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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 

 

 

10 月 28 日，“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7——十九大后

的中国与世界”在中心协同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

新“巴山轮”论坛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本届会议秉承“巴山轮

会议”精神，汇聚国内外各界精英，围绕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展开深入交流，

共同研讨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探寻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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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今日的中国同

样处于经济改革关键期，面临加快供给侧改革、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

的现象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红线等重大问题，需要学者、专家和政府

官员一道努力，为打造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献计献策。也需要新“巴山轮”会议这

样的智库平台来思考与探索未来，承担历史责任。刘伟表示，大力进行高水平智

库建设，既是在新时代和新矛盾背景下顺应我国提升软实力的要求，同时也能为

我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发展环境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更大程度地促进执政者依

法执政、科学执政，加强理论家和实干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知”和“行”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参加会议并发表

演讲。他指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价值链走出去。一条是以高端技术为主

导，一条是以转移加工环节的价值链。洪银兴认为，“中国的产业依靠创新驱动

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使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到新时代的需要，产业水准达到了全

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的水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更多的

应该是价值链走出去。价值链走出去它的发展机会就不仅仅是给中国产业，也是

给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的。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一条是以高端

技术为主导，一条是以转移加工环节的价值链，前一条价值链布局以科技优势为

导向，后一条价值链布局以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导向”。 

据悉，1985 年巴山轮会之前，中国只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但巴山轮会

议让我们意识到，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东西也值得我们学习。32 年后

新巴山轮会议在中心协同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以“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为

题，紧扣时代脉搏，正当其时。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处在重要战略机

遇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已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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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面对深刻而又复杂的

国际环境和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长远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亦不可获缺。 

本次“巴山轮”会议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的

中国提供新观点和新思路，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总目标、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