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3日，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国创会会长、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徐伟新用“嘉宾历届最多，议题丰富、涵盖面广，会议成果丰硕，传播立体化全覆盖”来概括本次会议。

徐伟新说，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延续了往届的高规格，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读懂中国”国际
会议，专门发来贺信，这是对“读懂中国”事业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大家的巨大鼓舞。贺信视野宏阔、内涵丰富、情真
意切。其中指出：“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这为本次大会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以习主
席贺信为指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读懂中国’这项事业办得越来越好。”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慕媛 黄闻禹 ■摄影：新快报记者 毕志毅 龚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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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历届最多 会议成果丰硕
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闭幕

为减少“读懂赤字”
发挥了有益作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史玲介绍，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3位国际嘉宾

应邀出席会议。与会国际嘉宾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高度赞扬中国

式现代化，高度认同中方提出的“三大全

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

外，与会嘉宾积极评价“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认为这一重要平台为减少世界范围内

广泛存在的“读懂赤字”，帮助世界读懂中

国和中国读懂世界发挥了有益作用。

为期 3天的 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

会议（广州）落幕，中外与会人士合力将中

国故事讲述给了海内外的广大受众，也再

一次让世界了解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成果。

近300位嘉宾
围绕20多个议题探讨

本届会议共举办各种形式活动 76
场，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午餐演讲、平

行研讨会、专题论坛、闭门会议、“读懂广

州”系列专题研讨会、专场记者会、“读懂

中国”主题演讲、大咖对话、高端访谈等，

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就全过程人民民主、

经济发展、大国关系、文化交流、绿色低

碳、新科技革命、青少年教育等诸多问题

进行交流和探讨。此外，会议举办影视交

流、文化体验、参观考察等一系列配套活

动精彩纷呈，多维度向中外嘉宾展示了中

国形象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风貌。

闭幕新闻发布会由国创会副会长冯

炜主持。他介绍，三天以来，近300位发言

嘉宾围绕20多个议题进行探讨，直面百年

变局，思考中国新作为的内涵，探讨如何推

动世界各国和中国一道，不断扩大利益汇

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读懂中国是我们

共同的事业，国创会愿与所有志同道合的

媒体朋友密切配合，把读懂中国这件事做

得更好，为帮助世界各国更好地读懂中国、

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 7月出炉的“民营经济 31条”、

最近新鲜出炉的“民营经济25条”，在推

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回

应了市场的关切。

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比如成长的烦恼、发展的难题、前

进的困局等如何破解？3 日，在“聚焦

提振信心：民营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密

码”平行研讨论坛峰会上，与会的专家

学者们围绕相关话题，共同探讨，找寻

应对之道。

“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创造价值，

那些寻租、垄断、压榨劳动者、污染环境

的企业家不创造价值，而是在掠夺价

值。”在对话环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金

波说，“资本权力不受约束”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现在创新型企业家都在说创新

环境前所未有，政府对创新的投资在逐

渐地加大，进行着各种优化。

他提到，最近观察一些领域发现，

这些领域已经改变了过去的“谁投资谁

拥有”的知识创造逻辑，正在转向“谁创

造谁拥有”，尤其是高校的科研机构成

果的试点，成果出来之后，可以先确权

再转化，“有了成果，这是谁发明的，就

是谁的，所以这样的环境越来越好”。

如何有效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彤认为，

既要政府发力，也要企业自己努力。

他谈了几点建议。首先是建议在细化

落实政策的执行层面，要因地制宜、因

材施策，制定针对性强、执行性好、能

够具体落实的措施，直接对接具体企

业，他希望加大扶持力度对民营企业

进行支持。

再者是要责任到人，分工明确设立

路线图、工作计划表，加强考核机制，让

数据说话。最后，要加大对民营经济发

展的要素支持，对民营经济在科研、资

金、人才等各种要素的支持，对实际困

难要有的放矢地解决。

民营经济高质量增长有何密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擎在哪里？

多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发展相关主题进行探讨
在76场形式各样的活动中，如何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受到了广泛关注，新快报记者聚焦

“民营经济”“新质生产力”两大关键词，重点关注了专家学者们的“建言献策”。

智能时代生产力如何发展是外界

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3 日，以“新制

造、新服务、新业态——中国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引擎”为主题的研讨会举行，

国内外嘉宾畅所欲言，就智能时代中国

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言献策。

首先发表主题演讲的是国创会学

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

奇帆。他详细阐释了新质生产力涉及

的三个核心环节：新制造、新服务、新业

态。其中“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数字

智能经济、新材料、新生物医药和新高

端制造。黄奇帆认为，这五个“新”是人

类几千年来永恒存在的业态，谁能够在

这五大板块崭露头角，就能在全球竞争

中奠定牢固的地位。

他表示，“新服务”中最关键的是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中国要把生产性服务

业的水平提上去。“新业态”最重要的是

与世界的潮流紧密相连，全方位实现内

循环、外循环一体化，实现内贸、外贸同

线同质同标。

黄奇帆还表示，在数字贸易方面，

需要重点加强数字技术建设和独角兽

企业的培育，他强调，数字贸易是未来

发展巨大的增长极，希望在新质生产力

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

成为未来发展的增长极。

关于如何保持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

发展，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所长马延和在演讲中指出，提高以

工业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生物制造是重要

方向，以此开创一个财富绿色增长的新

纪元。

马延和认为，生物制造在基础工艺

上可以减少对化学助剂的使用，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可以将传统的化学工业转

变成可持续的生态工业，并推动传统农

业模式的转变。马延和同时指出，生物

制造面临原料、技术和产业链等多方面

问题，需要人们进一步提高对生物体本

身的认知，进一步创建和优化生命体。

关键词1 民营经济
谁创造谁拥有，创新环境越来越好

关键词2 新质生产力
新业态重在与世界潮流紧密相连

■闭幕新闻发布会现场。

■“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擎”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