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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记

者 周思雨 眭黎曦）今年以来，美

国政府频繁推出单边主义措施，

严重破坏全球经贸合作；与此同

时，全球南方国家加强经贸往

来，通过金砖合作机制等深化多

领域合作，声势卓然壮大。在当

下地缘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抬

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因素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国际观

察人士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在世界

经济版图中的地位逐渐凸显，日

益迈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央。

历史性变革：多边贸易体系
拒绝“一国主导”

在日前举行的世界经济论

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上，嘉

宾们在谈论世界经济时普遍避

开美国相关话题，而把注意力更

多 放 在 全 球 南 方 与 发 展 中 国

家。在观察人士看来，这或是一

个信号——世界经济舞台上，一

种新的格局正在出现。

“更多国家将积极响应‘重

塑世界格局’的邀约。”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

“我们希望抛开美国也能看

到新的合作关系。”南非独立传

媒集团副董事长莱汉·瑟维告诉

记者，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

了各国经贸往来，反而促使各国

拓展合作渠道、发展新秩序，这

将重新定义全球贸易和经济运

行方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

弗里·弗里登表示，单一国家摒

弃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体系终

结，只要其他国家愿意在信任的

基础上进行合作，多边贸易体系

仍能运转。

安哥拉联合电信公司主席

阿吉纳尔多·雅伊梅强调，非洲

国家需要真正实现合作伙伴多

元化，而非依赖单一国家，“必须

建立贸易同盟。”

在巴西拉丁美洲一体化联

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费尔南

多·罗梅罗·怀默看来，当前国

际经贸体系面临多重摩擦与不

确定性，“真正有利于世界多

数国家的，是一个多元、包容、开

放的合作体系，而非单一标准的

强加。”

互利共赢：全球南方力量快
速崛起

在国际经贸格局演变过程

中，既有一些破坏性因素不断造

成冲击，也有很多积极力量在寻

求共识、强化连接，努力对抗不

稳定不确定风险。东南亚数字

经济、非洲绿色能源、拉美发展

韧性可期……全球南方展现出新

的经济图景。

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

民对记者说，世界供应链正向全

球南方地区再平衡，全球南方逐

渐成为欧美重要出口目的地和

全球市场需求来源。“这对其而

言无疑是巨大发展机遇，将助力

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更有

利位置。”

在发达经济体贸易走弱背

景下，人口占全球七成的南方国

家市场蓬勃发展。2000 年以来，

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增长 4.6
倍，远快于发达经济体，占全球

比重从 30％提高到 45％，日益成

为 全 球 贸 易 增 长 的 主 要 驱 动

力。如今的全球南方，经济总量

在全球占比超过 40％，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已经

成为带动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

理的关键力量。

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合伙

人阿帕尔娜·巴拉德瓦杰指出，

全球南方国家愿意跨越地缘政

治裂痕开展合作，“我确实期待

全球南方带来的机会”。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平台，金砖合作机制成为推

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

力量。玻利维亚总统路易斯·阿

尔塞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这一机制为玻利维亚

等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捍卫发展权利、争取更多话语权

提供全新平台。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国

际事务中日益活跃，不仅在经济

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强劲势头，

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与数字经

济等议题上也发出更多声音。

有学者认为，这标志全球南方正

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

积极的“规则塑造者”。

携手同行：中国与全球南方
共同发展

向 160 多个国家提供发展

援助，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 150 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

带一路”，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

合作基金，联合南方国家共同发

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提

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

伙伴行动”，宣布支持全球南方

合作八项举措……作为全球南

方重要成员，中国始终致力于推

动全球南方团结振兴，共谋发展

福祉。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

系表明，建立不同的世界秩序是

可能的。”《南华早报》评论说，作

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中国始终

坚定地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并

肩而立、携手同行。

贝哲民表示，中国近年来

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贸易规模

持续扩大，对全球南方国家投

资促进当地基建、产业升级及

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全球南方的

丰富资源与市场潜力，也为中国

提供新机遇，“双方合作将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多

元化发展”。

埃及规划、经济发展和国际

合作部部长拉尼娅·马沙特说，

发展是南南合作的重中之重，埃

及和中国在卫生实验室、卫星以

及技术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政

府层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怀默指出，中国与拉美国

家通过中拉论坛、南南合作机

制等平台，正推进跨区域对话与

政策协调，为本地区国家探索可

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新选项。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互利共

赢理念，以及在推动全球可持续

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为拉美

国家拓展多边合作空间提供了

新参考。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经济参考报》7
月 4 日刊发记者王文博采写的文章《九部门

帮扶“个转企”：简化程序 降低成本》。文章

称，7月 3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门发布《关

于推进高效办成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

件事”加大培育帮扶力度的指导意见》（简

称《指导意见》），进一步促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为

企业（简称“个转企”），加大培育帮扶力度。

《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尊重个体工商户

意愿，加强政务服务系统集成，为“个转企”提

供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服务，助力提升转企

后内部管理水平和合规意识，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同时，加大对“个转企”发展的培育支

持，有效降低转换成本，服务更多个体工商户

做大做强，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约高级研究员刘兴

国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简化“个转企”

程序，降低“个转企”成本，有助于鼓励更多

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自愿转型为企业，从

而将其引入发展新赛道，打开成长新空间，

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刘兴国还指出，《指导意见》的一个突出

亮点是为“个转企”留下了过渡期，延续原有

管理与激励措施，实施包容性监管。“这既有

助于减少有意向转企个体户的转型担忧，也

有利于‘个转企’后逐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

具体来看，《指导意见》提出，优化“个转企”

办理流程。在优化登记注册流程方面，登记机

关根据个体工商户申请，通过直接变更或者“注

销＋设立”两种方式之一，完成“个转企”登记。

其中，采取直接变更方式转企的，登记机

关依据《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办理变更

登记，延续使用原个体工商户的成立日期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将其登记档案和年度报

告等材料并入新设企业予以保留；符合要求

的，保留其字号和行业或者经营特点；原个体

工商户经营场所不变并且符合企业设立要求

的，可以免予提交住所使用证明材料。

采取“注销＋设立”方式转企的，登记机

关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办理原个体工商户注销和企业设立登

记；鼓励各地合并办理两次登记，实现申请

人提交一次材料即办结所有事项。

在加大“个转企”培育帮扶力度方面，《指

导意见》提出，坚持分型分类梯度培育。市场监

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

扶各项措施，精准掌握个体工商户总体发展情

况，重点关注“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和

“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转企意愿。将符合条

件的个体工商户纳入“个转企”培育库，实施动

态管理，及时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和跟进服务。

《指导意见》明确，探索建立“个转企”过

渡期。支持各地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对“个转

企”在一定时间内实施过渡期管理。采取直

接变更方式转企的，原则上保持原有发票额

度；不满足需要的，企业可以向税务部门提

出调额申请。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过渡期内

延续原有管理和激励措施，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着力降低“个转企”制度性交易成本。

《指导意见》还强调，严格遵循自愿原则。

各地相关部门在培育“个转企”工作中，要充分

尊重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意愿，提示“理性转

型”，不得强制、诱导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不得设置任何有关“个转企”数量、增速或者比

例的指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基层摊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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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人士认为全球南方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