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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

强调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

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习近平首先指出，再过两周，中国农历虎年

新春就要到来。在中国文化中，虎是勇敢和力量

的象征，中国人常说生龙活虎、龙腾虎跃。 面对

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如虎添翼、虎

虎生威，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险阻，全力扫

除新冠肺炎疫情阴霾， 全力促进经济社会恢复

发展，让希望的阳光照亮人类！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 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 一国一

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时代之变和世

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

何战胜疫情？如何建设疫后世界？这是世界各国

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也是我们必须回答

的紧迫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强调，“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

治不进则退。 ” 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纵观历史，人类正是在战

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 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

展。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 要善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

析中进行思考， 又要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

变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凝聚

起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第一，携手合作，聚力战胜疫情。 事实再次

表明，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

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

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

骇浪。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是战胜疫情的唯一

正确道路。任何相互掣肘，任何无端“甩锅” ，都

会贻误战机、干扰大局。世界各国要加强国际抗

疫合作，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共筑多重抗疫

防线，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特别是要

用好疫苗这个有力武器，确保疫苗公平分配，加

快推进接种速度，弥合国际“免疫鸿沟” ，把生

命健康守护好、把人民生活保障好。

第二，化解各类风险，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

苏。世界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也面临诸多制约

因素。 我们要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经

济增长新动能、社会生活新模式、人员往来新路

径，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走稳走实。 世界

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拆墙而不筑

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经济活力

充分迸发出来。 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实现复

苏，必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主要经济体要树立共

同体意识，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政策信息透明和共

享，协调好财政、货币政策目标、力度、节奏。 主要

发达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

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 国

际经济金融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凝聚国际

共识，增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三，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

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 人类发展指

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疫返贫、

因疫生乱， 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生活困境。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

观政策的突出位置，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

进全球均衡发展。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 在发展框架内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合作，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六次缔约方大会成果。（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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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证监会今年工作聚焦七大重点

●本报记者 昝秀丽

1月17日， 中国证监会召开2022年系统

工作会议，研究部署2022年七方面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 稳步

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促进投融资总体平衡

和协同发展。 健全资本市场预期引导机制，为

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环境。

证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易会满作了题为

《坚持稳字当头 深化改革攻坚 奋力建设中

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 的工作报告。 党委委

员、副主席李超主持会议。 党委委员、副主席

方星海、赵争平，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樊大志， 党委委

员、副主席王建军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 当前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

势没有改变， 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更加积极的

结构性变化，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备坚实基

础。 全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发

展自信，牢牢把握工作主动。 要统筹好“稳”

与“进” ，突出市场稳、政策稳、预期稳，努力

在改革、 开放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

体现“进” 。 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增强忧患

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巩固防范化解重大

金融风险攻坚战成效， 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 要统筹好当前和长远，保持战略定力和耐

心，努力做好当下正在做的事，同时强化对资

本市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思考，进

一步打基础、利长远。 要统筹好全局与细节，

自觉从经济社会全局出发研究问题、 谋划工

作，高度重视政策措施执行的细节，办一件、

成一件。

会议强调，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做好

资本市场工作十分重要。 证监会系统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 ，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坚持“建制

度、不干预、零容忍” ，坚持“四个敬畏、一个

合力” ，把稳增长、防风险放到突出位置，继续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持续提升系统党的建设

质量， 以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成效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一是坚持稳字当头，切实维护

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加强宏观研判和政

策协调， 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

系。稳步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投融资总

体平衡和协同发展。 健全资本市场预期引导

机制，为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环境。（下转

A03版）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2021年我国GDP

逾110万亿元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我国GDP首

次突破110万亿元大关， 连续两年超过100

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同日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创新深入

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构建新发展格局

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年我国已经超过

了世界人均GDP水平。 现在初步测算，2021

年世界人均GDP是1.21万美元左右，我国是

1.25万美元。

展望2022年经济，宁吉喆表示，我国经

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的因素没有变，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条件也没有变。 从全年看，经济有望实

现稳中求进。

内需拉动为主 经济增长动能足

2021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主要预期

目标全面实现。

一年成绩来之不易，经济增长的动能来

自哪里？宁吉喆表示，经济增长的动能，可以

从供给方面来衡量，就是三次产业；也可以

从需求方面衡量，就是“三驾马车” 。

透过数据看支撑。 2021年，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5%；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0万亿元，

增长4.9%。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9.1%，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 “经济增

长还是内需拉动为主。 ” 宁吉喆说。

宁吉喆介绍，全年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

都作出积极贡献。 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

经济增长5.3、1.1、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分别为65.4%、13.7%、20.9%。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显现，内需扩大拉动

进口；产业体系健全、生产能力稳定优势得

到发挥，外需拓展促进出口。 2021年，我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进口、

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1.5%、21.2%。

政策密集推出 消费投资被看好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

风险挑战，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但也要看到，

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

承压前行， 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密集推

出。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三项

举措扩大有效投资。各地将基建作为稳增长

重要抓手，集中开工大批重大项目。 国家发

展改革委此前发布的 《关于做好近期促进

消费工作的通知》提出，打造线上节庆消费

提质升级版、扩大居民冰雪消费、促进住房

消费健康发展等10方面促消费举措。 央行

昨日发布公告显示，中期借贷便利（MLF）

操作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均

下降10个基点。

从投资领域看，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

投资等政策正在发力。 宁吉喆表示， 随着

2021年下半年以来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节奏，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快下达进

度，（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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