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
制优势，“有为政府”不断瞄准重点难
点，为市场有效运行提供“稳”的定
力。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的同时，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
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
力；财政政策以更有针对性的减税退
税降费政策降低市场主体负担，同时
加大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生等

重点领域投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
帕尔认为，中国物价水平总体相对较
低，中国仍有足够充裕的政策空间。
铭基亚洲基金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思
曼认为，在全球多数主要经济体实施
紧缩政策之际，中国是为数不多实施
相对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
体，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政策端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为
经济发展提供“进”的动力。《扩大内
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
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作出部署；关于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的意见致力于做强做优做大
数字经济，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全
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实施，为
资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打开更广

阔的空间……政府高效统筹经济基
本盘的逆周期调节与培育增长潜力
的结构性调整，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合力。泰国开泰银行高
级副总裁蔡伟才指出，中国经济韧性
强，应对内外挑战的各项政策高效统
筹、立足长远，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
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
稳定预期。

“复苏基因”之强大 源自政策端的统筹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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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
分融合，为各国开展对华经贸合作不
断创造新机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实施一年，中国与其他成员
国进出口总额达 12.95 万亿元，同比
增长7.5%。“一带一路”倡议今年步入
十周年，中国累计已同 151 个国家签
署合作文件，2022 年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19.4%。近期，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
公布 2022 年对华贸易年报，美国和

欧盟对华货物贸易总额均创下新高，
多国对华经贸合作亮点频现，经贸联
系更趋紧密，供应链合作更具韧性。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
认为，随着中国重新开放，消费者的
需求会有大幅回升，这有利于与中国
相连的所有价值链。

中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更有效
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
享。2023年 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12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5%。
数据背后是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支撑。

2022年以来，新版自贸试验区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施行，实现了制造业条目
清零、服务业持续扩大开放；新版鼓励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新增条目数量达到
历年新高，增加多条高技术制造业条
目……中国德国商会最新年度问卷调
查显示，近八成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
的中长期前景持积极态度，希望在中
国科技创新大潮中收获机遇。《华尔街
日报》评论说，西方企业正在寻找中国
重新开放所带来的商机。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与世

界发展共赢的“中国奇迹”。全球经
济承压前行，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寻求
新的增长点时，都会问：下一个“中
国”在哪里？

一个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一
个政策支撑有力的中国，一个产业创
新高潮迭起的中国，一个高水平开放
谋求共赢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正
呈现出巨大的发展磁力。正如麦肯
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所说：“如果你
在寻求增长，答案非常简单。下一个

‘中国’，在中国。”

“复苏基因”之强大 源自联动世界的开放融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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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叶书宏 樊
宇）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中国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经济顶住
压力实现 3.0%增长，经济总量突破 120 万亿
元。中国在世界经济体量排名靠前的主要经
济体中增速领先，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发展基
础更加坚实，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开年以来，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展现勃勃
生机。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多家跨国公司加大对华投资力图抢占先
机，全球大宗商品也在中国内需反弹带动下
行情看涨……低迷的世界经济图景下，中国
引擎持续发力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带
来稳定、提供动力。

过去三年，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疫情
对民生冲击降到最低的同时确保了经济平稳
有序运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中
国内需消费强劲反弹，产业体系高效运转，政
策支撑精准发力，开放合作有序展开，强劲的
整体复苏态势和系统复苏能力令外界惊叹。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认为，中国经济“有
着强大的复苏基因”。

人口超 1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 4
亿的超大规模市场和中国政府扩大内
需战略的配套实施，共同构成了中国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疫情缓解后的
存量释放促使消费加速回暖，外出就
餐、线下购物、旅游娱乐消费数据均大
幅反弹。市场对过去三年民众储蓄释

放支撑中国消费复苏抱有强烈预期。
美国银行经济学家研究报告称，预计
今年中国将释放超 1 万亿元现金储
备，推动“比亚洲其他国家更快的反
弹”。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分析报告认
为，今年将是“中国消费者年”。

消费驱动力还来自高质量发展

引领的增量创新。中国消费市场正
进入消费升级、模式创新的快车道，
政府接连出台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改
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
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住房改善、新能
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
育服务等新消费需求不断涌现，为消

费市场转暖注入可持续动力。德勤
消费者调研报告显示，“拥抱多元创
新”“追逐技术跃升”成为中国消费市
场新趋势。麦肯锡 2023 中国消费者
报告指出，中产阶级继续壮大、高端
化势头延续等趋势正在重塑中国消
费市场。

“复苏基因”之强大 源自需求端的消费驱动力

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稳定
安全的供应链和高效联通的基础设施
网络，构建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业
生态，使在华兴业的国内外企业拥有
无可比拟的综合成本优势。据统计，
2022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按美元计比上年增长30.9%。随着
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日益巩固，加强供

应链在华布局成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
的全球战略选择。宝洁公司近日透露
将其国际贸易供应链控制中心从欧洲
搬到广东，以便更好地辐射欧亚市
场。特斯拉公司表示，计划在2023年
向全球市场交付约 180 万辆汽车，上
海工厂和相关配套企业组成的在华供
应链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

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产业发展新模
式、新赛道，以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
场和全产业链制造业优势为依托，企
业创新的“星星之火”往往能以“燎原
之势”形成新的产业蓝海，并为技术
应用、技术集成、技术迭代提供广阔
的空间和舞台。保时捷中国总裁及

首席执行官柯时迈公开表示，“中国
远不只是销售市场，更是创新引擎，
正在引领重要发展趋势并对全球经
济产生影响。”美国《外交官》等多家
外媒关注到，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
智能、数字经济、航天技术等领域取
得不凡成就，高质量发展正极大增强
中国经济创新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复苏基因”之强大 源自供给端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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