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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在许多外国人眼
里，文明古国中国遥远而
神秘，熊猫、长城、中国
功夫、中国京剧等是他们
最 了 解 的 中 国 元 素 。 然
而，飞速发展的现实和快
速提升的国力，正让世界正在学习
用另一种姿势来读懂中国，那就是
关注和认可中国的创新。

中国固然有绵长的历史和文明，
然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什么故
事比延绵不绝的丝绸更美丽动人？
又是什么精神比萦绕在丝绸之路上
数千年的精灵更具传奇？那就是创
新的实践和精神。

由于中国对创新日益重视，这
个古老机体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向
全世界展示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生命
力。

中国政府对创新的重视令人动
容。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
到创新发展被列为引领中国发展的
五大理念之首；从“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
到近期提出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三步走”战略目标……创新之于中
国，已然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被视作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放在了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政府
对于创新的重视，是社会发展和改
革的先导，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
灵魂和方法来源，决定了中国发展
的思路、方向和面貌。也正因此，
中国所释放出的对创新高度重视的
信号，成为世界关注中国时必不可
少的重要视角。有外国专家便注意
到：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监管与法律
制度越来越“有利于创新”。

中国创新所激发的社会参与度
令人赞叹。如今，在中国的各个角
落，创新的身影随处可见，不论是科
技创新、企业创新，还是政府在治理
领域的创新，都在让中国时时刻刻发
生着改变，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微
行 为 ”，汇 成 了 创 新 发 展 的“ 众 力
量”。在这里，开拓进取的创新文化
受到推崇，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受到
倡导，创新正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价
值导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习
惯，最大程度地释放全社会创新潜
力。一篇来自华盛顿邮报网站的文
章便认为，中国人对创新的投入是真
诚的，至少在中国日益壮大的企业家
群体当中是这样。

中国创新的未来前景富有吸引
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迎来又一
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正在从简单
地纳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转变为
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型的新模式，而这一过程中，中
国所强调的创新转型，不仅为打造
更有质量的中国经济铺就了基石，
也成为能与世界共享的巨大机遇。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还抱着旧有
的眼光而忽视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
和创新前景，既不公平也不理智。
正是因此，很多海外舆论认为，中
国创新势在必行并看好中国创新事
业前景。

中国有句古语：“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要看到更多，就要登
上新的高度。

如今，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不仅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绵绵不绝
的内生动力，也为人类的发展和进
步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世界献策中国创新

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从
不同侧面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创新发展献计献
策。

目前，中国的科研创新加速发展，中国在引
用率高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已仅次
于美国。外界也十分关注，中国如何把这些一流
的科研能力，更好地转化为技术创新成果和商业
机遇。

就此，艾德维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让技术走
出实验室，变成真正的服务和产品，这是企业面
临的一大挑战。

艾德维注意到，中国企业对新技术的重视度
在不断提高，不过他指出，创新的关键并不仅仅
是技术的引进。“我们见证了许多中国的海外投
资都聚焦引进核心技术，但是如何能够迅速提升
价值链才是关键。去年，中国已成为第一大工业
机器人购买国，但重点在于，如何在拥抱新技术
的同时降低社会成本——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人才也是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关键因素。2016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联合主席、美国伦斯勒理
工学院院长雪莉·安娜·杰克逊表示：“我们发
现，中国的大学非常愿意跟美国的大学进行交
流，这将会有助于提升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创
新有赖于拥有知识和技能的高教育人才。现在，
很多中国人在海外学习，这些人将可以把先进的
知识和技能带回中国，这将推动中国的科技创
新。”

中国的发展速度飞快，因此如何设计一个
灵活、具有前瞻性的标准或监管体系来适应这
种增长非常重要。卡兰尼克表示，技术应用越
来越发达，创新者和创新技术面对的却是存在
严格监管的现实世界，“一般来说，既有监管
规则的设计都是服务于现有的社会参与者，因
此带有一定滞后性，会对创新带来一定的障
碍。为了保证创新的不断发生和技术的持续进
步，我们需要不断创造一些新的规则，让它服
务于创新者和新技术。”

施瓦布提醒人们重视共享经济的理念。他表
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创新是关键，但面对这
次革命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很多人由
于不能熟练使用互联网而变得更加贫穷，因此，

“共享”十分重要。
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中，企业主体如何实现转

型？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董事长谢白曼分享了百
年煤炭企业成功转型的经验。他提醒说，面对一
场急剧的、颠覆性的产业革命，只有积极拥抱变
革才能赢得发展。只有最适应环境的企业才能生
存下来。

正如毕马威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
企业比全球同行更重视创新，把创新推动增长作

为首要战略任务。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
毕业生选择初创公司，还有很多公司高管
也希望通过创业来改变人生轨迹。目前，
中国创新生态系统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靠自主的科
技创新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转型的力量，
恰是中国经济寻求新动能的来源。

谢白曼相信中国能够抓住机遇、实现
创新飞跃。“中国经济有着良好的基本
面、庞大且不断发展的市场以及为资本提
供强大支撑的优质基础设施，我对中国经
济最终能够实现成功转型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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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新机遇 贡献新动能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创新
叶晓楠 赵一鸣 王广燕

“你多大了？”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的探索展上，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委员会成
员、区域战略中心总监菲利普·罗斯勒
（Philipp Rosler） 望着眼前这位身着汉
服，风采出众的“女孩”。女孩答道：“菲
利普，永远不要问一个女士她的年龄。”
实际上，这个“女孩”名叫“佳佳”，是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体验交互机器
人。

“相信今后我们将会有更大的进展，人
工智能正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
世界。”6月28日，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上，菲利普在谈及佳佳时这样说道。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创新和经济结构

调整转型取得的新进展，令国际社会对中
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管理咨询公司埃
森哲在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布的报告
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跨国企业高管依然看
好中国市场潜力。而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
6月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中国仍
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创新实践获多方赞赏

2016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上，创新成了中外嘉宾热议的
话题。无论是在“创新生态系
统”还是在“中国智造”等分
论坛上，“创新”、“发展”之
词频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中国在创新方面做出的
努力与成果得到了参会外国嘉
宾的特别关注。

中国政府给予企业创新的
大力支持给许多外国嘉宾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你认为企业最
主要的增长源泉是什么？”这是
毕马威全球董事长约翰·维梅
耶 尔 向 部 分 全 球 公 司 中 国
CEO 提出的一个问题。“关注
创新。”从大部分中国 CEO 的
口中，约翰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他说道：“在一次社会调查中，
有一半的中国 CEO 都说过他
们的主要责任就是推动创新，
这比我们看到的其他国家的数
字大。”约翰认为“这源于中国
政府对他们的鼓励与支持。”

“中国政府不断寻求发展，鼓励创业和创新的态度，让
小微企业和互联网巨头都能在中国繁荣发展。”优步公司首
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认为，“中国政府对创新、创
业的开放态度，使北京出现了可与美国硅谷相媲美的创业
生态系统、创新企业和企业家。”此外，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施瓦布在论坛期间说：“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理
念，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正为中国迈入新的工业时代铺就成功之路。”

此外，许多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综合“平台”也让外国
嘉宾赞叹不已。“我认为微信是很好的中式创新的例子，它
能够整合多方面，从而形成一个平台。”斯坦福商学院讲师
艾米·威尔金森给予微信高度评价，她说：“在美国，以前
我们有不同的应用如健身、预约医疗、约会等，现在这些都可
以在微信上通过发语音用了。”除了威尔金森，亚洲航空公司
CEO艾琳·奥玛尔也十分欣赏微信的创新模式，“微信是一个很
好的整合在一体的工具，旅客可以通过它来我们平台订票，我
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中国的市场份额。”

除了微信，中国的海尔公司也在尝试着把公司转换为平
台。“互联网时代你要么拥有平台，要么被平台拥有，”海尔集
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介绍说，“把海尔打造成一个互联网时代的
平台，变成一个很多的生态资源都可在上面共赢的生态圈就是
我们的目标。”谈及海尔公司的创新形式时，以色列国际科技风
险投资公司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es Ventures） 的董事长约
西·瓦迪十分赞赏。他认为，“这是非常有前途的，英特网公司
在过去 20 年当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因为大家非常关注平
台，让科学家们集中精力创新。”

除了中国制造，近年来，中国“智”造也逐渐走入外国专
家的视野。在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规
划得到了与会外国专家的高度评价。

软件营销部队 （Salesforce） 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克·贝尼奥
夫表示，《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目标非常清楚、精细，涉及
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中国还计划减少传统行业的就业，并
将劳动力转移至新兴行业里面，而且中国政府有大约 1000 亿
元资金用于这样的努力。这种长期的计划、长期的思索值得
我们学习。”贝尼奥夫说。

今年4月，来自欧盟驻华代表团、西班牙等14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20余位驻华大使、外交官等参与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主办的“外国人看中国——创新中国”走进广东活动。他们在
实地参观考察广州和东莞两地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相关情
况时，不时发出阵阵赞叹。

“平日里常见的自动提款机 （ATM） 竟然还能发展出这么
多种类和功能！”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创新集聚区的广电运
通集团的样品展示区，几位外国驻华使节一边参观一边感慨。
这里生产的ATM不仅种类多样，外观时髦，而且功能强大，有
些新产品可以实现静脉识别、人脸识别、虚拟柜员等功能。据
了解，这家企业是曾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收购重
组后通过持续的核心技术创新和突破，一跃成为国内行业市场
销量冠军，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看到各式各样富含科技和创意元素
的设计产品后，冰岛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副馆长拉格纳尔感慨
万千：“1998年我第一次来东莞时，这里还是一大片田地。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变成一个大学和创新公司众
多的高新区。”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些领
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以为类似这样的机器生产线价格少说也要上千
万，没想到只要300多万元。”当欧盟驻华代表团中欧项目
执行人纳吉·麟参观位于东莞大岭山镇的广东拓斯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听说公司的一条机器流水
线能代替 80多名工人时非常吃惊，“如今雇工的人
力成本非常高，我相信欧洲很多国家都需要这样的
技术，这项技术的前景非常广阔。”

中国创新与世界同步

18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
命，前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
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进入 21 世
纪，人类面临巨大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
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等多重挑战，由此迎来了第四次工
业革命。

这一次，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在国家发展层面，中国正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把创新打造成为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力量。在全球
经济治理层面，中国作为今年的G20主席国，正聚焦世界经

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和突出问题，希望贡献中国智慧，创新增长方
式，挖掘增长潜力。

“我想不出，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国家会更适合进行
这样的讨论了，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的转型，其速度和广度是
我们星球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首席
代表艾德维表示，“这是一个既充满风险又充满机会的未知时代。”

而这样的未知时代，需要中国和世界作出大刀阔斧的改变。

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走在全
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不仅仅包括中国也包括世界，我们必须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
——从旧到新的转变。很多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或
者是‘破坏性的创造’。”施瓦布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如此表
述。

施瓦布十分同意“新常态”的提法。他表示，尽管面临着全
球增速放缓、世界动荡与不确定性，但中国有能力把握自
身的发展势头与方向。“全球都面临着转型，而且转型是一
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就需要中国与全球共同
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机遇。”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
柯菲德认为，在过去5年中，中国在鼓励青年人释

放自身创新力量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经
济自身也正在进行转型，更多转向技术和
消费品。

来自瑞士圣加伦大学中国事务
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教授认为，与欧
洲、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在面临
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没有进行大面积
的经济刺激，而是致力于产业结构调
整来实现济转型，其结果是喜人的。制图：潘旭涛

6月2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佳佳”（左） 测算出与会女代表的年龄后，女代表发出惊呼。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5月8日，在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佳作展上，小朋友在观看大气监测无人机。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