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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当前，中外交往有序恢复，中国外
交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0日至22日对俄罗
斯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在世界上的影
响力正在增强”，德国 《时代周报》 评
论称，中俄元首会谈受到国际社会的密
切关注。法新社、路透社、卡塔尔半岛
电视台、英国 《卫报》 等媒体均进行了
实时跟进报道。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专家理事会俄方主席尤里·塔夫
罗夫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此次
俄中元首会谈是今年最具有地缘政治意
义的全球性大事之一，它或许将影响接
下来几年内的世界政治走向。俄罗斯高
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
任瓦西里·卡申表示，俄中两国塑造了
大国相交的典范，高效、有责任、有担
当、面向未来的大国关系在国际局势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3月 22日至 25日，新西兰外长马胡
塔对中国进行访问。据美联社报道，马
胡塔此次对中国的访问是新西兰部长约
4 年来首次访华。报道称，马胡塔在一
份声明中说：“对新西兰的经济复苏来
说，中国不可或缺，但我们的关系要广
泛得多——跨越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领
域。”报道指出，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
贸易伙伴，新西兰出口商依赖中国购买
奶制品等产品。

孟加拉国 《新时代》 日报网站刊文
指出，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
议。这是中国继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之后，提出的又一项重要全球倡
议。这三大倡议相互加强、相互补充，
代表了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作

出的贡献，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
提出了解决方案。

“提出了通往和平的道路”

“中国致力于减少冲突，为构建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作出积极贡
献。”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
莫尼勒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智利 《第三版时报》 网站近日刊文
指出，继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
件》 后，中国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
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并非巧合。
前不久，在中国全国两会闭幕之际，沙
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方斡旋下就恢复外
交关系达成了协议。

“在全球安全倡议下，中国致力于
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安全。”长期关注中
国发展的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
思·贝内特指出，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
冲突和争端的主张无疑有助于防止战争
爆发或蔓延。“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国
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
为全球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贝内特说。对于《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
机的中国立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评价
称，中国“提出了通往和平的道路”。

卡塔尔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凯
尔·迪巴特指出，中国计划通过外交途径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首先是在中东发挥
了积极的政治作用。3月 10日，中国成功
促成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和解。美国

《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斡旋
促成了一项中东外交突破，沙伊达成的
协议为全球安全倡议增添了实质内容。

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
究所所长罗伯特·戴利说，这是“中国
外交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公开而坚定
地工作了好几年，才得以实现这一目
标。美国 《外交政策》 网站刊登题为

《中国是如何成为中东和平缔造者的》

的文章指出，中国一直在努力加强与该
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不偏袒任何一
方，也不卷入它们的冲突。它与伊朗、
以色列和沙特都保持良好关系，在它们
的纷争中保持中立，这使它成为一个能
够解决争端的角色。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
思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实现世界
持久和平稳定开辟了新路径，中方提出
的全球安全倡议已经得到8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赞同和支持。全球安全倡议
摒弃单边主义、集团对抗和零和思维，
为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包括乌克兰危机在
内的国际冲突创造了条件。

《加纳时报》网站刊登题为《中国的
全球安全倡议……正在塑造全球繁荣未
来》的文章指出，全球安全倡议能够推动
世界绘制出一条构建可持续的和平、稳
定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一股新风从中国吹来”

彭博新闻社网站文章指出，中国的
外交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拉美社刊登题为 《一股新风从中国
吹来》 的文章指出，无论是斡旋推动沙
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还是发
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
场》，都体现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
作出的巨大外交努力。在华盛顿和布
鲁塞尔掀起暴风骤雨之际，一股新风
从中国吹来。北京正在努力缓解紧张
局势，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真正和
重大的贡献。

近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习近平主
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日
本 《朝日新闻》 网站报道指出，近年
来，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世界规模政

治构想。中国充满大国自信，对“南方
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加强。

俄新社 3 月 21 日发文援引尤里·塔
夫罗夫斯基的话称，中国发布的 《全球
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是一个信号，表明
中国正“扬起”外交政策“所有的风
帆”，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
团成员费奥多尔·卢基亚诺夫在 《今日
俄罗斯》 发文称，“中国的自信心正在
增长”，“一个新的时代或许已来临，中
国的表现展示出其不惧在国际政治舞台
上发挥作用”，而中国的作用“将为世
界带来改变”。

“中国坚持和平、平等、友好的外
交政策，体现出‘让我们共同发展’的
价值取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资深编辑、中国问题专家穆罕默德·礼
萨·马纳菲感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
正努力推动世界实现和平、安全与稳
定，是一个可靠的和平支持者。”

“中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点是致力
于实现合作共赢。”法国国际问题专家
布鲁诺·吉格表示，中国与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建立了平衡和
互利的伙伴关系，一个和平与包容的世
界只能通过具体的合作和切实的发展项
目来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
完全契合这一要求的国际合作平台。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
斯在 《中国：日益成为主角》 一文中指
出，中国在从经济到政治等国际事务中
的突出地位，势必对全球治理多极化具
有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理
念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所有迹象表明，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将有更多东
西值得所有人期待。

上图：中俄首座跨界江公路大桥的
中俄双方接合位置。大桥起点位于黑龙
江省黑河市，终点位于俄罗斯布拉戈维
申斯克市。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中国和平外交赢得世界普遍赞誉
本报记者 张 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
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国政府
发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
国立场》 文件、沙特和伊朗这对“宿
敌”在北京握手言和、中国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今年以来，中国在国际
舞台上表现亮眼，赢得国际社会点
赞。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所说：新
征程上的中国外交，是充满光荣梦想
的远征，是穿越惊涛骇浪的远航。惟
其艰巨，更显荣光。

国 际 论 道

数 据 显 示 ，
2021年，中国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 7.1
万亿美元，位居世
界第二，数字经济
规模占 GDP 的比

重已经超过四成。“十四五”以来，中国
在推动数字经济量的提升的同时，也
更加重视质的发展，数字产业结构、数
字治理水平、数实融合、数据要素流通
等领域也在有序推进，逐渐形成了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

在数字经济发展从量变转向质变
的过程中，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和重
要战略资源。中国尤其重视通过算
法、数据、算力的组合来提升数字经
济发展动力及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
网信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到
2021 年，中国数据产量从 2.3ZB 增长
至6.6ZB，四年间翻了将近3倍。

当前，中国在数据管理上还存在
一些发展短板。例如：数据权属不够明
晰、数据交易市场规则缺乏、数据安全

保障体系尚需完善、数据要素化程度
不深等。近年来，多地围绕数据管理进
行了有益探索。例如：贵州率先成立了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之后北上广深杭
等地也跟进建立数交所；多地成立大
数据研究院，针对工业、电力、金融等
细分产业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可
行的应用方案等。但地方政府针对数
据要素的制度性探索存在局限性，缺
乏统筹协调，难以形成齐头并进的数据
产业发展态势，难以形成大一统的数据
流通市场，数据价值分散难以集中。

因此，国家组建数据局可谓恰逢
其时，一是有利于提高国家对数据交
易体制机制建设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持力度，用专业化部门来推动数
据产业发展；二是通过设置高权限部门
协调各方，打通数据链路，实现数据整
合，保障数据安全，完善数据治理体系。

纵观当前中国数据产业发展现
状，国家数据局的职能预计将主要围
绕以下三点：

其一，推动数据要素流通，驱动

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随着生成式AI
的出现，未来国与国之间围绕AI （人
工智能） 和大数据技术的竞争将日趋
激烈，中国急需打通数据市场链路，
为生成式AI的国产化、自主化创造条
件和土壤。近日发布的 《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 中提到了数字中国
建设“2522”框架，即夯实数字基础
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
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
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
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
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而这些基础、
生态、能力、环境的建设，必须由一个
部门来主导领衔，这个部门就是国家
数据局。

其二，保障数据安全，完善数据
治理体系和数据产权体系。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过去，数据市场往往处于

“灰黑”地带，包含个人隐私的数据
买卖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威胁
国家安全。国家数据局的职能也必然

包含构建数据流通和应用的安全环
境。一手建章立制，一手形成有效的
数据权属登记，进而构建起完善的数
据安全监管体系。

其三，促进数据的打通和开放。
在数字政务方面，既要实现政府数据
的打通，又要实现政府数据的开放，
在优化政府数据信息服务的同时，也
有效发挥政府公共数据的要素价值。
此前各级政府的数据部门存在权限不
足问题，难以在各部门间统筹协调。国
家数据局的级别进一步提升、权责更
加集中，能够更好地履行相关职责。

综合来看，组建国家数据局对当
前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建立、数据治理体系完善等方面至关
重要，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从
规模化转向高质化，这既是为了完善
优化数据数字产业供给，也是为了形
成数字数据生产力，为中国实体经济
发展和产业转型赋能，有利于为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助力。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中国经济复苏带动亚太增长攀升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公司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经
济复苏，亚太地区经济得到提振，预计该地区今年能
够抵御全球经济逆风，实现比去年更快的增长。

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
夫·比斯瓦斯在一份报告中说：“尽管美国和欧盟经济
增长放缓给全球经济造成阻力，但亚太地区 2023年的
经济增长预计将加速。”他说，亚太地区预计将成为今年
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其经济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3.2%
升至今年的 4.2%。明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预计将进一
步攀升至4.7%。

比斯瓦斯说：“亚太地区增长改善的主要推动力将
来自中国调整新冠防控措施后恢复强劲的增长势头。”
他说，由于中国放宽了疫情限制措施，预计中国今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5.3%，高于去年的3%。

比斯瓦斯说，跟踪全球制造业状况变化的最新标
普采购经理指数调查表明，中国经济活动正在反弹，印
度和一些东南亚工业经济体也在继续扩张。他还说，如
果美国的金融稳定风险得到遏制，亚太地区预计能够抵
御美国银行系统最近的金融冲击波，保持韧性。

——据《菲律宾星报》网站报道

民调显示中国人幸福感满满

知名民调机构益普索集团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3年1月6日通过其全球平台对32个国家的22508名
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32个国家中，近3/4

（73%） 的成年人认为自己很幸福。调查结果显示，在
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幸福感指数排名前五的国家
是中国 （91%）、沙特阿拉伯 （86%）、荷兰 （85%）、印
度 （84%）、巴西 （83%）。

调查报告指出，平均而言，中等收入国家的幸福
感比高收入国家的幸福感增长得更明显。自益普索
2011年开始跟踪调查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幸福
水平首次超过了高收入国家。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印尼、中国和
马来西亚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自述有幸福感的人
数超过曾长期高居幸福感排行前列的美国、德国和英
国等富裕国家。越来越多亚洲人在自我满足程度不断
上升的同时，对未来的信心也不断增强。

——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报道

据新加坡 《海峡时报》 网站
报道，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一部分，中国近日宣布组建国家
数据局。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管理下，国家数据局的职责将
包括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
会规划和建设等，其中也包括协
调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和推动信息
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这
意味着中国向大数据领域前进的
努力有了充满希望的开端。

2020 年，中国将数据与土地、
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并列为生产要

素。次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关于
大数据产业的“十四五”规划中概
述了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
标和任务。相关规划指出，要充分
发挥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支持国
内外大数据企业在技术研发、标准
制定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鼓励跨
国公司、科研机构在中国国内设立
大数据研发中心；推动大数据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
极开拓国际市场。规划还提到，要
建立关于数据交易流通、跨境传输
和安全等的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中国数据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受访专家：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

中国数据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受访专家：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

勾建山作 新华社发

海 外 声 音

日前，游客在浙江省建德市莲花镇戴家新村的百
家宴上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新农村“舌尖上的幸福”。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3 月 15 日，在江苏连云港港东方公司码头，一批挖
掘机集港准备装船外运。 王 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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