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外媒看中国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对于中国深化致力于绿色未来的信
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
利茨称赞道：“这是正确的决策，对地球和经济而言都是正确的。”中
国在绿色发展中的坚定姿态，赢得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的成功
经验，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借鉴。

今年6月，一则中国媒体的报道吸引不少外媒的注意：6月17日
至 23日，青海省首次靠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全省供

电一周。“直到不久
前，全世界对替代能
源能否完全满足人类
需 求 还 存 在 不 少 质
疑。”俄罗斯报纸网刊
文称，中国创造的这
一 “ 绿 色 纪 录 ” 证
明，绿色能源不是遥
远的未来，而是已经
来临的现实。

事实上，早在去
年 ， 英 国 《金 融 时
报》 就 注 意 到 ， 在
2016 年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上，中国领导人
在向海外来宾描述中
国“十三五”规划中
提出的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时，讲得最多的是“绿
色”。“这明显表明中国未来的增长侧

重于绿色发展。”
该报引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观点称，中

国希望在发展绿色技术的竞赛中领先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并向世界表
明，气候措施和经济增长并行不悖。“中国今天的成功经验，可能很
快被许多国家效仿”。

“过去几年，中国在电动车销售、可再生能源产能方面超过了美
国”。美国连线杂志网站称，今年上半年，中国又宣布将投资3650亿
美元继续推动这一进程，“这种投资令中国处于领导世界清洁能源的
黄金地位”。

香港《南华早报》也在一篇题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
领导世界走向更加绿色的未来》文章中提醒读者，可以思考中国作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柱的可能性。该文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签署的各种基础设施项目和贸易协议已经具体表达了各种绿色目标
和安排。而且，一些绿色项目已经在成形。比如，今年，在孟加拉
国、印尼和哈萨克斯坦各地，亚投行建议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
分都同可再生能源或提高能效有关。

不止如此。7月29日，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在中国内蒙古
鄂尔多斯的库布其沙漠举办。俄罗斯塔斯社称，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得到大规模成功治理的沙漠，库布其沙漠的治理模
式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治荒漠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库
布其模式的绿色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经验，更可为全球涉及 20多
亿人口的荒漠化地区的和平开发提供治本良策。

“环境学者相信，这给了中国一个带头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地方工
作并留下绿色发展记号的机会。”南非《独立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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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向联合
国递交了退出 《巴黎协定》 的文
书，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特朗普强调，如果《巴
黎协定》能够变得对美国有利，将
会考虑重新协商加入协定。

美国游移不定的态度，让国际
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世界不能
指望美国解决气候变化造成的生存
威胁。《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气
候变化领导权交给了中国》，西班
牙《先锋报》日前在这篇文章中指
出，美国的退出只会让更多国家坚
定留下来的信念，面对这种背弃有
利于人类福祉的行为，中国已经做
出了让国际社会安心的反应。

国 际 论 道

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而言，美国退
出《巴黎协定》无疑是一记重击。如英国
广播公司所说，《巴黎协定》 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中非常关键。在
上月举行的G20汉堡峰会上，美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已经导致会议
出现分歧。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近200个缔约方在巴
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 《巴黎协定》。2016年 11月，《巴黎协定》 正
式生效。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
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

如今，美国执意离去，让这个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前所未有的国
际合作进程蒙上阴影。“眼下，一些国家不如说更倾向于采纳美国对
于 《巴黎协定》 的态度。”在这样的担忧下，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将期
待的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中国能够鼓舞更多国家参与到气候保护中
来。”持相似观点的，不止是德国之声电台。“先锋”，这是不少外媒
认为中国在推动《巴黎协定》中可以扮演的新角色。面对美国转身而
去的背影，谁来继续扛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青
睐的最佳选择。

法新社称，今后，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将希望寄托在

了欧盟和中国的身上，希望两者成为应
对气候变化的领头人。

“在全球拉响警报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都以长远目光做出了负责
任的反应。”西班牙 《先锋报》 特别关注到中国在美国退出 《巴黎协
定》 之后的表态，“中国积极表示将减少碳排放并发展新能源，或可
弥补美国留下的责任空缺。”

6月 2日，就在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当天，中国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布鲁塞尔
举行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欧盟和中国将取代美国担当起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西班牙《阿
贝赛报》认为，这是此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释放出的重要信号。

“这其中的重要基础是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欧盟和中国明
确表示继续支持该协定，以此避免其他国家效仿华盛顿的做法。”

此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值始终没有降低。近日，美国
《政治报》 网站刊发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副研究员理查德·高恩的文
章称，鉴于特朗普退出 《巴黎协定》 等行动，联合国内外出现了一
股亲华热潮，国际官员都暗自表示，是时候让中国发挥更大的领导
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头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头人”

这份期待并非凭空而来。
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泽林在德国之

声电台网站刊文所称：“中国通过努力，已经成为气候保护的最大支
持者之一，并且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最多。”

英国 《独立报》 日前刊文直言：“特朗普似乎以毁灭地球为乐，
现在只有中国和印度可以拯救我们。”该报称，此前一段时间，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这两个国家被视为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取得进展的障碍，
但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这种变化尤为明显。“此
前，中国同意与奥巴马进行谈判，并最终形成了 《巴黎协定》。中国
与美国一道，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4%。奥巴马说，美
国会立即采取减排行动，目标是到2025年减排28%，而中国则表示会
设法确保本国的排放量在 2030 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回落。此后，
中国加大了行动力度。”

近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努力有目共睹，也
让国际社会投来更多认可与赞赏的目光。如法国 BFM 电视台评论所
称：“中国将因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作用而加分。”

西班牙 《先锋报》 指出，最近 3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已经减少，

预计这一数字还将缓慢下降。“中国做
好准备超额完成 《巴黎协定》 制定的

目标。”该报称，这在 5年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因为当时火电站还
被中国视为满足供电需求的必要条件。而现在，中国已经走上迎接挑
战的道路。“这与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纽约时报》也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迈出了
大步伐。该报关注到，中国在连续三年减少煤炭用量的同时，还在不
久之前取消了超过 100个煤炭发电厂的计划。“另一个令人鼓舞的事
实是：2016年，电动汽车的销量在中国跃升了70%，这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政府的慷慨支持。”

法国 《回声报》 同样关注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况。该报
称，为了达到《巴黎协定》规定的全球气温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
以内的目标，到2040年全球将需要6亿辆电动汽车。而中国是全球电
动汽车行业发展的领跑者，2016年中国销售电动汽车的数量，几乎是
全球销售总量的一半。

“中国已经从一个沉默寡言的污染大国变成了绿色经济的支持
者。”如今，这是中国在不少外媒眼中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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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可被多国效仿”

海 外 之 声

快递员、大仓库与中国 6000 亿美元电子商
务市场的关系，就是铁铲与淘金热的关系，快
递已经成为迅速发展的物流行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电子商务淘金热汹涌而来，快递员成
了掘金人。据知名物流业咨询机构阿姆斯特朗
同仁咨询公司统计，全球物流市场价值9万亿美
元，中国物流业规模达2.2万亿美元。其中，快
递业务 （以电商配送为主） 的规模去年达到435
亿美元，是物流业中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复
合年增长率超过30%。

“物流业仍在飞速变化中，”中国一位物流
与运输行业负责人这样说。“至少部分物流公司
自称为科技公司，这意味着它们在 IT系统、大
数据、自动化和最后一英里配送——比如说使
用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车辆送货方面投入大量资
金。”标准化的地址和映射使得快递员能够更容
易地找到目的地，大数据正在协助物流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快递业快速发展

观 点 交 锋

中国的快递行业正处在因业务饱和而
难以维持的边缘。由于中国电子商务的急
速扩张，2016 年的快递包裹量同比增加了
五成。再加上严重的人手不足，导致各地
包裹迟送和丢失现象频发。

其原因在于电商的普及、货物量激增和
快递人手不足。在中国，网上订购的商品最
快当天就可送达。而支撑这一便利服务的
被认为仅仅是200万名快递从业人员。受快
递业人手不足的影响，一些快递业经营者开
始采取确保人手的措施，例如使快递员的提
成翻番等。

由于在中国从事快递配送可以获得与刚就业的大
学毕业生同等的收入，因此一度吸引大批年轻人从业。
但眼下人手不足的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原因是近年来，
网上订餐的服务在中国普及。据称送一单餐饮外卖能

赚8元左右，这导致大量快递员流向送餐服务行业。
受需求急速增长的影响，中国大型快递公司的业

绩大幅增长。但预计 2017年因竞争的激化，快递业增
长将出现放缓。另外，快递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承担，
这似乎也将成为中国切实面临的一个问题。

中国快递业增长放缓

《日本经济新闻》

图为放件员将包裹放在机器人的托盘上，之后机器人将运载
包裹并进行分拣。 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社会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进程又开始了。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
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
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

在传统制造业正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下，中国
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呈现出勃勃生机。虽
然无缘前三次工业革命，但中国显然不会缺席正在
来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无论是大力推进战
略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抑或中国本土新兴行业领
军者的不断壮大，可以预见中国跻身第四次工业革
命潮头不是梦。 ——英国路透社7月10日报道

中国或领衔第四次工业革命

图为参观者日前在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
会上体验虚拟现实设备。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中国科技公司正在努力拓展其业务，而非洲又
在积极发展自己的经济，于是中国科技公司进入非
洲大陆，开始了携手发展之路。在过去四五年时
间，中国在非洲的发展非常迅猛。中国普遍的存在
感不仅在东非能够感受到，而且还在一些遥远的地
区，包括埃及、摩洛哥所在的北非以及包括南非的
非洲南部地区。

中国企业给非洲带来了创新，创新是中国企业在
非洲取得成功的关键。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中，近半数
已经向当地市场推出了新产品或服务，超过 1/3的公
司引进了新技术。中国企业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是
多样化的，现在已包括广播网络、数据中心和智能手
机销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月28日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成功挺进非洲

图为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名女子在一家传
音手机专卖店前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 资料图片

海 外 之 声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
心最新民调，全球民众对
中美两国的好感度已难分
伯仲。

最有意思的是，就连
某些西方国家的民众也认
为北京超过了华盛顿，例如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接受
调查的 10 个欧盟国家中，
有7国投了北京一票。俄罗
斯也不例外。

即便是在美国内部，民
意的变化也相当迅速。认为
本国更强和认为中国更厉害
的国民比例为 51 比 35。虽
然仍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对
本国的经济实力相当自信，
但选择中国的人数也呈不断
上升态势。
——俄新社7月20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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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在做出巨大努力，以提高其
软实力，例如通过与各国政府建立建设
性关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大型基础设施
工程所需的必要融
资和专门技能。

由 于 在 发 展 中
国家的大量中国项
目和企业使用中国
劳动力，居住在国外
的中国公民与当地
民众之间的人际关
系对于中国软实力
的生成和维护显得
越 来 越 必 不 可 少 。
中国派驻海外的白
领和蓝领工人正在
成为中国的社会文

化大使，在建设中国软实力方面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外交学者”网站7月31日报道

海外公民是中国软实力重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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