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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跑”到“并跑”“领跑”

位于塔吉克斯坦的萨雷兹湖，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然堰塞湖。由于
地处地震活跃地带，科学家预测，该
地一旦发生地震，萨雷兹湖大坝将有
崩溃决堤的危险，涌出的湖水将危及
中亚广大地区。

不久前，首个基于北斗技术的变形
监测系统在萨雷兹湖大坝开通运行。该
系统由中塔双方合作建成，实现了对大
坝的实时毫米级变形监测，为大坝安全
和当地人民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北斗技术走向世界，是中国加强
科技领域合作的一个缩影。

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与国际灾害管
理机制对接，为40多个国家提供空间技
术等应急保障服务，帮助当地应对强降
雨、热带气旋、洪涝等自然灾害；中国轨
道交通技术和装备走出国门，中欧班
列、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蒙内铁路拉动
沿线经贸增长；中国菌草在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有力促进当地
减贫、就业……中国既是国际前沿创新
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
题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在许多前沿科技领域已逐渐
从过去的‘跟跑’转变为‘并跑’甚
至是‘领跑’。而且，中国积极与世界
共享科技发展成就，尤其重视将科技
创新成果运用于解决气候变化、能
源、环境、农业、健康等关乎全人类
福祉的领域，为‘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
长、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
心主任朱旭峰对本报记者表示。

中国科技部数据显示，自 2017 年
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启动以来，中国分三批启动 53 家“一
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支持 3500
余人次的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为期半
年以上科研工作，培训超过 1.5万名国
外科技人员，资助专家近 2000 人次。
同时，中国面向东盟、南亚、阿拉伯
国家等建设了 8 个跨国技术转移平台，
并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技术转
移南南合作中心”，基本形成了“一带
一路”技术转移网络。

“中国与非洲、东盟、南亚、阿拉伯
国家、拉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中东
欧国家等建立了七大科技伙伴计划，通
过共建国家联合实验室、建设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实施国际科技特派员等，与
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科技进步，为发展
中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提供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丁明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云计算、5G、大数据等技术
的普及应用，数字经济成为中国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
进，带动数字科技成果惠及更多发展
中国家。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物
联网、移动金融等新技术应用，中国

密切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
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助力当地数
字化转型。此外，中国企业也是推动
中国技术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同济大
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葛天任
向本报记者表示。

“ 强 大 的 中 国 对 每 个 人 都 有 益
处。”肯尼亚主流广播电台 Capital FM
报道称，中国不断征服科技前沿、推
动经济发展。创新技术不仅会在中国
使用，还会在有中国项目的国家和地
区落地。

“中国声音”愈加响亮

在全球科技治理平台上，“中国声
音”愈加响亮。

11 月 16 日，中国裁军大使李松率
团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2022年缔约国大
会，并向大会提交了 《中国关于加强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立场
文件就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监管、研发
及使用等问题提出一系列中国主张，
为推动形成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方案进
行了有益探索。

近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充分利用多边舞台，参与全球
科技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统筹协
调、治理改革，已加入国际热核聚变
实验堆、平方公里射电望远镜等近 60
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参
与程度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在二十
国集团 （G20） 科技创新部长会议、上
合组织科技部长会晤、金砖国家科技
创新部长级会议、清洁能源部长级会
议等多边机制中，中国主动提出创新
议题、发出合作倡议。

丁明磊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健
康、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互联网
治理等领域的科技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不仅让中国拥有越来越广泛的

“科技朋友圈”，也有力提升了中国在
国际科技创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推动中国从全球科技创新的参与者、
跟随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中国
深度参与多边科技治理机制，为应对
全球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丁明
磊说。

日前，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IEEE 标
准协会正式通过了“可信密态计算”
国际标准的立项。该项目由多家中国
单位共同参与，为平衡大数据应用和
公民隐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治理机制。

“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已
经具备探索和构建科技发展的伦理准
则与治理体系的条件和能力，能够更
积极地为全球提供科技治理的‘中国
方案’，在世界科技竞争中争取规则制
定。为此，中国做好了组织制度和人
才方面的充分准备。”朱旭峰说。

2019 年，中国组建国家科技伦理
委员会，并先后成立人工智能、生命
科学、医学三个分委员会，加快中国
科技治理与全球科技治理接轨，为中
国参与世界科技治理的规则制定提供
了重要话语权基础。与此同时，中国
支持中国科技工作者、科技组织积极
主动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支持推介中
国科学家担任重要国际组织领导职
务，支持在中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
织。迄今，中国已加入200多个国际组
织和多边机制，在国际科技组织担任
高级职务的中国专家学者人数超过
1200人。

朱旭峰表示，中国重视发挥知名
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着力塑造“中
国科学共同体”的品牌效应。中国还
在加速开展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培养
能够连接科技知识、行业研发和市场
动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了解科学技
术的监管者和熟悉公共治理的科学
家，不断满足前沿技术发展和治理的
需要，充分回应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争
议和国际争端。

“中国科技工作界和科技工作者在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兴科技领域积
极发声，提出建设性意见，在科技治理

规则盲区参与建设新规则，在前沿技术
领域和行业标准制定上发挥关键作
用。”朱旭峰说。

以开放姿态坚持创新合作

面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
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
要课题。中国一贯重视同各国开展科
技创新合作，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施普林
格—自然”今年发布的自然指数显
示，2015 年至 2021 年，中国对世界高
质量科研产出的贡献率增幅高达 81%，
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国家。其中，中国
清洁和可负担能源领域研究产出位居
全球第一。此外，中国同世界积极开
展科研合作，其中，中美科研合作保
持韧性，科研合作程度最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兴未艾。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
中国仍面临‘卡脖子’困境。因此，有必
要积极融入国际合作，学习借鉴国际科
技创新经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同时，
中国新发展也给世界带来新机遇，为全
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开放合作仍是
历史潮流。”葛天任说。

面对国际上鼓吹科技霸权和“脱
钩断链”的声音，中国以实际行动证
明了开放合作的态度。

多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对外科技
合作交流，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
研究基金，积极支持外籍专家牵头参
与中国科技计划。自 2015 年重点研发
计划设立以来，已吸引一大批外籍科
学家担任项目或者课题负责人。同
时，中国陆续探索出相关政策，为外
国人才出入境、就业居留提供便利。

11 月 28 日举行的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
表示，中国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
间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
目正按计划实施。对于其他国家航天
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中国也
一直持欢迎态度。联合国外层空间事
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说，中
国开放空间站是联合国“全球共享太
空”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

“伟大范例”。
葛天任表示，中国始终以开放的

姿态同各国加强科技务实合作，推动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符合世界各国
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中国站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全球科技治理提
出的解决方案。

“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
展的必然逻辑。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
整变革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家
相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作为
国际社会积极、向上、建设性力量，中
国始终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积极
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深度参与全球科技
治理，以科技创新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
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丁明磊说。

最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又
传来好消息。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线路已
达 78 条，是去年全年的 5 倍多，创
造了通道运营5年来的新高。在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的复杂形势下，西部
陆海新通道逆势增长。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西部所有省
区市连接东盟和欧亚大陆的重要通
道，也是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陆海联动
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
营中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
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
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
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逐渐形成由
主通道、重要枢纽、核心覆盖区和
辐射延展带4个维度构成的立体空间
布局，进一步补全中国西部地区国
际开放通道版图。经过5年建设，这
条“新通道”已成为中国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的“快车道”。

这是一条连接内外的交通“新
干线”。自2017年首趟西部陆海新通
道海铁联运班列发出以来，班列开
行量逐年上升。今年以来，通道已
拓展出重庆、贵州、宁夏、甘肃等
地与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家间的
多条物流新线路。通道物流网络已
覆盖 1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8 个港
口。今年前 10 个月，西部陆海新通
道海铁联运班列共发送货物 62.1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19.7%。西部陆海
新通道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融入
全球货物运输体系、强化与世界经
济联系的重要通道。

这是一条激活经济的合作“大
动脉”。新疆哈密瓜、贵州红茶、西
藏牛肉干、重庆麻花……通过西部
陆海新通道，中国中西部地区将特
色农产品、工业制品快速运往国际
市场。巴基斯坦的优质碎白米，泰
国的椰汁、榴莲，越南的线槽、碳
酸钙……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
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进入中国市
场。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
运班列运输品类由最初的陶瓷、板
材等十几种，增加至640多种。西部
陆海新通道将沿线地区的丰饶物产
带向远方，也让经济增长的内生力
量深植当地。

这是一个扩大开放的国际“网
络”。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中西部地区
开辟了经由云南、广西、广东等地
离境的南向通道，与通过长江黄金
水道和铁路线路联结东部港口的东
向国际开放通道、通过中欧班列通
达中亚、中东欧、西欧的西向国际
通道一起，推动形成了西向、东向、南向三向开放通道体
系，促进了三向国际开放通道融合，进一步强化了中西部
地区在全球货物流通体系中的地位。如今，西部陆海新通
道大大加强了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新亚欧大陆
桥、中国—中亚—西亚等国际经济走廊的联系互动，使西
部陆海新通道成为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桥
梁和纽带。

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合作“大家庭”正在不断
“扩员”。今年 7 月，湖南怀化市对接融入省际协商合作机
制，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从西部 12省区市与海南省以及
广东湛江市的“13+1”合作机制，升级为“13+2”共建新
格局。可以预见，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
开放发展的又一引擎。

最近，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 （达州—万象） 国际
货运列车、西部陆海新通道 （酒泉—钦州港—鹿特丹） 海
铁国际联运班列接连首发。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带动经济
快速发展的“动力列车”正开足马力，飞驰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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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技发展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林子涵

“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签订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国深度参与近60个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参与度不断提升；中国分
三批启动 5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培训超过
1.5万名国外科技人员，资助专家近2000人次；2021年中
外合著科技论文数量已达18.3万篇，合作伙伴涉及169
个国家”……日前，中国科技部公布一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在加强政府间科技交流、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等方面不断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当今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
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专家指出，中国积极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促进科技成果为更多人所及所享，为全球科
技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以开放态度推动国际科技创新
合作，为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环 球 热 点

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
查显示，2021年，沙特国内使用数字支付的比例
达到 57%，远超两年前的 36%。去年，沙特经由
POS系统产生的银行卡交易达55亿笔，比两年前
增长243%，其中95%的交易是非接触式交易。

在海湾国家，数字支付正迅速增长。信用卡
组织万事达的调查显示，去年，88%的阿联酋民
众使用过至少一种新兴支付方式。其中使用手机
支付的人最多，其次是购物平台推出的“先买后
付”等服务。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选择数字
支付的首要原因是安全，其次是便捷。另据全球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数据，2014年至2019
年，阿联酋消费者的数字支付交易量，以每年超
过9%的速度增长，高于欧洲4%至5%的年平均增
长率。该机构认为，阿联酋到2030年有望实现所
有交易的无现金化。

阿曼从今年 1 月起强制要求购物中心、餐
厅、超市等场所必须接受数字支付；科威特2021
年的电子支付量比上一年增长 46%；巴林是海湾
国家中最早推出数字支付服务的国家，巴林央行
的一份统计显示，今年 7月巴林的数字支付同比
增长 13.1%；卡塔尔中央银行在今年 8 月 30 日向
两家金融科技公司发放了首批数字支付营业牌
照，允许其开展相关服务。

有分析认为，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是海湾国
家数字支付快速普及的重要推动力。海湾国家的
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均收入较高，加之电子商务起

步较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海湾国家电子商务发展进一步提速。预
计电子商务规模将从2020年的240亿美元增长到
2025年的500亿美元。

海湾国家对数字支付普遍采取鼓励政策。万
事达卡中东北非地区代表哈里勒表示，海湾国家
对数字支付的热情令人振奋。沙特2030愿景将数
字化转型作为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将数字支付比
例提升到 70%等内容。阿联酋迪拜专门成立了

“无现金迪拜工作组”，旨在将迪拜各行业现有的
支付交易逐步转移到更为安全且便于使用的无现
金交易平台。

海湾国家积极开展数字支付国际合作，沙特
和阿联酋之间的共同数字货币项目Aber、阿拉伯
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之间支持多种货币交易的
Buna支付平台、连接海湾国家实时总结算系统的
AFAQ系统等，都支持国家间进行数字支付。

中国为推动海湾国家数字支付快速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双方数字合作不断加强。中国科技
企业正积极参与海湾国家数字化建设，共建“数
字丝绸之路”。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钟红对本
报记者表示，数字支付提供安全、高效、低成本
的交易环境，帮助更多人享受金融服务，增进了
海湾国家民众福祉。同时，数字支付将发挥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助力海湾国家数字化
转型，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本报迪拜电）

海湾国家数字支付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管克江

11月25日，一艘驳船在法国加来海峡省的河道中行驶。
新华社/路透环 球 掠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