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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常见

“异常良好。”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新加坡
《联合早报》这样形容自2017年底入冬以来的北京
天气。该报发现，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
入冬以后，一些北京市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看
到蓝天白云，就忍不住拍照晒在朋友圈，因为

“感觉这几个月，几乎天天都是蓝天，已经不是什
么稀罕事儿了”。

2013 年，中国政府出台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
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
条”），要求在2017年底之前，全国地级以上城市
PM2.5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北京市PM2.5
年均浓度也要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根据北
京市环保局 2018 年发布的最新数据，北京顺利

“达标”。
对此，《联合早报》感叹，北京这个冬天的蓝

天，迟至 2017年初都是无法想象的。就在 2017年
元旦期间，北京还曾被“雾霾锁城”，创下持续空
气重度污染及连续预警总时长最长的历史纪录，
而如今，实时播报空气质量的应用软件显示，截
至2017年12月21日，北京入冬以来出现中度以上
污染的天数屈指可数。

这段时间，被北京乃至中国更多城市的蓝天
吸引目光的，不只《联合早报》一家外媒。

近日，香港 《南华早报》 引述中国环保部的
消息称，2017年 12月，北京的空气质量在中国 74
个城市中排名第九，比云南昆明还高一位。据
悉，2017 年 11 月，北京的这一排名是第 16 位，
2016年11月则是第58位。该报引述环境专家的分
析称，北京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是北京治理该城
市及其周边地区污染源的结果。

法国《世界报》也报道称，2017年1月1日至
12月15日，北京重污染天数与2013年同期相比减
少了近2/3。究其原因，为了能够到2017年底完成

一系列具体目标，各级政府在 2017 年秋季加快了
针对污染气体排放的治理步伐。该报引述专家分
析认为，中国蓝天保卫战“可以说已取得部分胜
利”。

对于中国空气质量的变化之快，德国 《商
报》 直言出乎所有人意料。该报报道称，2017 年
第四季度北京的空气质量同比提升超过50%。不仅
如此，东北地区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明显改善。

治理决心震撼

中国蓝天白云更为常见，这和中国政府大力
治理的举措和决心密不可分。

拉美社注意到，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为了
确保冬季空气更加洁净，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受
污染最严重省份的地方政府都采取了新的预防性
措施。比如，北京、天津、廊坊、保定等地在
2017年 10月底前完成“禁煤区”建设任务，散煤
彻底“清零”；河北省和天津市还在 2017 年 11 月
15日至 2018年 3月 15日期间限制省市内具有高污
染性的工业活动，并将限制建筑材料的生产；山
西省也为响应国家对改善空气质量作出的努力禁
止了煤的销售、运输和使用。此外，到 2020 年，
中国有望拥有一套能确保质量、真实性和环境数
据标准掌控的体系。

对于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拉美社给出肯定
评价，称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在
保护环境、保持平衡和可持续增长上投入了相同
的重视。

路透社也从液化天然气卡车在中国日益走俏
的趋势中，看出了中国的治霾决心。该社报道
称，2017 年，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推动，液化天然
气卡车在中国火了起来，当年进口量增长45%，需
求猛增。北京认为，使用天然气是克服雾霾的重
要举措。

在实施生态行动的同时，中国对环境保护督察
组管控的加强也引起外
媒的关注。早在 2017 年
4 月，德国之声电台网站
就发表题为《中国环保部
向北方 28 座城市派督察
组治霾》的报道，称 2017
年环保部从中国全国抽
调 5600 名 环 境 执 法 人
员，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
通道总共“2+26”座城市
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

对此，德国之声引
述中国媒体的报道称，
此次强化督查被称为环
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
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
模行动”，旨在强迫那些
常以保护就业岗位和收
入为名而对环境污染问
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地区“遵守规范”。
《南华早报》刊文称，虽然彻底改善空气、水

和土壤的质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目前看来，
中国在这方面的决心令人鼓舞。文章称，中国明
确指出，“生态文明”是国内发展问题上的长期任
务，并在理论层面将生态文明放在与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进步同等重要的地位。有了新的
指导思想，中国政府实施了包括制定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扩大清洁能源
的生产和使用等诸多重要改革。

由此看来，中国空气治理成效显著，也是在情
理之中，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中国经验可鉴

中国正在攻坚的这场蓝天保卫战，不只关系
一个国家。

德国 《商报》 认为，中国关于空气治理的研
究、投资和经验不仅有利于本国，也有助于全世
界。特别是像新德里、洛杉矶、首尔这些受到雾
霾侵扰的城市，北京在空气治理领域的不断进
步，将鼓励这些城市跟随效仿。

事实上，2017 年底，因为雾霾笼罩而头痛不已
的印度将希望的目光望向中国。英国《金融时报》
报道称，随着新德里等城市雾霾“爆表”，很多印度
人认为，相比印度政府的低效民主，北京对抗空气
污染问题的能力更强。一些印度学者和官员纷纷
对中国政府面临问题而达成协调举措的高效表示
肯定。

美国 《福布斯》 双周刊网站也曾刊文称，同
样是面临空气污染威胁的国家，印度政府目前尚
未采取能够给污染防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行动，
而中国则在几年前就认识到了污染问题的严重
性。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各种污染防治行动，包
括设定城市改善空气质量的具体目标、建立大型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网络、要求企业必须完成环境
影响评价、对违规企业处以高额罚款等。印度应
该向中国学习。

事实上，中国为之付出努力的不仅仅是本国
的蓝天白云。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同样勇
担责任。

2017 年 12 月，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
动。对此，澳大利亚“对话”网站称，过去十
年，环保压力促使中国进行了气候和能源政策改
革，新的国家碳市场是对环保压力的又一反应。
中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为中国在气候政策方面展
示其全球领导力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也认为，这套碳排放交易
体系将对帮助中国实现在 2030 年以前开始减少排
放的目标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此举向世界各国发出
一个明确的信号：当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后退
时，中国有诚意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 《南华早报》 看来，中国政府在生态领
域的重要政策和改革具有外交意义。因为，一个
高污染的落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是没有吸引力
的，而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气候
变化问题国际谈判，在全世界投射活力。

中国蓝天保卫战打得漂亮中国蓝天保卫战打得漂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日前，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据显示，“改善”成为2017年全国空气质
量的关键词。尤其是最近这个冬天，中国各地越来越常见的蓝天白云让德国
《商报》等外媒不禁感叹，这是一个不管评价多高都不过分的突破——北京首次
证明了环保比经济高速增长更重要。

国 际 论 道

2018年1月19日至22日，受世人瞩目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
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圆满落下帷幕，这是中拉论坛首次在拉美
地区举行，也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向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中拉关系在新时代的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开篇之作。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拉关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取
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一、中拉双方政府高层互访频繁，加强和深
化了中拉之间的政治互信，为中拉各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拉在经贸方面合作持续扩大，利益融合更为紧密；三、中拉
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中拉友好日益深入人心，合作内涵不断扩展，
中国“拉美热”和拉美“中国热”持续升温；四、中拉整体合作取
得突破。2014年7月，中拉论坛正式成立，为中拉关系深入发展搭建
了新平台，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从构想变为现实，历史上第一次形
成涵盖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平台，中拉关系由
此进入了双边合作与整体合作并行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实现了中
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拉关系深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包括拉美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支持。2017年5
月，阿根廷和智利总统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11 月，巴拿马又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备忘
录，显示出拉美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浓厚兴趣，也反映出

“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散发出无穷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在上述背景下召开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恰逢其时。本

次会议通过了 《圣地亚哥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
（优先领域） 共同行动计划 （2019-2021）》（简称共同行动计划） 和
《“一带一路”特别声明》 三份文件。从三份文件的内容看，本次
论坛是对2015年1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
议的继承和发扬。相较而言，本次论坛新意迭出，主要体现在：
一、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本次论坛蕴含着中拉携手共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共同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含义。二、“一带一
路”成为中拉合作的新引领。中拉签署的共同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中拉合作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并强调在
这一框架下建设陆洋一体大联通、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场、打造自
主先进的大产业、抓住创新增长的大机遇和开展平等互信的大交流
五个重点合作领域。

总体而言，本次论坛推动了中拉整体合作迈上新台阶，进一步开拓
了中拉合作新空间，不仅为应对当前国际环境提供了符合中拉双方利
益的解决方案，也符合中拉双方的发展需要，为中拉发展战略对接和合
作换档升级，实现共建、共享，同时也为中国和拉美人民怀有的百年“中
国梦”和“拉美梦”，打造携手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开拓了新局面。

展望未来，中拉合作将在“一带一路”的引领下，实现更高水平的
战略对接。随着硬支撑和软助力的建设，中拉关系在新时代扬帆远航
将得到更大发展，并为南南合作树立新的典范。 （郝 源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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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王萍

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1 月 22 日，拉共体
33 个国家和中国外交部长以及代表团团长在
智利圣地亚哥出席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重申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承诺，反对保护主义。
路透社称，此次中拉论坛，中国邀请拉美以及加勒

比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深化双方在政治、
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彭博社报道称，拉美发展需要中国
战略，中国是拉美最大的贷款人和投资者。

美国 《华盛顿邮报》 称，拉美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
资的第二大目的地。拉美地区不但要保持开放，还要进
一步促进该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一体化。中国的资本“比
较有耐心”，这种更耐心的战略有助于拉美发展，避免经
济周期波动影响。据拉美社报道，中拉论坛是在新的政
治条件下加强拉共体的团结，这对于中国非常重要。

专 家 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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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疑是第一个将新颖基因
编辑技术（Crispr）用于人体试验的国
家。中国医学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
工具，通过删除一段干扰免疫系统抗
癌能力的基因，从而改进抗病细胞，
然后将这些细胞注回到患者体内，希
望重新编程的DNA能消灭癌症。

相比之下，中国以外的首例基
因编辑技术人体试验还没开始。

美 国 国 家 医 学 图 书 馆 数 据 库
中记录了中国基因编辑技术的9次试
验，至少有 86 名中国患者接受了基
因编辑。中国正力争使国内一些产
业走上国际舞台，基因编辑更是被
列入中国 2016 年制定的五年规划目
标，很多新颖基因编辑技术试验正
是在此召唤后纷纷出现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
技术研究团队的首席科学家卡尔·朱恩说，在基因编
辑技术的医疗技术以及应用方面，中国可能超过美

国，美国可能失去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领先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23日报道

中国基因编辑技术或超越美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刚刚发表
了两年一次的《科学与工程指标》（美国技术现状大部

头文件），其中包含了研究与发展、创
新与工程的事实与数据。然而，报告
的主要结论却涉及另一个国家：中国
已经（或即将）成为科技超级大国。

文章认为，中国取得的实际进步
速度令人惊叹。2015年，中国的研发
开支已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近 2 万
亿美元总量的 21%，仅次于美国的
26%。2000年至2015年，中国的研发
开支以年均 18%的速度增长，是美国
4%的速度的4倍以上。中国研发团队
发表的技术论文急剧增加，在工程研
究方面独占鳌头。

报告指出，现在中国正在进军
高端领域，“比如超级计算机和较小
的喷气客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主席弗朗斯·科多瓦说：“我们置身
全球知识竞赛。我们今天或许是创

新领先者，但其他国家正在迅速赶上。”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月21日报道

中国转型科技超级大国速度惊人中国转型科技超级大国速度惊人

图为科大讯飞 （首届） 全球1024开发者节展示区内，参观者在和
智能语音机器人进行互动体验。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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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柯顿实验室技术人员对癌症患者血液进行提取操作。
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图为日前，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一名工人在因特卡威制卡厂内工
作。这家工厂的控股公司是一家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

新华社记者 李 明摄

漫画：保卫战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图为游客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七星湖景区游玩。2017年12月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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