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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辉煌十年

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在中
国空间站开讲，新晋“太空教师”陈
冬、刘洋、蔡旭哲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
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航天员
首次在问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对于这次

“太空授课”，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新加坡
《联合早报》等多家外媒以图文方式进行
了报道，认为这些“神奇课程”的背后，是
中国太空探索不断取得创新和突破。

近年来，中国在一大批核心技术上纷
纷取得突破，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

“天问”探火星，“嫦娥”登月球，“神十
三”和“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深海
勇士号”“奋斗者号”“海斗一号”等研
制成功……法国 《世界报》 称，中国已
跻身世界科学大国行列。

欧洲 《现代外交》 网站关注中国人
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发展。报道称，在中
国，人工智能是创造新产业模式的重点
发展领域之一。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
设备和智能机器人都将成为得到支持的
重点项目。中国企业抓住新科技革命的
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
以预见，智慧技术和产业将为中国经济
新常态注入新动力。

阿根廷 《号角报》 重点报道了中国
5G 研发和应用场景深度拓展。报道称，
中国构筑了世界上最大的光纤网络，覆
盖了整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中心地区。
在此基础上，中国集群通信系统行业取

得长足发展，远远领先于美国和欧洲。
中国的 5G 基站已经超过了全球总数的
60%。中国有望通过加快部署物联网，实
现将实体经济与数字设施相结合的目标。

欧洲专利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申请方面势头强
劲，尤其是在新能源、数字技术等关键
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集聚
地”。《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中国战略性
地投入人力和资金，正朝着到本世纪中叶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

阿根廷“亚洲报道”网站日前刊文
称，中国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经历了辉
煌的十年，取得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无法比拟的成就。中国将沿着这条道路
继续前进，并致力于完成“十四五”规
划中的创新目标。

极大激发创新动能

中国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源自哪
里？这是不少外媒感兴趣的话题。

日本 《产经新闻》 日前报道，中国
正在加快推进本国工业的“核心技术”
自主进程。中国领导人强调健全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发挥中
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色，强
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发
出了“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号
召。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重点
提到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
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事关国家
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

阿根廷“亚洲报道”网站指出，过去10
年，中国政府和产业界都格外注重创新发
展，以科技创新作为可持续增长的引擎。
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的背景下，中国
产业升级取得重大进展：从以轻工业为主
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自主创
新型产业转变。这种转变启动了新的增长
引擎，开启了新的业务形式。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近年来，
中国极大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科
技人才，引发海外外媒高度关注。统计
数据显示，中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
人员数量，由 2012 年的 42.6 人年提高到
2021 年的 75.3 人年；中国内地入选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由 2014 年的 111
人次提高到2021年的935人次。

日本《日经亚洲》指出，目前，中国的
科研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均居世界首
位，有助于增强中国未来产业竞争力。

肯尼亚《星报》称，如今，中国拥有世
界上最多的科技人才。人工智能、机械工
程、大数据等成为中国大学的热门专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认为，在研发工
作和人才培养上的高额投资、战略规划
制定、国家领导层面的关切以及巨大的
国内市场，这些都是中国在科技道路上
取得成功的原因。

推动世界科技进步

10 年来，中国实施开放包容、互惠
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 161 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近年来，随
着“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加快铺就，中国对
外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
科技园区合作等蓬勃开展，为世界科技进
步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更多贡献。

肯尼亚主流广播电台 Capital FM 认
为，中国将在寻求征服新的科技前沿、
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创新
水平。这些创新技术不仅会在中国使用，
还会在那些有中国项目的国家和地区部
署。该报道认为，“强大的中国对每个人都
有益处。犹如一座果园，时令正好，可以采
摘果实，为更多人补充营养”。

肯尼亚《星报》刊文称，近年来中国帮
助非洲在网络信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与南非合作建成非洲第一个 5G独立
商用网络，由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
塞内加尔国家数据中心也已经启用。

菲律宾 《马尼拉时报》 称，中国具
备强大的工业产能和强大的科技实力，
是菲律宾加速经济发展道路上积极、可
靠的伙伴。

巴基斯坦媒体《今日巴基斯坦》表示，
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框架下，巴基斯坦与中
国加强职业教育合作，共同培养农业科技
人才，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农业现代化。

芬兰 《赫尔辛基时报》 关注到，中
国航天事业快速创新发展，并在许多方
面助力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太空探索。

上图：9月24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雷甸镇，当地学生参加“探秘机器
人，点亮未来梦”主题科普活动，在互
动体验中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

姚海翔摄 （人民图片）

中国电动汽车积极开拓欧洲市场

在中断 4年之后，2022年巴黎国际车展于 10月 17日
至 23日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强势现身巴黎国
际车展，通过参展彰显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雄心。

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今年仅有的
几个实现了增长的市场之一。中国汽车品牌正在积极开
拓欧洲和东南亚市场。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政府支持了这一转型，并辅之
以配额和补贴政策，鼓励国产汽车品牌开拓发展之路。
结果是：电动汽车如今在中国的销量超过美国、日本和
欧洲销量总和。其中，也有基础设施之功：在中国，每3
辆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就有一个公共充电桩。

——据法国《世界报》网站报道

中缅铁路货运网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连接中国与缅甸的铁路网建设正在稳步推
进。在中国一侧，边境附近的新线路已经部分开通，跨
境货物运输测试陆续展开。

6月上旬，一列5月下旬从中国重庆出发，满载60个
标箱的电气设备、汽车配件等货物的货运列车，抵达缅
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火车站。运输途中，货物在云南
省临沧市改由卡车经公路跨境进入缅甸东北部的掸邦，
最终抵达曼德勒的物流时间缩短至 15天左右。这条经由
临沧的公铁联运通道被称为“中缅新通道”。

在缅甸一侧，由中国主导的工程项目也在推进。与
瑞丽接壤的缅甸木姐至曼德勒之间的铁路线正在建设
中，计划延伸至缅甸西部印度洋沿岸的若开邦皎漂港。
2022年8月，作为港口开工建设前环境评估和社会评估的
一环，皎漂经济特区项目举办了公众咨询会。一旦评估
通过，一条横贯缅甸、联通中国内陆与印度洋的铁路大
动脉将得以贯通。作为“一带一路”的要冲，中缅经济
走廊的作用也将得到提升。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效治理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主要依靠两大
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在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的支持下，
快速发展该国经济，为贫困人口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
不断提高平均收入水平。中国的减贫故事主要是一个经
济增长的故事。

第二大支柱是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来消除
长期贫困，这些政策最开始瞄准因地理环境和机会缺失
等原因影响发展的贫困地区，之后转为瞄准贫困人口实
施精准扶贫，不论其地理位置如何。这些政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对贫困家庭的保障性扶贫，其中包括社会
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其他特定社会政策等。

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的成功还得益于有效的治理，
而有效的治理是成功实施增长战略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减贫政策的关键。

——据《印度快报》网站文章

9月2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中国商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颁发 C919 大型客机型号合格证，这是中国
民用航空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适航取证是民用飞机进入商业市场的先决条件，
主要包括3个证件：首先，设计民用飞机需要取得型号
合格证；其次，生产民用飞机需要取得生产许可证；在
此基础上，每架飞机还需要取得试航证，即“准飞证”。

C919 取得型号合格证，标志着中国具备按照国
际通行适航标准进行大型客机研制和适航审定的能
力，具有里程碑意义，极大地振奋了中国航空界尤其
是民用航空界，也引发中国民众的热切期盼。

民用飞机从适航取证到进入商业载客运行，还需
要完成飞机交付用户和运行准备等工作。中国商飞公
司正在为 C919 交付用户和支持运行做积极准备。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C919将载客起飞。

近年来，中国商业飞行在取证试飞、商业运营、
宽体客机设计等方面积极进取，成果斐然。

取证试飞方面。2017年 5月 5日，中国首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实现首
飞。此后，C919 持续开展取证试飞工作，历经失
速、最小离地速度和自然结冰等高风险与高难度的试

飞科目考验。今年8月，中国商飞宣布C919完成取证试
飞工作。这为C919获得型号合格证做好了充足准备。

商业运营方面。今年 7月，中国商飞研制的 ARJ21
新支线客机实现安全运送旅客500万人次。500万人次
安全载客量是商用飞机安全性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
ARJ21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得到航空公司和市场的充分
验证。ARJ21的成功经验，令中国民众对国产商用飞机
信心倍增，为C919的未来运营提供了重要指引。

宽体客机设计方面。近年来，中俄合作开发的
CR929 大飞机项目取得重大进展。CR929 的飞行马
赫数相比 C919 更高，设计难度更大。在中俄工程师
团队的大力协作下，CR929总体方案和详细设计已经
完成，正在推进型号研制。

“中国制造”民航客机展现出显著的后发优势。
2008 年，中国开始自主设计商用飞机；2017 年，
C919实现首飞。如今，C919即将正式推向市场。10
多年来，国产民航客机在充分吸纳国内外机型设计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技术与材料上的革新。气动设
计方面，波音737或空客A320等传统机型采用拐角式
驾驶舱设计，而 C919 的保形机头设计能够实现更好
的减阻与降噪效果。舒适性方面，C919 的机舱相对

竞争机型更宽，内部空间开阔。扩展性方面，C919
的起落架更高，对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容纳能力强，能
有效规避由机身高度限制所导致的发动机短舱与机翼
间的强烈气动干扰，保障飞行过程的安全性。环保性
方面，C919 采用大涵道比发动机，耗油量适中，在
全球民航客机中环保性能突出。目前，中国民航飞机
的生产自主性持续提升。

中国商业飞行领域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的巨大需求支撑。2020年底，中国通用航
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全覆盖的目标。背靠广阔的
国内市场，中国商业航空拥有巨大发展机遇。近年
来，中国国内市场一度占据全球商业航空市场 1/5 至
1/4的份额，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国际市场来看，目前空
客和波音两分天下的局面有望被打破，中国商飞等新
入局者正在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未来，C919 在国际
市场“突出重围”，将为中国民用航空业打开新局面。

C919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为适配C919机型，
中国正加速推进中国商发自研的长江发动机 CJ—
1000A的适航认证。期待国产发动机加速取证，促进国
产商用飞机的不断发展，早日实现中国商用飞机的全
面国产化。 （李卓缦采访整理）

中国朝着科技强国阔步前行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2 年的 1.03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79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 1.91%增长到

2.44%；中国政府2021年的科技创新支出超过1.07万亿

元，比2012年增长92.2%；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

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近期，

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组数据引发海外媒体热议。

巴基斯坦《科技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称，随着中国

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中国在过去10年

里显著提升了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西班牙《先锋报》

关注中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并由衷赞叹：“中国持续

在科技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据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近
日，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获得了
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
证，向商业飞行迈出了一大步。

法国 《回声报》 网站报道称，
在经过 15 年努力后，C919 近期被
中国当局技术认证过关。这是向航
空公司交付飞机和开始商业运营的
最后阶段，标志着中国加入了门槛
极高的现代民航客机制造俱乐部，

对中国商飞和中国航空界来说具有
历史性意义。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网站报道
称， C919 大型客机取得型号合格
证，标志着中国企业向打破波音和
空客的两强垄断地位迈出了一步。

左图：7 月 18 日在陕西省蒲城
县拍摄的C919大型客机试飞机。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国产大飞机即将开启商业飞行
■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长聘教授、飞行器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肖志祥

专 家

解 读

10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举行的巴
黎国际车展上，人们参观一款中国电动汽车。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10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举行的巴
黎国际车展上，人们参观一款中国电动汽车。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7月7日，装载有中国电建集团缅甸中部光伏群项目
太阳能光伏组件的81946次货物列车从铁路义乌西站鸣笛
启程。 龚献明摄 （人民图片）

10 月 9 日，湖南省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门楼下村云
江缝盘就业帮扶车间，工人们在赶制毛织品订单。

刘贵雄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