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ly  24  2024  Wednesday   Page11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一
二○二四年七月廿四日（星期三） 商報

他要等到最後一刻才將土地的賞賜分

給孫子們。他懂得孩子們要學會自己動手

吃甘蔗，用力咀嚼才能吸吮

到甜美的甘蔗汁。帶到馬尼拉學校宿

舍的美味家鄉雞，他們自己烹飪，遠比那

些在馬尼拉買的雞肉更香。所以，這些男

孩們體驗著當時城市與鄉村最好的生活：

在城市裡與來自同一個階層的同齡人沉浸

在知識的熏陶中，而鄉村經歷讓他們更深

入地瞭解實際，為未來事業發展提供洞察

力，在他們的時代到來之際，能將家族的

事業延續下去。

時光飛逝，1915年，我的外祖父從

雅典耀畢業，獲得文學士優等學位。他的

班級畢業照記錄了年輕時的祖父步入成熟

初期的模樣，一雙愛幻想的眼睛，雙耳直

挺，耳旁烏黑發亮的頭髮，微微帶笑的雙

頰。即將步入成年的他是否預見到時代浪

潮可能帶來的變化？他在獻給聖母的祈禱

詞中，夾雜著拉丁語與英語，被作為他們

班級的格言：「偉大的聖母，請永遠與我

們在一起，保佑我們的純潔心靈不會因為

時代變遷而改變，保佑生活的經歷不會改

變我們的初心，請用最偉大的精神來教育

我們，我們將為此感到欣喜。」

由於他很早就對科學與數學感興趣，

我的外祖父很想選擇工程專業。但是他與

其他兄弟們一樣，在職業選擇方面最終都

得聽從他們祖父的安排。所以，作為長孫

的何塞，選擇了法律。雖然這不是他最喜

歡的科目，但他在菲律賓大學法學院讀書

時，還是傾注了所有熱情。1920年又到位

於馬尼拉的法學院（EscueladeDerecho，即

今天的馬尼拉法學院）繼續就讀。家人以

他為傲，為他取得的學位感到高興，但特

裡尼達的早逝沖淡了家裡喜悅的氣氛。安

德蕾，在接連失去兩個孩子後，也在六個

月後離開了人世。這種情況下，我的外祖

父還是堅強面對家裡發生的不幸，從法學

院畢業一年後很快就通過了律師考試，而

且排名第六。從照片上看，他很沉穩，對

前途充滿信心，他的求學經歷已經改變了

他的人生軌跡，成年人追求獨立的意志油

然而生。

家庭律師胡安蘇木隆法官僱傭他作

為個人助理，在拉維德斯&瑪巴納格辦公

室工作。法官的二女兒，德米特裡婭負責

辦公室的清理工作。就是在這第一份工作

中，我的外祖父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德米

特裡婭，她當時還是菲律賓大學藥學系的

學生。弟弟們都開玩笑說阿公何塞為他選

擇了未來的新娘：德米特裡婭具有中國人

勤勞與節儉的特徵，而這正是阿公所欣賞

的。不僅如此，德米特裡婭還有自己的人

生目標，她希望成為一名藥劑師，而我的

外祖父足足等了她四年，等她完成了在菲

律賓大學的所有課程，他用這種方式證明

了他對德米特裡婭的深愛。在我外祖父耐

心地求婚時，1923年，他的三弟安東尼奧

決

定與一位名叫維多利亞烏胡哥的華人

混血兒私奔。在那個年代，私奔是一種反

抗父母安排婚姻的最激烈行為。而那時安

東尼奧剛剛從聖托馬斯大學畢業，獲得醫

學學位。因為母親不同意他的選擇，所以

他就接受了一份政府醫藥巡視員的職位，

決意去偏僻的萊特島工作，這是他第一次

遠離家鄉。聽到他宣佈這個決定後，四個

兄弟情不自禁地緊緊擁抱在一起，他們一

直都很親密，無論是感情上還是現實生活

中，他們都不願分開。

雖然家庭成員都希望繼續以前的生

活，但事與願違：就像只有三隻腳的桌

子，他們感覺到缺了一隻腳的桌子是那麼

的彆扭。在晚上的祈禱會上，兄弟們祈禱

好事降臨，能促使家庭團聚。神奇的是上

帝回應了他們的請求，一年後，即1924年

8月31日，安東尼奧的兒子雷濛濛奇許寰

哥出生，他是梅拉西奧與塔克拉的第一個

孫子。這個孩子的出生溫暖了家中長輩的

心。他們發電報邀請安東尼奧與維多利亞

回到帕尼基，他們原諒了這對夫婦，電報

上的電文如此寫道。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濱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雪琴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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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何深意 

國產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

如果將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一個起點，

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的過程，並且這個轉型不是一步到位的，而

是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級

7月15日至18日，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

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

定》。

全會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

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同時，錨定到2035年要實現的改革目標，重

點部署未來5年，明確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八十週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

任務。

二十屆三中全會具有繼往開來的里程碑

意義——既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

改革的實踐續篇，也是新徵程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的時代新篇。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全

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

代。

十年後的2023年4月21日，中南海，習近

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二十屆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總結了十八大以

來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指出「放眼

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和政黨，能有這樣的

政治氣魄和歷史擔當，敢於大刀闊斧、刀刃

向內、自我革命，也沒有哪個國家和政黨，

能在這麼短時間內推動這麼大範圍、這麼大

規模、這麼大力度的改革，這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的鮮明特徵和顯著優勢」。

當時為什麼要推出這樣一個系統性的改

革？據新華社報道，當時經濟長期高速增長

過程中積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不斷積聚，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日益突出；新一輪科

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下的國際競爭形勢逼

人，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沉渣泛起……

當時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跨越新的重

要關口。

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的次月，在十八

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

總書記說：「我們在考慮這次三中全會議題

時，就提出要制定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

案，而不是只講經濟體制改革，或者只講經

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這樣考慮，是因為

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

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

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

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只有既解決好

生產關係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

築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

應。」

而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中國

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撰文指

出，回顧這段改革歷史，對於為中國式現代

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具有重要意

義。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

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約兩萬字的文件，

包含60項具體任務，336項改革舉措。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

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

略研究所原副所長周天勇對《》說，《決

定》是一份總結了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經驗

寫成的文件。

《決定》涵蓋了各領域改革的方方面

面。林兆木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了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對經濟體制、政治

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

制、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作

出部署，把各個方面改革作為一個整體協同

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緊緊圍繞使市場

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

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

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

系」等多項改革部署，勾畫出深化經濟體制

改革的基本框架。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

員沈傳亮說，「進入新時代，我國仍處於並

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

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

地位沒有變，必須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

點不動搖」。

在人們的印象中，三中全會總是與經濟

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關。改革開放以

來，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

歷屆三中全會都圍繞這一主題作出決定和部

署。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

設教研部教授強舸對《》說，正因為三中全

會被賦予了改革的議題，因此歷屆三中全會

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其他中央全會，

比如關於黨的建設的中央全會、關於依法治

國的中央全會，也是為了更好地保障改革、

推動改革，最終目標還是改革。」強舸說。

周天勇則指出，40多年來，中國經濟每

次從短期的下行轉為上行，都由改革開啟。

以1978年為例，從1957年到1977年，

GDP年均增速為5.5％，部分年份還是負增

長。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

放，之後通過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實施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鄉鎮企業發展、

擴大企業自主權等改革，中國經濟實現了

1978年到1988年的增長，平均增長速度達到

10.22％。

周天勇認為，當下需要溫故而知新，通

過大力度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啟新一輪上行週

期。

綜合國力持續提升

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達1465.3萬

輛，其中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占比近65％。

過去十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年產銷量從2014

年的7.85萬輛和7.48萬輛飆升至2023年底的959

萬輛和950萬輛，增長了約126倍。

強舸說，許多影響力較大的新能源汽車

企業都成立於十年內，我國新能源汽車的快

速發展，極大程度上反映了發揮市場決定性

作用的效果。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

揮政府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這一

論斷，顯示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認識的一個重大突破，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對

《》說，如果將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一個起

點，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

轉型的過程，並且這個轉型不是一步到位

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級。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被鄧小平同志稱

為寫出了「政治經濟學的初稿」。1993年11

月，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並提出「市場在國家宏

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3

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完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2013年11月，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

定，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等重大論斷。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區別，

是資源配置手段的不同。」鄢一龍說，改革

開放之後，經濟體制從計劃軌道往市場軌道

轉變，中國則一步一步向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他強調說，從計劃

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我們不搞『休克療法』，因為不可能從計

劃軌道一下子就轉換到市場軌道」。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此前

指出，市場化改革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

鍵。通過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堅持以市場化改

革為重點，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持

續提升。從2013年到2023年，我國經濟實現

了年均6.1％的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速連續多

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此外，國

內生產總值從57萬億元增長到126萬億元，占

世界經濟比重從12.3％提高到18％左右，穩居

世界第二位。

基本經濟制度持續得到完善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以公有制為主

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

度持續得到完善。

「國有企業還要不要？」2016年10月10

日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習近

平總書記在講話一開頭就提出這個問題。總

書記說：「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無的放

矢，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他接著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

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

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應該是毋庸置疑

的。」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出現過關於

「國有企業還要不要」的爭論。強舸說，經

過這些年的國有企業改革，輿論已經不再爭

論這個問題，「國有企業不僅要，而且一定

要辦好」。

國企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頭戲。

十九大把深化國企改革擺在完善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12項任務之首，且篇幅最長，指

出「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

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

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

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

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深化國企改革，發展

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

界一流企業」。

2019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國企改革三

年行動方案。2020年6月30日，習近平總書

記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會議

審定《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

年）》，正式拉開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的大

幕。

強舸說，近幾年，國有企業的治理結

構、治理體制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首先，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更加成

熟完善。強舸說，十八大之前，國有企業的

董事會制度很不完善，多數國有企業沒有董

事會，但在十八大之後，各級國有企業基本

實現董事會應建盡建、外部董事原則上佔多

數。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的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2月，已有1.3萬戶中央

企業子企業和2.5萬戶地方各級國有企業子企

業建立了董事會。

其次，十八大之後，落實了國有企業

黨委（黨組）發揮領導作用的要求，推進黨

的領導和公司治理有機融合。同時，國有企

業國資監管效能增強，強舸說：「十八大之

前，國企的國有資產流失、腐敗問題是很嚴

重的，現在已經得到有效改善，形成了國有

資產監管新模式。」

再次，國有企業定位作用更加明確。強

舸說，除了獲得經濟效益，國有企業還應該

發揮一些功能性作用，「例如疫情期間，很

多國有企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口罩等

物資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3年2月，央企涉

及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領域

營業收入占總體比重超過70％。

此外，十八大以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取得重要成就，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

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

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發佈，該文件

從發展環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社會氛

圍等方面提出31條具體舉措。一個月後，國

家發改委等8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實施促進

民營經濟發展近期若干舉措的通知》，圍繞

促進公平准入、強化要素支持、加強法治保

障、優化涉企服務、營造良好氛圍五方面，

提出了28條具體措施。

上述文件是繼國務院於2005年和2010年

出台《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

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關於鼓勵和引

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後，以中

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發佈的更高規格的文

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研

究員劉培林近期撰文稱，國家在發改委內部

新設立了「民營經濟發展局」，立法機構也

在醞釀製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多個部委

也出台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多項配套政策，

「可以說，圍繞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國家最

高決策層表現出了鮮明的態度」。不過，他

也指出，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政策環境仍有

改善空間，應圍繞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政策進

行一致性評估。

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國家發改委黨

組在《求是》雜誌發表了署名文章。

文章在總結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取

得的歷史性成就時指出，「十多年來，我國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穩步推

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深化要素市場化改

革，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

統一大市場加快形成」。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深化經濟

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

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加

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佈。對於

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方式，國家發改委副

主任李春臨曾對媒體表示，「建設全國統一

大市場，簡單通俗地說就是『5統一』『1破

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