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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
会 28 日在日本大阪举行。国家主
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共
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的重
要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要坚持改
革创新，挖掘增长动力；坚持与时俱
进，完善全球治理；坚持迎难而上，
破解发展瓶颈；坚持伙伴精神，妥善
处理分歧。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进一
步开放市场，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不
懈努力。

峰会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与会
领导人依次抵达，受到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迎接。

当地时间中午，峰会开始。安
倍晋三主持并邀请习近平作引导性
讲话。

习近平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 年后，世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
口。二十国集团有责任在关键时刻
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为
市场增强信心，给人民带来希望。我
们要尊重客观规律，发挥市场作用，
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要把握发展大
势，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以

更好的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引导经济
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要胸怀共同
未来，立足共同利益，着眼长远发展，
致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
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改革创新，挖掘增长

动力。我们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互联互通、
完善社会保障措施等，努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要营造有利市场环境，尊
重、保护、鼓励创新，提倡国际创新
合作。

第二，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
治理。我们要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对
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使得世
界贸易组织能够更加有效践行其开
放市场、促进发展的宗旨。要确保金
融安全网资源充足，也要让国际金融
架构的代表性更加合理。要落实应
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完善能源治
理、环境治理、数字治理。

第三，坚持迎难而上，破解发展
瓶颈。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目的就是动员更多资源，拉紧互
联互通纽带，释放增长动力，实现市

场对接，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
全球化。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将发
展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优先位
置，增加发展投入。

第四，坚持伙伴精神，妥善处理
分歧。二十国集团成员处在不同发
展阶段，关键是要本着相互尊重、相
互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
控分歧、扩大共识。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稳
中向好。我们将进一步推出若干重
大举措，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进一步开放市场。我们即
将发布 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造
业、服务业开放。新设 6 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
片区，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进程。

第二，主动扩大进口。我们将进
一步自主降低关税水平，努力消除非
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
度性成本。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

第三，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我们

将于明年 1月 1日实施新的外商投资
法律制度，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
度，增强民事司法保护和刑事保护力
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第四，全面实施平等待遇。我们
将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
的限制。准入后阶段，对在中国境内
注册的各类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
仁，建立健全外资企业投诉机制。

第五，大力推动经贸谈判。我们
将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有信心走好自
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同世界各国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
明天不懈努力。

与会领导人探讨了世界经济形
势、贸易、投资、创新、数字经济等议
题。许多领导人表示，世界经济面
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
令人担忧。各方应该密切沟通对
话，保持团结合作，加强宏观政策协
调，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创新、应

对气候变化、能源、教育、环境等领
域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对世界
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许多与会
领导人还表示，应共同反对保护主
义，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空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容增长，实现各国高质量发展，惠
及各国人民。

峰会开始前，习近平还出席了数
字经济特别会议并应安倍晋三邀请
第一位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数
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深刻重塑世界
经济和人类社会面貌。我们要营造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不
能关起门来搞发展，更不能人为干扰
市场；要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确
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要提
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
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愿积极参与
国际合作，保持市场开放，实现互利
共赢。

刘鹤、杨洁篪、王毅等参加有关
活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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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为 2018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
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
本 养 老 金 水 平 ，总 体 调 整 水 平 为
2018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
的5%左右。

辽宁养老金已实现15连涨

据了解，今年是我省连续第 15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
平，我省将确保在 2019年 7月底前将
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
手中。

辽宁省方案经省政府同意，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总体
调整水平为 2018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
基本养老金的5%，近期开始在全省范

围内组织实施。
辽宁省人社厅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调整，我省将按照国家确定的公平
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继续采取了定
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结合
的办法，兼顾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的特点，合理确定了调整办
法和具体标准，并适当对高龄退休人
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
以倾斜照顾。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统一调整办法，同
步实施。

定额调整标准

人社厅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规
定，符合劳人险〔1983〕3 号文件规定
的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退休老
工人，每人每月增加70元。

1949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参
加工作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65 元。

1949 年 10 月 1 日至 1953 年 12 月
31 日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每人每
月增加 60 元。1954 年 1 月 1 日后参
加 工 作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 退 休

（职）人员和“五七家属工”每人每月
增加55元。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退
休（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25元。

挂钩调整标准

退休（职）人员符合国家、省规定
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
特殊工种折算年限，下同）每满 1 年

（不足1年按1年计算，下同），每人每
月增加基本养老金1元。

其中缴费年限超挂钩调整标准：
退休（职）人员符合国家、省规定的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特殊
工种折算年限，下同）每满1年（不足1
年按 1 年计算，下同），每人每月增加
基本养老金1元。其中缴费年限超过
15年的部分，每满1年，每人每月再增
加基本养老金 1 元。退休（职）人员、
五七家属工按照本人 2018 年 12月领
取的统筹内月基本养老金为基数，按
0.8％的比例增加基本养老金。

对高龄退休人员予以照顾

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基础上，
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
人员等群体予以倾斜照顾。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分别再按
以下标准增加基本养老金：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70 周岁以上（含
70周岁）、不满 80周岁的退休（职）人
员、“五七家属工”，每人每月再增加
50 元；年满 80 周岁以上（含 80 周岁）
的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100元。

符合国家原人事部、财政部《关
于印发〈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
61 号）规定范围内的艰苦边远地区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 5 元。企
业退休军转干部增加基本养老金，在
和其他条件相同的退休人员同办法、
同标准调整后，统筹项目内养老金总
额低于调整后省辖市统筹区域企业
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月人均养老金
水平的，补足到省辖市统筹区域企业
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月人均养老金
标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

辽宁养老金15连涨 7月底前补发到手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10 年后，世
界经济再次来到十字路口。”28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
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时，开宗明义讲了这样一句话。

G20 大阪峰会召开前，世界银行
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将 2019 年和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分
别下调至2.6%和2.7%。这一预期，再
次凸显了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
定性的持续加剧。此景此境，在商贸
和交通繁盛之地的大阪召开 G20 峰
会无疑具有象征意义。

这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七次出
席或主持 G20 峰会。峰会第一阶段
会议，习近平主席作引导性讲话。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达 30%，全球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
动力源……中国将在 G20 这一国际
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上发出怎样的声
音、有怎样的作为？在世界经济走到
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尤为
关注。

6 年前，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出席
G20 峰会，呼吁共同维护和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6 年来，初心不渝。“古
往今来，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从隔
绝走向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发挥引领作
用，确保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平衡、
普惠发展”“我们要加强多边贸易体

制 ，对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进 行 必 要 改
革”……再度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领导人相聚一堂，习近平主席再次发
出呼吁开放合作的中国声音。

峰会日程之外，习近平主席利用
各种小多边和双边场合，凝聚共识、协
调行动。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主持中非领导人会晤，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一场接一场的活
动，“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
制”成为高频词。古特雷斯秘书长深
受感动：“联合国愿同中国共同努力，
更好发挥全球治理应有的作用，使遵
循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社会主流。”

面 对 逆 风 ，重 温 初 心 ，身 体 力

行。“即将发布 2019 年版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新设 6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办
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
年 1月 1日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
度”……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
事，习近平主席在大阪峰会上宣布的
一系列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新举措，赢
得各方广泛赞誉。

拉长时间的维度，来大阪之前的
这个月，习近平主席已出访4国，出席
3 场多边会议，同十余位国家领导人
会见会谈，不辞辛劳、不遗余力推动
开放合作，为世界稳定和发展注入正
能量。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作出判断：

“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动
向只不过是全球化潮流中激起的几
朵浪花，阻挡不住全球化大潮”；在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上，表明立场：“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我
们要牢牢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大势”；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第五次峰会上，形象指出：“封
闭的空间只会四处碰壁，开放的道路
才会越走越宽。”

“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尊
重客观规律、把握发展大势、胸怀共
同未来，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为
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懈
努力。 据新华社

世界听到开放合作的“中国最强音”
新华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