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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 · 2024 年 3 月 25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与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

（下半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5日上午举行了“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与国际合作专题研讨

会”，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主持。其中，下

半场发言嘉宾有7位，分别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西门子股

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首席执行官博乐仁，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米

其林集团首席执行官孟立国，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

罗特拉，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刘浩凌。

金壮龙指出，2023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接近40万亿元人民币，

占中国GDP的比重为31.7%，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达30%以上，连续

14年位居全球第一。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快

速增长，显著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关键支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伙伴，是推

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在华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占到中国规模以上工业的

20.4%和23.4%，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30.2%，在稳定中国工业增长和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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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壮龙表示，展望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将释放巨大的发展动能，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

作提供广阔空间，也将为各国企业在华创新、创业提供重要机遇。中

国将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深化与世界各国企业的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体系。

博乐仁认为，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容，

他通过3个案例诠释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第一个案例是比亚迪。自

动化、数字化应用给比亚迪用户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驾驶体验。

第二个案例是造船业。数字孪生技术使工作量和成本巨大的零部件拼

接环节更加高效。第三个案例是西门子。工业AI、数字孪生技术使西

门子工厂产能提高200%、能耗降低20%。为更好使用新技术，需要加

强国际技术合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质量的合作。

康林松表示，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也是拥有行业

领先企业和成熟新能源供应链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中

国应积极参与制定国际通用规范标准，以实现贸易自由和互利共赢。

他以目前正在制定的单车能耗法规为例，建议以更加平衡的视角制定

政策法规，从而用多样化的产品满足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在国际合作

方面，中国应对不同的技术方案和路线保持开放，尤其是在自动驾驶

等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保持开放，以夯实中国全球汽车业创新中心的

地位。

史蒂凡·哈通提出，创新、可持续发展、开放合作是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创新方面，中国汽车工业通过新能源、人工智

能、数字化、智能制造等技术创新来主动适应绿色转型趋势，是创新

推动增长的典范。可持续发展体现在生产开发、供应链管理等环节，

根植于技术创新和业务运营中，以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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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面，过去70年中国汽车工业在开放合作中取得显著成就，博世

作为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增长。未来随着中国制

造企业更多参与国际竞争，博世将利用专业知识支持中国企业的全球

发展。

孟立国表示，企业要想“一切皆可持续”，必须实现人、利润和

环境之间的平衡。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频共振，促进

了企业的发展。他建议中国继续采取实际行动全面保障外资企业国民

待遇，推动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产业政策和标准制定、公平的政府采购、

平等竞争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创新，

更重要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桑杰·梅赫罗特拉指出，工业化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企

业扩大技术研发和投资以推动产业发展，并构建与社区、学术机构紧

密联系的生态系统。在中国政府支持外国投资者在华发展的政策推动

下，跨国公司不断深化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日前出台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

方案》展示了中国政府在加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利用外资

方面的承诺。他强调，投资当地社区需要重视本地化人才培养，与供

应商一起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产业生态体系的构建。

刘浩凌认为，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

作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一是全球宏观范式转变，全球政策空间进一

步受到挤压；二是全球金融市场更趋动荡脆弱，金融系统薄弱环节风

险暴露不容忽视，非传统风险日益显现；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

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动因从经济因素驱动转向安全、韧性、成本并

重，区域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特征愈发凸显。面对上述挑战，一是合

作方式要更加多元，各国应通过加强经贸政策对话，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和多元稳定的经贸格局；二是合作环境应更加友好，

各国应共同支持世界经济稳健复苏；三是合作领域需要更加密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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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强化在技术、产业、投融资等领域的合作，

共享新一轮技术革命红利。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吴思、吴佳、杜倩倩、徐静、雒仁生、杜

君、刘长杰；审稿：崔克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闫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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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媒体联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郭丝露 18666028168/64255855-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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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凯娴 18301078627/64255855-8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