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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企企业业家家联联盟盟成成立立啦啦
欢迎您报名入盟 共享资源求共赢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刘相华 实习生 朱冉冉)

经过紧张的筹备，日前由齐鲁晚
报发起的企业家联盟在济南正
式成立，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
省工商联等有关领导出席揭牌
仪式，参会的300多家企业成为
首批联盟会员。据介绍，联盟将
依托齐鲁晚报的新闻宣传优势，
致力于为山东优秀企业和企业

家搭建舆论宣传平台、思想交流
平台、合作共赢平台和公益活动
平台。目前，企业家联盟第二批
会员正在火热报名中，欢迎有识
之士入盟共享资源求共赢。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是由
齐鲁晚报发起，是齐鲁晚报客
户、与齐鲁晚报关系紧密的企业
及山东省内优秀的企事业单位
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联盟的成立得到了省委宣传部、
省发改委、省工商联等的大力支
持，兖矿集团、西王集团、东阿阿
胶、卓创资讯、开创集团、山东高
速等300多家企业以及相关协
会、学术机构等参加揭牌仪式并
成为首批联盟会员。首届齐鲁企
业家峰会同日举行，北大光华管

理学院教授陈玉宇等嘉宾现场
发表了精彩演讲。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企业家
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创刊 26年
来，齐鲁晚报始终与山东企业保
持良好合作，把服务好山东经济
建设发展当作自己的使命。企业
家联盟的成立，也是齐鲁晚报服
务企业的又一创新之举。同时，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齐鲁
晚报也已经成长为中国第一大
都市报，2013年广告经营收入近
10亿元、净利润近3亿元，从一张
报纸扩展到报系与全媒体，发展
了会展、影业、汽车6S产业园、地
产中介销售等多个产业格局。

齐鲁晚报总编辑·总经理蓝
海在联盟成立大会上表示，“企

业家联盟的成立翻开了齐鲁晚
报事业发展新的篇章，齐鲁晚报
为企业服务的平台更大了，服务
企业的手段也更丰富了。”据介
绍，联盟将致力于为山东优秀企
业和企业家搭建舆论宣传平台、
思想交流平台、合作共赢平台和
公益活动平台。随后，联盟将健
全组织机构，完善联盟章程，整
合各种资源，为联盟内企业提供
新闻宣传、政策咨询、学术顾问、
广告创意、活动策划、市场营销、
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各类服务。

“新常态、新思路、新发展”，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将用一流
的专业知识、丰富多彩的活动、
团结和谐的氛围吸引齐鲁企业
界有识之士，为企业发展创造机

遇、增添活力，为山东的经济转
型升级做出新贡献。目前，联盟
的第二批会员招募已经开始，如
果 您 想 加 入 ，可 致 电 0 5 3 1 -
85196715报名参加或咨询详情
(工作日)。同时，您还可从齐鲁
晚报网查询联盟章程并进行入
盟 登 记 ，网 址 为 h t t p : / /
www.qlwb.com.cn/zt/141023-1。

●解读

当前经济总体疲弱

下行风险增大

今年9月份,CPI上涨1 . 6%,
创下56个月以来的新低；2012年
1月以来,PPI增长率一直在-3%
到0之间；今年前三季度,进口下
降0 . 1%,出口增长3 . 6%,处于较
低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
2013年比下降5个百分点……

“当前经济总体疲弱,下行的
风险增大。”陈玉宇分析 ,“新常
态”将成为我国经济走向下一个
健康发展阶段的过渡期和转换
期,预计3到5年内,我国将“忍受”
这一状态下7%左右的增长速度。

陈玉宇说,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预测的2014年全球经济
形势,全球经济增速将好于去年
和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也好
于去年和前年,除中国外的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去年
和前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处于
下滑状态。那么被认为是外向型
经济的中国,为何出现“全球经济
变好,中国经济变坏”的局面?

“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依靠

出口高增长的阶段结束；房地产
作为经济主要拉动力量的局面
也接近尾声；制造业进入工资与
生产率赛跑的阶段；基础设施建
设也缺乏有效的长期资本市场
工具的支持,被迫做出阶段性的
调整。”造成“新常态”的原因,部
分来自于结构性的力量和经济
发展的长期力量；另一部分原因
是短期力量,比如商品价格市场
的波动、货币市场的突然变化、
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不确定性。

●预判

到下一个十年

经济增速将在5%-6%

陈玉宇提出,在经济疲软状
态下的中国经济也有诸多亮点,

比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
突飞猛进,服务业已经连续三年
高于制造业增速,生产型服务业
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当前我国
仍需加强对经济断崖式下跌的
警惕性,虽然其概率并不大。

“按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是
人均GDP达到9000多美元的国
家,相当于韩国1986年的水平,相
当于日本1963年的水平,中国已
成为一个标准中等收入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年年保持GDP平
均10%以上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中国已经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
阶段,从贫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从贫困到中等收入阶段的
发展相对简单,只需稳定的增长
环境、简单的市场经济、正确的
激励、企业家的努力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怎
样实现第二阶段的发展,即从中
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水平。

在新的阶段,陈玉宇认为,经
济增速将缓慢下行。他预计,从现
在到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将维
持5%-6%的增速,第二个十年增
速可能在3%-4%。这意味着,20
年后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2
万-3万美元,相当于用20年的时
间完成韩国经济增长的路径；30
年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将达
到4万美元左右,在2045年接近美
国一半的水平。

●对策

解决好4亿新劳动力的

城市化问题

“新常态”如何使城市化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成为
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但中国
需要的不是“大干快上”、停留在
表面的城市化。

陈玉宇表示,1990年到2010
年,中国出生约4亿人,未来城市
化的主体便是这4亿人。中国的
城市化也是过去20年从农村转
移出来的2亿农民工的城市化。

对于中国应该“在哪儿城市
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在未来
20年需要形成200个有活力的城
市,未来中国也要重点发展这100
至200个大城市,实现这部分大中
城市的城市化,使中国经济进入
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

陈玉宇认为,在这待完成城
市化的4亿新劳动力中,将有2亿
人接受高等教育,中国在未来20
年将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受
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人群。

“努力解决好这4亿新劳动
力的城市化问题,中国最需要的
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健全的劳
动力市场,企业发展也依赖这样
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如何“创造
性地利用新一代的大学生”、配
置好这4亿新劳动力资源,把他们
配置到正确的产业和岗位上将
是企业家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分析宏观经济

未未来来2200年年经经济济增增速速将将平平稳稳下下行行
当经济增速回到7 . 5%时代,经济增长步入缓慢下行的

“新常态”阶段,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哪些特征?
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希望在哪里?“新常态”的局面
下,企业又该如何进行产业和技术的革新?在首届齐鲁企业
家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
研究所所长陈玉宇与山东企业家分享了他对新常态下中国
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

本报记者 王茂林 窦静

陈玉宇在峰会上发表精彩演讲。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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