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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是最突出的关键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中国经济稳中
求进。”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称，中共一年
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提出，明年将召开
中共二十大，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着力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美国彭博社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
余次提到“稳”或者“稳定”。对于接下来一年的中
国经济政策而言，“稳”是最为突出的关键词。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中国再次
强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说：“明年经济工作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据路透社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经济
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报道称，在这个重量级会议上，“三重压
力”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表述都是比较新的，
而财政货币政策的表述虽然基调与以往相同，但
对比之下仍能看出结构松动之意。报道援引经济
学家的话说，相较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的
八大任务，今年在措词方面新意更多，诸如政策超
前、跨周期逆周期调控相结合等，财政货币政策的
细节表述都有明显的定向宽松之意。

韩国 《首尔经济》 报道称，共同富裕方面，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首先要通过全国
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
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会议强
调，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扩大内需、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
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扩大对就业和
生育的支持等也被纳入政策。分析认为，这意味
着明年中国市场流动性供给、扩大政府投资等经
济刺激措施有望加强。

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

据据《《日本经济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是中国共产党为制定下一年经济运营基本方针议是中国共产党为制定下一年经济运营基本方针
而召开的经济领域重要会议而召开的经济领域重要会议。。由于明年将召开中由于明年将召开中
共二十大共二十大，，因此因此20222022年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考虑年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考虑
尤为突出尤为突出。。

不少外媒和国际人士认为不少外媒和国际人士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系列决策部署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议的系列决策部署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将持将持
续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续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 报道称报道称，，在疫情开始后的一在疫情开始后的一
段时间段时间，，中国经济复苏相对强劲中国经济复苏相对强劲。。中国是中国是20202020年年
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2021年初的经济活年初的经济活
动仍然稳健动仍然稳健，，几乎确保中国全年实现稳健增长几乎确保中国全年实现稳健增长，，
预计预计20212021年增速为年增速为88%%左右左右。。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
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大势的精准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大势的精准判断，，在应对风在应对风
险挑战的实践中险挑战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不断积累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律性认识。”。”在沙特驻华大使馆前商务参赞哈立在沙特驻华大使馆前商务参赞哈立

德德··哈乐瓦尼看来哈乐瓦尼看来，，中国经济在多重冲击下经受中国经济在多重冲击下经受
住了考验住了考验，，并取得了亮丽并取得了亮丽““成绩单成绩单”，”，说明中国说明中国
的经济政策契合发展需要的经济政策契合发展需要。。

““在疫情肆虐在疫情肆虐、、世界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世界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
背景下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成就令人瞩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成就令人瞩
目目。”。”俄罗斯财政部财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尔俄罗斯财政部财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尔
盖盖··萨文斯基表示萨文斯基表示，，今年前今年前 1010个月个月，，中国实际使中国实际使
用外资超过用外资超过90009000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继续保持两位数高继续保持两位数高
增长增长，，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达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达
2323..77%%，“，“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持续看好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持续看好，，这些数这些数
据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好证明据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好证明”。”。

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问题专家佩里国际问题专家佩里
莫尼表示莫尼表示，，2021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世界领先地年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世界领先地
位位，，并在科技创新并在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取得重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取得重

大进展大进展，“，“中国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中国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
长的重要引擎长的重要引擎”。”。他注意到他注意到，，今年今年，，中国在科技中国在科技
创新领域给世界带来诸多惊喜创新领域给世界带来诸多惊喜。“。“天问一号探测天问一号探测
器成功着陆火星器成功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阶段实现首次载人中国空间站阶段实现首次载人
飞行飞行、‘、‘羲和号羲和号’’探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探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
破……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成就破……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中国反映了中国
致力于科技创新的实力和决心致力于科技创新的实力和决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2021年年全球创新
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已
经从 2013 年的第 35位上升至第 12位，是排名最
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
家之一。

经济发展目标将如期实现

“明年中国经济重心将从调控转向稳增长，”
韩国《首尔经济》称，这次会议公报中没有单独
提及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多数专家预测应为
5%左右。专家认为，明年不需要任何刺激，中国
就能完成该目标，这也足以确保中国实现到2035
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

“中国关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支持经
济增长。”彭博社称，2022 年是具有深远政治意
义的一年，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认为，过去的经
验表明，中国将设法在政治改组之年超额完成经
济成长目标。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政府将采取更多
措施确保经济增速达到 5%左右，这足以使中国
实现到2035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

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日本经济研究中
心预测认为，到2035年，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
济规模将达到 41.8 万亿美元，仅略低于美日的总
和（42.3万亿美元）。届时，中国年人均收入可能达
到 2.8 万美元。文章称，中国提出了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事
实证明，中国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都能如期实现，
近期的系列举措也让外界坚定了这一信心。

路透社评论说路透社评论说，，中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的根本中国正在向社会主义的根本
回归回归。。共同富裕已成为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已成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更包促进更包
容性增长的行动力容性增长的行动力。。中国政府还重新努力为房地中国政府还重新努力为房地
产行业去杠杆产行业去杠杆，，承诺到承诺到20602060年实现碳中和年实现碳中和。。摩根摩根
士丹利预计士丹利预计，，20222022年中国经济将增长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5..55%%，，这超这超
过普遍预期过普遍预期。。法国兴业银行表示法国兴业银行表示，，放眼亚洲放眼亚洲，，中中
国明年具有最高的上升潜力国明年具有最高的上升潜力。。对于一些人来说对于一些人来说，，
错过中国市场的风险比受伤的危险更大错过中国市场的风险比受伤的危险更大。。

分析认为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地区乃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地区乃
至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至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
多多··雷加拉多表示雷加拉多表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如今已成为拉动世界贸易和如今已成为拉动世界贸易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后疫情时代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中国经济
发展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展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负责人克劳迪亚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负责人克劳迪亚··威尔威尔
诺迪说诺迪说，，当前全球疫情波折反复当前全球疫情波折反复，，经济复苏挑战重经济复苏挑战重
重重，，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高质量发展特点更加高质量发展特点更加
鲜明鲜明，，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下图下图：：1111月月55日日，，观众在第四届进博会上参观众在第四届进博会上参
观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响响摄摄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中国经济
发展成绩，要求明年经济工作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同时以高水平开放促
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发
外媒广泛关注。

每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一向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风向
标，也是外界探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发展“密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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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论 道

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环境污染的挑战，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国工作
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就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
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
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
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此后，随着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方案意见的陆续出台，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工作不断推
进。2021年10月12日，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
带雨林、武夷山等首批五个国家公园。

当前，中国建设国家公园体系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中央政府强力快
速推进。近年来，中央政府全面加强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积极、快速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二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富
集。中国国土面积辽阔，物种、群落、生态和景观多样性显著，这为建设
大面积的国家公园提供了先天条件。三是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人口众
多，现有乡村护林员170多万人，这使中国能够聚人力之利推动并保障国家
公园的有效治理。

国家公园的建立，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在不断的探索中，中国总结出了一
些独特的经验。一是坚持严格保护。中国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强化国家公园体系的监测、评估、考核、执法、监督
工作。二是坚持全民公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不断探索自然保护和
资源利用新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服务的需要。
三是坚持中国特色。中国立足国情，不断推动国家公园的创新，坚持走具有中
国体制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治理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仍需再接再厉。为加快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未来，中国须多方面
持续发力。

一是完善法律制度。国家有关部门应在明确国家公园与其他类型自然
保护地关系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公园
功能定位、保护目标、管理原则，做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修订工作。

二是建立财政专户。中国应整合不同渠道的自然保护资金，建立国家
公园财政专户，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三是引导公众尤其是社区参与。未来应充分调动公众力量，设立生态
管护公益岗位，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运行、管理、监督工
作，激发公众参与热情，进而增强公众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不断提升国
家公园治理水平。

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中国应该充分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建设
经验，对接国际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保护，承
担并履行好相应的国际责任，为全球提供建设国家公园体系的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 （赵尹凡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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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彭博社12月11日报道，中国近来的一项新举措将产生深远
影响。由 5 个国家公园组成的网络，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
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作为今年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东道国，中国承诺将利用这个新系统修复生态
保护的漏洞。

专 家

解 读

■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 杨 锐

在 3.82 磅的月球土壤
中，蕴藏着中国希望能将其
用作未来燃料的答案。中国的
核科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去年
底由“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
球样品。

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
究院的显微镜下，其中一个
样品是一块扁豆大小的 50
毫克岩石，据信它含有一种
叫氦—3 的同位素。科学家
们认为，这种同位素日后可
能为核聚变反应堆提供更安
全的核能，因为它不具有放
射性。氦—3 在地球上很罕
见，但据认为月球上很多。

中国一直大力投资本国太空项目，太空雄心不
断增长，从 2019 年成为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
家，到今年的火星探测和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中国
科学家不久前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文
章。他们分析的火山岩样品是所发现的最年轻月球
样品，他们的研究为探索月球提供了新见解。

北京还在太空项目方面建立更多全球联盟。中科
院已宣布与法国同行达成协议，研究月球样本。中方还
宣布与俄罗斯航天局合作，在未来十年开发联合月球
基地。布朗大学研究地质科学的詹姆斯·海德教授说：

“中国正在建设通往太空的丝绸之路。”太空任务需要
时间、投资和长期规划，北京正在进行战略性投资。

——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13日文章

中国月壤研究刷新探索月球见解 中国水产品生产和消费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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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公司预测，2021
年中国水产品产量达6570
万吨，2022年将达6610万
吨。水产养殖产量则会继续
增加，预计在 2022 年达
5270万吨。

消费方面，中国本
地水产品销量将从 2017
年 的 6500 万 吨 增 长 到
2021 年的 6960 万吨。这
表 明 ， 即 便 有 疫 情 相
关 的 限 制 措 施 对 市 场
的 影 响 ， 中 国 人 的 水
产 品 消 费 增 长 仍 然 强
劲。

中国水产品加工部门
产量也在增加，但仍仅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34%。中
国政府鼓励行业加强增值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
近年来，宁波和舟山扩建了一些鱼罐头厂，但品牌
罐头仍是中国水产品加工销售的小类别，冷冻加
工品占 71%。此外，干制水产品也出现增长迹
象。比如鱿鱼干之类的零食，越来越受到中国消

费者欢迎。
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水产品消费呈

现 （快速） 上升势头，估计该群体2019年的人均消
费为16.7公斤。不过，农村地区的人均消费量要低
得多，仅有 9.6 公斤。这表明，进一步城市化可能
是中国消费的一个驱动力。

——美国“海鲜源”网站12月9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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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游客在甘肃省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游览玩耍。
杨永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