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外媒看中国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新的拥抱 新的起点

“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
已经成为‘中非关系的奥运会’。”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南非学者的形象比喻，
描述了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共商大
计的盛况。

瑞士 《新苏黎世报》 将中国的对非政
策形象地称为“拥抱政策”。“中国继续对
非洲进行魅力攻势。”该报道称，“在忙碌
的日程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微笑
着，迎接来自非洲的真正的朋友。”

众多非洲主流媒体聚焦北京峰会，对
中非未来合作寄予厚望。

峰会召开期间，埃及 《金字塔报》 开
辟专版报道，刊登各类分析和评论文章，
对北京峰会进行梳理、剖析、评论。“新
的握手，新的拥抱，新的起点”、“‘非洲
黑’与‘中国黄’的有机结合”、“北京峰
会将勾勒未来 3 年乃至更长时间非中合作
路线图”、“中国领导人吹响非中未来合作
的新号角”、“中非关系将上升至全新的发
展阶段”……《金字塔报》 的多篇文章盛
赞北京峰会为中非合作提供的新机遇。

南非 《城市新闻报》 援引南非国际关
系与合作部长西苏鲁的观点，赞叹中国的
发展成就，并将其归功于“周密的计划、
创造性和辛勤的工作”。报道指出，“作为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非洲有很多东西要
向中国学习，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提供了
更加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平台。”

非洲传媒网站发表了其驻华记者的报
道，指出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指引下，中

非合作正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未
来，不仅中国企业将加大对非洲投资，也
会有更多非洲企业走进中国。”该报道对
峰会召开后的中非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几内亚新闻网”重点报道了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积极与中国媒
体合作，相继推出 《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
水平迈进》、《中非之间友谊的桥梁》 等文
章，充分肯定了中非合作论坛对中非合
作、中几合作的重要促进作用。

携手并进 全面发展

北京峰会通过了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和 《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8 周年之
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人礼”定格下
中非友谊的“高光时刻”，吸引了众多外
媒关注的目光。

“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
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
流、和平安全……”津巴布韦 《先驱报》
重点报道了 《北京行动计划》 确定的未来
3 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的“八大行
动”。报道称，“八大行动”等一系列务实
举措，预示着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今后的发展会更加
强劲。

俄罗斯 《消息报》 则注意到，中国决
定为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援
助项目，重点加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合作。该报道认为，“中非合作
将为中非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和实惠。”
“为推动‘八大行动’顺利实施，中

国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
等方式，向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支持。”9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掷地有声。《印
度教徒报》 网站详细介绍了习主席的演讲
内容，称“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令人信服地
表明，北京已经成为拉动非洲全面发展的
火车头。”

《北京宣言》 宣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主张，凝聚起共建“一带一路”的共
识，向世界传递出中非携手并进的强烈信
号。阿联酋 《宣言报》 高级编辑拉巴比迪
认为，共同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与峰
会的主题一脉相承，对于推进中非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意义重大。

《阿尔及利亚新闻报》 报道称，本次
论坛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促进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与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 充分
对接，两者理念有很高的一致性。“几内
亚新闻网”也认为，此次峰会把“一带一
路”倡议与非盟 《2063年议程》 及非洲各
国发展计划对接起来，将助力非洲和中国
共同进步。

互利共赢 树立典范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模式引起了许
多西方媒体的兴趣。

“西方重新发现一个新大陆。”峰会闭
幕当天，德国新闻电视台报道称，“中国
正在改变非洲。非洲张开双臂迎接中国投
资，获得了发展机会。这不得不让欧洲反

思自己的政策。”“德国之声”援引德国学
者的观点分析指出，在产业升级方面，中
国的合作模式更有效。中国大规模参与非
洲基础设施建设，抓住了非洲的发展机
遇。

中非合作正在引领国际对非合作，也
为国家间关系发展树立典范。中非合作的
成功之道，可以从众多外媒的观察中探究
一二。

“中国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
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
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
治私利。”英国 《独立报》 对习近平主席
在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强调的“五不”
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与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敞开胸襟，热情拥
抱非洲大陆，把自己的发展红利毫不保留
地 分 享 给 非 洲 兄 弟 ， 这 种 精 神 令 人 钦
佩。”阿尔及利亚 《东方报》 网站高度评
价中国的对非政策。

阿联酋 《宣言报》 高级编辑拉巴比迪
也有同样的观点，“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提到的，‘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合作模式与西方完全不
同。中国同非洲的合作始终都建立在互利
共赢的基础之上。”

“对中国的很多指责都仅仅源自害怕
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时间会证明一切。”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坦言。

上图：来自刚果 （布） 的记者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新闻中心工作。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包
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从直接目标看，中
国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目标是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
金融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心。同时，大湾区
建设还承担了其他目标，如打造国家经济
增长的重要一极，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依
托香港、澳门开放、自由的经济体系和制
度环境，推动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推动
粤港澳的全面合作，促进区域融合，实现
社会稳定等。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在推动国
家经济发展、扩大开放、制度创新等方面
都将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
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
实现这种转型，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将扮
演关键的角色：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较
大，制度互补性强，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

和学习，将有利于实现制度创新，从而推
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三地的科学教
育实力都较为强大，它们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将直接推动科技创新。

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虽然粤港
澳内部的基础设施都较为发达，但相互之
间的联通受到很大的限制。港珠澳大桥的
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珠江西岸地区与香
港、澳门之间客货运输通道以水运为主和
陆路绕行的状况，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粤港
澳三地的综合运输体系和高速公路网络，
事实上拉近了三地的物理距离，将极大降
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有利于人员的便利
往来和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港珠
澳大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枢纽工程。

广深港高铁通车最直接的影响则是香
港和广州之间的人员往来通过高铁将缩减
一半时间至30分钟，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

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城际网连在一起，与
全国的高铁运输网连在一起，使得香港与
珠三角各地区，与北京、上海等全国经济中
心及其他区域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对于居
民往来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城市群形成的前提是生产要素和人口
的自由流动以及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生产要素和人口流动
的物质基础。作为经济活动和人口的集中
地，科学技术的发源地、现代文明的集散
地，城市群的发展不但支撑了本区域经济
的发展，而且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带
动作用。

要提高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活
力的作用，首先是增强城市群本身的经济
规模和经济活力，从而增大城市群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其次是加强城市群与其他区
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利于城市群与其他

区域的互联互通，加强城市群对其他区域
的辐射作用。

广东与港澳地区之间的交通、通信的
不便和制度及观念上的差异是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虽然粤
港澳大桥已经建成，广深港高铁也即将通
车，但实现人员和物资的真正便利流动还
需要做很多工作。例如，法律制度上的较
大差异，使得人员、物资来往受到一定阻
碍，企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可能依然面临
一些法律障碍。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促进沟通和合作的顺畅，如何促进大湾区
城市群自身的发展与辐射作用，还需不断
探索与努力。

（王 晴采访整理）

上图：港珠澳大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民乐倾倒美国乐迷

近期，数百名中国民族音乐爱好者前往波特
兰州立大学林肯表演大厅，观看苏州民族管弦乐
团的“华乐苏韵音乐会”。年轻的管弦乐团充满活
力和奉献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
结束后，乐团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为了到现场倾听来自苏州的这场音乐会，我
开车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大卫·帕金斯说。帕金
斯所在的城市离波特兰 150 英里 （约合 241 公
里），他是一名教中文的老师，非常喜欢中国文
化。波特兰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邦妮·米奇克也
和其他现场听众一样，被中国民族乐器散发的魅
力深深吸引。

音乐会由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过 13次演
出的彭家鹏负责指挥。曲目包括6首精心挑选的民
乐作品：赵季平的《庆典序曲》、刘文锦的《茉莉
花》、赵季平的 《庄周梦》、刘长远的 《抒情变奏
曲》、朱昌耀的 《牡丹亭·游园》 以及王丹红的

《澳门随想曲》。
本次音乐会是苏州—波特兰结为友好城市 30

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据美国《波特兰新闻》网站报道

中非合作吹响新号角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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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圆满落幕。峰会通过了 《关于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
言》 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
划（2019—2021年）》，收获了沉甸甸
的成果。

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合作将掀开
怎样的历史新篇章？全球媒体的目光
聚焦北京，探寻答案。

国 际 论 道

海 外 声 音

粤港澳大湾区将推进中国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将推进中国创新

专家解读

新 加 坡 《联 合 早 报》 网 站 报
道，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广深港高
铁定于 9 月 23 日正式通车。9 月 3
日，登录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购票
软件“铁路 12306”APP，输入“香
港西九龙”，可以发现，这一广深港
高铁站名已经录入到系统中。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除了
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接入中国内地庞
大高铁网的新铁路线，港珠澳大桥也
是北京整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将香港
和澳门与9个邻近城市——包括特大

城市深圳和广州在内——连为一体。中
国希望将之建成“大湾区”，比肩旧金
山、纽约和东京，引领创新和经济发展。

捷克 《世界报业辛迪加》 刊文
称，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在基础
研究方面具有优势，而深圳、东莞
和佛山等城市的市场导向创新及制
造业实力很强。因此，增进大湾区
内部城市的互联互通会促进供应链
每个部分的创新。中国面临的真正
挑战，是如何利用充满活力的城市
群来促进增长。

受访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陈明生

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显著

中国过去 40年的发展和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农
业和农村地区。在此期间，实际农业国内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4.5%左右。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约
20%，但淡水资源只占世界的 6%，耕地只占 8%，
2015年中国满足了自身95%的粮食需求。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急剧
多样化。农业经济现在高度商业化，数以千万计
的农场生产高价值商品。在曾经很少有非农就业
的地方，现在大部分农村家庭收入都是非农收
入。农业的增长和非农就业的上升大大减轻了农
村的贫困状况。这种增长是机构改革、技术革
新、市场改革和农业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
到2007年的不到1500万。如今，中国政府的目标
是到2020年消除农村贫困。

——据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9月5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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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申请量剧增

从成为经济力量源泉的生物产业、医疗设备
到 IT，美国在先进技术相关专利方面一直是世界
领头羊。在过去 10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和国际
专利公开数均实现了急速增加，显示出美国与中
国在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不仅局限于产品，还可
能扩大至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服务领域。

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件数目前远多于日本与
美国的国内专利申请件数。这是中国试图建设知
识产权储备的征兆。中国强化以国内专利为中心
的知识产权的倾向正在增强。

从国际专利申请数来看，2017 年中国的申请
数高于日本的申请数，中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二。中国技术开发取得进步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成
品上，包括新形态的IT产品、能源设备、节能运
输工具和机器人等。

——据日本《富士产经商报》9月4日报道

图为河北朗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人对码
垛机器人进行调试。 陈 雷摄 （新华社发）

图为“华乐苏韵音乐会”现场。（资料图片）图为“华乐苏韵音乐会”现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