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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下午 3 时，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正式拉开 2018 年中国两会的
序幕。

全球媒体纷纷将聚光灯投向中
国，世界观察中国轨迹的窗口期再次
来临。世界对此次中国两会有什么期
待？世界关注中国两会哪些议题？无
论如何,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国的
一举一动都牵动外界目光。

倾听中国声音的好机会

“倾听中国声音！”德国《南德意
志报》 称，两会的声音蕴藏着新机
会 。 就 像 三 年 前 的 “ 中 国 制 造
2025”一词，如今促进着中国十大行
业的发展。“从数量到质量”，德国财
经网 2 日说，中国已告别世界工厂，
进入质量时代。

“此次期待中国两会什么？”香港
《经济日报》 2 日称，今年的两会有
五大看点：修宪、政府机构改革、人
事安排、经济增长目标及国防预算。

《爱尔兰时报》 资深记者柯福德
表示，他长期派驻北京，已经参加过
15 次两会的报道工作，作为一名外
国记者，他非常关注十九大之后中国
的新布局，他想了解中共十九大精神
如何在本次两会中体现。

《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中国人
大会议 3月 5日开幕，中国政府至目
前为止对金融机构的债务问题监视严
厉，今后将在每个产业纠正过剩产能
问题，人民币也会逐渐升值。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两会从政
治生态上讲，是向外界展现中国特色
政治制度的一个机会，所以它全程对
外开放，透明度高，并会举行领导人
中外记者会。全球不仅要看中国即将
推出的经济政策，更会通过记者会听
到中国的再一次表态。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记
者会上介绍了此次政协会议的主要议
程，称今年将首次组织三场“委员通
道”进行集体采访活动。新加坡《海
峡时报》 2日称，每年全国人大年度
例会期间，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
长通道”备受关注，今年的大会还将
首次开设“代表通道”。

非常看好中国经济

“中国承诺开放”，德国新闻电视
台2日报道称，中国两会的第一场新
闻发布会，座无虚席，显示全球对中
国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今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与特朗普的经济保
护主义相反，中国发言人在各个问题
上给予承诺，包括保证市场开放、促
进全球贸易、自信中国经济会持续发
展等。

中国两会传递出的信号和动向，
历来是外媒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
国当前的经济现状如何，2018 年中
国经济如何实现稳中求进，中国如何

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等，都成为外媒热议的话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 3月 5日上
午人大开幕时作 《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惯例，报告将为中国今年经济发
展制定目标。此次报告也会更多着墨
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对外开放的措
施。这不仅将为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
定调，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很长一
段时期的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
起到决定性作用。

澳大利亚“今日西澳”网站称，
中国领导人正在达成中国人民想要的
成就：清洁繁荣，他知道如何实现人
民真正想要的生活。根据皮尤调查和
其他国际研究成果，与许多民主国家
相比，中国人民对本国政府更加满
意、更加信赖。

香港《明报》称，今年是中共十
九大规划“三步走”、实现全面小康
和现代化的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和中
国经济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对内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
外如何处理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关系、扩大开放，考验中国的经济
和外交团队。

拉美社分析认为，两会是中国政
治生活当中的重要时刻。中国政协将
借这次会议推动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实施，通过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为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台湾 《旺报》 称，2018 年是大
陆改革开放 40 周年，预料两会将进
一步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其中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将成重中之重，包括处置
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都
将成为聚焦话题。

大国外交受关注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
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对诸多尖
锐国际问题予以直面回应。

针对西方舆论宣称中国通过所谓
的“锐实力”对西方国家施加影响、“干
涉内政”，新加坡《联合早报》引用王国
庆在记者会上的话称，“西方有些人，

他们的身体进入了21世纪，但是他们
的大脑还停留在冷战时代。做同样的
事情，西方国家是展示‘软实力’或者
叫‘巧实力’，到了我们中国就成了别
有用心的‘锐实力’”。美联社稍后评
论称，这正是中国发言人在用“隐性的
影响力”敲打西方。

香港“中评社”则以“王国庆反
击中国威胁论”为题撰文表示，作为
回应，王国庆也称，随着中国稳健持
续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渴望了解中
国，而中国也一直在努力展示一个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随着
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些年我们对
外传播工作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这
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不只是为了展
示我们自己的形象，也是为了更好地
帮助国际社会及时、准确、全面地了
解中国。”这位发言人这样表示。

3 月 2 日，2018 年两会首场新闻
发布会召开。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外
记者提问的 16 个问题当中，日本朝
日新闻是唯一获得提问机会的外国媒
体。分析认为，这或许表明了中日欲

在今年改善关系愿望的延续。另有专
家认为，2018 年应该是一个中日关
系改善和总体向好的年份。

据《环球时报》报道，第六个获
得提问机会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用流
利的中文问道，我们感到日中关系有
复苏迹象，借此安倍首相有意正式访
问中国。虽然两国之间依然存在很多
问题和分歧，政协委员怎么评价现在
的中日关系？希望如何展开对日外
交？另外对日本有何期待？

王国庆回答说，近来日方在对华
关系上释放出一些正面的信息，中日
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向好的苗头。所以
我们很希望双方能倍加珍惜，抓住这
个有利契机，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
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积
极因素，推动两国关系尽早重返正常
发展轨道，为两国高层交往创造适宜
的氛围。

据悉，日媒对今年的两会非常重
视，除了常驻中国的记者，各大报社
又从本部向北京增派了采访人员。3
月 2 日下午，日本 NHK 电视台的 3
位记者提前三个小时就赶到天安门广

场架设机位，等待拍摄政协委员。

点赞中国制度

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 3 月 1
日称，今年两会有了新气象，中国人
大选出了 2980 名代表，其中 2200 名
是新代表，占75%。而全国政协2000
多名委员中，新委员也占半数以上。
在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将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通过
机构改革决议，确定国家新的经济发
展目标，修改宪法和建立新的反腐机
构。

新加坡 《海峡时报》 2日称，今
年共有 2158 名委员参加政协会议，
他们当中有的来自政府、企业、军
队，有的来自民主党派，也有无党派
人士，还有专家学者和少数民族代
表，等等。他们将齐聚北京，分享他
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
看法，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
方式。

香港《明报》称，今年两会是五
年一度的换届大会，更是中共十九大
后的首次两会，会上从修宪到人事有
破有立，诸多焦点或将载入史册。

路透社报道说，中共中央关于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明确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
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
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
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俄新社援引《全球政治中的俄罗
斯》 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话
说，中共中央此次提出修宪正值中国
改革开放即将迎来 40 周年之际。40
年来的国际形势变化表明，并非只有
西方政治制度才能诞生市场经济，西
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正经历危机，
中共中央此次建议修宪预示着中国将
继续奋力将自己建设为世界强国。

古巴官方“古巴辩论”网站在题
为 《中国共产党提出重要修宪建议》
的报道中全面介绍了中共中央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文章强调，修宪建议是中共
中央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所提出的。

巴西门户网站“红网”相关报道
指出，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反映了中国
的民意，宪法的修改将在经济上产生
更为积极的影响，有助于中国集中力
量推动改革，引导中国经济平稳、快
速发展。同时，设立监察委员会将推
动中国反腐行动不断深入开展。

此外，俄罗斯塔斯社关注两会对
民法总则草案的审议，分析认为，民
法总则草案预计将是中国全国人大会
议审议的最重要的法律草案之一，其
中阐述了未来中国民法法典的关键原
则。从2016年6月起，草案共3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全球媒体热议中国两会

开放程度高 改革前景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采访全国两会和党代会 21年，这一次
换了角色，作为全国政协邀请的海外侨胞
代表列席两会。

当我走进委员驻地，佩戴上红色列席
证，感觉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自己从
那一刻起，不再是一名两会的旁观者，而是
成为一名国家政事的参与者。

1997 年，是我第一次采访全国两会。
我当时还在日本时报担任副总编。1997
年，世界不怎么看好中国，因此临时赶去北
京采访两会的外国媒体的记者也不多，基
本上以北京常驻记者为主。

两会虽然也设有新闻中心，但是，当时
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话和传真服务，记得开
幕式结束之后，几十名外媒记者撒腿就往
长安街的邮电大楼跑，因为国际电话和传
真只有在邮电大楼里才有。

两会当时还有一条规定，那就是禁止
外媒记者进入代表下榻的宾馆，不许单独
采访代表。外媒记者只准许采访开幕式和
闭幕式。因此外媒记者根本就不知道代表
们在干什么、讨论什么，所以大会期间的许
多时候，外媒记者是躺在宾馆里睡觉。

如今，采访两会的记者不仅超过了
1000 多名，更有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记
者。中国已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了世界的中
心。尤其是，两会的所有大会都向外国媒
体开放，各省市代表团公开讨论会，作为外
媒记者的我，也可以参加和提问。中国变
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放。

有一天，自己会从二楼的记者席，坐到
1楼的代表席，更是没有想到过的事。虽然
采访两会这么多年，第一次作为海外特邀
代表列席两会，还是感觉到有点紧张。所

以，报到之后，我把领取的文件从头到尾都
认真阅读了一遍。还买了《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努力学习新思想。

接下来的半个月的会议，是一个难得
的学习与参与国事的机会。而对于我自己
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在两
会结束之后，我们要在日本出版日文版的

《中国经济新闻·中国两会专刊》，还要做多
场的讲演，向日本社会宣传中国两会的成
果，宣讲中国新时代改革的新思路新战
略，让日本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所以，
此次参加两会，不仅要做好国家政事的参
与者，更要做好两会精神的海外宣讲者。

从两会记者到列席代表
（日本） 亚洲通讯社社长 徐静波

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杨利伟、潘建伟、赵红卫在“委员
通道”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3月 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这是外国驻华使节旁听大会。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3月 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这是外国驻华使节旁听大会。 新华社记者 燕 雁摄

旁听大会我列席 我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