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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石英财经网报道，全球最大快餐连锁
品牌之一赛百味与上海某开发公司达成协议，计
划在未来20年内于中国内地增设4000家门店。这
是赛百味历史上最大的总特许经营协议。报道
称，其他国际餐饮公司也纷纷扩张在华业务，将
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视为发展的关键机会。连锁
品牌巨头星巴克计划 2025年之前在中国每年新增
约 1000家门店。今年初，麦当劳宣布扩大其中国
业务，拟建的 1900 家新门店中一半将位于中国。
这个汉堡连锁品牌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已拥有超过
4500家餐厅。

目前，跨国餐饮企业在中国的总门店数量超过3
万家。从在华知名国际餐饮品牌的门店数量来看，
肯德基、星巴克、麦当劳排名前三。即使在新冠疫情
暴发的 2020 年，外资餐饮品牌在华扩张依旧活跃。
2020年，肯德基在中国大陆增设门店149家，星巴克
679家，麦当劳461家，足见这些跨国餐饮企业在华扩
张的决心与野心。

近年来，跨国餐饮企业数量在中国连锁餐饮企
业中占比不到 20%，但营业额占比超过 40%。此外，
跨国餐饮企业不再只限于采用直营方式进行扩张，
而是开始把重点放在品牌效应提升上，逐渐把经营
权放给加盟商，扩张速度明显提高。

2023年上半年，跨国餐饮企业加快了在中国的扩
张步伐。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间商业活
动日益频繁，这些跨国餐饮企业积极扩张全球业务以
获取市场利润。中国食材资源丰富、人口基数巨大、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些有利条件吸引了众多跨国
餐饮企业。中国对外商投资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为
其营造开放的营商环境，也吸引众多跨国餐饮企业来
华发展。

中国庞大的餐饮市场备受跨国餐饮企业青睐。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向好，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餐饮需求旺盛，餐饮业正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餐饮收入占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不断
上升，总体维持在 10%以上，2019 年餐饮业收入
46721 亿元，占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高达 11.35%。
2022 年，中国餐饮市场经受了疫情冲击、整体经济
下行等多重考验，收入仍达43941亿元，充分展现了
中国餐饮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等特点。

跨国餐饮企业采取本土化经营策略，适应中国市场
环境。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在中国市场取得
竞争优势，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哈根达斯等国际品
牌积极吸纳“中餐元素”。肯德基根据中国人的饮食习

惯，不断推出各类中式快餐，开发各种地域特色食品，
如油条、皮蛋瘦肉粥、老北京鸡肉卷等，满足中国消费
者的需求。

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餐厅功能与
服务线上化、全链路线上线下一体化等成为跨国餐
饮转型升级的重要特点。包括麦当劳在内的跨国餐
饮企业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出了
在线自助点餐、智能柜自助取餐、动态电子菜单、
送餐到桌等新服务。

跨国餐饮企业在华竞争激烈，也推动中国本土
餐饮企业提质升级。在与外资品牌较量中，中国本
土餐饮企业逐渐成熟，不断提高经营能力和管理水
平，缩小与跨国餐饮企业在技术优势、管理优势、
规模优势、企业制度优势方面的差距，坚持走集团
化、精密化、产业化、信息化发展之路。中国本土
餐饮商家和品牌也具有口味上的天然优势，各种小
吃摊、大排档等食物更符合中国人胃口。在本土餐
饮企业与跨国餐饮企业的比拼中，类似华莱士的中
国本地炸鸡品牌越来越多。

未来，跨国餐饮企业要在华实现更大发展，需要
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优
势、不断扩大开放的政策优势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
环境优势，加大在华投资力度；二是深入实施本土化
战略，降低原料采购成本，有效控制总成本；三是研
究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克服更多文化差
异，利用中西文化碰撞，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对餐
饮进行创新；四是处理好标准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
系，更好地发挥产品标准化和质量标准化的优势；五
是加快自动化步伐，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自动点餐、
自动厨房和餐饮业管理智能化；六是更加注重环保，
推广使用可降解餐具、减少浪费等，促进行业可持续
发展。

（李 怡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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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一家麦当劳门店，麦乐鸡造型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机很吸睛。 王 初（人民视觉）

海 外 声 音

中国完善规范AI发展相关法律

为了规范 AI发展，中国政府去年 11 月通过《互联网
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提供AI生成内容功能
服务的，应当进行显著标识，避免公众混淆或者误认。
国家网信办今年4月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
个人信息和隐私、商业秘密。

新加坡管理大学计算与信息系统学院副教授朱飞达
建议，在 AI 生成内容的源头建立一套信任机制。他解
释，生产内容的主体仍是一个人，如果能把这套机制与
个人身份和他所生产的数据进行绑定，将能从根本上抑
制生产虚假内容的动机，并允许执法者更精确地追溯造
假内容来源。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洪正
君建议，官方可对滥用 AI 的不法分子实施更严厉的处
罚。他说：“AI 就像是一把刀，它的存在和使用并不违
法，但如果你用它来犯罪，你就应该受到额外的惩罚。”

至于民众该如何防范AI诈骗，受访专家均认为，人
们应提高思辨能力、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以及加强对
AI技术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接到涉及钱财的请
求时，应进行多方查证，确保信息来源的可靠度。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发布国家“水网”计划

中国正在规划新水利基础设施项目，以期把更多宝
贵水源输送到全国各地，从而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5月
底，中国发布建设由新人工水道、水库和蓄水设施组成
的国家“水网”计划（即《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这将改
善中国灌溉条件并降低发生洪涝和干旱的风险。按照规
划，中国到2035年将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

中国人均水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分布不均，
一直在寻找长期解决工程方案。一些抑制用水需求的举
措已付诸实施。中国还敦促地方政府减少用水量、改善
废水回收系统并解决污染问题。墨尔本大学研究中国水
基础设施影响的马克·王说，过去 5 年，中国实施了 100
多项引水工程。分析人士表示，去年中国落实水利建设
投资超过1.1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44%。2023年第一季
度该投资同比增长15.6%，达4071亿元。

新规划的一部分涉及扩建雄心勃勃的南水北调工
程。该项目在优化中国供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马克·王
认为，未来，中国也可以专注于废水回收、海水淡化或
需求减少的替代方法。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

时下，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密切关注雨情汛情，科
学调度、增加调蓄库容，进行开闸泄洪，以确保水库、
电站及流域内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该县水利枢纽以防洪
为主，兼顾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俯瞰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落久水利枢纽美景。

龙林智摄 （人民视觉）

中文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

俄罗斯“Avito 服务”网络平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人对外语家教需求同比增长
50%，其中对韩语和中文老师的需求增长最大，分别增长
3.2 倍和 2.8 倍。俄罗斯“桔子”东方语言中心主任扎罗娃
表示，一季度，在俄罗斯学习中文的学生比例几乎达到
45%，超过学习日语（20%）和韩语（30%）的比例。

这不仅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还因为俄罗斯加强
了对中文学习的规划，特别是学校为 3-9 岁儿童提供了
学习中文的课程。2022年以来，越来越多学龄前儿童选
择中文作为第一外语。此外，俄罗斯学生在高考中更多
地选择中文作为外语考试科目。

俄罗斯中文学校“双胞胎中文”创始人库兹娜说：“中
国是俄罗斯的主要经济伙伴，因此，学习中文的前景是光
明的。中国的经济成就对俄罗斯人具有极大吸引力，通晓
中文能够帮助他们扩大视野，抓住更好的就业机会，并提
高生活水平。”当被问及学习中文的目的时，“双胞胎中文”
学校的学生通常会回答：拓宽视野，到国际公司工作，或者
前往中国生活。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人们观看书
法家写“福”字。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
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
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
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
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
果显示，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面积已经连续4个监测期保持“双
缩减”，首次实现所有调查省份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逆转”。多
年来，中国积极开展荒漠化治理
国际合作，分享荒漠化治理经
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作出重要
贡献。一些外媒和国际人士感
叹，中国创造了治沙奇迹，构筑
起一道道生态安全屏障，有不少
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国 际 论 道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数年如一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施自然修复、人工治沙工程。目前，敖汉旗林地面积达
121万亩，占沙化土地面积的85.8%。图为敖汉旗三十二连山的绿色风景。 李 富摄 （人民视觉）

中国筑牢防治荒漠化的“绿色长城”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创造治沙奇迹

“三北”防护林工程是指在中国“三
北”地区（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的大型
人工林业生态工程，自 1978 年启动至
今，一直备受外媒关注。外媒习惯于用

“长城”来比喻“三北”防护林体系，称之
为“绿色长城”。比如，1986 年的美国

《商业日报》这样写道：“今天，一条新的
长城——一条由树、灌木和草形成的防
护林带正在组建中，以防止威胁更大的
入侵者——沙漠。”德国《世界报》报道
称，“三北防护林”这座“绿色长城”跨越
13个省份，总长近4500公里。

外媒注意到，经过 40 多年不懈努
力，中国防沙治沙工作成绩斐然，荒漠
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尔代夫主流媒体《时报》刊文介绍
了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文
章指出，60多年前，塞罕坝自然环境十分
恶劣。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中国在这里
建设了塞罕坝林场，用几十年时间，在
风沙蔽日的荒原上建起了百万亩林海。
近年来，中国坚持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
两手抓，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
原脊线以北，黄河“几”字弯里南岸。南非
新闻网站“独立在线”曾这样描述治理前的
库布其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曾
因其恶劣的环境条件以及当地居民一贫
如洗的经济状况而被称为‘死亡之海’。”如
今，这里的面貌大不相同。从“死亡之
海”到“希望之地”，库布其实现了从“沙

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美国《时代》周刊关注到了库布其

发生的巨变：“人们已经种下固定流沙并
防止沙丘侵占农田和村庄的特殊植物。
消失的牛羊成群已经重现，第二产业也
在迅猛发展，游客们正蜂拥而至。”

埃及《消息报》外交事务部主任侯
萨姆几年前曾在库布其沙漠种下了一棵
树。“看到满眼的绿洲，很难想象这里曾
经黄沙漫天。”侯萨姆说，经过几十年的
管理，库布其治沙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
界荒漠化治理的典范。中国还通过发
展沙漠旅游、特色种植等产业，增加
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带动大量沙区人口
脱贫。

肯尼亚南南合作智库负责人斯蒂
芬·恩德格瓦说，在与荒漠化作斗争的
过程中，中国通过精心规划和不懈努
力，创造了治沙奇迹。中国相继实施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退耕还林
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批重点生态
工程，构筑起一道道生态安全屏障，其
中有不少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付出巨大努力

日前，多米尼加《今日报》网站发表
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爱德华
多·克林格·佩维达的文章，题为《地球
上的中国》。文章称，从 1990 年到 2022
年，中国森林面积年均净增长量约 300
万公顷。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管理下，大
面积的沙漠化土地已经得到治理，中国
为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努
力。这种努力是社会性的，也是持之以恒

的。每年春天，成千上万的人动员起来在
“生态平衡脆弱”地区种植数百万棵树。

据巴西《论坛》杂志近日报道，在
中国北方锡林郭勒郁郁葱葱的大草原
上，成群的牛羊在漫步，尽情享受鲜草
盛宴。在该地区完成了为保护草原生态
而实行的为期 45 天的休牧期后，牛羊
等牲畜再次被放养至青青牧场。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在边境
地区管理着大片牧场，今年春季休牧草
场面积分别达 2.5亿亩和 9300 万亩。季
节性的休牧政策以及锡林郭勒盟约 11
万户牧民家庭获得的约 2.5 亿元人民币
政府补贴，体现了中国政府为打造北方

“绿色长城”所做的生态努力。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科菲·库阿库曾在世
界银行从事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工
作。科菲·库阿库表示，中国取得的防
沙治沙成绩令人赞叹。一片片荒漠变成
喜人的绿洲，这是中国生态保护取得亮
眼成绩的直观体现。这些成就归功于中
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

携手应对挑战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全
球生态领域的难点问题。举办“一带一
路”国家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及沙尘暴防治高级官员研修班；举办库
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与联合国共建防治
荒漠化国际培训中心、国际荒漠化防治
知识管理中心……中国坚持参与和推动
国际合作，积极推动防治荒漠化项目在
相关国家落地生根，为全球生态治理贡

献了中国方案。
“独行快，众行远。”最近，泛非“绿

色长城”组织秘书处高级主管马塞兰·萨
努用这样一句谚语形容中非携手防治荒
漠化的未来。他表示，在荒漠化防治经
验交流、技术分享等方面，非中合作前
景广阔。鉴于中国在防沙治沙方面的丰
富经验，泛非“绿色长城”组织在 2017年
与中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通过技术
转让等合作加强防沙治沙能力，“通过合
作，非中可以分享经验，相互支持，有利
于推进‘绿色长城’计划”。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研发团队选用合
适的造林植物种，在哈首都阿斯塔纳及
周边建成了23公顷试验示范基地，为首
都圈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了系统解决方
案。哈萨克斯坦总统绿化顾问内桑巴
耶夫表示，哈中合作的研究成果系统
解决了哈首都圈生态建设面临的技术难
题，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范例。

蒙古国科学院地理与地质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尼玛策仁·满达赫说，在中国帮
助下，她所在的研究所与中方科研单位
共同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流沙
固定及植被恢复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
目，在蒙古国布尔干省、戈壁苏木贝尔
省等沙漠地区开展合作试验，收到了良
好效果。

科菲·库阿库表示，通过不断改良
和创新，中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环
境保护标准和荒漠化防治解决方案，在
太阳能、绿色金融等一些领域的研发和
实践走在世界前列。“期待中国继续积极
分享发展理念和成果，与各国携手应对
环境挑战，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