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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作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文  |  张晓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不

确定性。结合中国和其他表现较好的国家情况来看，在疫情中率先实现经济

复苏的国家，都有着突出的经验。

首先是采取了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时出台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就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等在内的一套“组合拳”，做到了有针对性、有效果。

其次是把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很好地结合。在这一点上，中国坚决、果

断地采取了有力措施，全力以赴遏制疫情，同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在疫情

控制较好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另一方面加大推进经

济复苏、社会活动复苏的力度，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持续努力。即便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也积

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推动传统产业在困难情况下适应新形势、促进新

兴产业发展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

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我

国现在有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我国 GDP 的 31%，但高技

术制造业只占14%。高端的半导体设备、飞机、国防军工、航空等制造业的发展，

必然要经历由大到强的过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背景下，各国尤其需要

达成共识，加强协作，推进秉持多边主义、开放包容理念和基于规则创新、

绿色共享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尤其要

深入探讨以下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是在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如何调整。疫情让我们感

受到，产业链如果只是单纯关注效率，追求零库存、最低成本，确实存在很

大的风险。重要的医疗卫生物资有供应本地化、多元化的需要，但是如果因

此去打造排他性的供应链体系，在重要领域做供应链的切割，则会给全球的

产业发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因此，各国应共同探讨如何维护全球产业链的

稳定，实现效率和安全的平衡。

二是在疫情让社会深切体会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特殊作用，未来应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作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

向各个领域渗透，成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包容

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具有前瞻性地推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

型，同时解决好数字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是值得全球共同探讨的话题。

三是如何继续推动全球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气候变化并没有因为疫情

的发生而止步，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仍在不断升高。投资绿色经济有助于恢

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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