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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放眼漫长的中国历史，过去五年的辉煌足以让中华民族自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带领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豪情满怀，砥砺奋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年来，国外媒体、智库与学者始终关注中国发展，他们的视角不同，观点经常给我们带
来启发。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国际舆论热议‘砥砺奋进的五年’”专栏，将从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
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科学方法论六个方面，关注国际舆论眼中的中共与中国。

第一篇文章聚焦国际舆论如何看待中国反腐，这是中共在坚定信仰信念方面，极为重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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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热议“砥砺奋进的五年”①

中国反腐成果令世界惊叹

过去五年间，中国有许多成就让世界赞叹，其中有一项成
就让国际舆论备感惊讶——中共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和决心，治
党治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严扎制度
笼子，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入，把反腐推向了高潮，迅
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不敢腐”的局面。这一系列举动得到
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外媒持续的关注。

“此次反腐行动查处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多可谓数十年
所罕见，同时颁行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规定，都在相当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从制度上对腐败‘治本’的决心与
雄心。”对于中国过去5年来的反腐行动，英国《金融时报》做
出这样的评价。

“远不止是烟雾弹。”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
学教授安德鲁·魏德安曾在英国 《金融时报》撰文
称，习近平上任以来展开的反腐行动“很可能成为
自 19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最强硬
的一次‘实干’行动”。

5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反腐之风劲吹，让世界瞩
目。在每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所做的“两高”报告
都会公布一系列有关前一年中国反腐成果的最新数
字，这成为外媒热切跟进的焦点。长期的关注之
后，外媒不约而同地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反腐力度
空前，成效显著。

2016 年两会期间，日本 《日经亚洲评论》 网
站就刊文称，两份“两高”报告证实，中国的反腐
行动取得了“破纪录”的成果。以 2015 年为例，
8200 余名官员因收受贿赂被调查，与 2014 年被调
查人数相比上升了 5%。在被调查的官员中，41人
为省部级以上干部，比 2014年增加了 13人。该媒
体认为，大量高级干部的落马显示了中国反腐的决
心和力度，众多迹象表明，习近平领导的大规模反
腐行动已经取得显著成绩。

津巴布韦《先驱报》更是以《中国反腐行动“超速
前进”》为题发表文章，盛赞中国连续几年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战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丧失动力。相反，中国始终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在
政府层面大力开展反贪污、反受贿的战役。

不仅“打虎”、“拍蝇”，还要“猎狐”。早在 2014
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注意到，习近平不仅要求

“老虎苍蝇一起打”，还开启了“猎狐”行动，追捕卷款
潜逃境外的腐败官员和经济犯罪分子。

天罗地网，全球通缉，“猎狐”行动让世界更
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反腐的决心。

英国路透社日前刊文指出，“猎狐”行动是中国
继续深入打击腐败的举措之一。该媒体引述中纪委
公布的信息称，迄今为止，中纪委已追回“百名红通
人员”40 人，其中大部分是被劝说投案自首的。此
外，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对官员护照等方面的管理，过
去 4年腐败分子逃离中国的情况大幅减少，2014年
外逃101人，2015年外逃31人，2016年外逃19人。

在安德鲁·魏德安看来，习近平的“反腐战”
有三个目标：一是剔除已经腐败的官员；二是给想
要贪腐的官员敲响警钟；三是让公众相信，中国政
府是在真正惩治腐败。“如果习近平继续深入打击
腐败，尤其是高层腐败，那么他很有可能将中国的
反腐进程推向成功。”

国 际 论 道

这5年来，频频吸引
国际观察者目光的，不
只是中国反腐成绩单上
不断刷新的数字。不少外媒还关注到，十八大以
来，在严打贪腐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
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美国 《外交》 杂志刊文指出，“打虎拍蝇”
行动已经取得第一阶段的成功，有力地震慑了中
国的腐败分子，多数中国政府官员已经“不敢
腐”。目前，反腐进入更为关键的阶段“不能
腐”，即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建立防止
腐败产生的有效机制。在这一阶段取得成功后，
中国将最终迎来第三阶段的反腐行动，即“不想
腐”，这或将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该文做出一
个乐观的判断：如果中国的反腐能够顺利进行下
去，2020年中国政府将变得更为清廉与高效。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在制度上“扎紧笼
子”的努力，外媒不吝溢美之词。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直言，习近平希
望用更严格的纪律规定使其标志性的反腐行动制
度化。自2013年以来，有100多万名党员在反腐
行动中受到惩处。习近平要求加强对政治权力的
约束，扎起一个“制度笼子”，确保党员干部

“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
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中
共初步达到了“不敢腐的氛

围总体形成”这一目标。全会通过的《准则》和
《条例》 如能落实，中共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将
不会是句空话。

该报还援引专家观点称，本次全会审议通过
的 《准则》 和 《条例》，是构建制度的两根关键
柱子。如果能把制度的“笼子”构建好，使“不
敢腐”转向“不能腐”，中共就能摆脱党建中存
在的问题。

2017年 1月，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将推动制定国家
监察法、筹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体
制改革方案的决定，再次引发外媒关于中国推动
反腐斗争制度化的热烈讨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称，中共反腐败
监察机构把加强执政机构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定为今年的第一要务。该媒体直言，作为本届中
央纪委召开的最后一次关键会议，这次全会为今
年的工作确定了 7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坚定反
腐立场。

《联合早报》 还注意到，中国第六部 《反腐
倡廉蓝皮书》 也于今年 1月在北京发布。该报援
引蓝皮书的内容指出，中共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
进，正风反腐的力度丝毫不减，制度“笼子”越
扎越紧。

持续发力，“笼子”扎更紧

坚定信念，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严 瑜

当地时间4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土耳其文版首发式在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这本含有外国领导人思想的书，被翻译成土
耳其语，并在土耳其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内举行发布仪式，介绍给
土耳其公众，有着重大象征意义。

这本书在土耳其的发行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该书提供了关于中
国如何治理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土耳其文版的出版，让土耳其
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了解到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助于加强
中土治国理政领域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泰国《亚洲时报》

习近平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关键时
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习近平已经
证明了他是一个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领袖。习近
平强调创新、“知识型经济”和教育，特别是科学方面。习近平说，
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而深刻的文化，他经常引用
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话，他把自己的思想精髓融入其中。
习近平指出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其他文明，都是人类进步的成
果。“一带一路”政策旨在为周边国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帮
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虽然这项倡议最初集中在中亚和中
东的东南亚邻国，但通过与金砖国家合作，成为惠及亚太地区、非
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策略。习近平说，“共同安全意味着尊重和保
证每个国家的安全”，他强调合作共赢。 ——德国席勒研究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自 2014年 9月 28日公开发行中文版以来，
陆续被译为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 20多个语种，在世
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累计发行上百万册，并在多次国际书展
亮相，一直受到外媒和国际观察人士的关注。

图为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右） 和土耳其副总理希姆谢
克共同出席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土耳
其文版首发仪式。 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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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之 声

“在筹备中共十九大
的背景下，反腐行动不
会停下。”俄罗斯卫星新
闻网日前援引莫斯科亚非学院学者安德烈·卡尔
涅耶夫的观点称，习近平内政的重要部分正是根
除官员腐败，提高党的威望，从整体上巩固党的
权力。一次次重拳出击，让那些“曾说未来的打
虎力度必将减弱”的预言一次次落空。

今年 1月，中纪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
制作的 3 集电视专题片 《打铁还需自身硬》 播
放。在路透社等外媒看来，这部片子通过反映中
纪委对其内部腐败问题的清查，“自我开刀”，进
一步对外传达出一个信息：在习近平领导的反腐
行动中，没有清扫不到的死角。

在国际观察者眼中，5 年来，严惩腐败，清
扫死角，中国的这番反腐努力目标清晰。

美国波士顿大
学教授约瑟夫·菲
尤史密斯在中共十
八届六中全会召
开后做出这样的
判断：“习近平已
着手重塑他所认
为的党应有的样
子，一个拥有理
想与信念、高度
自律的政党。”

俄罗斯自由
媒体网站日前也援
引英国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中国研究所
所长克里·布朗的

观点指出，习近平号召中共
高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中
共并没有像西方以为的那样

背弃自己的原则。
“如果有官员指望中共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

会逐渐偃旗息鼓，那他就打错了算盘。”西班牙
《国家报》 在习近平于 2016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称，作为全世界成员
最多的政党，中共开展反腐行动是其增加人民信
任度的重要任务。

《华尔街日报》 也在习近平这次讲话后表
示，自2012年底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为该党重新
注入活力，遏制令中共领导人担心的腐败和不良
官僚作风。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个政
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
始”，该报援引习近平的多句重要讲话内容，直
言中国的愿景与一个强大且具有组织性和高度纪
律性的共产党是分不开的。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也刊文称，在习近平
担任最高领导人的 5年里，中国取得令人称赞的
进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力量。习近平将反腐
作为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反腐行动不断加
码。中国人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早已认识到，腐
败不再得到容忍。反腐让习近平在国内受到巨大
欢迎，在国外也得到认可。

而在世界范围内，面对反腐这样一个全球性
难题，中国的成果与经验同样能为各国提供重要
借鉴。如法国尼斯欧洲研究所学者乔治·佐戈普
鲁斯所言，目前很多国家对如何有效解决腐败问
题都一筹莫展，而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反
腐的重大胜利，着实让世界为之惊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畅销海外

2014 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强
调，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
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数年来，中国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海 外 之 声

中国专利申请数比肩美日韩总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统计显示，2015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约

110万项，首次突破100万项大关。申请数量与排在第二、三、四位
的美国、日本和韩国3国的总和相当。中国2011年的专利申请数达到
全球第一，此后逐年拉开与第二位的差距。

全球整体的专利申请数约为 288 万项，同比增加 7.8％，获得认
可的专利数约为 120万项，增长 5.2％。按行业来看，计算机科技和
电子相关领域申请较多。

按受理申请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排在首位，其次为美国 （约
58万项），日本 （约31万项） 和韩国 （约21万项） 紧随其后。

中国专利申请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处于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18.7％。此外，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增速也较快，分别为 14.1%和
12.9%。欧美和韩国的专利申请也在增加，而日本却减少了2.2％。

——《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科技企业商标申请量领跑全球
2016年，以腾讯为首的中国知名科技企业在全球商标申请数量方

面走在世界前列。根据商标搜索平台的数据显示，2016年腾讯提交了
4100项商标申请。腾讯的业务涵盖游戏、社交媒体、支付以及其他大
量经营活动。

排在前 20的还有以制造电视机起家的科技集团乐视以及电商集
团阿里巴巴。两者的申请量分别为2200项和1700项。

欧华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的合伙人爱德华·查
特顿表示：“本质上说，这是崛起中的中国企业试图在国际上保护他们
的品牌。许多此类企业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积极寻求海外业务扩张，而
此举的先决条件是为自己的品牌申请保护。”

近年来，中国企业已成为知识产权的积极申请者，他们斥重资搞内
部研发，力图摆脱抄
袭者的名声。德勤中
国科技、传媒和电信
业务主管周锦昌称这
是一个“真正且非常
有趣的趋势”，他还表
示这与硅谷科技初创
企业类似。他说：“当
它们做大时，首先做
的事情之一就是开始
在世界各地积极保护
品牌。” ——英国
《金融时报》图为中国科技企业图为中国科技企业。。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超速前进”，成果“破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