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长河中的诺亚方舟承载着 2012 年

所有的得失和荣辱，在航母舰载机的“走起”

style 挥指间，告别末日之年。站在岁月的断

点回望，润物无声的步履悄然留下春风化雨

的 足 迹 ；再 出 发 ，梦 想 的 力 量 穿 透 浊 雾 。

2013年，中国，早安；2013年，中国，好梦。

2013 年的第一缕阳光送来了一个最好

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具挑战的时代。世界主

要大国权力更替已经尘埃落定，普京重返克

里姆林宫，奥巴马又续“美国梦”，安倍晋三

再度登台，韩国朴槿惠也从“公主”变身成了

“女总统”……世界“竞合博弈”在向纵深发

展，十八大后的中国也在期待“习李新政”。

我们站在新的希望的起点，眼前呈现

出一个越来越真实多彩的转型中国、一个

不断积聚正能量的奋进中国——“神九”飞

天首次对接，蛟龙下海刷新纪录，中国人的

科技建功夙梦圆；首艘航母交接入列，“北

斗”导航组网运行，中国人的军事梦想正靠

岸。照进现实的还有中国人的文化梦、奥

运梦：讲故事的莫言用自己最熟稔的说书

唠嗑的路数，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中国奥运军团客场出征创造最佳

战 绩 ，连 同 游 泳 、田 径 等 项 目 的“ 星 星 之

火”，点亮了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中国梦”一一实现，

不过，先别急着收获鲜花和掌声。梦想在心

头，有路在脚下。在“稳中求进”的发展试卷

中，股市上不去，房价下不来，一直是经济社

会中一道难解的方程。A 股 3 年来先后击破

了“黄金底”、“钻石底”、“玫瑰底”，上证综指也

早已失守 2000 点，创下了 1949 点的“ 建国

底”。房价却是一路高歌，见证着龙头房企疾

进、中小房企断臂求生的“劫”中大戏。首批

房奴解了套，保障房却变了味儿；农村土地补

偿没了“30倍上限”，房产税扩围却依旧难产。

沉疴已久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大

梦难醒，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又对明年的工作作出了新部署，从加强和

改善宏观调控，夯实农业基础，到加快调整

产业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再到加强

民生保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项

项切中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条条直指

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

改革的制度性红利、新型城镇化的推

进、“美丽中国”的落地生根……2013 年将

是启动新的增长引擎的关键一年。从 2010

年 中 国 GDP 增 速 10.3％ ，到 2011 年 的

9.2％，再到 2012 年前三季度的 7.7％，中国

经济增长的脚步正在放缓。未来的中国领

导人不仅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

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还需要全面启动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5 个领域的改革按

钮：从政府改革到社会改革，从领导作风改

革到反腐制度改革，从国企改革到民企改

革，从城市改革到农村改革，从异地高考改

革到户籍改革，从准生制度改革到养老保

障改革……改革的触角需延伸到中国的各

个角落，才能勾勒出“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号”巨轮已

经 开 启 一 段 新 的 壮 丽 征 程—— 中 国 梦 之

旅，一路平安。

中国早安 中国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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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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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兴旺 转运公司野蛮生长
详细报道见第 4 版

大宗商品牛市已去

农产品持续坐庄

■ 本报评论员

本期关注

资本项目开放进入新阶段

跨境人民币贷款敲定第一单

2012年中国会展业势头强劲

跃升大国地位

详细报道见第 6 版

本报讯 前海金融改革的一小步，

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大步。记者获

悉，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启动后的

第一单已基本敲定，一笔数亿元的贷款

将由香港恒生银行与前海开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携手完成，合作细节已基本敲

定，目前只等最后签约。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日前

发布公告称，《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

暂行办法》已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批

复，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正式启动。

至此，境外人民币回流的债券、股票、贷款

三大渠道已全面打通。批复中还具体列

出了包括允许前海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

资金回流渠道；支持设立在前海的银行机

构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进一步推进

前海金融市场扩大对香港开放等 8项先试

先行的内容。

据悉，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利率由借

贷双方自主确定，期限由借贷双方按照贷

款实际用途在合理范围内自主确定。前

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开闸，在扩大人

民币回流渠道的同时，也将资本账户可

兑换向前推进了一步。 （静 安）

2012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
详细报道见第 5 版

送走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中国经济能

否在 2013 年获得新生？在中国经济增速明

显放缓、全球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

下，稳定经济增长和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

方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首要

话题。上周末，以“2013 年中国加快形成新

的经济发展方式：挑战和机遇”为主题的第

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北京召开。会上，

政商学各界人士把脉 2013 年，纵论经济大

势，热烈的气氛似乎也在传递一个信息：寒

冷的 2012 年终将过去，暖阳送来的 2013 年

需要我们好好布局。

深度转型寻找经济新平衡

2013 年，全球经济仍处在艰难的调整

期，美国“财政悬崖”依然很悬，欧洲债务危

机徘徊不去。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开动

印钞机，流动性的负面影响也会在 2013 年

进一步显现。在各国着眼避免经济短期回

落的目标下，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泛滥，与全

球化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的推进，也将使未来的国际安全形

势风雷激荡、复杂多变。

当前，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

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推动实体经济增长

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中国经济也正处在

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在第

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李伟指出，2013 年，中国经济仍然处

在转折期，需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一是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中央

税收收入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而社会

保障、改善民生、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等都会

使财政支出增加，中央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

峻挑战。

二是经济增速下降后，产能过剩、恶性

竞争等问题十分突出，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

明显下降，部分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经济

效益滑坡，并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甚至

是经济危机。

三是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如果行政手

段过紧过松导致房地产运行出现较大反复，

不仅会使房价剧烈反弹，而且会危及经济的

平稳健康发展。所以，房地产调控的难度始

终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区间。

四是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处在艰难的经

济 复 苏 期，2013 年，中 国 出 口 不 会 有 太 明

显的改善，2012 年的出口增速在 7%左右，即

使将来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好一些，2013 年

也只能达到 7%左右。

五是物价上涨压力预计也将有所上升，

中国食品供求总体处于平衡的格局，国际国

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宽松都容易使物价上涨

预期转化为上涨的现实，所以，新一轮全球

性宽松货币政策、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

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 2013 年的 CPI。

改革春风吹暖内部环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尽

管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尽如人意，2013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还是会略好于 201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3 年的世

界经济有望实现 3.7%的增长率，比 2012 年

略有提高。

而对于中国来说，十八大后的 2013 年

将 是 开 启 改 革 方 向 和 释 放 改 革 红 利 的 一

年。瑞银证券认为，在一段时间的分散及

渐进式改革之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实

施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并在一些领域实现显

著突破的必要性。预计 2013 年将是统筹

谋划、凝聚共识、制定“改革总体方案、路线

图、时间表”的一年。改革共识的形成，在

某种意义上已经为中国新的攀爬奠定和拓

展了舆论基础和愿景空间。

“红利是天然存在的，它需要通过深化

改革去挖掘、去变现，十八大后，这种‘变现’

成为一种必然。”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

济师何志成认为，中国有新能源的巨大储

量，预计仅页岩气就够中国人使用 300 年；

中国有强烈的城镇化动力，将拉动中国经济

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更不能低估农村土地改

革产生的新的生产力，农业有可能成为与精

细制造业并驾齐驱的新产业。所以，2013

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速都将保持

在 8%以上。

李伟也指出，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召开以来，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在不断积

聚，这是 2013 年应对严峻挑战、取得健康持

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十八大报告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

新 的 设 计 和 新 的 理 念，全 面 推 进 经 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5 个领域的改革成为

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可以这么说，中

国经济的第三次大变革，将是上述‘五位一

体’的全面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

这样的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

特点。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明确提出

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在转型

与改革的巨大空间当中，有着重大的战略

机遇。

2013 年，中国影响世界，世界期待中国。

2013年中国将全面释放改革红利
■ 本报记者 李红阳 高洪艳

义乌30年：小商品成就大市场
详细报道见第 3 版

尊敬的读者：

根据国家元旦休假安排，我报社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 日放假，其间，1

月 1 日正常出版，1 月 3 日休刊 1 期，1 月 4

日起恢复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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