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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世界。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中欧在“一带一路”上的已有合作，

更应该给美国方面以启示。美方与其眼馋中国的发展与合作成

果，不如学习一下各国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是如何务

实合作的。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困难，更该看到希望、看到发展之法。

金君达说：“美国很难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新经济体系。中国

已经不再是仅通过密集劳动力进行低附加值生产组装的‘工厂’，

而是一个产业链相对完整、基础设施相对健全、管理和创新机

制相对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是独特而又

难以替代的。”

“扩中”“提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

从政府工作报告回看 2022 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3.5 年提高到 14 年；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 1.4 亿、覆盖 10.5 亿人。还有多年

累计改造棚户区住房 4200 多万套，上亿人出棚进楼、实现安居。

这些数据无不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成果确实在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但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在经历风浪前行

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规避风险。张文魁称，目前，房地产就是

内需的重点问题。“我认为，房地产政策中明显不合理的过度

管控措施应该取消，但房地产政策也应该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红

线，即绝不能为了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和地方财政困难而对房地

产进行刺激，不能为促进明年的经济增长而在房地产上过多打

主意。年度经济增速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显然是后

者更为重要。”在张文魁看来，即使房地产对 2023 年的经济增

　　回看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5.2%，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长有所拖累，也要从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不

能为短期目标而实施不合理的房地产政策。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我国物价

保持较低水平，尤为难得”。实际，中国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单月涨幅始终运行在 3% 以下，全年上涨 2%。对比美国

和欧元区 2022 年这一指数是 8%，英国更是高到 9%，印度、巴西、

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 7% 至 10% 之间。如此，形成了按照国家发

改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所言“国外胀，国内稳”的局面。

张文魁认为，在保持通胀指数稳定的基础上，2023 年经济

如何向好，更要看如何确保小微企业正常经营。“首先，小微

企业的就业作用十分突出。据统计，包括个体户在内，中国约

有 1 亿个小微企业，每个小微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为 3 到 4 人，

可吸纳总就业人口高达 3 亿至 4 亿人。其次，小微企业既是生

产方又是消费方，其业主一方面从事生产和服务，另一方面又

通过获得营业收入实现消费。疫情以来，大量小微企业所在的

服务业增长十分缓慢，一些行业萎缩比较严重，很多小店虽然

可能没有注销，但大多没有正常经营。未来如何让小微企业舒

缓上来，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减少低

收入者，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同样备受外

界关注。“中国在浙江省开展的共同富裕先行先试，已经取得

了直观成效：老百姓收入更高了，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了，绿

水青山更美了，民众就医、办事、入学更便捷了。”中新社在

全国两会之前提及浙江在“扩中”和“提低”方面所作的尝试。

《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继浙江后，中国其他省份也相

继出台各自的方案，开展形式多样的尝试，助力共同富裕。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化稳定完善帮扶政策，要求落实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

更多的资源投入乡村，投入基层，令中国式现代化更饱满。

2023 这一开局之年，气象更新，前途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