们希望共赢，这对
所有国家都有益。”胡鞍钢认为，一
方面，中国需要更好借用全球化的
趋势更好地改革和开放，进而能够
在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发
展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另一方面，
我们还希望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
世界里，中国能够抓住海外战略实
施、乃至跨国之间发展的机遇，更
加开放地走出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认为，开放发展的关键就是
学习，“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倡导
学习，之所以几千年来从未中断，
就在于它不断学习和吸收其他文

明的优秀基因。!"#"年以来，中国
先后向前苏联学习、向东欧学习、
也向美国和新加坡学习。”

共享发展!公平加协商
南非《思想者》月刊创办人、南

非前总统府部长伊索普·帕哈德引
用了习近平在联大上的发言：“世
界多极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习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
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
新理念，扔掉你赢我输、赢者通吃
的旧思维。”他认为，中国倡导的多
国协商应该成为今后处理国际问
题的重要方法，“我们要摒弃一切
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上
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认为，共享
发展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不能
光是财政补贴，还涉及到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问题，这也是比较突出
的。“大城市的医疗、教育与中小城
市有很大差别，主要还是由于中国
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还有
很大空间，问题在于有没有共享发

展的理念。”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
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哈鲁特尼亚期
待中国未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大的领导力，“在积极地参加一些
区域性或国际性的多边合作的同
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其命运与全球
命运紧密相关。全球也在期待中国
发挥着更大的领导作用。”

绿色发展!平衡加稳定
贾·何西是南非人文科学研究

会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何西认
为，中国的目标是要走向更平衡、
更稳定的发展模式。何西还用阴阳
太极图来说明中国需要平衡：“中
国不能单靠出口便宜的商品，需要
走到价值链的上游。”他接着预测，
在接下来的 $年里中国的增长率
在 %&$'()'之间。“回顾世界发展，
主要是三个思路，一是‘黑色发
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破坏生态资本；二是‘可持续发
展’，没有影响后代发展，但也没有
留下遗产；三是‘绿色发展’，就是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种下生态
资产和资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绿色发展理
念已经形成共识，即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的“两山论”。例如一些农村
经济发展滞后，但由于生态环境没
有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开始出现跨
越发展，“两山论”非常符合中国国
情。 本报记者 程绩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责任编辑/刘松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5年11月22日/星期日

时政"要闻 A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名各国学者共议"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一带一路”也是全球人民的梦

! ! ! !两天 !*场并行圆桌会议，)场知
名学者集体采访，第六届中国学论坛，
务实而高效。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纵
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以
及由此对全世界将会产生的影响。

波尔加科夫! 新常态会带来新

机遇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弗
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认为中国经
济发展面临新形势，不过改变也将
带来新机遇。他认为，随着“一带一
路”在沿线国家的深入推进，中国一
些过剩产能产业转移到邻国，将给
中国以及区域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
会，“中国完全可以适应新的经济发
展形式，中国正在面临调整，但中国
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曾经经历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中
国对改变很适应。”

谷口诚! 日本必须尽快加入亚

投行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日本早
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综合研究所所长
谷口诚尽管已经 *$岁高龄，但却是
中国学论坛上最活跃的身影，他穿
梭在各个圆桌会议、接受各国记者
采访。谷口诚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加
入亚投行，“加入亚投行不只对改善
中日关系有益，也会显示日本独立
于美国。”今年 +月 !"日，!,名中
日专家联合向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递交请愿书，呼吁日本加入亚投行。
谷口诚也在请愿书上署了名。

什雷斯塔! 建立跨喜马拉雅经

济区

什雷斯塔是尼泊尔关系学院秘
书长，他透露，习近平主席提出“一
带一路”后，尼泊尔也有建立跨喜马
拉雅经济区的设想，将中、印、尼纳
入其中，从而将南亚、中亚与中国经
济走廊联为一体。

本报记者 程绩

昨日下午，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闭幕日当天，论坛举行
了9场并行圆桌会议，230名各国学者继续围绕“中国改革、世界机
遇”的主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谏言。正如亚美利亚国家科学院东方
研究所研究员哈鲁特尼亚所说，“未来 5年，‘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
梦，也是全球人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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