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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符号，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路精神提出的一个战略倡议，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来促进沿线各

国的互联互通、深化全方位的合作，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

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倡议、中国的方案，但并不是

排他的，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合作建议，它不以任何国家的

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标准，而是秉承着开放、包容的原

则，凡是有意愿参与这一合作的国家、地区、区域组织和国

际组织，都可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进来。它

之所以引起全球的关注和沿线国家热烈的响应，并且有 50

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参与，以多种形式与我们探讨、落实一些

共建的方法和途径，是因为其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这一个发展的大潮流。对于

中国而言，有利于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的对外

开放新格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西南、中国的西北、中国

的东北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就会由腹地变为开放的前沿。

中国牵头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设

立了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中国的商业银行机构、保

险机构和沿线各国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有关基金，都将为

“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带一路”的建

设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沿线各国和全球经济的

增长。

商务部部长 高虎城

政策深度融合 推进环境治理

我国环境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环

境质量差。雾霾的问题、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地下水

污染的问题、城市黑臭水体的问题等等。二是生态损失

比较严重，特别是水体的生态损失。三是由于产业布局

不合理，大量的重化工企业沿河、沿湖、沿江的布局仍

然带来比较高的环境风险。

我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总体上是粗放式的。现在治理工程

主要体现在末端治理，如果看过去几十年技术发展的情况，

节约的技术比如节能、节电、节水、截污的技术，清洁生产

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这些技术的进步要远大于末

端治理的进步，但这些红利没有释放出来。其原因是我们创

新能力不强，我们的环保政策没有跟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

作深度的融合。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以及政策深度融合发

挥作用，中国环境治理的进程会进一步加速。

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

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宽进”激发了市场活力，市场主体大量增加 ；“严管”促进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也是激发市

场活力、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所谓“宽进”，就是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通过把企业的实缴制改为任缴

制，“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年检改为年报公示，巡查改为抽查等措施，降低了门槛，放松了对企业进入市场的

管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市场主体的数量大量增加 ；二是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是从企业类型看，新增加市场主体中

94% 都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四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是依托大数据进行监管，未来对企业的有些检查就不

需要面对面了。

“宽进严管”进行商事制度改革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 张 茅

2020年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

目前的 18 个税种中，有 3 个是由全国人大立法实施

的，其他是根据 198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

在改革期间可以由国务院订立条例，修改税收政策。目前

是按照这个规定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贯彻税收

法定原则，时间表总体上来说是要求在 2020 年基本完成

所有改革任务，或者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全都完成。税收

法定是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按我的理解，在 2020 年以前

应当完成。财政部提出时间建议，但主导不是财政部，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

深化推动种业科技体制改革

现代种业的发展是我们国家现代农业基础性的领

域，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种业的发展，支持种业

的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农业在不断地进步，

农业科技也在不断地进步，随着中国农业更多地参与到世

界农业的竞争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种业的国际化竞争。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种业科技还存在着一定的弱势。正

因为如此，我们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现代种业科研的支持

力度，特别是解决种业科技体制改革“两张皮”的问题。

针对在种业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过去的基础上，

我们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深化推动种业科技体

制改革，把种业科技体制的改革创新作为整个农业科技

创新的重要领域，重点抓了几件事 ：第一，大力支持

推动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第二，推

动种业权益化改革。第三，为了解决两张皮的问题，在

2014 年创设了中国第一家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进行

公开、公平交易活动。第四，进一步推动种业科技人员

的流动，鼓励种业科研人员、种业科技单位和育、繁、

推一体化企业联合组建研究室，共同推动种业科技联合

科研、共同转化，实现双赢。

农业部副部长 余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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