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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在强出口的推动下实现了十
年来的最佳增长，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世界其
他主要经济体。”正如路透社报道所言，中
国经济2021年的表现引起外媒惊叹。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中国超额完
成了目标，“数字比许多经济学家和中国政
府预期都要高”。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政府统计数据
显示，中国经济2021年比上年增长8.1%，为
十年来最大增幅，国内需求已从疫情冲击中
恢复。经济增速远超2020年的2.2%，凸显这
个已有效控制疫情的亚洲国家的消费者和企
业信心在持续恢复。自 2020 年 2 月底以来，
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显示出V型经
济复苏迹象，中国是2020年唯一取得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2021年的增长率也超过了政府
制定的超6%的目标。

外媒分析，中国经济不仅总体呈现强劲
增长势头，在进出口、工业生产等细分领域
的表现也十分出彩。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
称，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出口“一马当先”，成为拉动经济的主
要动力。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
国进出口 39.1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21.4%，其中出口 21.7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21.2%。路透社指出，2021 年中国贸易顺差
达到6764.3亿美元，创下了自1950年有记录
以来的最高值，远高于2020年的5239.9亿美
元。德国之声称，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跃至
创纪录水平。

路透社报道指出，工业是中国2021年经
济的一个亮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
12月同比增长4.3%，中国炼油产量、铝产量和
铁产量均在2021年创下纪录。《外交官》杂志
报道称，中国在海运领域的主导地位日益增
强。除了港口，中国还是航运设备制造大国，
生产了全球96%的海运集装箱、80%的船对岸
起重机，并获得了近一半的造船订单。

多措并举健康发展

“当世界各国受疫情影响之际，中国率
先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而中国政府还一直
在为实现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增长想办法，以
降低风险。”美联社报道分析称。

中国经济为何能保持强劲增长？外媒
纷纷聚焦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多举措和
显著成效。德国 《商报》分析认为，中国
实现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主要得益于中国
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出的努力，“这对国外订
单的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不但吸引
了创纪录的投资进入科技行业，而且与往
年不同的是，过去一年，大部分资金流向
中国政府最为重视的优先发展的产业，如
半导体、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

“今日俄罗斯”网站援引专家观点称，
中国GDP高速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
经济从疫情影响中普遍恢复，中国仍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2021年中国大
量增加商品生产，以满足全球需求。莫斯
科国立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
马斯洛夫表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种种
措施，国家经济活动得以快速恢复。中国
政府实施的双循环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关资金最终进入流通和生产领域。这些
都对经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中
国开始更有信心地向外国商品和服务业开
放本国市场。如果说此前中国的重点在出
口，那么现在进口开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中国政府
消除各种障碍并引入各种激励措施。中国
的稳定发展将让东南亚国家的商业活动加
快复苏。实际上，许多国家如今的经济发

展都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

山表示，2021年中国吸引外资明显增长。稳
定的供应链、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强大的生
产力，使得中国对外资极具吸引力。加上中
国企业在商品以及服务定制化方面的灵活
性，相信中国将持续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
要目的地。

有力推动全球复苏

“中国经济2022年的表现，也将对世界
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地区依赖于中
国的制造实力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
地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外媒预测，
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可持续增长，为全球经济
复苏提供重要推动力。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爱
德华多·雷加拉多认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如今已成为拉
动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后疫
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创始人赫尔
曼·劳雷尔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展现韧性
和活力。2022年，中国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
增长势头。2021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卓有成
效，供应链运行平稳，2022年将延续出口强劲
表现。对东盟国家而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并保持活力，将有力带动地区经济复苏。

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洪风说，中国经济正
保持健康势头稳步前行。面对世纪疫情，中
国科学应对、严格管控，促进经济快速恢
复，既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为亚太经
济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荷兰国际集团预计，随着世界经济持续
复苏，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会更强劲。全球最
大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发布的全球投资展望
报告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当前估值具有足够
吸引力，将维持中国资产长期增持的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 中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
或增长 5.6%，这一数字将高于全球平均的
4.9%、发达经济体的4.5%和新兴及发展中经
济体的 5.1%。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网站援引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
称，“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展现复苏
态势”。德国新闻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中
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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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
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
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

年平均增长5.1%，实现“十
四五”良好开局。

中国经济2021年交出
亮眼答卷，引发外媒强烈
关注。

引发大众体验热潮

近日，中国国家体育局总局
委托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带
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
查数据显示，中国冰雪运动参与
率达24.56%。在2015年以来参与
过冰雪运动的受访群众中，“个
人 自 发 参 与 ” 比 重 最 高 ， 为
92.64%。外媒观察到，当前，滑
雪、滑冰等冰雪运动项目日益引
发中国大众的体验热潮，

据美联社报道，北京冬奥组委
近日表示，中国已经超额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滑雪等冬季运动的目
标，且发展冰雪运动是“长期行
为”，在冬奥会后还要有大的发展。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
的报道，关注了中国哈尔滨的“国
际冰雪节”活动。报道称，哈尔滨
的冰雪节活动最初旨在欣赏冰灯，
如今包括冬泳比赛等一系列体育
活动，“这些运动是为那些真正热
爱寒冷的人们准备的”。

“自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以
来，中国就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
约翰·埃利亚施近日表示，北京冬

奥会无疑是中国发展群众性冰雪运动的重大机遇，“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已从愿景变为现实。中国推动冰雪
运动普及发展也必将为全球冬季运动带来新气象。

德国《奥格斯堡汇报》采访了德国跳台滑雪运动员
卡尔·盖格。在这位冰雪运动健将看来，“我们可以感受
到中国在发展冰雪运动方面付出的积极努力。冰雪运动
在这个国家正越来越普及。”

冰雪运动不断升温，冰雪产业商机无限。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近年来，中国滑雪产业的市
场规模增长迅速。预计到2025年，中国冰雪旅游人数将
超过5亿人次。《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冰雪运动在中国
越来越受关注，中国市场覆盖的客户群体迅速扩大。欧
美体育用品公司看好其中商机，纷纷赴华拓展业务。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冰雪运动相关项目基础设施
和配套设施建设，为实现“3亿人上冰雪”目标打下坚
实基础，引发外媒热议。

奥地利《标准报》指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
东道主，在冬季运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滑
雪场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了提高冬季运动
整体水平，中国做好了基础工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中国不少学校已经获得了
资助，为学生开设冬季运动相关课程，鼓励更多孩子参
加冰球、花样滑冰等冬季运动项目。政府还批准在中国

各地建造滑冰场，包括中国南方较热的地区。
美联社援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数据指出，截

至2020年底，中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和803块室内外
各类滑雪场。

国际舆论指出，冬奥会相关场馆对中国冰雪运动发
展意义重大。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洛斯认
为，中国为冰雪项目建设的基础设施令人惊叹，在冬奥
会之后，也一定会有力推动这一领域的长远发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冬奥会赛事场馆和基础设
施建设如期完工、运转良好，赛会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建
成，各项“里程碑任务”都已圆满完成，冬奥会的可持续性
和遗产工作成效显著。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表示，北京冬奥会场馆设施
建设注重环境友好，对绿色能源的利用让本届冬奥会更
加“低碳”。场馆设计不仅完全满足赛事需要，还充分
考虑了赛后的再利用。例如，“雪如意”、冬奥村、京张
高铁等基础设施，不但为本届冬奥会提供一流服务，也
将为今后的大众运动和主题旅游提供支持。

日本长野市市长、两届冬奥会冠军荻原健司表示，
北京冬奥会设施非常了不起，拥有这么多一流设施，中
国国内冰雪运动热潮一定会持续发展，民众的体育素质
会越来越高，运动强项会越来越多。

开展紧密国际合作

“世界冰雪运动的历史将以北京冬奥会作为分界
线。”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出。在不少国际人士看
来，中国“3亿人上冰雪”愿景实现，不仅极大推动世
界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冰雪运动、冰雪产业领
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

近日，中国驻西班牙巴塞罗那总领馆发布《祝福北
京·圆梦冰雪》画册，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
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在序言中表示，希望（中西）两国年
轻一代弘扬奥运精神，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加强文化、
艺术交流。他表示，相信北京冬奥会将激发更多中国民
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迎
来新的发展。

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海因茨·菲舍尔近日
指出，奥中两国体育领域尤其是冬季体育项目领域的交
流合作日益频繁，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可以为世
界和平友谊以及良好的国际关系作出很大贡献。

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冰球及残奥冰球项目外籍专家
哈里德·斯普林菲尔德相信，一届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
会，将为疫情下的世界注入活力，助力冰雪运动进一步
发展。

智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表示，通过北京冬奥
会这一平台，智利运动员和民众看到，中国拥有世界一
流的冬季运动场地和设施。智利地域狭长，有很多优质
的滑雪场。期待智中两国在冰雪运动领域开展更紧密合
作，智利运动员也可以来中国进行集训。

“中国人口众多，冬季运动基础设施的覆盖面不断
增大，为冰雪运动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葡萄牙
冬季运动联合会主席佩德罗·法龙巴赞叹，冬奥会是全
球范围内最重要的体育盛会之一，是引领各国冬季运动
爱好者拥抱冰雪的重要契机。毫无疑问，北京冬奥会将
促进世界冰雪运动取得更大发展。

北
京
冬
奥
临
近
，中
国
冰
雪
运
动
火
热

本
报
记
者

李
嘉
宝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临近，冰雪运动在中国日益升
温。统计调查显示，截至2021
年 10 月，中国冰雪运动参与
人数达到 3.46 亿人，兑现了

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时作
出的庄严承诺。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北京
冬奥会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和
世界冰雪运动发展。

网购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民众的生活。而在中
国，受益于电子商务便利的不只是城市居民。据中国

媒体报道，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有助于拉动城乡消
费，并为地方经济崛起注入新的动力。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2021 年上半年，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2088.2亿元人民币。

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过
去 20 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发展的计划，
其中之一就是在农村推广电子商务。

“十三五”规划期间，电商在中国农村脱贫攻坚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政府推出了多个重大
脱贫项目，其中就包括发展农村电商。如今，最流行
的互联网商务手段之一是直播。在“十四五”规划
中，电商在农村的普及度预计将进一步提高，推动农
业发展、提振内需，为农村经济现代化作出贡献。

“直播—销售—配送”模式的好处对买家和卖家来
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些平台，农民不仅能宣传
和销售自家的商品，还可以便捷地将商品配送给客户。

——据俄新社报道

直播电商为乡村振兴助力
中国国内市场广阔，拥有众多技术型年轻用户，有

许多创新案例，过去10年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引领者。例
如，中国企业率先将无桩式共享单车概念推广开来，比
美国2017年出现的“小鸟”和“酸橙”共享单车早了一年。

我们过去认为中国是模仿者，是廉价产品制造中
心，这种看法需要更新。2017年12月，苹果公司首席
执行官蒂姆·库克在《财富》全球论坛的一次活动上
接受采访说：“我们喜欢来中国的首要原因在于人。
中国的技术很强。最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有近200万
名应用程序开发员为iOS应用商店开发应用程序。这
些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移动应用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按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后）的数据，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 （GDP） 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 2000 年的
25.76%下降到2021年的15.9%，而欧洲的同期占比也
从 26%下降到 21.7%。另一方面，亚洲一直在飞速发
展，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32%上升至2021

年的47.4%。在亚洲，中国2000年的GDP仅占全球的
3.7%，但2021年却达到惊人的18.7%。

——据《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网站报道

中国渐成全球创新引领者

漫画：“成绩单”出炉 徐 骏作（新华社发）

1月1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30多名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
下，走进青城公园公益冰雪场，体验滑冰运动。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1 月 18 日，在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双桥镇黄源
村，农村电商主播正在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农特产品。

邓龙华摄（人民视觉）

2021年10月9日，共享单车（助力车）专属彩色停车
位亮相内蒙古呼和浩特街头。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