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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河北省大城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 快乐生
活”为主题的全民运动会，吸引了数千名运动爱好者报名参
加。图为全民运动会上的群众健身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全民健身展风采
10 月 18 日，浙江省

建德市寿昌镇桂花村第三
届桂花节开镰仪式活动在
丰收的稻田间举行，一群
穿着民族服装的村嫂兴致
勃勃地上演收割稻谷、稻
舞田间、稻穗展示等农事
场景，喜庆丰收，重拾乡
情，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当
地村民们驻足观看，拍照
留念。图为活动现场。

宁文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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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 10 月 18 日电 （记者张
盼、孙立极） 2018台湾民众国族认同下
半年调查结果记者会 18 日在台北举行。
据调查，87.3%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
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只有6.8%的人持不
同观点，与上半季的调查结果接近。目
前有 61.1%的台湾民众了解可在大陆申
办台湾居民居住证的信息，38.9%的人
尚不知情。63.4%的台湾民众反对民进
党当局针对申领大陆居住证制订处罚规
则。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介绍
说，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彻底失
败。虽然民进党“完全执政”后，大搞

“柔性台独”，积极“去中国化”，但当
局领导人蔡英文任期早已过了大半，调
查却有近 60%的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
国人，远高过不表认同者近22%。

调查发现，若在两岸现状已然无法

维持的情况下，有超过 60%的台湾民众
认为未来两岸统一的机会远大于“台湾
独立”。近62%的民众认为两岸和平统一
对台湾最为有利。结果证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雄厚，和平统一是
大势所趋。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
授李允杰在记者会上说，随着中国大陆
综合实力增强，惠台措施陆续出台，越
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到大陆就学、就业、
创业、定居，台湾的民意正出现微妙的
变化，民调结果反映了近年来民意变化
趋势。

台湾竞争力论坛从2013年开始进行
“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大调查”，6 年来已
进行17次调查。本次调查由艾普罗民调
公司执行，针对台湾地区 22 县市 20 岁
以上的成人进行电话访问，于 10 月 11、
12日两天完成，共获1085份有效样本。

新华社广州10月17日电 （记者魏
蒙） 来自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
海的百名青少年，于17日齐聚珠海市横
琴新区，启动粤港澳大湾区联合研学活
动。透过研究性学习和体验式旅行相结
合的活动形式，他们将更好地认识大湾
区、体验大湾区、融入大湾区。

据主办该活动的珠海市横琴新区社
会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活动面
向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等不同年龄
段群体，按照需求和兴趣设计活动内
容。本次活动招募了来自香港、澳门、
广州、深圳、珠海 5 个城市青少年参
加，分为大学生多元文化交流营 （10月
17日-18日）、中学生自然人文体验成长
营 （10月27日-28日） 两场活动，每场
活动由每个城市的 20名、共 100名学生
组成。

据了解，“寓教于游”、“寓学于

游”，让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深度体验
横琴特色，是该活动主线。例如，针对
大学生的研学营，以“多元文化交流”
为主题，让参与者不仅能透过花海长廊、
芒洲湿地公园等户外自然美景学习生态
科普知识，还能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的小可乐
科技、黑豹拉丁足球俱乐部等企业展开
深入互动，通过分组轮换，将横琴创新创
业文化、中医药传统文化、中拉文化、自
然生态文化生动地传递给他们。

针对中学生开展的活动也很有特
色：以“自然人文体验成长”为主题，
在自然人文体验中植入教育元素。其中
一项课程，青少年们将徜徉在横琴花海
长廊、芒洲湿地公园中，借助收声器聆
听大自然发出的“横琴声音”，利用原
野探索的体验课程形式，让青少年感受
到横琴之美，感受自然之美。

据新华社澳门10月18日电（记者郭鑫）为期三天的第二十
三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以下简称“MIF”） 18日开幕。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郑晓
松、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沈蓓莉等出席开幕仪式。

本届MIF展会面积达2.4万平方米，设置展位1500个。此
外，今年葡语国家产品及服务展也在同场举行，吸引超过250
个来自内地、港澳以及8个葡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在开幕式上致辞表
示，MIF作为澳门品牌展会，创办 23年来，在逐步扩大展会
规模、提高展会质量、提升展会国际化程度、丰富办展理念
和策略等方面不断优化。MIF 为内地和澳门企业“走出去、
请进来”搭建桥梁，为葡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提供对接平台，推动了澳门会展业
发展，促进了国际经贸交流合作。

民调显示：

近九成台民众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 珠海横琴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研学活动

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开幕

中美贸易争端已有数月。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要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形成的结
构性问题需要时间。而在美国政府的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两国关系可能进
入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新问题新矛盾不断
涌现的新时期。正如一些国际有识之士指出
的，中方面对美国的恣意妄为，已不屑于实
施“以牙还牙”的直接报复，而是着力通过
释放自身潜力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靠什么？

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称，中
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
投资所推动的”，“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重
建了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个长
期关注商业文明的研究者，在中美贸易争端
爆发后，我也经常问自己，中国经济发展背
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靠自身的努力奋斗
出来的，还是像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的，是靠
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在华投资
的美国企业，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可口可乐、
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
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
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对中国的投资环
境、员工素质、经济增长方式都有切身了
解。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2018中国商
务环境调查报告》，73%的美国企业2017年在
华实现赢利，74%的企业计划于 2018 年扩大
在华投资，受访企业几乎都认为近年来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保持稳定或有
所提升，62%的受访企业认为过去五年中国
政府政策制定和沟通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如
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
跨国公司会如此一致和踊跃地投资中国，并
获得丰厚收益吗？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什么？
我认为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性套利”，
而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
部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的奋斗
与创造的史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是什
么“歧路”，而是市场经济的正道、康庄大
道。中国的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
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
的重要性。

我采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
从创一代企业家到分享了股权的创业合伙人
以及二代接力者，九个代际的创业者在中国
这块热土上打拼。中国的市场主体从1978年
的 49 万个到目前的 1 亿多，每天还有 1.81 万
家企业诞生，虽然也有生生死死，成功并不

容易，但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规
模最大、参与者最多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国
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
利，企业家精神红利。

中国是从高度统一和相对封闭的计划经
济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政府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
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经济立法等
软件方面，以及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等方
面，政府之手总体上是帮助之手，营造了适
合发展的稳定和亲商的环境，这是客观事
实。当然，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角度看，政
府应当从招商引资、创造政策洼地的前台，
转变为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环
境和服务为主旨。

中国竞争力的核心是什么？

今年的 《财富》 世界 500 强，中国企业
已经有 120 家，距离美国只差 6 家。而 1995
年这一榜单设立时，中国只有三家企业，包
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各一家 （台湾电力和
香港怡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快速
发展，进而开始走向全球。那么中国竞争力
的来源究竟又是什么呢？是“血汗工厂”、透
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中国企业通过管理
和创新，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国际
化，这些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奇迹。今天中国
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就是大市场支持了精
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成熟完善的
分工配套，使得中国企业能够用最经济的成
本结构、最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绝大部分产
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麦肯锡 2015 年的
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称，“中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
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
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 亿具有经
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
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

产品提供了 15%至 20%的成本优势。”过去
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够迅猛发展，走到世
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
势所赐。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
而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
力技能的综合性的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
移走的。前段时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举行为期 6天的听证会，以帮助贸易
代表办公室最终决定是否对价值2000亿美元
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听证会首日，61个发
言人被分成 8 组，涵盖箱包、服装、食品加
工到半导体、自行车、化工等多个产业，但
赞同加税者只有 3 位。一家自行车厂举出的
证词是，目前美国进口的 1800 万辆自行车
中，94%来自中国，进口的3亿件自行车配件
中，60%来自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更换供应
商的情况下，加征关税的板子将结结实实打
在美国消费者和厂商身上。美国饰品协会总
裁吉伯森在证词中说，在生产饰品上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代替或者和中国竞争。她说，“举
个例子，过去 3 年多我一直在印度寻找皮包
用的皮革和小饰品生产的供货商，以为印度
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中国之外的‘可替代来
源’，但最终结论是，印度没有这样的资源、
培训成熟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无能力达成
中国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规模，特别是要
考虑同等质量、价格的时候。美国本土更生
产不出来。”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创新？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获益良多。大量外资
进入中国，在技术、管理、人才、供应链等
方面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中国因此可以快
速学习、消化吸收，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
良和创新。很多制造业领域比如冰箱、空
调、洗衣机，发达国家几乎都退出了生产环
节，也没有什么技术创新，主要靠品牌，在
这些领域技术创新的驱动者基本都是中国公
司。在互联网行业，从支付宝到微信，这样
的超级应用都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用户环境创

造出来的。而且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现在都在
“山寨”中国的产品，比如印尼的电商平台
Tokopedia自称“印尼版的淘宝”，Snapdeal被
称为“印度的阿里巴巴”。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但
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美国开国
初期为了获得英国的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
制造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学家多
伦·本―安塔尔在 《商业秘密》 中曾说：“美
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
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最典
型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
塞缪尔·斯莱特。他是英国人，21 岁时在家
乡英格兰德比郡的报纸上读到一则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议会的广告，凡能为美国提供纺织
制造最新技术者都能获得奖金。斯莱特在阿
克莱特创立的工厂当工头。阿克莱特发明了
水力驱动的纺纱机，是现代工厂体系的创建
者之一。英国当时对纺织技术严密封锁，谁
要把纺织机器和技术弄出去就要坐牢，同时
禁止纺织工人移民。斯莱特全靠脑子记下了
阿克莱特的发明，1789 年 9 月脱身赶到伦
敦，伪装成农夫，搭乘“农场工人”号蒸汽
船前往美国。到纽约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商
人布朗，希望得到支持。当时布朗和他的合
伙人已经搜集了很多阿克莱特机器的零部
件，加上斯莱特的加盟，复制了阿克莱特纺
纱机，1791年在罗德岛建起美国第一家水利
棉纺厂。

美国立国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杰汉之
争”，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发展农业，汉密
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并通过提高关税的方
式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作为美国第一任财
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
呼吁，对于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
值之秘密”的行为要进行奖励。当时一些州
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很早
就有 《专利法》，保护专利权，但反讽的是，
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
得到专利。

举出这些例子是要说，知识产权的保护
往往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以今天已经成为共

识的软件专利权为例，比尔·盖茨最早雇人开
发ALTAIR BASIC程序时，大多数使用者也
是随便拷贝的。所以他在1976年写了著名的

《给电脑爱好者的一封信》，提出硬件必须要
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
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
谁会从事专业的软件开发却分文无获？由此
开启了软件专利的新时代。

中国理所当然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否
则转型升级没有希望。我们必须从法治、政
策、执行等方方面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
重国际规则，提升合规水平。但如彭斯在演
讲中称：“为了控制 21 世纪的经济制高点，
北京指示其官僚及企业以任何必要手段来获
取作为我们经济领导力基础的美国知识产
权。北京现在要求许多美国企业交出商业机
密作为其在中国经营的代价，并协调和资助
收购美国公司以获得其创新所有权。”这种肆
意指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美国很
多指责都是在找“替罪羊”过程中的借口，
而且不乏以偏概全。我们仔细听，认真反观
自己，有则改之，但完全不必自我损抑。

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存
在的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
这不是坏事；中国核心技术、核心原材料、
元器件的缺失，也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这都促使我们清醒。贸易争端是一场冷水
浴，让我们不要浮躁，骄妄，有助于我们脚
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超越自己。但是，中国
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是靠什么力量走过来
的，我们应当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应当有自
信心和自尊心。

中国有一家生产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企
业。多年前，公司派了第一个业务员到洛杉
矶去开拓美国市场，她带了 300 美元，还有
一包各式各样的电池。由于英语不过关，就
把一些标准答案死记硬背下来，然后拿着一
本《黄页》，从A开始，从第一个公司名字打
电话，推销产品，当她把电话打到 Z 的时
候，英语已经很流畅了，产品也找到了很多
买家。两年前我参观了他们在加州兰卡斯特
市建立的工厂，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得到了就
业机会。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国人，在和平年代
闯世界，水迢迢路长长，每一步都充满了不
易。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托举起了中国
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中国存在的问
题无需回避，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
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这个
伟大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
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
的彩虹。

风 雨 过 后 是 彩 虹
秦 朔

风 雨 过 后 是 彩 虹
秦 朔

要 闻

据新华社香港10月18日电（记者丁梓懿） 纪录片《百年
巨匠——饶宗颐》18日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举行开机仪式。该片
主要讲述国学大师饶宗颐的生平故事，将于2019年拍摄完成。

当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中联办主任王
志民、《百年巨匠》总策划李小琳以及饶宗颐的家属代表等出
席了开机仪式。林郑月娥致辞表示：“我乐见《百年巨匠》系
列收录饶宗颐教授的生平事迹，让更多人认识才情横溢、学
艺双携的饶公，也借着纪录片传颂他深厚的学养内涵、严谨
的治学态度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坚定决心。”

饶宗颐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
作逾80年，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等领域皆
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他于1949年移居香港，2018年2月6
日凌晨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百年巨匠——饶宗颐》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摄制。《百年巨匠》是一部聚焦
20世纪人文和科技领域大师巨匠的纪录片。第一季的110集在
60多个海内外电视台播出，介绍饶宗颐的内容将在第二季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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