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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中国持续发展的动能与前景专题研讨会

（上半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其中3月24日上午举行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动能与前景专题研讨

会”，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主持。上半场发

言嘉宾有4位，分别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世界银行

集团行长彭安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

娃、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嗣。

郑栅洁在题为《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发言中表示，过去一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总体

回升向好，体现了三个“新”特点：经济恢复回升取得新成效，经济

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经济动能培育取得新突破。今年以来，主要经

济指标和先行指标显示，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中国经济开局

良好。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底气实现全年经济预期的主

要指标。

郑栅洁说，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给

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无限可能的市场机遇和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

世界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发展动能亟待增强，中

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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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发展自身，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更强的动力。郑

栅洁认为，中国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良好的支撑，比如创

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创新的意识不断增强；人口红利正在加

快转向人才红利，创新人才和基础不断壮大；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创

新成果层出不穷；市场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需求升

级倒逼供给创新。

郑栅洁介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年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展

新质生产力。第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重点推进“四个加快”：

加快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第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做好“三个进一

步”：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

绿色低碳转型。第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加强“三个合作”：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人员交流合作，加强投资经贸合作。

彭安杰表示，全球发展正在面临深刻且迅速的变化，贫困、地缘

政治冲突和气候危机等共同加剧了全球发展中的不平等。近些年，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遭遇倒退，未来十年，全球南方国家将有11亿年

轻人加入就业大军。然而根据有关预测，同一时期只能创造3.25亿个

就业岗位，这将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和减贫的成就证明，

创造就业机会是消除贫困、实现繁荣的最可靠途径，中国的经验做法

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解决发展问题提供借鉴。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过四十余年发展，中国从向世界银行借款、

从世界银行公开知识文库中汲取发展经验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银行

最大的捐资国之一，并积极向其公开知识文库输出内容，来自中国的

经验做法已经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应用。

彭安杰介绍，过去五年，世界银行帮助1亿人实现就业，为10多

亿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帮助近5亿儿童接受教育，每年减少碳排放

超过2.3亿吨。面向未来，世界银行提出了新的愿景，启动了私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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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投资实验室，积极引入私营部门投资，以解决新兴市场投资中的问

题，促进未来更好的发展。今年夏天，世界银行将推出一个新的担保

平台，希望到2030年将年度担保发放额增加2倍，达到200亿美元。同

时，世界银行也在努力寻找应对外汇风险的新工具新方法，以促进有

意义的大规模投资。此外，世界银行正在积极开展有关工作，将其掌

握的数据打造为可分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激发投资者信心。世界银行

将积极促进更多私营部门资本进入发展中经济体，以产生积极影响，

创造就业机会。私营部门和政府携手努力，才能建设更加公平的世界，

取得发展的成功。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未来一

年需要谨慎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确保经济软着陆，在保持增长稳

健的同时降低通胀。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的冲击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这主要归功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强劲的宏观经济

基本面，以及消费者和政府的强劲支出。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

率仍将超过3%，通胀率将继续下降。从中期来看，预计全球经济增长

将在3%左右，低生产率增长和高债务水平给所有国家都带来挑战，尤

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影响贸易和资

本流动。与此同时，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为促进生产力增长和提高生

活水平带来巨大机遇。

在谈到中国经济时，她表示，2023年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强劲反

弹，增长率超过5%，从中期来看，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贡献者，尽管生产率较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抑制经济增长，但同

时也存在机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通过全面的有利于市场

的一揽子改革，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大大高于现状。例如，稳健的宏观

经济基本面、房地产行业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降低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以财政负责的方式加强养老金制度、确保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培训，以及优质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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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

她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了对各国人工智能发展至关重要

的四个领域：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创新和监管。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走在新兴经济体前列，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监管框

架，加强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经济联系，将有助于中国取得领先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希望重振国际合作的

信心和精神，构建更加繁荣的未来。

浅川雅嗣说，亚洲开发银行和中国是长期的发展伙伴，中国经济

扎实增长是亚太地区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占到本地区增长的一半以上。

2023年中国的经济同比增长5.2%，符合亚开行的预期。展望未来，相

信中国在2024年将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轨迹，并且也将位于政府宣

布的增长区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了如此进步也就有新的

雄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与亚开行的愿景高度契合，即要实现一

个繁荣、包容、有韧性以及可持续的亚太地区。

浅川雅嗣认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三个关键领域至关重要：

第一，构建韧性。随着气候危机的深化，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实现

的可持续发展正在面临风险。亚开行正在密切与中国合作制定策略以

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同时在整个地区进行经验分享与复制。第

二，国内资源的动员。宏观政策对话和协调能够提供帮助，例如，通

过亚开行2021年年会上发起的亚太税收中心（APTH）支持成员国以提

升国内的资源动员和国际的税收合作。通过交换意见和经验，成员国

可以改善战略从而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充分保护税基，改

善总税收。第三，人口老龄化和性别平等。从1998-2022年，中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亚开行的研究表明，居民都

在为养老做准备，同期消费需求在下降。因此，老龄化需要财政政策

支持医疗和养老支出，同时提高公共养老金水平以扩大消费需求。此

外，女性的参与非常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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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口萎缩，但也需要财政政策激励。最后，数字工具能够为老龄

人口赋能，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方便，这些都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赵海娟 杜悦英 杜倩倩 李卓；审稿：

杨良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褚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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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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