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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回顾 

 



  

一、 活动概况 

2012年 6月 20日，“蓝色战略•智慧增长”经济高峰论坛在青岛万达艾美酒店乐宴会

厅举行。此次大会包括“中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减速与治理”、“金融

改革与金融开放”等三场主题演讲，并设置“年度高峰对话：国际金融动荡与中国经济走向”、

“持续转型与创新增长”、“金融改革与民间资本”和“中国式创业”等四场主题讨论。 

大会邀请到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张军等 21 名国内外知名经济界、金融界、学界高层代表到会发言，350 位听众代表到

会参与。听众中，超过 80%来宾均是来自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知名商学

院的中高层管理者，其中来自青岛以外的投资机构、企业高层决策者近 200 位， 为青岛带

来新的潜在投资发展机遇。同时，近 40 位媒体代表参与了大会宣传报道工作。 

 

 

 

二、 来宾分析 

 

 

 

 



三、 现场回顾 

1. 开幕致辞 

刘明君，青岛市副市长 

Angela Mackay，英国《金融时报》亚太地区董事总经理 

 
 

刘明君在致辞中表示：“自 2009 年以来，《金融时报》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已连续

在我市举办了三届。经过三年的培育，论坛已经成为环渤海区域最具国际化专业性的金

融产业高峰论坛之一。论坛的成功举办，对推进我市金融产业的发展，培育打造高端会

展项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ngela Mackay 在致辞中表示：“青岛是中国增长最快的一个城市，其实这里也是一

个新观念交汇的地方，这里有新观念所催生的企业。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来讨

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议题是再适合不过了。英国《金融时报》非常荣幸，跟青岛

市政府合作，来举办这样一次论坛。” 

 

 

 

 



2. 主题演讲 

秦  晓，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中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经济改革》

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减速与治理》 

曹文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 

 

  

 

秦晓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未来五年的中国改革有七个目标，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

回落到常态，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 7%；二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应该将经常项目顺

差占 GDP 的比例降至 2.5%；三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逐步使消费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0%；四是发展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是 43%，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

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高到 50%左右；第五、六、七个目标分别为提高劳动生产

率、发展绿色经济和改善收入分配。” 

张军在主题演讲中指出：“中国每年仍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

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在下降。推动过去 30 年高速增长的不是教

育或者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相对自由的流动，

例如大量农民离开农业部门。” 

曹文炼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加快利率市场化是“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要靠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而利率就是金融市场的价格。没有利率市

场化，很多金融改革都无从谈起。而且从操作成本来讲，利率改革相对来讲是阻力最小

的，也最容易达成共识。” 

 

 



3. 年度高端对话：国际金融动荡与中国经济走向 

主持人：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 中文网总编辑 

嘉 宾：秦 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陈九霖，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曹文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孙明波，青岛啤酒集团总裁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嘉宾们关注的话题，秦晓认为中国经济能够克服短

期影响，不会出现硬着陆，政府也不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曹文炼认为，此次国

际金融危对中国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企业要抓住这一时机，由“大而不强”发展

到“又大又强”。孙明波认为青啤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要把青岛啤酒这一民族品牌

做大做强，建立开放的文化，参与全球整合。讨论嘉宾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始终离不

开政府的“手”，陈九霖援引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认为如果过多采取行政干预

手段的话，不仅达不到原来美好的愿望，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张军则希望政府多伸出

援助之“手”来帮助企业，帮助地方的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竞争，保护企业家精神。 

 



4. 圆桌讨论一: 持续转型与创新增长 

主持人：何 力，《全球商业经典》总编辑、知名财经评论人 

嘉 宾：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中国 WTO 研究会副会长 

     徐水波，传化公路港物流集团 CEO 

     孔爱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建光，FT 中文网专栏作家、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Simon Rabinovitch，FT 驻北京记者 

 

 

何力在讨论开篇即指出转型具有某种普遍性，绝不只是个别经济体和个别国家的问题。

与论坛同期召开的 G20 峰会聚焦世界经济的创新与增长，霍建国坦言当前经济增长下

滑压力确实较大，但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现实发展动力来稳定经济增长。孔爱国

则直指现阶段“转型”热的根源在于经济环境不佳，企业家经营环境糟糕。沈建光分

享了他的观察：企业家普遍反映日子难过，但是今年第一季度还是实现了 8.1%的经济成

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严重脱节。徐水波表示赞同，称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物

流产业现况比 2008年、比 2009年还要差，因此转型需求迫切。而 Simon Rabinovitch

则提示说过度地强调跨越的创新其实并不利于中国的增长，在人均 GDP 还只有 7000 美

元的情况下，中国还是适合渐进式创新。 



5. 圆桌讨论二: 金融改革与民间资本 

主持人：孔爱国，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 宾：康 雁，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 

     包 凡，华兴资本董事长 

     梁云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处处长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3 月启动的温州金融改革吸引全球关注，孔爱国关于从 1979 年到现在中国金融的改革

和开放都非常有限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嘉宾的赞同。周德文直言中国金融体制已经滞后

于经济的发展，95%的小微企业没有跟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问题一定出在金融体制

上。康雁也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不改革就好像一个人得了血栓，在促使中国未来变革

的动力只会来自于民间的背景下，血栓的下游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另两位

嘉宾则对民间资本的投向提出了建议，梁云凤认为应该围绕“转方式、调结构、稳增

长”，将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和行业，比如公用事业行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服务业。包凡则建议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不仅在国内，当时被逼出走海外的华

为今天已经成为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成功范例，值得所有人尊敬。 

 

 



6. 专题发布：“2012 年中国区域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力研究报告” 

  

 

 

FT 中文网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在论坛上共同发布《中国区域性银行可持续发展白皮

书》， 罗兰贝格高级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康雁在致辞中表示：“在整个未来的经济

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在中间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金融

体系的改革，银行业的改革，关系着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我们从研究中发现，在

改革中走到最前列的区域性的商业银行，能够为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变革有一个先导性的

借鉴意义。” 

 

中国民生银行贸易金融部总裁、香港分行行长林治洪在获颁“FT 中国卓越贸易金融银

行”奖项的致辞中表示：“中国需要更多的银行，更需要专业的银行，有特色的银行，

有创新的银行。民生银行就想做这种有特色、专业化的创新性的银行，做一家受大家尊

敬的银行。” 

 

获得“FT-罗兰贝格中国最具成长潜力区域商业银行”奖项的银行包括： 

• 包商银行 

• 厦门国际银行   

• 杭州联合银行 

• 成都农商银行 

• 杭州银行 

• 广东华兴银行 



7. 圆桌讨论三: 中国式创业 

主持人：袁 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创业服务机构飞马旅 CEO 

嘉 宾：曹国伟，新浪集团 CEO 兼总裁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创始人之一 

     夏 华，依文集团董事长 

     苏 鑫，高和资本董事长 

     朱 炜，北京数象互动创始人、艺术家 

 

 

袁岳在讨论开始时指出：创业是财经领域的热词之一，无论地方上还是大学里，创业

比赛都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夏华回顾自己创业历程时认为那是理性行为，而这些年来

的创业故事则都已经变成了感性冲动。曹国伟则点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创业可

以一步成功，一夜致富，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徐小平进一步解释说很多人是为了

创业而创业，实际上创业应当是在生活中发现一个需求，从而去满足这个需求，这样的

创业才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苏鑫也通过自身经历诠释称创业伊始观察到北京商铺

比写字楼价格便宜的现象，因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商业地产基金。朱炜则提示年轻人

不要过分强调创新，在创业的最初阶段能够把手上的工作、产品做到极致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