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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的
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
2021 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8%。这个速
度不仅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也高于主要
经济体的增速，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
经济增长前景的看好，也说明中国经济
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文章强调，绝对
增长率不再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更
重要的是生活质量，其中包括社会保障
的有效性、环境和生态状况以及失业
率。“总体来看，消费、出口、基础设
施建设将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预
计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印尼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
苏尔约诺表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亮点
之一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良好
的创新基础、政府的政策支持、先进的
基础设施、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完整的产

业链，使中国具备了创新企业投资和发
展的良好条件。从长期看，这也构成中
国经济增长的源头动力。富达国际亚洲
证券事务负责人维多利亚·米奥也认
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购买力不断增
加，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健
增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贝
莱德公司、高盛公司、富达国际公司等
知名金融机构正建议客户继续“买入中
国”。彭博社认为，包括股市、债市在
内，全球投资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市场，
凸显中国的“市场引力”以及全球投资
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据IMF发布
的最新一期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估
计，2020年以来中国已吸引约1800亿美
元国际资本流入。

正如美联社报道称，中国仍然是世
界上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之一。

从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被
顺利送上太空以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共完成 7次发射任务。18年间，从一人
一天到三人半年，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
走，从短期停留到长期驻留，中国空间
技术实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航天领域主要参与
者，走在全球太空探索的最前沿。”法
国“20分钟新闻”网站刊文称。

路透社指出，中国航天计划取得了
巨大成就，中国正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自己的空间站。国际空间站按计划在
未来几年内退役，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唯
一一个在轨运行的空间站。

德国之声也报道称，近年来，中国
对航天计划投入增加，成功完成了一系
列举世瞩目、高难度的深空探测任务。
中国空间站按计划完成建设目标后，将

很有可能取代即将退役的国际空间站，
成为近地轨道的唯一长期载人航天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中国外
交部近日重申了与其他国家合作和平利
用太空的主张。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
方将继续加大载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与
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为人类探索宇宙奥
秘、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美国布朗大学地质科学荣誉退休教
授吉姆·海德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
电台专访时表示，神舟十三号任务成功
实施，表明中国航天事业又树立了一个
里程碑。中国是按照长期的战略规划实
施自己的太空探索事业。太空探索是一
个科学与技术的前沿领域。这些探索向
所有人展示了中国有能力，并且是一个
值得信赖的探索太空的国际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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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面对复
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中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主要宏观指标总
体处于合理区间，充分
彰显中国经济的韧性活
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
基础。中国经济用亮丽
的成绩单再次为当前充
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
注入了可贵的确定性。

10 月 16 日，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
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
向端口，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3名航天员
成功进驻天和核心舱，
开始中国迄今时间最长
的载人飞行。“这是中
国航天计划迈出的重要
一步。”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发文评论称。

10月1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
绍 2021 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总体情况。
初 步 核 算 ， 前 三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8231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分季度
看，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
长4.9%。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令人眼前
一亮。然而，部分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却是中国经济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9%，兴奋炒作中国经济增速低于他们
的预估值。

针对部分西方媒体不怀好意的“唱
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评论文章中
指出，“每当中国经济哪怕是发生一点
点负面事件，西方政客以及跟在他们
后面的西方媒体，就会开始兴高采烈
地谈论快要到来的危机，再不然就是

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崩溃。”但是，正
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
罗·克鲁格曼所说，中国的崩溃已经被
预测了几十年。但不知为何，这一切却
并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
国仍然有能力实现既定目标。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大篇幅论述中国
经济遭遇的一系列挑战，但认为中国仍
有望实现超过 6%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华尔街日报》 中文网报道也认为，尽
管第三季度增长放缓，但经济学家们普
遍相信，中国经济能实现6%以上增长目
标。报道称，“去年在疫情导致全球经
济放缓时，中国经济增长2.3%，是唯一
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预计今年
中国经济将增长8%或更多，中国决策者
制定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全年 GDP 目标。
这为处理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预留了
更多空间。”

能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中国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前三季度
国民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结构调整
稳步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称，当下，中国
经济增长有两大助力：一是零售额的增
长。9月，随着中国再次成功遏制零星暴发
的疫情，家庭，尤其是富裕家庭恢复了在
餐馆以及其他服务上的开支。与去年同期
相比，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4%。
二是强劲的出口。中国的出口在第三季度
一直保持强劲增长，9 月出口同比增长
28.1%。事实上，自去年春季中国有力控制
疫情以来，一直保持强劲的出口势头。

法新社也注意到中国经济的一些亮
点，比如 9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4.4%，城镇失业率有所下降等。

德新社则注意到，中国 9 月出口增
速高于8月，而8月25.6%的增速已经超
出专家的预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

为，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面临疫情的持
续影响，使大量国际订单转移到中国，
中国的外贸出口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指出，由于年底假
期前的强劲需求和不断上涨的价格超越
了全国电力短缺的影响，9 月中国出口
额创下月度新高。报道称，出口一直是
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反弹的推动力，帮助
抵消了国内消费的疲软。在10月初的国
庆长假之前，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保
持强劲，而且买家在传统的年底购物季
前增加了订单数。英国巴克莱银行首席
中国经济学家常健说，贸易数据反映了

“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持续强劲”。外
部需求正在为中国经济提供支撑。

正如 《菲律宾星报》 专栏作家李天
荣所说，在全球因疫情挑战面临经济困
难时，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增长势头。今
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基
本面健康，经济结构调整卓有成效，经
济发展充满韧性与活力。

消费和出口是两大助力消费和出口是两大助力

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埃菲社日前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的消息称，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入轨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于北京
时间 10 月 16 日 6 时 56 分，采用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
径向端口，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四舱 （船）
组合体。按任务实施计划，3 名航天员
随后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3 名航天员
预计将在中国空间站驻留工作 6 个月。
如果他们如期完成任务，将创造中国航
天员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纪录。

美联社报道称，随着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3名航天员
开启创纪录的6个月在轨驻留。他们将执
行2至3次出舱活动任务以安装设备、为扩
建空间站做准备、评估天和核心舱的生活
条件，并进行航天医学等领域的实验。

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
地球。1个月后，中国航天员再次出征太空。

俄罗斯卫星社网站引述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的介绍称，
与神舟十二号任务相比，神舟十三号任
务有多方面不同，包括载人飞船采用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首次径向停靠
空间站；中国空间站实现核心舱、2 艘
货运飞船、1艘载人飞船共4个飞行器的
组合运行；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 6 个
月；中国女航天员首次进驻中国空间
站，航天员王亚平将成为中国首位实施
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神舟十三号乘组
将包括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等。

俄罗斯 《劳动报》 感叹，中国载人
航天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天和核
心舱今年4月才发射入轨。3名中国航天
员不久前在那里进行了设备调试和模块
测试，并完成了出舱活动。现在，中国
又发射了新的载人飞船。在不久的将
来，新的“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
验舱将与天和核心舱对接。中国的太空
望远镜也将被发射到相同的轨道上，并
与核心舱对接。

开启创纪录的在轨驻留

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是中国载
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2021
年，中国空间站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
术验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
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日本经济新闻》 网站报道称，中
国致力于建成“航天强国”，建设自主
空间站无疑是支柱性的步骤之一。目
前，中国空间站建设迎来了真正的加速
度。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为空间站完
成建设进行最终阶段的技术验证。如果
一切顺利，未来还将有两艘载人飞船和
两艘货运飞船进入太空。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认为，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 3 名航天员送往中
国的空间站，不仅将刷新中国航天员在
轨驻留时间纪录，也预示着中国航天员
在空间站的轮换成为常态。中国正式迈
入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

该网站还引述专家分析称，航天事业

迎来井喷式发展的中国，下一步将加大对
深空的探索力度。作为中国航天领域未来
的另一个重点，深空探测包括探索月球、
火星、太阳等。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
器在2019年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造访月
球背面，嫦娥五号探测器则在去年从月球
取回月壤；中国去年还发射了火星探测器
天问一号；10月14日，中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
卫星“羲和号”，正式进入探日时代。

俄罗斯 《劳动报》 也指出，载人航
天只是内容丰富的中国航天计划中的一
部分。从2018年开始，中国航天发射的
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从各方面情况
看，中国不久将成为太空探索和各领域
航天技术的真正领导者。

“中国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正在持
续推进：2003年，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
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18年来，中
国的航天科技实力取得了巨大进步。”
西班牙《世界报》刊文称。

空间站建设迎来加速度

继续开展载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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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治理为世界树立榜样 中国成为新冠疫苗生产冠军

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第一阶
段） 高级别会议，强调了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紧迫性。这是在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以
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各
方通过了《昆明宣言》。这份共识文件提到了进行深刻
变革以确保最迟在 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的必要性，并列出了与之相关的17项承诺。

中国宣布，将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
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朱丽叶·朗德里表示：

“这一宣布受到欢迎，因为调动财政资源的问题在谈判中
不断出现。发展中国家被期待在这方面增大投入。”

——据法国《世界报》网站报道

根据英国艾尔菲尼蒂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
到今年年底，全球新冠疫苗产量将超过120亿剂，其
中一半将来自中国制造商。中国已经向全球 100多
个国家提供了疫苗。艾尔菲尼蒂数据分析公司首席
分析师卡罗琳·凯西解释说:“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
行业冠军。”这种加速可以追溯到2021年第二季度。
中国的实验室主要依靠的是自己在中国的工厂。

过去几个月，科兴生物与国药集团还通过在
全球各地建立合作伙伴网络来强化生产。中国在
新冠疫苗方面的突破，说明了中国在制药行业的
崛起。在生产仿制药和活性成分领域确立了地位
之后，中国企业打算展示自己在创新方面的实力。

——据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报道
图为 10月 14日，天鹅在新疆博湖县博斯腾湖水面嬉

戏。 年 磊摄 （人民图片）
10月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郊区的发马公司灌装工厂，

工人在包装科兴疫苗。 新华社记者 朱 炜摄

海 外 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