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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为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为缩小贫富差距和缓解资源分配不均提供机

会。传统的技术创新扩散往往是从领先用户开始的，但是公共政策可
以对技术扩散路径进行引导。

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基础，但是如何将技术基
础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仍需要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中国在
高新技术自主创新的过程中需要“两条腿”走路，既不能完全依赖国
外的专利和技术，也不能忘记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
公共政策与管理的基础研究和
若干应用领域的研究，其中包
括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
与创新管理、危机管理与全球
治理等，在这些领域中多有著
述，发表中英文论文上百篇。

中国智库建设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作为智库不仅仅是“库”，而是要使“库”里有取之不竭的

“智”，真正成为大国“谋定而后动”的思想库。建议加快形成智库生
态体系、智库协同体系、智库人才培育体系、智库与决策者的沟通体
系、支持智库发展和智库研究者发挥更大作用的政策体系这五个体
系，提升我国与国际一流智库PK的能力，形成文人相惜、同行相
携、多方相助的氛围，加快建设高质量的智库队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多年来致力于经济理论研究
和实证研究，以国家战略研究、
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为主要方
向，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出版
著作、译著 30 部，主要有：《中
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
问题》《透视中国：中国宏观经
济报告》《透视中国：中国现代
流通报告》、等。

中国跨上了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台阶
在未来的国际经贸合作中，中国在继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

与出口的同时，还将迈入扩大进口、努力平衡整体贸易的新阶
段。一方面，国人出国旅游已连年突破亿级水平。另一方面，在去
年货物贸易顺差5000亿美元的背景下，我国确实有能力继续扩
大进口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标志着中国跨上了
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台阶，显示着我国扩大开放合作的决心。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沈丁立

研究领域为中美安
全、地区安全、国际战
略、军控防扩散、中美
外交与防务等。合编有

《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
外交政策》《亚洲地缘经
济与政治》等。

没一个国家能用“贸易战”打垮中国
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当

前，世界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美国发起“贸易战”完
全是“以邻为壑”，也就是用保护主义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伤
害别人的利益，这必然会带来贸易的冲突和反制。

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可以用‘贸易战’的方式打垮中国。我国
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冲击。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
和国际贸易。曾先后主持或参
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计
委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

“七五”“八五”“十五”规划
重点课题等。曾出版中、英文
专著(包括合著)十多部，发表
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部分
成果曾先后荣获孙冶方经济科
学著作奖。

“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改革，正在从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

践的学习者、受益者，逐渐转变为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
先行者、开拓者。“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为浙江
发展闯关，为全国改革探路，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公共管理理论
与实践。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郁建兴

研究方向为国家理
论、地方政府和公民社
会组织。出版著作有统
筹 城 乡 发 展 与 地 方 政
府》《民间商会与地方政
府》《马克思国家理论与
现时代》等。

“一带一路”共建新型全球化
中国作为连接“一带一路”各类国家的重要节点，有望快

速适应不同贸易类型国家的贸易需求，在贸易过程中形成循环
串联，突出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果，全面推动对外开放格局的贸易合作空间，使中
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制度、教育、文化、思想等多
个层面上开始更进一步加入到世界秩序当中，进而彰显自身的
时代意义和价值体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辉

研究领域为区域经
济学、产业经济学、土
地 经 济 学 等 ， 著 作 有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
集群转型和升级》《中国
市场经济发展研究市场
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和结
构演进》《中国经济增长
的产业结构效应和驱动
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