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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你好”“是中国人吗”
“欢迎”……在俄罗斯喀山
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
次会晤现场，常能听到一声
声亲切热情的中文问候。
来自多国的参会代表、外媒
记者及会务人员见到本报
记者，都会主动用中文打招
呼，不少人还分享了自己与
中文和中国结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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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热”折射“人文金砖”活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

外企利润再投资彰显中国市场魅力
——访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丹尼斯·德普

2024 年亚太机器人世界杯青岛国际邀请赛近日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拉开帷幕，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上图：参赛选手给比赛机器人编程。
下图：两名外国小选手在调试参赛机器人。 张进刚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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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处处闻“你好”

近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喀
山会展中心举行。走在峰会现场，中文“你好”成了
常用的问候语。

“你好，是中国人吗？需要帮助吗？”在会展中心
门前，志愿者娜塔莉向记者走来。她告诉记者，自己
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当地由于靠近中国，许多民众
学习中文兴趣浓厚。当地大学与不少中小学专门开设
有中文课程。多年来，中文已成为那里的热门外语。
娜塔莉说，5 年前，她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二级，一些
常用的中文表达已经不在话下。由于懂中文，此次会
务工作期间，她承担了不少沟通交流工作。“欢迎你们
来‘金砖’。”娜塔莉说。

“你好！是中国记者吗？”在峰会新闻中心，记者
遇到了埃及中东通讯社主编加法尔。他告诉记者，自
己多次到中国参会、游览，去过北京、厦门等多个城
市。在中国，他不仅学到了“你好”“再见”等问候语，
还学会了很多地名。在他看来，中文虽难，但文字优
美，充满魅力。

加法尔说，中文在埃及很“热”，两个金砖国家间
人文合作日益密切。目前，埃及有 28 所高校开设中文
专业或中文课程，遍布各主要城市。此外，还有多所
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许多中学也开设了中文选修课。
很多埃及人学中文、讲中文，喜爱中国文化。他自己
也希望在中文领域继续“深造”。

在会场，记者与喀麦隆记者普林斯用中文互道了
“你好”。他说，在喀麦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中文热”在那里持续升温。越来越多青年选择到中国
留学，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学习中国的技术和经验。

“据我所知，不少金砖国家尤其是其中的非洲国家也是
如此。语言学习、人员往来、青年互访都是金砖合作
的美好内容。”他说。

普林斯说，自己两年前去过中国，现代化的城市
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中国发展建设的
成就离不开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他说，希望自己的
儿子将来也到中国上大学，学中文、学知识，也深入
理解中文背后的中国文化。

语言架起沟通的桥梁

中文课纳入埃及、阿联酋等国家学生的课表；巴
西、俄罗斯等国家的不少年轻人进入孔子学院学习；
南非、埃塞俄比亚的不少年轻人来到中国工作……如
今，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方兴未艾 ，语言和文化相关的
人文交流活动正不断拉近金砖国家间的距离。包括多
个金砖国家在内，已有 85 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国际中文学习者和使用者累计已超过 2亿人。

“Hola，你好！”在峰会现场，委内瑞拉新闻和通
信部长尼亚涅斯见到记者，主动用中文问好。他表示，
参加此次峰会前不久，他刚刚到访北京，洽谈媒体合
作。美丽的秋景与中国朋友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美好
印象。他表示，人文交流是金砖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金砖国家人文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为彼此间各领域
合作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对
本报记者表示，在俄罗斯的大学，有数万人学习汉语；
在中小学，大量孩子热衷学习中文、学写汉字，家长
们也认为学习中文对孩子的未来大有裨益。“在我 75 年
的人生和 55 年的中国研究生涯中，我见证了俄罗斯民
众对中国文明的兴趣日益增加。这种兴趣涵盖了中国
的语言、节日、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塔夫罗夫斯
基对记者说，“语言文化的沟通促进了民众之间的相互
理解和互动，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语言学习也是一种文明对话。”加法尔说，“通过
学习中文，我能更好理解中国积极倡导的合作共赢理
念，更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外交理念。在金砖合作中，

语言文化的交流有助于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人文交流拉近距离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金砖国家孕育出各自灿
烂文明，彼此交相辉映，人文交流合作大有可为。一
系列宽领域、多层级的金砖人文交流活动，不断拉近
金砖国家之间的距离，增进民心相通。

今年 9 月 24 日，“金砖国家文明对话”系列活动在
喀山举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喀山特展和江西景德
镇瓷画技艺展示吸引了不少金砖国家观众驻足；此前，
来自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的
代表齐聚莫斯科，参加 《熊猫剧场》 年度开播暨金砖
国家影视文化交流活动，见证 《熊猫剧场》“金砖展播
季”启动；今年 7 月，金砖国家的 70 多位诗人齐聚中
国，参与“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以
诗歌和文学会友。

巴西副外长、金砖事务协调人萨博亚对本报记者
说，扩员后的金砖涵盖了更多“全球南方”国家。金
砖国家地理距离相隔虽远，文化特色迥异，但各类人
文交流活动正不断拉近人们的距离。金砖人文交流促
进金砖国家民心相通、增进互信，有助于推动多项合
作持续推进。

“语言文化的交流孕育出更多合作新内容。”塔夫
罗夫斯基表示，今年，在文学、电影、戏剧等多领域，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硕果累累，“人文金砖”正不断走深
走实。“在这些合作活动中，参与者建立了深厚的人际
关系，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成果。这些都将成为进一步
推 动 金 砖 合 作 、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不 可 或 缺 的

‘砖石’。”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深入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与

中国人更好对话。”加法尔说，“希望通过语言文化的
沟 通 交 流 ， 让 我 们 加 深 对 彼 此 的 认 识 ， 更 好 理 解
彼此。”

世界气象组织：

2023年温室气体浓度创新高

世界气象组织 28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 年
温室气体浓度创下新纪录，地球在未来许多年都将面
临气温升高的问题。

这份年度 《温室气体公报》 说，二氧化碳在大气
中积累的速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过去 20
年里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11.4%。公报分析说，去年由于
大规模植被火灾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森林吸碳能
力可能下降，加上人类活动和工业活动造成的化石燃
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共同推动温室气体浓度
上升。

公报说，相比 2022 年，去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增加了 2.3ppm （1ppm 为百万分之一），已连续 12 年年
度增长量超过 2ppm。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平均地表二氧化碳浓度达
到 420.0ppm，甲烷浓度为 1934ppb （1ppb 为十亿分之
一），一氧化二氮浓度为 336.9ppb，分别是工业化前水
平的 151%、265% 和 125%。

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科·巴雷特表示，在不久
的将来，气候变化本身可能会使生态系统成为更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源。野火可能会向大气中释放更多的二
氧化碳，而变暖的海洋可能吸收更少的二氧化碳。因
此，更多的二氧化碳将留在大气中，加速全球变暖。

上一次地球出现类似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在 300 万至
500 万年前。那时的温度比现在高 2 至 3 摄氏度，海平
面比现在高 10至 20米。 （新华社电  记者曾焱）  

一项研究显示：

一种洋流减缓可能降低北极变暖幅度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一种关键洋流的减缓可能
会在本世纪末使预计的北极变暖幅度下降约 2 摄氏度。
研究人员警告说，这一变化虽然会给北极地区带来短
暂好处，但可能引发其他气候异常。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警告，若不加以控制，北极
变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威胁野生动物生存，并
引发更频繁、更极端的天气事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里弗赛德分校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大西
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缓对北极气候的影响。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指的是一种将热量从热带输送到
更高纬度的洋流。

尽管有预测认为到本世纪末北极气温将上升 10 摄
氏度，但这一最新研究显示，如果考虑到大西洋经向
翻转环流的减缓效应，北极温度将仅上升 8 摄氏度。相
关论文已发表在新一期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 上。

研究人员称，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是地球气候系
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它在全球范围内输送热量，新研
究发现其减缓效应减少了到达北极的热量，从而减缓
了北极变暖的速度。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仍然担忧北
极生态系统。比如，随着海冰融化，北极熊面临栖息
地丧失的威胁；海冰消失会暴露出更多开放水域，这
些水域将吸收更多阳光，进一步加速北极变暖。

研究人员还警告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减缓还
可能引发其他气候异常，例如可能导致热带辐合带的
变化。这是一条由南北两半球信风气流形成的辐合雨
带，如果这条雨带南移，依赖其降雨的地区可能会更
频繁地遭遇干旱，影响农业和水资源供应。

研究人员认为，尽管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减缓可
能给北极地区带来一些短期好处，但其更广泛的影响
表明，即使是洋流发生微小变化，也可能在全球范围
内引发连锁反应。气候变化远非单一地区的问题，北
极以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人类今天如何应对。

（据新华社电）  

“德国对华投资持续攀升，企业将利润再度投入中国
市场，充分彰显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德国管理咨询
公司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丹尼斯·德普 （中文
名：戴璞） 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市场
对德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已占据德国企业全
球战略的核心位置。

德国央行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德国对华投资
创历史新高。德普认为，这不仅反映中国市场对德国企

业的重要性，也彰显中国市场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红利。
“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已在华深耕 40 年，亲历并参与
了中国的工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德国的制造与技术优势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需求高度
契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不仅重要，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说。

近年来，德企对中国市场的投资逐渐转向利润再投
资。德普认为，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在德国企业眼中不
仅是生产基地和出口市场，更是深度本地化和长期发展
的重要平台。

“许多德国企业将利润继续投资中国市场，以进一步
扩展业务，表明了德国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信心和持
续的战略布局。”德普说。

“新能源汽车变革正逐步改变内燃机主导的汽车市
场，中国车企重塑了行业格局。”德普说，中国电动汽车
的核心特点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这种转变标志着汽车
产业从“产品导向”走向“体验导向”，欧洲应学习中国
电动汽车的成功经验。

德普提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在欧洲投资，通
过建立研发中心、生产设施等方式实现本地化发展。“中
国企业将其创新能力和先进技术带到欧洲，不仅推动了
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的成长，也为当地带来更多创新与
就业机会。这正是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全球总量的 17% 左
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德普认为，中国未来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随着生产力提升
和消费能力增强，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

德普对中国市场前景充满信心。他说，随着中国工
业现代化持续推进以及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德国与中国
合作将不仅巩固双方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将为未
来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新华社电  记者李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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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德国品牌卡赫的工作人员在消博会上进
行直播。据悉，有 13 家德国企业参加了在海南省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参展品牌涵盖汽车、消
费电子、食品保健品、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