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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带动中国就业脱贫

多年来，中国政府决定将电子商务作为发展
经济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村民可
以借助电商平台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根据商务
部的数据，到2017年底，中国有近1000万家农村
网店，带动就业2800万人。

这应该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强有力
的支持。像阿里巴巴或京东这样的公司也看到了
吸引新商家的巨大潜力，例如来自神农架的有机
养蜂人陶文华。多亏了他们，中国现在已跃升为
世界第四大有机产品市场，并且在继续强劲增长。

作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农村地区消费者也
有巨大的潜力：仅在 2017年，农村消费群体在线
花费了2000亿美元。

——德国《商报》网站11月10日报道

有数据显示，不久前闭幕的进博会吸
引了全世界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3600多家境外企业参加，成交额达到近600
亿美元。之后的中国“双 11”网上购物节
也吸引了数万家境外企业参加，活动不到
24小时交易额就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经济
的韧性和潜力以及近 14 亿人口所形成的庞
大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在快速增长。

自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
经渐渐成长为世界出口大国。十几年间，出
口极大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步，就是成为
进口大国，这不仅是中国实现对外经济关

系转变的关键，还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走
向新的时代。

如何从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充
分释放市场潜力？这需要多方努力。其
中，培育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是转变成
消费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

在这方面，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第一，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庞大的人
口基数是保证。第二，中国中等收入阶层
的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具有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第三，在全球
化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和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
力，都想要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我们要充
分地运用这个巨大的砝码来扭转在当前国
际经济体系当中相对被动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
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的市场和开放中获得
新的发展动力，实现互利共赢。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这一大方向今后也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努力成为进口大国，进一步开放

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可以充分
利用整个国际市场上更加低廉的资源来为
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第二，这将有效降低
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从全球进口更多能
够为我们所用的资源能源和产品，不仅可
以降低我们经济运行的成本，还可以更大
程度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第三，成为进
口大国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
消费升级。第四，成为进口大国，中国才能
扩大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世界大
宗商品的定价权利。这对于中国市场进一步
发展，不断释放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举办进博会和降低关税都宣示了
扩大对外开放的方向不变。此次又宣布了5
项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和支持上海等地区
扩大开放的3项措施。这充分说明，中国开放
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还将越开越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
创新性变革之一，过去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
增长是空前的奇迹。中国未来会进一步开
放市场，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贡献力量。

（祖 鸿采访整理）

“创造”为媒
书写中国奇迹

“伟大创造精神”是当今中国挑战
“不可能”、开启新篇章的不竭动力。

“创新必将成为‘中国崛起’背后的
动力”，德国网站 boerse-express 报道称，
在中国，富有创新精神的 IT 企业以及在
工业和消费行业的众多创新型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日本 《中央公论》 月刊以“‘科技
强国’中国的光与影”为题刊文称，“距
离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过去 40
年，中国现在除了在经济上，在科技领
域也开始引领世界。中国还致力于科学
技术的实用化和产业化。在作为改革开
放象征、作为经济特区发展起来的广东
省深圳市以及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等，
涌现出了大量初创企业。”

《日经商贸》 周刊也刊文称，中国企
业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
等领域，正在成为最先进的革新者。

路透社报道称，在过去几十年中，
中国企业已经从“模仿者”进化为有影
响力的“创新者”。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中国政
府在推进“创造精神”方面，下大力
气，用实功夫。

《科学美国人》 月刊网站报道称，在
过去 30 年里，中国用于研发的经费增长
超过 100 倍——从仅仅 30 多亿美元增至
4000 多亿美元。高质量科学出版物对中
国科学家论文的引用次数正在迅速上升。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报道，在“中
国制造 2025”纲领下，政府鼓励国内公
司发展本土技术。中国计划到 2030 年成
为人工智能的全球领袖，到 2020 年把自
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增加至10万台。

“创造精神”为中国注入发展势能，
中国故事在续写，中国未来在路上。

“中国是一部蕴含过去、今天但最重
要的是明天故事的百科全书。”尼日利亚

《国家报》 这样表达对当今中国的判断，
“中国正发生一种积极的大跃升：市场国
门对外开放，如今中国人心无旁骛，向

前发展的势头能冲破任何障碍。”

“奋斗”为桨
扬帆时代航程

“伟大奋斗精神”是当今中国爬坡过
坎，创造美好生活的生机活力。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
行。40 年发展史也是 40 年奋斗史，改革
成就令人瞩目，奋斗征程波澜壮阔。

据西班牙 《先锋报》 网站报道，40
年间，深圳早已改天换地，面貌也已经
与过去农业渔村的面貌大相径庭。2018
年的官方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中大
部分是从内陆地区来到这个现代城市打
拼的外地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是 40 年来中国乡村改革振兴
的缩影。意大利共产党人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际部协调员弗朗切斯科马林焦
在走访后表示，村民的居住环境在短短
几十年里，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实现了质
的飞跃，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大多能听到
来自老一辈有关贫穷的记忆，这种代际更
替是非常迅速的。

奋斗者、追梦人，是新时代中国人
民的共同身份。奋斗前行、追梦圆梦，
每一步都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据俄新社报道，中国在脱贫方面创
造了世界纪录，近 30 年来，中国有 7 亿
人摆脱了贫困。

“一个巨人的成长”，新加坡 《联合
早报》 网站以此为题记录中国 40 年奋斗
历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整体增强，中
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巨大改善。
过去 40 年里，民众消费能力大幅提高，
市场成为全球企业争抢的巨大蛋糕，中
国旅客也成为全球重要的观光客源。”

大海依旧在，中国永远在！面向未
来，奋斗精神让中国有底气，奋斗成果
让人民能提气。时值新时代，东风浩
荡，“奋斗”为桨，劈波斩浪向前行。

马来西亚 《今日自由大马》 刊文
称，“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历史上从
未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中
国那样的成就。在工业、教育、科技、

交通和通信、太空探索、粮食生产等众
多领域，中国几十年里取得的成就大于
许多国家一个世纪里取得的。”

“团结”为桥
连接人类命运

“伟大团结精神”是当今中国团结合
作、连接人类命运的重要桥梁。

“合则两利”，团结的背后，是中国
合作共赢理念的力量。“合作共赢是一种
团结信号，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
家，可以共享中国巨大的发展成果。这
解释了为何中国模式如此吸引其他国
家，为何各国这么热情地参与习主席提
出的中国模式。这是世界上国家间合作的
一种新模式。”德国知名智库席勒研究所
主席兼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表示。

黑尔佳进一步指出，习主席提出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上眼
下唯一一个摒弃了地缘政治博弈因素的
理念，因为这个理念将全人类放在第一
位，将各个国家、地区的利益置于其
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将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进
一步深化了团结精神的内涵。正如美国

“外交学者”网站刊登的评论文章所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合
作的世界，它以双赢为前提，是一种取代
过去零和思维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可供人类共享的未来，吸引世界各
国团结一心，共谋发展，共享繁荣。英
国广播公司引述专家的话称，中国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超越了西方
思想以国别、种族、历史、宗教划分的
传统界限，是未来人类发展的新愿景。

共建、共治、共享，中国这一基于
团结精神的全球治理观回应了暗流涌动
的逆全球化思潮，缓解了国际社会的担
忧，受到国际舆论普遍好评。

苏丹政治分析人士穆罕穆德·哈桑·
赛义德博士在泛非通讯社撰写评论文章
称，习近平主席提议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为了建立一个消除战争与冲
突、实现普遍繁荣发展的人类社会。

“梦想”为窗
点亮国家形象

“伟大梦想精神”是当今中国传播理
念、点亮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

英国教授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国
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中称：中国
梦并非只有经济一个维度，与其他所有梦
想一样，中国梦是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多方
位设想——它不仅是关于中国的梦，还是
关于民族的梦，是中国破茧成蝶的梦。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发展成效是
“中国梦”内涵的最好注脚。法媒受访者
马捷龙表示，他平时非常关注中国政府持
续推进的以脱贫攻坚为代表的众多民生
工程。让数千万人口摆脱贫困、走向小康，
具有世界意义，希望这样的“中国梦”让更
多人了解、加入并分享。

“中国梦”在改变中国，也在影响世
界。新加坡 《联合早报》 刊文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中国梦”，
不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没什么关系的中国
内部事业，而是对未来世界具有重大影
响的事情。英国 《金融时报》 也认为：

“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
关系世界的命运”，这反映出“中国梦”
与世界联系的紧密性。

梦想精神是属于世界的时代缩影。
法国 《回声报》 网站刊文指出，在深刻
变革社会、建设基础设施和推动科技进
步方面，中国的发展方法发挥有效作
用。从西方到东方，“梦”的意义变得更
加唯物，或许也更符合时代精神。

在梦想的推动下，如今的中国正在
以更加切实的行动、更加多元的方式在
世界范围内树立起正面而丰满的中国国
家形象。“中国梦”成为中国形象的窗
口，“中国梦”成为与世界共勉的纽带。

上图：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塑料
模具车间里，张功业在抛光一个模具（9月
27日摄）。国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迫切
希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
劳动者大军。张功业说：“现在正是我技能
圆梦的时候！”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高擎民族精神 开启复兴征程

世界赞叹“中国故事”
张 红 张斐然 祖 鸿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
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
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
力。”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闭幕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出明确阐释，将
其涵盖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
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与“伟大梦想
精神”。

看历史，观未来，民族精神为复兴
大业“塑心”、“聚能”，牵动世界目光，
引得外媒盛赞。

国 际 论 道国 际 论 道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 月 10 日落
幕，这个国家级博览会被视为从“中国
制造卖全球”到“中国市场买全球”转
型的标志性活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进博会
体现出世界各国与中国合作的兴趣在
不断增长。英国路透社报道称，进博
会吸引了数千家外国公司和大量中国
买家，显示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进口潜力。

此外，德国 《焦点》 周刊称，中国
“双11”向全球经济展示新的信心，中国
仍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大推动力。

中国的市场取得的成果让不少外媒
惊叹，而中国市场的开放今后将如何继
续发力也为外界关注。

海 外 声 音

中国人出境游更加国际化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 10年，中国人均
收入提高了154%，很多家庭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
了可以去国外旅游的水平。

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出境游人
数从2000年的1050万人次攀升至2017年创纪录的
1.45亿人次，相当于俄罗斯总人口。此外，中国也是
出境游消费最高的国家，中国游客出境游总消费额
占世界的1/5。短短20年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已经
从 2000 年的 100 亿美元增至 2017 年的 2580 亿美
元，比上一年增长5%，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

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内地游客最青睐的目的
地，其他非常吸引中国游客的亚洲旅游胜地是泰
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新加坡。欧洲对中国游
客缺乏吸引力的状况有望随着中国—欧盟旅游年
的庆祝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欧洲旅游业的
推介活动效果显著，今年前4个月中国赴欧游客数
量同比增加了9.3%。

——据西班牙环球网站11月13日报道

港珠澳大桥为港带来游客潮

近日开通的连接内地和香港的世界最长跨海
大桥港珠澳大桥以及连接两地的新高铁线路，为
香港带来游客潮。全长 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连接
香港、珠海和澳门，它让以前4个多小时的路程缩
短为 40分钟。这座大桥创造的交通便利方便了每
天抵达大屿山的成千上万人次的内地游客，大屿
山是与港珠澳大桥相连的第一个香港口岸。

东涌位于大屿山，临近香港机场，常住人口
25 万。11 月 4 日东涌接待的游客超过 10 万人次，
他们都是通过港珠澳大桥入境的。报道还称，除
了经由港珠澳大桥入港的大批游客，还有不少游
客通过在 9 月中旬开通的香港—深圳高铁入境香
港。这段新铁路线首次将香港与内地高铁网络连
接起来，将香港与广州的通行时间从两小时缩减
到48分钟。 ——据埃菲社11月11日报道

中中国市场将持续发力
受访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 巍

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黄桃协会积极帮助种
植户将黄桃销售与农村电商结合起来，依托电商
将黄桃销往各地。图为 7 月 25 日，工人在黄桃冷
藏车间里包装黄桃。 胡攀学（人民图片）

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图为车辆
从东人工岛出隧道后，向香港方向行驶。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中国游客在瑞士因特拉肯的少女峰景区游览
（10月4日摄）。“十一”黄金周期间，国内游客超过7
亿人次，出境旅游约700万人次，双双刷新了纪录。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