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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建设中国空间站迈出又一步”

货运飞船作为向空间站及空间科学实验室运送货物
和推进剂等物资的使者，被中国网友称为太空中的“快递
小哥”。中国天舟二号货运飞船都带了啥？外媒津津乐道。

据法新社报道，天舟二号装载着食品、设备和燃料
等基本物资。俄新社称，这艘货运飞船运送的数吨物
资，是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停留3个月所必需的，其中包
括2件用于太空行走的舱外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
关注到，“天舟二号带来的‘太空美食’中，还有人们熟
悉的传统中式炒菜：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等。”

“这是中国继今年4月成功发射天和核心舱之后，朝
着建设中国空间站迈出的又一步。”5月30日，沙特阿拉
比亚电视台网站对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并与天和核心
舱完成对接的消息进行了报道，称“为了完成空间站的
建设，中国将在明年年底之前进行11次航天发射任务”。

法新社指出，随着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完成对接任
务，中国进入派遣3名航天员前往空间站的准备阶段。天
宫空间站预计将在2022年全面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在近
地轨道运行长达15年。

中国空间站名为“天宫”，其基本构型包括天和核心
舱、问天实验舱Ⅰ和梦天实验舱Ⅱ。“今日俄罗斯”电视
台网站报道说，天和舱作为空间站的主要控制中心，能
够同时容纳3名航天员工作生活长达6个月，该报道还援
引一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师的话说，中国计划把空间站
建设成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可以支持乘组的长期驻留并
进行大型科学与应用实验。

“展现世界领先的技术实力”

“自主建造”成了外媒报道中国空间站时的关键词。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指出，天宫空间站是中国独立
自主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天宫空间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常驻大型太空站。目前的
国际空间站 （ISS） 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
本合作的产物，将于2024年退役。届时，天宫空间站将
可能是近地轨道上唯一运行的人类空间站。

从发射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入太空，到太空出舱、
发射空间实验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循序渐进，先后突
破掌握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
为空间站建设铺就了一条稳妥可靠的发展之路。正如德
新社近日一篇文章所说：“在提出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战略近30年后，中国开始实现拥有自己的太空‘前
哨’的梦想。”

德国 《世界报》 网站刊文说，天和核心舱是首个发

射进入太空的中国空间站舱段，中国正逐步完成其空间
站战略。从国际上比较来看，凭借自主载人飞行等实
践，中国早已从航天领域的“新手”晋升到“大师班”。
在智利 《信使报》 网站看来，成功发射天和核心舱是中
国空间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太空探索的
最新飞跃。

“中国开展的太空探索活动展示其世界领先的技术实
力。”英国《金融时报》提到，近年来，中国在太空飞行
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空间站将使北京在国际太
空研究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法新社的报道分析，中国为
其太空计划投入大量科研资金，正逐步缩小与俄罗斯、
美国等太空探索先驱的差距。

“对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

“中国表示，空间站对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西班
牙 《国家报》近日称，“事实上，中国已经与联合国开展合
作，并欢迎外国科研人员进入这些设施开展实验工作。”

早在 2019 年 6 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联合
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就联合宣布，17 个国家的 9 个项
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联合国外层
空间事务办公室表示，中国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
室合作，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使用中国空间站的机
会，是联合国“全球共享太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伟大范例”。

据法新社近日消息，欧洲空间局已派出航天员到中
国接受相关训练。英国《卫报》关注到，中俄今年3月签
署了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备忘录，“该国际空间合
作项目向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国际伙伴开放。”

俄罗斯卫星网近日刊文介绍俄罗斯与中国、欧洲合
作探索太空的相关情况，指出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完全可
能成为新国际空间站的基础，它的设计将允许任何其他
国家设计的模块与其对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用俄专
家的话称，天和核心舱的发射为国际太空探索合作开创
了新机遇。“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站越多，对我们各方就
越有益。安全系统会更完善，遇到紧急情况时各国将可
以相互帮助，也会有更多的研究机遇，可以在轨道站之
间建立通信。”

“我为中国在太空中建设新立足点的努力鼓掌欢呼，
在中国空间站可以开展多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科学实验。”
美国资深太空记者莱昂纳德·戴维表示，中国在航天方面
的能力日益增强，有助于提高人类在近地轨道上活动的
安全性，还有助于对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太空的探索。

上图：5 月 29 日晚，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准时点火发射。这是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
第一次应用性飞行。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近期，中国进口消费市场持续迸发活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4
个月中国外贸成绩亮眼，4月当月进口 14363亿元，同比增长 32.2%，增速创
近10年新高。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市场需求扩大，消费依然保持扩张态
势。总体上，中国进口消费的发展呈现四个特点。

消费类别上，更多商品从生产资料向生活资料过渡。曾经中国外汇有
限，外汇更多要“用在刀刃上”，生活类商品进口较少。但近年来，随着中国
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者购买力增强，消费升级趋势明显，生活类商品与升级类商
品消费增势良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满足。

消费理念上，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消费持续旺盛，带动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向好，这也为更多国内外中小供应商提供了跨境贸易新机遇。

消费模式上，由过去以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为主，到如今多种多样的贸
易形式，进口模式不断升级提质。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以B2B即企业对企
业式的批量进口贸易模式，转化为企业对个人的形式，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

消费来源上，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商品与服务，也有“一带一路”沿线
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进博会期间，中国为每个参展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两
个免费摊位，鼓励共享中国开放市场的机遇。同时，中国对建交并完成换文
手续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特别优惠税率，其中部分国家 90%以上的输华产品
享受零关税。

进口消费的多种变化得益于市场开放。中国始终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的
承诺，落实关税减让，开放国内市场。至今，中国已超额完成承诺，平均关
税从 15.3%降至 7.5%，加权关税仅 4.4%，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 2020年第三
届进博会开幕之际，中国宣布在全国设立10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进
一步提升进口便利化水平，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博会之外，消博会、广
交会、服贸会等也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海外企业有意愿、有
机会到中国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全球疫情和经济环境还存在不确定因素，中国市场的率先恢复无
疑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起重要作用。去年，中国不仅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 总量也实现了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性突
破，可以说在全球“一枝独秀”。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上调了对中国全
年经济增速的预期，预计 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8.4%。预测结果的调整，
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全年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期望。随着中国消费实力稳步恢
复、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提升，中国有条件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经济恢复带来的
溢出效应。从“买全球”到“惠全球”，中国正在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采访整理）

据 《日本时报》 近日报道，为弥补国内销售下降，日企正纷纷
通过加强跨境电商战略，对中国庞大的在线市场双倍下注。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对日本化妆品的进口同比增长
30%以上，达43亿美元，遥遥领先其他大国。

西班牙 《阿贝赛报》 网站近日报道，西班牙旅游局表示，随着
未来疫情形势趋缓，将在多样化旅游上发力，利用政府扶持政策重
新定位西班牙旅游业，提振经济。该报道还指出，“在任何有关吸引
游客的计划里，如何吸引中国游客都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中国游
客具有强大的购买力。”

■ 受访专家：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 明■ 受访专家：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 明

专 家 解 读

中国消费市场红火
世界经济复苏添力

4月11日，浙江义乌，在2021中国 （义乌） 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暨数字
贸易博览会上，重点引进的新兴市场小语种跨境电商平台Shopee亮相。图为
来自乌克兰和印尼的客商进行网络直播，推介商品。

吕 斌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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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空间站建设
捷报频传，引发外媒持续热
议。继一个多月前长征五号B
遥二运载火箭将中国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成功送入预定轨
道后，长征七号遥三火箭近
日又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准
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和核
心舱随后实现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完成了燃料和物资的
输送。

“天宫”“天和”等迅速
成为全球外媒聚焦的热词。
美国 《新闻周刊》 网站刊文
称，中国为其天宫空间站取
了一系列有吸引力的名字，
首个核心舱“天和”取“天
空和谐”之意，中国明确表
示希望与全世界科学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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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数据来源：湖南安科络档案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