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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國際學部主任張蘊嶺近日指中國社科院國際學部主任張蘊嶺近日指

出出，「，「21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是推動海洋新秩序建的核心是推動海洋新秩序建

設設。。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身發展處於新的轉型自身發展處於新的轉型

期期，，需要新的對外戰略需要新的對外戰略。。中國製造要中國製造要「「創造性轉移創造性轉移」，」，需需

要大通道要大通道，，雙向互通資源雙向互通資源，，這是這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重要經濟的重要經濟

背景背景。。建設建設「「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挑戰猶存挑戰猶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馬曉芳馬曉芳

張蘊嶺說，中國需向世界回答如何和平崛起的
問題，而「一帶一路」戰略是以中國發展為

契機，實現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走新型大國之
路。

戰略平衡中國東西部
張蘊嶺指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陸地戰

略，主要強調「經濟帶」，「過去是『絲綢之
路』，現在是『AREA』，是片，是區域上的。
『帶』就是要大家共同發展，要構建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產業園等，同時為中國提供新的開放
空間。」
他表示，內地改革開放自沿海開始，相關地區

亦成為經濟重心，「但中國是一個陸海國家，首
先是個陸地國家，只有沿海發展，內地、西部不
發展，中國就不能穩定。」中國設立沿邊開放城
市、鼓勵西部大開發，希望能將東部資源轉移到
西部，但都不足以平衡整個中國東西部，因此需
要更多地開放西部，往西延伸到中亞、西亞、歐
洲，建立一個區域的產業鏈、供應鏈，打開出
口。

亞投行面臨兩挑戰
張蘊嶺認為，推行「一帶一路」戰略需要推動

國際合作機制建設，一方面要利用現有的雙邊或
多邊的合作機制，另一方面要推進建設新機制，
包括推動「亞投行」、「金磚銀行」的建設。
「亞投行並非突發奇想，而是緣起於東盟推行

的互聯互通戰略。」他表示，互聯互通包括基礎
設施、法規、人員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將公路、
鐵路等道路連成網，這需要大量資金。以前唯有
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才能支持地區基礎設施
建設，而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資金遠超出這
兩所銀行的能力範圍，因此中國在博鰲論壇上正
式倡議建立「亞投行」。他表示，「亞投行」將
對二戰以後建立的、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
體系產生衝擊，因此使美日等國感到緊張。
他說，「一帶一路」面臨的首個挑戰是戰略疑

慮，即其他國家對中國倡議的戰略意圖可能有所
疑慮。所以要通過現有的各種論壇以及雙邊和多

邊合作機制來形成共識，加深理解。他指出，消
解這些疑慮不僅需要技巧，更需時間，只有艱苦
卓絕的工作才能逐步解決問題。第二大挑戰是國
際爭端，「海上絲綢之路」第一站就是南海，如
何有效地掌控局勢，使爭端不升溫是值得思考的
重要問題。

徐冠巨：現代物流亟待「互聯網+」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何凡）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
示，內地工業企業利潤同比降幅有所收窄，但生產增速放緩，經濟形勢
依然嚴峻。近期，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傳化集團董事長
徐冠巨（見圖）向記者表示，在經濟新常態下，物流運行效率低下仍然
是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國民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瓶頸。他建議，加快發
展以信息化武裝的現代物流體系，並將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建設納入國
家「十三五」發展規劃。

物流效率提升1% 經濟效益增6千億
徐冠巨認為，中國擁有達到歐美水平的公路基礎設施，不過公路物流

的服務效率和質量遠遠落
後於基建的速度和水平，
這給製造企業增加了很多
成本。「我國是物流大
國，但還不是物流強國。
目前國家物流總費用佔
GDP比率約18%，與世
界平均水平相比高了近一
倍 。 按 2014 年 中 國
GDP63.6萬億元測算，社
會物流總費用高達11.4萬
億元。如通過提高物流運
行效率一個百分點，每年
可新增6000多億的經濟
效益。」
徐冠巨行遍全國，走訪

大量卡車司機、貨主企
業、物流公司等後發現，
公路物流運行效率低的原

因，在於貨運需求與運力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整合與匹配。他認為，物
流基礎設施網絡缺少科學規劃與合理佈局，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物流
中心，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等多種運輸方式之間的聯動不協調。從
企業微觀層面看，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

倡建公路物流港 線上線下融合
為此，他建議借鑒航空、鐵路等運輸網絡系統經驗，運用現代信息技

術和互聯網，構建全國化的、線上線下融合與互動的公路物流網絡運營
系統。徐冠巨說，物流是非常綜合、龐大的產業，需要更多資源參與其
中，特別是需要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加入。「消費互聯網、信息互聯
網現在已形成，但產業互聯網，比如物流的互聯網還沒真正形成，我們
大力呼籲這些互聯網企業進來。」
在他的構想中，公路物流港即提高物流效率的載體。「數據，對貨運

司機而言，意味着貨源，意味着效益。在已有的實踐中，我們的數據中
心實施貨物的運輸、配送定位，防止司機空跑，提升車貨匹配效率。經
估算，空載率下降，減少了3.9億公里里程、19.2萬噸碳排放，節約了
5900多萬升柴油，推動了環境改善。」徐冠巨說。
已連任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他亦於今年兩會呈交相關提案。他建議，

進一步明確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的公共基礎設施屬性，完善相關政策，
並將其納入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及「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發展
規劃，並推動各省區市納入城市發展規劃；支持公路物流信息化發展，
將具有跨區域服務能力的公路港信息平台納入示範工程，並以此為突破
口，推進大數據、雲計算在公路物流領域的應用，促進互聯互通。

交通部發佈首個物流園區O2O
據悉，該提案已被立案、交辦的同時，近日在國家交通部和浙江省政

府牽頭下，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聯合傳化物流集團發佈了內
地首款應用於全國物流園區的互聯網產品「園區通」，平台上日信息交
換量達200萬條，集合了30多萬中小物流企業的大數據。

專家看香港政改（四）

目前香港特區以「雙普選」為目標導向和主要內容的
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究竟是在哪裡起步的？它的憲
制基礎和法理根據是什麼？這裏，有四句話可以說明問
題——源自香港回歸的大背景，源自「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國策，源自「一國兩
制」的「大法典」——香港「基本法」，源自中央政府
的發動、推動和依法授權。
而結合歷史發展來看，有五個重要的「歷史的關節
點」或曰「推動力」——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
明」、1990的香港《基本法》、2004年的「人大4·6
釋法」和「人大4·26決定」、2007年的「人大12·29
決定」、2014年的「人大8·31決定」。
首先，一直到1984年中英談判成功正式簽署「聯合

聲明」時，對於回歸以後香港特區的政治安排尤其是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問題，僅僅是中國政府在「正

文」和「附件」中原則性的政治承諾：
中英「聯合聲明」「正文」載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
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載明——「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
這也就是說，在1984年中英雙方通過外交談判達成

的國際協議——中英「聯合聲明」正文及其附件中，對
於未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僅僅有兩句
話：一句是「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一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機關由選舉產生」。這裏第一次指明了未來香港特區政

治發展和政制改革之民主化的目標和路向，但是無論是
行政長官的產生還是立法會的產生，都還沒有任何涉及
「普選」的字樣。
而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香港回歸後新香港要搞民

主政治、搞民主選舉，這也並不是中英雙方外交談判
「談」出來的東西，不是英國政府為香港人民向中國政
府施加壓力爭取來的，而是中國政府依據「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國策，從實現和
保障香港人民在新香港「當家作主」之民主權力的戰略
考量出發，單方面作出的政治安排和政治承諾。道理很
簡單，香港回歸以後，未來香港特區政治發展和政制改
革怎麼搞，完全是中國的內政，英國人是沒有資格、沒
有權力參與和干涉的。

（作者係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政制改革由中英「聯合聲明」起步
齊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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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馬玉潔）十一屆北京市政
協委員、萬科集團前高級副總裁
毛大慶（見圖）近日在「全球創
新論壇2015年會」表示，中國正
經歷一次集體創業潮，此次創業
潮不僅「全民總動員」，互聯網
帶來的寬廣創業空間也前所未
有，將是一次「不得了的革
命」。
毛大慶說，中國歷史上曾有三

次創業潮，第一次是1984年，從
個體戶開始，後來出現「萬元
戶」；第二次是在1992年，張瑞
敏、柳傳志等走出體制「下
海」，誕生了海爾、聯想等企業；第三次是以馬雲為代表的互聯網
創業，造就了十年以後的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
他表示，此次創業潮是在非常明確的政策推動背景下產生的，創

業人群五花八門，有農民、軍人、學生、官員、企業高管、海歸精
英，全面總動員的程度歷史罕見；同時創業內容五花八門，因應用
互聯網產生的創業多種多樣，差異化和小微型的創業也層出不窮。

創業服務團隊將越來越多
在毛大慶看來，創業在未來十年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一方面

隨着經濟結構轉變，很多大的平台包括央企和國企都在碎片化過程
中，迫使未來的前景和希望只能在創業中尋找。另一方面從人口結
構上看，2033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4億，在此之前會迎來一
次人口就業高峰。
毛大慶說，全球創業的失敗率遠超過成功率，在這個過程中會有

大量的創業者失敗。他以自己創辦的「優客工場」為例表示，類似
的「孵化器」將越來越多，創業服務團隊將幫助更多創業者盡可能
成功。

■■33月月11日日，，斯里蘭卡科斯里蘭卡科
倫坡的工人對一艘集裝箱倫坡的工人對一艘集裝箱
貨輪進行吊裝作業貨輪進行吊裝作業。。

新華社新華社

■■央視發佈央視發佈「「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版版
圖圖，，首次加入首次加入「「2121世紀海上絲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綢之路」」的南線的南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蘊嶺張蘊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