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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
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
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面对这些时代命题，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洞察时势，顺应大势，给出了明确的
中国方案。在万众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
舞台上，中国主张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
的胸怀和担当。

共商共建，共创世界经济美好未来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17日至18日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主旨演讲，并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立足亚太和世
界经济大局，回顾二战惨痛历史教训，总
结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经验，提出应坚持
的“开放、发展、包容、创新、规则”等五大

“导向”。
无论是区域合作，还是国际合作，这

五大“导向”无疑是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互
利共赢的正确路径，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
愿望。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以及
逆全球化思潮暗涌等突出问题，面对全球
发展不均、新科技革命浪潮冲击等系列挑
战，这五项主张为系统解决这些问题和挑
战提出了明确方案，赢得国际舆论广泛认
同和好评。

太平洋岛国论坛贸易与投资专员署
驻华贸易专员戴维·莫里斯认为：“开放
与合作是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
道路，建立伙伴关系永远都胜过对抗。”
澳大利亚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安
德鲁·麦金泰尔表示，亚太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是包容性的，必须尊重各个国
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在APEC会议期间，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上升的势头遭到与会领导人广
泛抨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和
重建关税壁垒相比，我们更可能在谈判桌
前找到解决所谓不公平贸易的办法”。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认为，只有在世贸组
织透明规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亚太
自由贸易区，使其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市
场，而不是一个保护主义的狭隘体系。

对于当前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中国始
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
维护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杰尼克·芮登对习主席关于多边
主义的论述印象深刻，并认为“各国需要在
多边主义框架下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
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认为“中国主张的全
球化理念能让世界各国人民获益”。他认
为，在应对人类发展面对的共同难题时，
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正体现了这种合作精神。

命运与共，推动深化亚太伙伴关系

作为亚太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始
终心系亚太。从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到推动深化亚太伙伴关系，从绘制互联
互通蓝图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
历次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
要发展理念和经济治理方案，为亚太和平

与繁荣持续注入动力。
在本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对亚太发展再次提出系列倡议：
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型亚太
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坚持
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包容联动发展；坚
持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这四项“坚持”，在中国推动亚太发展
一系列倡议基础上，顺时而谋，再次为亚
太合作共赢之路贡献中国方案。

如今的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
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茂物目标将于2020年到期，中
国领导人倡导亚太地区应着眼2020年后
合作愿景，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展现中国与亚太伙伴一起为区域共谋繁
荣、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心。

作为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今年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定为“把
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中国
对亚太包容性增长的助力，也得到地区国
家认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伦宾克·帕
托说，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加强互联互
通，对实现包容性增长十分重要。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以投资等方式参与巴
新建设，对巴新的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发
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同亚太各方的紧
密合作，也为亚太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展望未来，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掷地有声：

“中国将深入参与亚太合作进程，同各方
深化务实合作，为亚太地区发展繁荣作出
新贡献！”

合作共赢，中国行动增益全球福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
的辛勤劳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在自身发展同
时，也在参与完善全球治理、支持广大发展
中国家发展等诸多方面，担当大国责任，增
益世界福祉，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从“一带一路”
倡议的落地生根到一系列扩大开放措施
的陆续出台，从倡导设立亚投行到举办首
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共促发展的责任担当。

今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开
放的有力举措：发布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大幅放开22个领域的外商投资市场准
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外企业加
大减税降费力度……引发国际社会普遍
积极反响。

中国与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的行
动赢得广泛呼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近日表示，他将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商
讨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两国合
作，将更多设想付诸行动。柬埔寨皇家
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皮赞赏中
国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并承诺向国际
投资者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他认为，
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
入重要动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在世界前行的十
字路口，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解答时代之
问。展望未来，中国将乘风破浪，与世界各
国同舟共济，共同驾驶世界经济大船驶向更
加美好的彼岸。（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胡璐、郁琼源）新个税法将
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
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18日表
示，个税改革带来了征管模式的
转变，未来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市
场发展空间将更广阔，建议积极
推动三个转变，主动适应改革形
势和市场的新需求。

这是记者18日在中国注册
税务师协会、北京市注册税务师
协会主办的个人所得税法公益大
讲堂上获悉的。

这位负责人说，虽然新个税
法提高基本减除费用可能使纳税
人数量有所减少，但随着收入的
增加，尤其是专项附加扣除的施
行，涉及的纳税人规模未来仍将
增加。随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改革步伐持续深入，涉税专业服
务行业的市场发展空间将更广
阔。可以说，以个税改革为契机，
开启了为自然人提供涉税专业服
务的新时代。

他同时也表示，个税改革对
涉税服务行业的职业水平提出
更高要求。由于改革从根本上
改变了税制结构，除了建立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也引入了新的征管模式，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在未来履行纳税
义务或扣缴义务时计缴税款的

方式方法、申报要求以及税务机
关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征管都
将发生变化。无论是个人，还是
单位扣缴义务人，都需要更加专
业化、精细化的服务，对涉税专
业服务的要求更高。

因此他建议，税务师行业要主
动实现三个转变，以适应新的改
革形势和市场环境。即从重企业
纳税人向企业纳税人和自然人纳
税人并重转变、从提供通用型纳
税服务向满足个性化需求转变、
从传统模式向“互联网+”转变。

（新华全媒头条）

十字路口的中国引领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11月14日，在襄汾县赵康镇晋绿三樱椒专
业合作社，村民在晾晒辣椒。

近年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通过“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动辣椒产业提质升
级。目前，该县辣椒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种植
户人均增收2000余元。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

个税改革将带来征管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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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11月9日电（记
者 许雄）记者从山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了解到，新近下发的山西
省《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技术中
心建设促进产业创新体系完善的
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省
内国家、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
要力争达到1000户，并实现对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全覆盖，形成
各类创新要素聚集的支撑产业转
型升级的技术创新体系。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重
化工基地，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的
粗放增长模式造成省内产业结构
单一，一煤独大，企业依靠技术创
新动力不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
展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

为提升产业创新能力，2008

年山西曾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
实施了《山西省企业技术中心管
理办法》。目前，山西已初步构建
起国家、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
建设体系，企业技术中心在产业结
构转型中的引导作用日益凸显。

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山西省
要通过推动企业技术中心培育发
展壮大，促进企业技术中心创新
能力提升，推动企业技术中心创
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技术中心

技术创新产出，完善企业技术中
心创新合作机制，加强企业技术
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更完善
保障措施等方面努力，继续大力
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力争
到2020年再增加100余户市级
以上企业技术中心，使山西省国
家、省、市三级企业技术中心总
数达到 1000户，为全省产业转
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更为强
大的支撑。

山西：

三年内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要达100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