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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陈炜伟、申
铖）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 2019 年度《全球竞
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综合排名与上年持平，综合
得分稳中有升，特别是在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
性、创新能力等指标上得分靠前。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力量进一步
凸显。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
经济上半年增长 6 . 3%，最新调查失业率维持在
5% 左右，前 8 个月 CPI 同比上涨 2 . 4%，国际收
支好于预期，居民收入增长与 GDP 增长基本同
步。压力下，中国经济展现强大韧性。

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看来，中国经济
虽然存在下行压力，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
没有变，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和潜力。

观察中国经济，既要借助国际视野向“外”看，
也要透过数据指标向“内”看。

国庆 7 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 . 82 亿人
次；全国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 1 . 52 万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8 . 5%；国庆档电影票房 50 . 5 亿元，
创同档期历史新高……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中国大市场的活力让世界惊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认

为，假日经济的火热折射出消费升级的趋势，彰
显了中国经济稳健地推进高质量转型的步伐。

既能稳得住，也能进得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
活力不容小觑。而这，正源自持续深化改革、不断
扩大开放带来的不竭动力。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不用“强刺激”，而是
力推“强改革”。今年我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前 7 个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3492 亿元，制
造业、民营经济成为受益最大的行业和经济类型。

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
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
案》，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为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保让企业和人民群众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专题调研显示，减税红利中，七成以上用
于企业研发、技改和扩大再生产再投资。”财政
部部长刘昆说，减税降费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有力增强了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后劲。

实践证明，面对复杂局面，关键是要保持战
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国庆假期刚过，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再次聚焦改革。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
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这也是通过改革增强
市场活力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又一有力举措。

改革的效应已经显现。1 至 8 月份，我国日
均新登记企业达 1 . 96 万户。世界银行的报告也
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一次性提高
32 位。

从减税降费政策集中发力，到不断推进“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再到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改革持续深
入，强大改革合力正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还有 20 多天，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在上海拉开帷幕，将有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参展国
家和地区以及企业数量均已超过首届。

海纳百川，气象日新。从出台新版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做“减法”，到出台 2019 年
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不断做“加法”，再到
自贸区再度扩围……更高水平的开放，汇聚起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
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我们有信心、有能
力、有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综合得分稳中有升，国际机构评价凸显中国经济韧性

聚焦中国经济亮点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 2019 年度《全球
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
中位列第 28 位，名次与去年持平，但综合得分
稳中有升，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等指标得分
靠前。这一评价彰显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
后劲。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
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
第一大引擎……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稳固
基础。《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市场规模、
宏观经济稳定性、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等指
标上得分靠前，在基础设施等指标上也表现突
出。从中显见中国经济的底盘日趋扎实，动力日
趋强劲。

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日新月异，

在一些领域逐渐实现从跟跑、并跑，到赶超、领
跑。“神威·太湖之光”浮点运算速度达到每秒
9 . 3 亿亿次，使用的正是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芯片；伶仃洋上起“巨龙”，港珠澳大桥让
外国人口中的“不可能”变成了“中国能”；第五
代移动通信网络（ 5G ）技术，中国已经走在世
界领先行列……

中国靠什么？靠的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办好自己的事。当前，以“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为着力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正持续推进，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
平稳步提高。几天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
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一系
列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政策措施接续落

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伟力，也让
中国持续成为外商投资热土，不断夯实中国经
济勇攀“高峰”的底气。

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
基耶娃说，由于贸易争端等原因，全球经济陷
入“同步放缓”境地。世界银行 10 日发布名为

《应对日益增大的风险》报告也指出，贸易争端
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多。

越是形势复杂，越要站稳脚跟。从夯实
基础中要韧性、从锐意创新中找后劲、从扩大
开放中拓空间，中国经济不仅有基础、有条
件，更有信心、有能力。

（记者刘红霞）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中国经济：竞争力中见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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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近日，香港荃湾保良局姚连生中学
因为不满校方对有关不同政见学生打
斗事件的处理，黑衣人和学生聚集一齐
围攻校园，在校内大肆涂鸦，校内玻璃
门也遭攻击碎裂。

10 日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
智被大批学生粗暴包围，“对话”期间不
断遭学生打断和辱骂，还有人用镭射笔
照射他。“对话”4 小时后学生仍不放他
走，最后段校长被迫与个别学生“深入”

倾谈至深夜，直到答应下周会发表正式
声明才得以脱身。

此前，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
陈伟强也因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过应
严惩暴徒的言论，在课堂内被学生非法
禁锢 5 小时，指骂围堵，并一度将其推
倒在地。

学校本是传道授业之所，尊师重
道 、和谐友爱本该是最基本的校园
伦理。

如今，发生在香港校园的这一切
令人错愕，更令人心惊。我们忧心地
看到，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文化正在
进入校园，恶意破坏校园设施、围攻师
长等恶性事件亦非偶然，已开始严重
威胁校园安宁。无论姚连生中学发生
打砸、围殴的热暴力，还是禁锢、逼迫
段崇智和陈伟强的冷暴力，不但破坏了原本宁
静、和谐的校园氛围，也公然践踏了校园伦理
底线。

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学生高喊言论自由，一
遇意见相左，便不由分说要行使暴力压制，说明
暴力文化已被他们从内心接受和认同，并进而
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若任其发展，必将摧
毁一代学子的未来，甚或危及文明社会根基，后
果不堪设想。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波中，参与所
谓“示威”甚至暴力行为的人群越来越低龄化
正说明了这一点。

持续四个月的暴力冲击，来自警方的数
据表明，2379 名拘捕者中，约三成是学生，年

纪最小的只有 12 岁。从 9 月 1 日开学
到 9 月 27 日，拘捕的 550 人中，有 207
人是学生，比例高达 38% 。

脱下面罩 ，是一个个年轻稚气的
脸庞。稚子何辜？究其原因 ，与社会
上别有用心的煽动暴力者有关 ，更与
教育界某些从业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
其身不正有关。在校园里 ，一些无良
教师利用话语权在课堂夹带“私货”，
将个人政治立场灌输给下一代 ，危言
蛊惑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 ，让其中
不少人成为不辨是非、蔑视法纪的“黑
衣人”。

而作为学校 ，一些学校管理层对
暴力行为表态含混 ，立场不明。陈伟
强 在 教 室 内 几 度 报 警 ，但 校 方 竟 以
“免破坏校园安宁”为由拒绝警察进
入 ，事后还表态“不会追究”涉事学
生。一个大学老师在自己的校园 ，面
对自己的学生，竟陷入“叫天不应，叫
地不灵”的险境 ，而校方如此“包容”

放任不规行为 ，一旦暴力在校园蔓延
失控 ，最后学校将自食其果 ，校方必
将难辞其咎。

香港的教育病了 ，那些碎了一地
的玻璃 、污言秽语的涂鸦 、噤若寒蝉
的师长 、无法无天的学生让人痛心 ，
病 态 的 教 育 让 校 园 充 满 了 戾 气 、邪
气，不再风清气正。
修例风波发展至今 ，校园政治化的危

害已然有目共睹，所有真心爱护香港、爱惜
孩子的人都有责任行动起来 ，尽快拨乱反
正，正本清源。

教育从业者应切实担负起应有的职
责，校方和教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设立约
束机制，筑起防火墙，坚决杜绝政治入侵校
园。同时立场鲜明，以身作则，坚决阻止这
股歪风蔓延 ，对参与乱港的违法教师必须
依 法 严 惩 ，将 失 德 失 范 的 教 师 清 理出局。
只有这样，才能还校园一方宁静，还香港下一
代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一个可堪大任的
未来。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1 日电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1 日电（记者张欢）“在 10
月第一个星期，来港旅客同比减少 50%，旅游行业
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
展局局长邱腾华 10日说。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还处于高水平的
正增长状态。伴随 6 月以来违法暴力活动不断升
级，旅客人次增幅由正转负且跌幅不断扩大。时
至今日，暴力压力已从首当其冲的旅游业传导至
更多领域，正将香港经济不断推向谷底。

“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字肯定很差，各行各
业将进入一个严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表示，未来特区政府会尽其所能支援企业和保护
就业，但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止暴制乱。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增长势头放缓
和外围经贸摩擦已使香港外部需求日渐疲软。根
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截至 8 月，香港出
口连续下跌 10 个月至-6 . 3%，2019 年出口额同
比增幅预计降至-4%。

在外部动能式微之际，香港经济还在遭遇更
大挑战。持续 4 个月的违法暴力活动不仅沉重地
打击经济和民生，而且日益折损香港的形象。

特区政府的数据显示，香港零售额连跌 6 个
月，8 月同比急挫 23%，创最大单月跌幅纪录。
访港旅客人次同比跌幅从 7 月开始不断放大，对
香港发出旅游提示的国家和地区增至 40 个。

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表示，消费数据负
增长，除反映自身问题，也会导致投资在上半年
显著下跌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滑，由此，香港经济
的内部增长动力将再度弱化。

8 月，估算企业投资意向的“香港中小企业业
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已经急跌至 32 . 1，创 2011
年 6 月有调查以来纪录新低。同时，囿于经济衰
退和购买力降低，香港私人住宅楼价在 8 月连跌 3
个月；传统商圈写字楼空置率也在 8 月创下 5 年
新高，原因是企业暂缓投资扩张计划。

“当出口、零售以至投资都疲弱时，整体经济
数字将难以被寄予厚望。如果第三季度经济环比
增幅再次出现负数，香港经济将陷入技术性衰

退。”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数据
还未发布，但是大致情况市场已经“心中有数”。

事实上，不仅三季度经济被蒙上阴影，历
经几个月的破坏之后，香港经济前景也甚为
黯淡。香港大学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
香港下半年经济无可避免负增长，全年至多
零增长。星展银行（香港）也预计香港经济全
年为零增长状态。这些预测均位于 0%-1% 的
下限，此区间是特区政府在 8 月下调之后的全
年经济增长预测范围。

毋庸置疑，一场直吹香港的“经济台风”已
然袭来，不断升级的风力不仅将各个行业卷入
严冬，而且开始扰动稳定多年的香港就业市场。

目前香港整体失业率已上升 0 . 1 个百分点
至 2 . 9%，其中受创严重的零售、住宿、餐饮行业
合计失业率则显著升至 4 . 6%。香港城市大学的
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市民对于第四季度的就业
信心大幅下降，认为就业状况可能继续恶化。

“香港经济的严峻程度已经超过此前的非典
等危机时期。”林郑月娥强调，此次经济不但受

影响时间长，复原也会经历漫长过程。面对这种局
面，特区政府有责任保就业、撑企业。

8月中旬至今，特区政府正在陆续落实提振经
济的系列措施，规模为 191 亿港元，包括豁免政府
收费、减免租金、减轻企业经营开支、帮助企业解决
资金周转困难和寻找商机、利民纾困、宽免税务等。

陈茂波表示，尽管经济下行影响政府税收，但
是政府不会削减支出，会利用多年累积的财政储
备，适时考虑推出逆周期措施，刺激经济和纾解
民困。

与此同时，即将在 10 月发布的特区政府施政
报告也会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强化经济增长动力，
关注深层次的民生议题，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例如，增加土地供应，推动产业向多元化和高增值
方向发展，向国际社会推广香港传统优势、法治精
神和潜力领域。

林郑月娥指出，特区政府会不断努力，不过香港
经济要走出低谷，社会要在撕裂中复原，基础都是
同一个：必须停止广泛性的暴力行为，让香港不再
受到伤害。

暴力活动正将香港经济推向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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