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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力量持续崛起

“机械狗在雄伟的泰山上充当搬运工：
科技造福人类。”近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华 春 莹 在 社 交 平 台 发 布 视 频 并 配 文 ， 为

“机械狗在泰山”点赞。新加坡 《联合早
报》 网站报道称，视频中的机械狗行动灵
敏，平衡感极强，将来一旦投入实际应用，
相信可提高景区货物、垃圾运输效率，展
现科技文旅融合新发展。

活跃在泰山的机械狗成为外媒观察中
国科技实力和应用的一个小切口。中国科
技创新能力和高科技产业的协同持续发展
引发外媒关注。

在近日举办的巴黎车展上，美国商业
内幕网站用“大放异彩”形容中国品牌在
展会上的表现。报道援引法国雷诺汽车首
席执行官的话称：“现在的引力中心在中
国”。美国 《纽约时报》 称，此次展会上，
比亚迪、零跑和小鹏汽车等中国汽车品牌
的展台吸引了很多观众。美国 《华尔街日
报》 报道：“中国品牌在高技术性能方面实
现了超越。”

“中国正迅速成长，对标尖端技术的龙
头。”韩国 《中央日报》 网站刊文称。

美国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
会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正在创新领域取
得极其迅速的进步，在未来 10 到 20 年，中
国很可能在大多数先进行业中达到或非常
接近全球创新前沿。中国在核电领域处于
领先水平；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方面比肩全
球先进水平；在机器人、显示器、人工智
能和量子计算领域接近先进水平。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
因·阿斯卡里认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金融科技、5G、电动汽车、机
器人和无人机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正大步
前进。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数字技术投资
者和用户之一。

沙特“利雅得之眼”网站近日刊文称，
2024 年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
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的科
技巨头们在该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众
多行业向前发展，并开启了自动驾驶人工
智能新时代。

美国彭博社分析预测，中国高科技产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 2018 年的
11% 增至 2026 年的 19%，如果把新能源汽
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也计
算在内，这一比例到 2026 年将升至 23%。

加大投入，开放合作

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源泉何在？
外媒关注到，中国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和开
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助推中国科技创新的蓬
勃发展。据统计，去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
总量超过 3.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4%。

美国“有趣工程”网站的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全力打造世界级研究
机构与工业技术园区，为科研提供经费资
助和税收优惠，鼓励公私合作，共筑创新
生态。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
夫认为，中国正致力于实现其工业基础的
现代化，并在许多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领
域，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自力更生。
中国重视向先进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加大
资源投入。这不仅事关提升先进技术的自
主研发能力，更着眼于对未来技术的战略
性投资。

巴西 《论坛》 杂志网站在报道中以中
国卫星在轨运行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例进行
分析：中国在该领域实现科技能力快速发
展，这是对遥感和三维成像等尖端技术大
力投资的成果。根据“十四五”规划，中
国政府力求在 2021 年至 2025 年实现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 以上，此外还要
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
提高到 8% 以上。

分享创新成果与机遇

“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一项
调查中，中国的人工智能综合实力仅次于
美国，排名第二。”新加坡 《思想中国》 杂
志报道，在 9 月 23 日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

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他还
在 9 月 28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面对
人 工 智 能 的 方 兴 未 艾 ， 中 国 坚 持 以 人 为
本、智能向善、发展与安全并重”。此前，
中国在联合国的人工智能事务上也表现得
积极主动。7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
作决议。

外媒关注到，随着科技实力不断提升，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不断推进，为
全球科技发展提供正能量。

乌干达 《新愿景报》 日前刊文称，在
今年的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上，与
会各方热烈讨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论坛成果丰硕，会后发布了 《2024 年中非
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关于中非人工智能
合作的主席声明》。这非常鼓舞人心，中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而非洲人工智
能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非洲各国应利用
好与中国这样的技术前沿国家的合作机会，
制定相应战略研发非洲自己的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

侯赛因·阿斯卡里认为，中国主张合
作共赢，与其他国家分享创新成果。中国
在铁路、港口、桥梁和隧道建设方面经验
丰富，持续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分享
相关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中国大力研发清洁能源技术，帮助
有需求的国家向绿色发展转型。中国在太
空探索领域也重视国际合作，与世界多国
合作，将地球观测和通信卫星送入轨道，
并致力于将中国空间站打造成全人类在外
空共同的家。

据统计，中国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 118 个政府间科技合
作协定。中国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丰富的人
才资源正吸引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
研发中心。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网站日
前刊文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研发实验室的
作用日益增强，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
发中心已成为创新的摇篮，其创新成果正
广泛应用在全球各地。

上图：在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
家人工智能公司推出的“具身智能本体”
跳舞机器人，吸引大批观众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黄晓勇摄  

近年来，农村直播电商 （“村播”） 作为直播电商的一个细分
品类，在中国日益火热。越来越多农村商户通过直播电商销售农产
品或其他特色产品，日渐获得广大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可。

据《2024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统计，2023年，全国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达 5870.3亿元，约为 2014年的 5倍。中国商务部发布
的《2024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农
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9.4%。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和消费周期，
数字农产品电商也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呈现出东中西部竞相发展、
各类农产品加速覆盖的良好态势。

当前，中国农村直播电商呈现出本土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得益于直播带货场景化更强、互动性更加充分的优势，中
国农村商户通过直播销售农产品，能够更好地实现“所见即所得”，
更好地适应许多农产品非标准化的产品特点。另一方面，农村直播
带货让产品销售更加贴近农村原产地，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体验感和
信任感。田间地头、加工车间、冷链仓库等直播场景具有农村本土
特色，能够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村播”在中国发展如火如荼得益于多方面因素支持。首先，随
着 4G、5G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快速普及以及
网络资费的下降，智能手机成为与许多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新农具”，为“村播”在农村扎根提供土壤。其次，中国政府推动
农村电商的相关支持政策为“村播”快速发展注入动力。2024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今年 3月，

《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推动农村电商实
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国家部委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农村直播电商发展，各地方政府持续在直播基地、人才、产品、
供应链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县、乡、
村三级配送体系不断完善，为“村播”提供了物流、仓配、产品、
供应链等全方位的支撑。第三，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出自身的农村
电商扶持计划，加大主播培训、公益行动、促销流量等方面的支持。
此外，消费者对农特产品品质需求提升，希望能够买到更加绿色、
健康的农特产品，为“村播”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目前，中国直播电商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已经进入转型阶
段。直播电商相关 MCN 机构正进一步打造更加丰富的主播矩阵与
自主品牌，并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不
断实现业务的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在此背景下，农村直播电商应
紧抓直播电商转型发展机遇，突出自身立足农村、服务农村的特色，
深挖农特产品、农村文旅等产品和服务资源潜力，打造独具吸引力
的“村播”特色，实现农产品与农村文化的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
补足农产品在产品规格、品控、品牌、售后等方面的短板，带动农
产品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直播电商整体仍面临突出的人才瓶颈、
产品瓶颈、供应链瓶颈以及同质化竞争导致利润下滑等问题。解决

“村播”发展瓶颈，一方面需要中国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资源投
入力度，促进全国不同区域间农村直播电商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
需要电商平台继续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流量扶持及各方面投入，引导

“村播”商户更加注重内容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激活潜在市
场增量空间；此外，“村播”商家应紧抓电商新业态发展的机遇，立
足自身资源特点，注重从农村产业及产品端发力，突出产品和服务
特色，打造独特的竞争能力。可以预见，在各级政府、电商平台、
农村商户等多主体的合力推动下，农村直播电商将在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

（高乔、刘耀阳采访整理）  

据俄罗斯 《侧面》 周刊网站近日报道，伴随着高速城镇化以及
“直播带货”逐步成为电子商务的新趋势，中国农村的“村播”变得相
当火爆。主播们直接在田间地头、工厂作坊或是特色民居进行直播，
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近日报道称，在宁静的云南偏僻山村，董
梅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她把中国农村的质朴田园展现出来，让数
百万人为之着迷。精通数字技术的农民和农村居民用怀旧和真实赢得
了中国社交媒体的青睐。这种社媒现象的中文说法是“新农人”。它展
现了农村名人的崛起，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记录生活，并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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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
发布的 《2024年全球创新指
数报告》 显示，中国在全球
的创新力排名较去年上升 1
位至第十一位，是10年来创
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
创新集群，超过去年的 24
个，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中
国创新能力稳步增长，这已
是中国连续第二年荣登榜首。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长，
引发外媒关注。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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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古都，巍巍学府；河清海晏，长歌奋进。2025年10
月27日，河海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亦是中国水利
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在此，谨向长期关
心支持、倾心助力学校事业发展的专家学者、各级领
导、社会贤达和海内外校友，向全体师生、离退休教职
员工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报国求索，初心如磐。河海大学源于水、长于水、兴
于水、强于水，特色鲜明，独树一帜。1915年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创立，开创了中国水利高等教育先河；1952
年华东水利学院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
水利高等教育院校；1985 年学校恢复传统校名，逐步

发展成以水利为特色、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
水平大学。进入新时代，作为国家“211 工程”“双一
流”建设高校，河海大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使命，锐意改革、奋楫争先，已全面建成以水利为
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正朝着世界一流特色研究
型大学建设目标阔步前行。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百余年来，张謇、黄炎培、李仪
祉、茅以升、钱正英、严恺、徐芝纶、吴中如等一代代名
家大师躬体力行，孕育形成河海人“治水兴邦、江河安
澜”的家国情怀、“河润万物、海纳百川”的若水品质、

“精研求真、务实重行”的行为特质、“大哉河海奔前程，

毋负邦人期”的崇高追求，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栋梁、
学术大师、业界翘楚和强军之将。30余万河海学子秉
持“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的校训
精神，投身壮阔时代洪流，在治水兴水护水事业中实干
笃行、彰显担当，为学校赢得“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河海
人，哪里就有河海大学贡献”之赞誉。

民族复兴，再铸辉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学校将勇担教育强国使命，深度融入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发展大局，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保障国家水安全、参与全球水治理为己任，
凝心聚力开拓学校发展新格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挺膺担当！
叠翠流金，与秋相约。建校 110 周年是河海大学发

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学校将举
办系列庆祝活动，礼赞致敬百年荣光，展望书写未来华
章。值此佳日，诚邀寰球历届校友欢聚母校、携手新
程，热望四海宾朋拨冗莅临、共襄盛举！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联系地址：河海大学 110 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 1 号 邮编：210098）           联系电话：025-83772110；025-83735375（传真）           联系邮箱：hhu110@hhu.edu.cn
 

河海大学

2024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