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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初夏时节，草木繁茂，生机盎然。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 2020 年全国“两会”，

于 5月 21 日正式拉开帷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

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全国

“两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借助“两会”平台，

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进行有效对话、沟通和协商，

通过深入反复协商获得共识，为决策提供科学、民

主的程序和依据。经过充分的协商民主和民主协商，

获得高度共识并形成决策，体现和发挥我国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即坚持并做到全国一盘棋、

资源集中使用、行动统一协调，同时又注意调动各

方面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使决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

实。

    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承载着 14 亿中

国人的共同意志和坚定信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的两会时间特殊、背景特殊，在会议形式

和聚焦的内容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两会的

功能和作用没有变，依然是反映人民意愿、汇聚各

界力量、展现信心决心和初心的重要平台，是世界

近距离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结合内外环境变化，

谋划好怎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怎样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将向世界充分

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

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

球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2020 年，摆

在面前的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历史任

务，是百年目标的实现时刻。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巨

大考验面前，中国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奋进航程上的发展目

标。面对内外部的艰巨挑战，此时正需要汇聚众智、

凝聚共识，中国两会将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采取什

么样的举措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举国关注，举

世瞩目。

    本期推出“2020 年全国两会”专题，聚焦 2020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全国政

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深

度了解两会的政策部署，解读重点提案、议案和热

点话题，关注中国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后，

如何进一步恢复和提振经济，如何安排今年的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会释放出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希望

能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思索和

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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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详解 40 年来
最短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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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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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设 GDP 目标意味着什么

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不同以往，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未涉及经济增速目标。

这是对中国经济和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前瞻性部署，也

是务实、深入分析当下经济形势的果断决策。

    一方面，疫情之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同时

也是挑战期。现阶段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

头，未来国际贸易链的潜在“断链”，当今经济形势已

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全球化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作为过去国际间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国家，欧美等发达国

家经济遭遇阻碍，市场信心萎靡，中国政府跳出以往“唯

GDP”论在名义和数字上的竞争，而是切实做好当下疫情

防控、积极发展和扶持实体经济，不在“数字”上做文章，

在“硬核”上花大力气。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切实改善民生问题。在消费端，

刺激和把控新经济增长动力是中国未来新经济发展模式

的重要布局。短期来说，疫情下的民生问题，代表着中

国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能不能重新起航的信心和信号；

而长期而看，普惠民生的战略将成为未来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新目标，在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形成新经济



5

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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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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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为何如此重要？

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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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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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两新一重”激发经济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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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上接第 14 页）

    历史地看，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国家实力的崛起

相比具有滞后性。一战前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英国，

但美国话语权优势在二战后才展现出来。傅莹对此有清

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论述，“总体上看，‘西强我弱’的

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但她也指出，“改变他人的

偏见不能只靠批驳和辩解。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更

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国的

意图和目标，把叙事重点更多放到展现中国与各国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行动上去。” 

    新冠危机凸显了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难以逾越的

政治屏障。但傅莹认为，一个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扩大

开放的中国，一个矢志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不愁没有好的

国际口碑。在国际政治学上，这种内外兼修体现的是“道

义政治”。伦敦政经学院学者金刻羽撰文称，通过行动

而非言语，中国领导人可以基于道义责任而不是地缘政

治利益来重建中国的国际形象。 

    关于道义与政治，美国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在总结二战的教训后写道：“只有当我们意志坚定以及

我们的道义目标与战略考虑相匹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

使得人类免于另一次灾难。”疫情结束后，无论欧美如

何操弄政治，整个国际社会都势必思考如何“免于另一

次灾难”。中国外交中道义与战略的结合，正当其时。

                           （2020年 10期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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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的
  长三角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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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    2020 年全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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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冠外交”的危与机

全球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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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观

（下接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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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从“六稳”到“六保”，

中国经济底线思维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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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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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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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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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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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