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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近日，以“新格局 新发展 新
金融”为主题的 2021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
京召开。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中
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等多位嘉宾围绕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变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和科技助力金融创新高质量发展等多个主题进行
了分享和交流。

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发展仍有待推进
自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
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
经济的走向愈发牵动世界的目光。而中国经济已
进入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
双循环发展格局。

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看来，
从 1945 年到 2020 年，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今天占全球
GDP 的比重达到 50%，在过去数十年里每年贡献
全球经济增长 60% 以上，成为全球经济的最主要
推动力。

对于如何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朱民认为，
仍需推进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如继续支持
WTO 并对 WTO 进行改革，让贸易的多边主义重
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随着本世纪以来科学创
新不断进步、数字化发展迅猛，关于这些新领域
的框架和思路需要搭建；构建以 G20 为中心的全
球治理的政治领导力等。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
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
在这场改革和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有着
当仁不让的责任。

《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本次论坛上，
众多专家和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力量”
将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
让风险防范工作更具挑战性，如何维护金融安全

则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院长张晓慧对此表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全
球资产价格通胀的变化，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金
融过度杠杆和金融不稳定，做好不同通胀情境下
的应对准备，尤其是要妥善管理预期，警惕结构
性通胀上升导致部分领域投资过热。”

转变发展方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我

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
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经济参考报》记者留意到，
不少学者和专家纷纷认为，从我国发展的大逻辑
来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转变发
展方式。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强调，我国消费增长
的潜力大、空间足，且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人
们更愿意为教育、娱乐、健康、养老、医疗等付费。
目前我国传统消费不断扩容增智，新消费持续涌
现。一方面，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
入群体，2020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总额约 6 万亿美
元，是全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消费
的行为也不断演变，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出来，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除了消费，在刘连舸看来，目前我国传统基
建仍有空间，新基建需求巨大，高端制造业领域
目前竞争力还明显不足，以 5G、工业化、互联网
这些为基础的新基建在未来将释放更大的潜能。
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5 年新基建相关领域的各
类融资需求估计将达到 14 万亿元。

此外，“全球化依然是大趋势”得到了许多
专家的肯定。放眼全球，哪些领域值得关注呢？
在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看来，数字经济、生物制药、能源仍是重要赛道。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涉及
全球，很多领域也都受到了数字化的冲击。创新
不仅推动了很多机会，有很大的获益，也提高了

生产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科技持续引领金融创新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经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其最终目的

都是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产业升级的动力
和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自然离不开金融支持。在众多专家和学者看来，
构建适应经济增长新模式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持续引领金融创新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地助力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未来五年的金融政策上，国家外汇管理局
副局长陆磊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科学准确全面理
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标和路线图。根据中
央部署，结合中长期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准确识变、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是“十四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发展的主
要任务。陆磊表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应对各种内外部风险挑战，助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义。
这需要从着力提升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加快建立与金融强国地位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提升金融科技
水平和监管能力等五个方面共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局长霍学文提出的“未来金融科技将呈现七大趋
势”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霍学
文的“七大趋势”主要包括：金融技术发展总是
边缘突破；金融科技首先替代高人力成本业务；
金融科技让普惠金融从理想变成现实；金融科技
让金融监管不断面临平衡选择；金融监管越来越
需要强化监管科技；智能监管是未来趋势；智能
监管需要强大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中国力量”将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

5 月 24 日，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

【新华网】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
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中国共
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袁隆平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在长沙逝世，享年 91 岁。（新华社记者 薛宇
舸 摄）

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闭幕 面向全球发布 22 项成果
【中国新闻网】天津 5 月 22 日电 ( 记者 张道正 )

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 22 日下午在天津梅江会展中
心闭幕。18 场平行论坛和 12 场主题论坛突出智能
科技成果的总结发布，共面向全球发布报告、政策、
产品、技术等 22 项成果。

闭幕会上，连续推出了三项前沿发布。中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
刚，发布了 2021 年“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
业发展报告”和“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
区域竞争力指数报告”。作为世界智能大会的永

久展示基地，中新天津生态城已经连续五年深度
参与大会。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国良作
为发布人，分享了生态城在智慧城市领域的探索
与实践。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介绍，天
津连续举办五届的世界智能大会，以会兴业成效
显著，五届大会共签署 563 项合作协议，协议投
资额达到 4589 亿元 ( 人民币，下同 )，紫光云、
360、TCL、麒麟软件、华为鲲鹏生态、腾讯 IDC
数据中心等一批好项目落户天津。

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
大会期间，总计签约项目 215 个，总投资约 1057
亿元。签约项目类型高度契合智能大会主题，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技术服务、高端装备等新动能
项 目 达 到 159 个， 占 比 76%。 大 会 首 次 举 办 了
2021 年中国天津城市治理国际论坛，40 多个国家
驻华使节齐聚天津，进一步扩大了天津世界影响
力和全球朋友圈。(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