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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放 创 新 合 作 共 赢

今日论语

    今天上午，第二届虹桥国际经

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分论坛进入第二天，围
绕“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探索”“中国

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经济
增长与包容性发展”“开放合作、文

明对话”“共商共建共享与全球治
理”“扶贫减贫的中外比较与启示”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中外智库专家学者建言献策，共话
发展。

共同应对新挑战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

要遵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

般规律，也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
聚焦“现代化的多元路径探索”议

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
林首先发言表示，现代化路径没有

统一模式，不能照搬照抄别国模

式，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国
情，走自己的路。“一个国家坚持走

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可

以实现现代化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

在这句话在全球有名。”蒙古科学

院国家事务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舒
尔呼介绍，中国发展路径中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是他研究的

重要课题。过去几年间，中国对空

气污染、荒漠化的治理，于蒙古具
有借鉴意义，目前两国正积极携

手，共同抵御环境问题。“从 2005

年我们开始‘绿色带’合作项目，

蒙古从中国吸取了很多经验，帮
助我们实现经济转型和绿色发

展。”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梦想是相

同的，而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多
元的。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春色

春方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
院长鄢一龙直言，中国在借鉴世界

各国有益制度成果基础上形成“中
国之治”，也体现了治理现代化的

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中国将在

2035 年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在
2050 年全面实现治理现代化，这

种成就不但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
世界人民。“为人类现代化的百花

园增添了色彩。”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

族，但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
个星球。”墨西哥国立大学前大使、

研究员卡西奥·费尔南德斯直言，
地球正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每个国

家共同应对。他认为，目前各国面
临的共同挑战，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这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特别是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各国必

须要携起手来共同治理；二是数字

转型问题，数字改革对世界经济和

政治带来深刻影响，有很多风险需
要解决，例如人工智能带来新机遇

与新挑战。“我们有不同的发展路
径，但我们都属于地球村，这是我

们共同的星球、我们的家。”

探索共赢新机遇
“人类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挑

战，而最重要的应对之策就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中国
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议题，

不少与会嘉宾感叹。
阿尔巴尼亚前总统雷杰普·迈

达尼表示，目前人类正面临恐怖主

义、贫穷等问题和挑战，中国国家

领导人率先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倡议，探索未来互利共赢
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更广

泛的包含性、参与性。值得一提的
是，互利共赢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

高度，建立更加健康的国际秩序和
国际关系。

在泰国前副总理、泰国泰中文

化经济协会会长颇钦·蓬拉军看
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反

映了中国人民的善意，不仅与世界
各国和平相处，更希望和世界各国

一起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各类问
题，中国非常明智地提出，世界各

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互利共赢
实现更好地合作发展、通过创新来

实现改革。“这些举措不仅让中国

发展达到更高水平，也是通往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你认为你所在的国家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吗？一项面向不同国

家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的调
查结果为 91%，而西方国家的公民

数据非常低。这一比例显示出中国

人的自信。”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张维为指出，中国政府专注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积极实现经
济发展全球化、市场自由化。

“我现在大学担任教授，积极
向更多年轻人讲述中国故事，编写

的《中国的崛起和亚洲世界》成为
大学的必修教材。”前大使、巴基斯

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带
来了自己的新书，并赠送给现场嘉

宾。“目前世界上仍有很多人饱受
贫困之苦，但贫困不是人类的命

运，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明，贫困人
民都能站起来。中国的发展成就让

发展中国家看到希望，获得更多力

量。”

开启合作新对话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社

会，成为全球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力
量。”就“开放合作、文明对话”议

题，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周树春表
示，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变局，各

国应当共建开放经济、推动交流交

融，弘扬新型文明秩序观。
阿尔巴尼亚国际研究所董事

会成员吉尔吉·西纳尼从哲学的角
度谈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他以

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例，强调不同文
明的哲学思潮可以求同存异，他们

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
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孔子‘天人合一’等观点给了我很
多启发，他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黄金法则，而苏格拉底
思想也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人类要

做到言行一致。尽管表述不同、方
式不同，但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教导

人们追求至善真理。”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很

重要，帮助区域文明打下基础，促
进搭建全球体系，推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秘
书长杨鹏表示，中国和柬埔寨的友

好关系历史已久，目前已处在最佳
时代、最高水平，柬埔寨是中国的

贸易合作伙伴，中国是柬埔寨最大
的外商投资来源地，两国处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但可以互补和促进，

中国的价值观也体现在柬埔寨的
方方面面。“未来两国的亲密关系

将持续下去，更好促进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更好理解人类文明共同

体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中国使全球 70%人口脱贫，

为全球经济贡献了重要力量，世界
各地都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中

国更提出了一系列倡议，把好的经
验分享给其他各国，强调要对话而

非对抗。”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
主席、首席执行官彼得·姆瓦吉·卡

戈万加认为，在非洲的现代化进程
中，中国给予了很多帮助，希望未

来更多探索沟通和交流，帮助两国
更好发展，促进更多合作。

本报记者 范洁 杨玉红 杨欢

“中国为人类现代化百花园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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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上周在滴水湖举办的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65位

“最强大脑”为上海带来了一流的科
学智慧；那么，和第二届进博会同日

开幕的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则因聚集更多全球政治、 经济、科

技、文化界的精英人士而备受瞩目，

他们为经济全球化而贡献的虹桥智

慧，意义深远。

今年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以 “开
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分论坛

数量增加到五个， 每一个分论坛都

有数百位嘉宾参加， 其中不仅有数

十个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特斯拉、

3M、罗氏、赛诺菲、阿里巴巴、达能、

乐高、联想等全球 500强企业的掌
门人， 以及更多重量级的名字：樊

锦诗、李稻葵、皮萨里德斯……论
坛的主旨演讲、互动讨论精彩纷呈，

气氛热烈， 出现了外国听众抢话筒

的画面。

“中国已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榜

样，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世界
带来了新的经验和启示。”来自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马

丁·雅克在 “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分论坛的发言中表示。

在“开放、规制与营商环境”分论坛
上，各国在营商环境改革方面的经

验，给人以启迪。 在“世贸组织改革
与自由贸易协定”分论坛上，多国

政要和世贸组织官员观点鲜明：

“无论考验多大，‘退群’ 都不是最
好答案”。在世界经济面临考验的今

天，虹桥论坛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了
价值。

数字技术会不会减少就业？ 如

何实现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工

智能双刃剑效应如何破？ 对于这些
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前沿而紧迫的问

题，与会嘉宾则给出了有力的回答：

“更多创造性的工作岗位在崛起。 ”

“以双赢的态度开展新技术。 ”“AI

发展需要全球合力！ ”

虹桥，上海的地标。 这里诞生
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机场，这里也是

改革开放后上海最早一批开发区
之一，这里更是第一届和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地。从去

年第一届的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到
今年第二届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分论坛的数量增加了，前来参与的
全球顶尖专家学者更多， 讨论的

范围更为宽广， 话题的设置更前
沿。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年一度的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必将成为与

进博会一样闪亮的名片。 把脉全
球经济发展趋势，助力世界经济焕

发生机，期待虹桥智慧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

为经济全球化贡献虹桥智慧 邵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