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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步伐在加快

近年来，中国坚持积极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

中外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呈
逐年上升趋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
道，这两年，中国在向全球公司开放金
融市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金融业外
资股比限制放开。摩根大通和高盛乘
势而上，控制了各自在华公司。摩根士
丹利将其持股比例增至 90%。现在公
司已经盈利，他们可以获得许可证来
扩大在华业务规模，例如交易衍生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用专家的话
指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在加
快。近年来，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都
降低了外资进入的门槛。这符合经济
全球化的大趋势，同时也给外资提供
了发展机遇，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世
界性的金融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未
来的发展潜力比较明确。而且，中国
制造业发达，发展后劲较足，实体经
济发展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西方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是一个非
常好的投资领域，甚至是比较安全的
投资领域，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
愿望也非常强烈。

中国推动高水平实施 RCEP。澳
大利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何逸舟表示，
RCEP 正式生效有助于推进亚太地区
一体化发展，深化多边经贸合作关
系，同时极大提振全球贸易信心，有

助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化升级。
何逸舟表示，看好中国营商环境的不
断优化，对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长期
繁荣发展有充足的信心。

中国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据印度 《经济时报》 网站近
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中非会议上，
中国提议让民营部门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该倡议涵盖了在资源丰富的
非洲投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多个领
域。报道称，中国未来 3 年将推动企
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 100 亿美
元，特别是要在制造业、农业、绿色
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扩大投资。

良好机遇在招手

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为全球工商界
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
长机遇。

中国德国商会、中国美国商会的
报告显示，71%的德资企业、2/3的美
资企业希望增加在华投资；高盛集团
和摩根大通等在内的多家国际投行选
择在上海推进雄心勃勃的业务扩张计
划……一系列外资增投中国的数据和
事实，是外商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
投下的信任票，体现出他们对中国经
济过往成绩的肯定，对中国经济所具
有稳定态势和深层优势的认可。

德国 《商报》 日前发表文章，呼
吁西方国家与中国合作。文章估计，
到2050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将需要 40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
资，这些投资对当地以及全球是一种

双赢发展。
《外交学者》 杂志网站文章也指

出，跨国公司应该重视中国市场，共
创双赢全球增长链。跨国公司应该利
用其在全球市场的资源及运营经验，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未来市
场。跨国公司还应该抓住人民币国际
化机遇，降低在一些市场的交割和对
冲风险，充分享受“一带一路”倡议
红利。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接受 《日
本经济新闻》 专访时也表示，中国一
直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还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
议”。机会和市场都在中国，各国不
能不和中国做生意。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问题
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表示，中国
进一步完善了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体
系，取消了诸多对境外投资者的限
制，增加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机
会。“在当前艰难的国际环境下，外
国投资者、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仍表
现出强大信心。今年前 4 个月，中国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0.5%。”雷加
拉多认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实现
更加长远的可持续增长，将继续为地
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巨大红利在释放

对于当前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而
言，中国发展释放的红利至关重要。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称得上是‘危机

峰会’”。瑞士 《一瞥报》 报道称。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当前世界经济
面临一场“潜在的灾难”。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表现引人关
注。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
德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30%左右。
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全球复苏具有重
要意义。

中国承诺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的
最新表态给世界经济注入动力与活
力。《华尔街日报》 报道称，一项研
究报告指出，中国正在产业政策上投
入大量资金。近年来，中国政府的产
业政策更加雄心勃勃，重点已从在技
术上“追赶”西方转向努力发展自己
的创新前沿产业，比如电动汽车和人
工智能。新开发银行总裁马可表示，
出口一直都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的
份额，如今，中国在科技领域大步前
进而且更加关注知识产权等问题。如
果要追求创新与发展，中国是一个很
有前景的目标地。

正如沙特阿拉伯中国问题专家阿
卜杜勒·阿齐兹·沙巴尼指出的，中国
持续扩大开放对提振世界经济信心意
义重大，将为重振全球贸易投资提供
重要推动力。

上图：5 月 24 日，运载着 24 台新
能源汽车成套配件的铁海联运班列驶
离柳州南物流中心，途经钦州港装船
后运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这是广西
新能源车首次搭乘铁路班列出口海
外，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口货物
再添新品类。黎寒池摄 （人民图片）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
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近来，在庆祝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
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以及亚
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十八届
贸易部长会议等不同场合，中国
均坚定承诺，将继续维持高水平
开放，为全球和区域经济稳定增
长持续提供推动力。国际社会注
意到，中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高水平实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为全球工商界提供更多市场
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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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典范

中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上
最具独创性的典范，可以成为各国实现繁荣发展的指导经验。

中国在过去70多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全球
经济大国。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保持着世界上最好的年增长率。
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建设高质量经济和实施创新驱动
增长为重点的新时代。经济开放和海外投资也让中国成为重要的贸易大国，
不断吸引着国际资本。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城乡
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城镇化率大幅提高，贫困率大幅下降。此外，中国研发
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也逐渐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和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驱动力。此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
影响，对全球发展的推动和国际体系的维护作用日益增强。对于广大发展中
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成为其独立实现繁荣发展的指导经验。

——据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
上图：5月14日6时52分，编号为B-001J的C919大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

第4跑道起飞，于9时54分安全降落，标志着中国商飞公司即将交付首家用户
的首架C919大飞机首次飞行试验圆满完成。 新华社发

海南将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

海口是海南省的省会和经济中心。乘坐高铁只需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
被媒体称为“东方夏威夷”的三亚。三亚是拥有约1000万人口的海南省
的旅游业明珠。以海口和三亚为支柱的海南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
易港，并将发展成亚洲最大的经济特区。2025年前，海南将适时启动全
岛封关运作，对进口商品免征关税。

海南的发展经历经常被人与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转型相提并论。当
时，深圳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从一个渔村变成了世界科技之都之一。
海南岛上也有不少人将目光投向香港，以期效仿香港的商业模式。

根据当地政府数据，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关键点，
海南省2021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936家，同比增长92.6%。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
下图：2021年12月5日清晨，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拍摄的海南自贸

港建设重要的集装箱航运枢纽——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宁夏葡萄酒闪耀国际酒展

2022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展览会近日拉开帷幕。来自中
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36家酒庄参展。展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荣获“新兴可持续产区”奖，10款葡萄酒分别获得“最佳
葡萄酒”和“可持续葡萄酒”奖。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在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设立的展位和在银川市设立
的会议室以视频连线形式参加了此次展览会。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位
于北纬37度至39度之间，是国际公认的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之一。
就自然条件而言，那里日照充足，年降水量很低，不同季节气温差异大，空
气湿度低，这使宁夏葡萄酒拥有典型的东方风情，口感甜美柔顺且平衡。目
前，宁夏有55万亩酿酒葡萄园和101家酒庄，每年生产1.3亿瓶葡萄酒。

2013年，世界葡萄酒品鉴大师詹茜丝·鲁滨逊把宁夏葡萄酒编入《世界葡
萄酒地图》。2021年，宁夏葡萄酒被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同年，中国政府
批准宁夏建设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意味着宁夏葡萄
酒产业发展进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
上图：近年来，宁夏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建起诸多葡萄园基地。图为

宁夏西鸽酒庄葡萄园一角。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近年来，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的共同
推动下，中国超级计算机（简称“超算”）快速
发展——技术创新方面，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
多个国内超算曾在世界超算榜单上排名第一；
整体规模方面，在最新发布的全球超算榜单
中，中国占比超过 1/3；应用创新方面，2016 以
来，多个创新应用获得全球高性能应用领域最
高奖“戈登·贝尔”奖。

一直以来，超算作为国家在算力基础设
施领域最为重要的高性能计算能力技术，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综合科研实力。海
量数据处理能力和高密度计算能力是衡量超
算性能优劣的直观标准，业内通常采用算力

（浮点运算速度） 和算效 （浮点运算速度每瓦
特） 对超算的绝对性能和能效进行评价。10
年前，国际超算的绝对计算能力已达到 P
级，即每秒可进行千万亿次数学运算。近年
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正加速
推动 E 级 （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
计算性能目标的实现和优化。中国也高度重
视 E 级超算的开发和研究，并已经研制成功
多台 E 级原型机。与国外相比，中国超算的
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计算性能、自主研发
和绿色节能等方面。

不断发展的超算技术，可以支撑重大科
学领域的技术研究，也可推动新兴科技领域
的应用创新，发挥着引领国家科技进步的关
键作用。多年来，超算技术广泛应用于航天
航空、电磁计算、海洋模式、医学影像、材
料基因等重大科学研究和国计民生领域，为
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相关领域的技术攻关
作出重要贡献。随着更多的现实应用从基于数据的模拟与仿
真，走向基于算法的挖掘和训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正在与超算技术融合。超算逐渐成为支撑信息化发展的算力
基础设施和城市及重点行业的算力大脑。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超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面临
着不小挑战。一是技术异构带来的适配问题逐渐显现。不同的芯
片架构确保了超算的实施路径冗余，但随着各类应用的深入发
展，也带来了软件适配的难题。模型、算法和芯片之间需要做
二次适配，导致应用软件移植很难实现。二是智算中心带来的
冲击日渐剧烈。随着人工智能需求的兴起，2019年至今，全国
建设了20多个智算中心，对超算的发展带来较大冲击。超算和
智算中心如何实现差异化发展，是行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三是
商业模式带来的挑战渐成现实。国家对超算的扶持性政策弱化
之后，超算中心如何走出一条自负盈亏、甚至略有盈余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是摆在运营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为了中国超算行业继续蓬勃发展，使超级计算能力建有所
用、用有所长，中国政府、超算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需要共同
发力。一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通过中央和地方层面的
战略统筹，以政策和标准推动超算规范化发展，构建完善且具
有地方特色的超算行业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引导科研机构及
相关企业加大对超算计算芯片、应用软件和操作系统等关键领
域的研发投入，支撑中国超算行业实现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发
展。此外，积极探索商业发展新模式，鼓励超算运营者与相关
使用方、研究方等合作，推动超算商业运营模式创新，也有利
于超算行业在支撑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高 乔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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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报道，如今，中
国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上拥有的超
算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中国拥有 186
台，而美国拥有123台。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近日报道称，
中国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占据超算领域的高
地。中国的突破是在研发拥有百亿亿次数
学运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竞赛中实现的，
这种超级计算机每秒可以执行10的18次方
次浮点计算。美国超级计算机专家杰克·唐
加拉表示，在超级计算机领域，中国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这些成就是中国科研人员使用
本土技术独立完成的，因而尤其引人瞩目。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惠及世界
本报记者 张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