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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7 月 25 日电(记者霍小
光、孟娜、李建敏)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应邀
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
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
展》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国家要顺应历史大
势，坚持合作共赢、创新引领、包容普惠、多
边主义，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抵达杉藤国际会议中心时，受到南
非总统拉马福萨热情迎接，两国元首一同步入
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

习近平指出，金砖机制的诞生和发展，是世
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产物。在第一个
10 年里，金砖合作乘势而起，为世界经济企稳
复苏并重回增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
在挑战。我们要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
筹金砖合作，在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
历史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在第二个“金色十

年”里实现新的飞跃。
习近平强调，未来 10 年，将是世界经济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 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
比加速演变的 10 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
的 10 年。我期待着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推
动金砖合作从约翰内斯堡再出发，把握发展机
遇，合力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一，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金
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要帮
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
经济全球化红利。

第二，坚持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遇。金
砖国家要加大创新投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
作，让科技进步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第三，坚持包容普惠，造福各国人民。金
砖国家要立足自身国情，将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统筹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积极推动国
际发展合作，加强对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
努力把金砖国家同非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
样板。

第四，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金
砖国家要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
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要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定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 40 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成功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积极开展南南合
作，努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
展创造更大机遇。我们将继续敞开大门搞建
设，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继续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开辟新空间。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非洲国家天然的好朋
友、好兄弟、好伙伴，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
典范。今年 9 月，中方将和非洲国家共同举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规划在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上实现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经济合作是金砖合作最重
要、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工商界是金砖经济合
作的主力军、生力军。在开创第二个“金色十
年”过程中，工商界大有可为。希望各位企业
家朋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勇于改革创新，兼
顾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五国互利共赢，实现
共同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金砖合作的历程，正是
五国携手勇攀高峰、不断超越的历程。只要金
砖国家携手同心，就能不断攀越险峰峭壁，登
顶新的高峰、到达新的高度，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讲话全
文见 2 版)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多哥总统福雷、南非副总统马布扎、金砖

国家工商部长及工商界人士共约 1200 人出席。
当地时间 25 日上午，习近平乘车离开比勒

陀利亚，抵达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次会晤。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推动金砖合作再出发 实现金砖国家共同发展

习近平出席拉马福萨总统举行的

欢迎暨庆祝中南建交 20 周年晚宴
新华社比勒陀利亚 7 月 24 日电(记者潘洁、

郑晓奕)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在比勒陀利亚出席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举行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南非
进行国事访问暨庆祝中南建交 20 周年晚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总统宾馆时，受到拉马
福萨和夫人莫采佩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亲切
握手，互致问候。

当地时间晚 7 时 10 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
同拉马福萨夫妇一道步入宴会厅。乐队奏中南两
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对中南建交 20 周年表示
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为中南友好作出贡献的各
界人士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
中南友好事业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关心和培育下
不断发展壮大，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巩固深化。
1998 年 1 月 1 日，中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
此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20 年来，中
南关系实现了重大跨越。中南关系快速发展是中
非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也是发展中大国团
结协作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短短 20 年间中南关系能够取
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关键在于双方坚持互帮互
助、互尊互信、互利互惠、相知相亲、相依相
靠，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感情基础、政
治基础、经济基础、民意基础、战略基础。 20
年的经验弥足珍贵。我们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前
进方向，巩固高水平政治互信，始终做坦诚相
待、风雨同舟的同志加兄弟；要持续释放两国发
展潜力，推进高质量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开展更密
切的人文交流；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守望相助，
加强高层次战略协作，共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南关系前景无限广阔，但也
需要我们不停向前迈步。在中南两国迈上发展新
征程之际，我们更应该手牵手、心连心，助力彼
此实现发展梦想。相信有两国人民坚定支持，我

们一定能够创造新时代中南关系新的辉煌。
拉马福萨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南

非，很高兴在此同习主席一起庆祝南中建交 20
周年。 20 年来，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间
保持着密切交往，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
了良好合作。南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习
主席此访彰显南中关系已超越一般的双边关系，
具有战略意涵。南方将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

达成的共识，深化经贸、科技、人文等各领域
合作，继续推进南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
推进非中友好合作。

晚宴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国元
首共叙友谊，畅谈中南关系、中非关系美好
前景。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晚宴。

▲ 7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
展的同时，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我们将积极开展南南合
作，努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创造更
大机遇。我们将继续敞开大
门搞建设，继续创造更具吸
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继
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开辟新空间

▲ 7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勒陀利亚出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举行的欢迎习近平主
席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暨庆祝中南建交 20 周年晚宴。这是习近平发表致辞。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绕贵州仁怀市茅台镇而过的赤水河。近年来，云
贵川三省跨省合作保护流域生态成效显著，整个赤
水河流域绿意盎然。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赤水河畔绿意浓
牛群在西乌珠穆沁旗的山地草原上觅食。盛

夏时节，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一碧千里，牛羊悠
闲，马群奔驰，遥接天际。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锡林郭勒草原美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记
者王希)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改革开
放 4 0 年来，国企改革迎难而
上、矢志不渝，始终坚持党对国
有企业的领导，通过一系列理顺
体制、完善机制、调整布局等改
革探索，努力做好国有企业与市
场经济相融合这篇“大文章”。

改革，全方位拥抱市场

日前“出炉”的最新一期
《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显示，
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 48 户
中央企业在内的 120 家中国企业
上榜，并占据榜单前四名中的三
席。

入选 500 强，这是一度挣扎
在亏损线上的“老国企”想都不
敢想的事。改革开放初期，汹涌
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曾令国有企
业手足无措。痛则思变，国企经
营者们发现，除了勇敢地走向市
场外别无他路。

从放权让利、“三年脱
困”，到“破三铁”、探索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正在推进的
分类改革、董事会建设、建立长
效激励约束机制……一系列旨在
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
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落地，不
断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促使国
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
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激烈的竞争中，昔日的“呛
水者”正成长为融入市场的“弄潮儿”、经济
社会的“顶梁柱”：

看规模实力——— 截至 2017年底，全国国资
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60 . 5 万亿元，其
中中央企业资产接近 5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
央企营收、利润持续快速增长，创历史最好水
平。

看竞争力——— 不少国有企业已迈进或接近
世界一流企业阵营，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
高速铁路、智能电网等领域取得了不少具有世
界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掌握了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

看发展质量——— 央企公司制改制基本完
成，绝大部分建立起了规范的董事会，治理结

构更完善；战略重组扎实推进，
央企户数从国资委成立时的 196
户调整至 96 户；去年以来央企
利润增速“跑赢”营收增速，资
产负债率稳步下降。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
大”“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要
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
前列”……站在新的历史方位
上，国企改革面临新任务，破解
改革推进不均衡、部分地区和企
业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的紧迫性
也更加凸显。

一篙松劲退千寻。“不论是
全方位的深化改革，还是打造世
界一流企业，都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说，国企改革
不能停，也不会停下来。

创新，打造“国之重器”

今年 7 月 9 日 1 1 时 5 6
分，我国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一
箭双星”方式将两颗巴基斯坦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
“长二丙”火箭时隔 19 年重返
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

核心技术买不来、等不来，
只有自己干出来。

作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骨
干力量，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
中央企业瞄准中高端、全力谋转
型，通过强化考核政策、完善激励
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技

术资本结合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打通创新血脉。
从“慧眼”卫星遨游太空、 C919 大型客

机飞上蓝天、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到洋
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复兴号”高铁
投入运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重大工程建
设捷报频传的背后，凝聚着国企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努力。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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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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