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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城市和地区间合作日益重视，
所谓的“城市外交”让我们意识到，欧洲
在对华关系中忽视城市和地区间合作的重
要性是一个严重错误。

忽视城市和地区间合作意味着丧失了
很多机遇。实际上，无论是在与别国的关
系中，还是在发展大规模项目的背景下，
中国都越来越重视城市和地区间合作发挥
的作用。最近数月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都

表明，中国已经将城市和地
区间合作视作发展外交的重
点，而规模宏大的“一带一
路”倡议就是典范。

西班牙与中国的城市和地区开展合作
的潜力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开
发。欧洲城市和地区应当在国家政府的协
调之下，与中国的城市和地区共同推进一
种更加新颖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为欧
洲带来很多合作机遇，我们应当牢牢抓住
机遇，共促城市和地区间合作的发展。

——据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月
23日报道

中国走向世界科创舞台中央

德国《世界报》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对下一波技术
创新浪潮的贡献引人注目。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不同，中
国成功发展成了领先的技术大国。

据拉美社报道，作为未来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利用
重质量的发展模式取代了过去重速度的发展模式，在这个
再平衡的过程中，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

《印度教徒报》 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创新从人工
智能到无人驾驶汽车，不一而足。近年来，中国在计算机
芯片研发中也取得了有力进展。

■受访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丁明磊■受访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丁明磊

2018年，中国在基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
现，开拓了人类历史上的多个“首次”：首次在半导体量子点体系中实现
三量子比特逻辑门，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嫦娥四号”探
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取得的一次次
新进展，提升着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促进力，中国渐渐从“世界工厂”成
为智能制造的“世界中心”。

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科技进步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经济、
社会、文化等内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新兴的消费理念和需求带动了
新技术、新产业快速成长，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市场日益专业
化，也激发了企业创新动力，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拉动了各
个层面上的技术进步，绿色发展需求拉动了中国对绿色、可持续、环
保等新兴技术的持续投入。

第二是中国推动科技创新的巨大投入。2018年，全社会科研支出
占 GDP 比重预计为 2.15%。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规模位居全球前列，
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418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加强国际科
技合作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
施。经过40年发展，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

领域的合作局面。
第三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

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
力，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不断及时进行生产关系的
改革调整，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提供了体
制机制保障。中国科技创新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
加完善。

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开
始在华积极开展创新合作，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和研发方式，培
养了人才，提供了示范，从“为中国创新”到“在中国创新”，再到“与中国
一起创新”，借中国之力促世界创新发展，推全球智能化进程。

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一大“创新中心”，是世界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
人员增长的重要来源，是论文产出最多的国家，是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
最多的国家，是最大的留学生和STEM教育毕业生来源，也是高技术产
品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大国。中国的科技扶贫举措、杂交水稻技
术等政策创新与技术革新更为缓解世界贫困与推动世界包容性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正在逐渐走向世界科创舞台的中央。

（赵雪彤采访整理）

迎春：
一年更比一年火

春节前夕，一座位于河北省的小村庄又忙碌起来，
村民们加班加点赶制着成千上万只红灯笼。

“红灯笼是春节期间营造节日和幸福气氛的关键元
素。”埃菲社记者采访当地一名村民后得知，他负责的作坊
每天生产超过 1500个灯笼。而在这座被称为“宫灯之乡”
的屯头村，这样的作坊还有许多家。随着春节临近，这些
手工制作的红灯笼陆续发往全国各地，照亮千家万户。

“农历新年来临之际，整个国家将变成红色的海
洋。”埃菲社将镜头聚焦屯头村世代相传的灯笼制作手
艺，从中感受日渐浓郁的中国年味。

和往年一样，岁末年初，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再
次成为外媒争相报道的“宠儿”。

拉美社发现，从1月中下旬开始，中国的大街小巷就
已有了节日气氛。一些人开始打扫房屋、装饰家居。分
散在各地的一家人逐渐聚到一起。象征喜庆的大红色成
为人们在准备服装和装饰品时的首选。在一派喜气洋洋
的氛围中，人们迎接春节的到来。

随着春节越来越为世界所熟悉，外媒观察这一中国
传统佳节时，不再只是猎奇地远远观望，而是更为深入
地细细打量。

拉美社在最近的报道中细致介绍了春节的来历。“传
说公元前 2637年黄帝确立了中国的历法，这一年是第一
个黄道周期的开端。春节就建立在农历的基础上。”报道
称，春节对中国人而言是辞旧迎新的大好日子，2019 年
中国再次通过春节向世界展现出现代和传统的完美融合。

春节日益“吸睛”的“国际范儿”也引起外媒的关
注。近年来，“中国年”走俏世界，“中国红”风靡全
球，过春节不再只是中国人的习俗。

《欧洲时报》近日报道了欧洲国家迎接己亥新春的一
系列活动：在德国，柏林地标建筑红色市政厅内张灯结彩，
来自中国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让当地民众看了舞狮，赏
了太极，喝了普洱，尝了川菜，体验了全套中国文化；在英
国，《中国春节》、《春晚探秘》等纪录片相继登上荧屏，让英
国观众对中国农历新年有了更多了解；在法国，国民议会
举行了2019猪年新春招待会，国民议会议长费朗向中国驻
法大使翟隽送上一座巧克力做的小猪雕像……

在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许多国
家的民众也敞开怀抱，笑迎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年味
浓浓，飘香世界。如外媒所言，中国的新年正在成为一
个全球性的节日。

变化：
一年更比一年新

对外媒来说，春节如同一个万花筒，从中可以感知
中国的民情乡俗、文化魅力，也可窥探中国的社会变
迁、发展轨迹。

无论走多远，都一定要回家，这是许多中国人春节
时关于团圆的一份“执念”。由此而起的“春运”被世界

各国惊叹为“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是外媒
每年春节报道的大热点。

今年也不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称，
中国农历新年将至，春运潮再次“发功”。2019年，人口
流动规模超越以往，预计1月21日至3月1日将有近30亿
人次的客流，同比增长 0.6%。对此，该媒体直言，如此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但中国
政府有能力驾驭这一“世界难题”。

如何驾驭？出现在今年春运潮中的各种“黑科技”
很快吸引外媒的目光。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称，广东深圳的铁路警察们在
春运高峰前，启用了搭载人工智能的巡逻机器人“坦

克”和“战狼”，辅助春运治安。
还有外媒列举了站内VR全景导航、引路机器人、智

能厕所、人脸识别系统等流行科技，称这些“神仙宝
贝”已现身中国的各大机场和火车站，为 2019年春运安
检、检票和旅客服务保驾护航。

除了有高科技助力外，彭博社报道称，在中国西部
穿山越岭的几条新高铁线路将行程时间缩短至常规火车
所需的一半甚至1/3，这些贯穿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同样有
助于缓解春运高峰期的铁路压力。

在中国，“春运的脚步”始终与“发展的车轮”同频共
振。从春运的新貌中，外媒看到了中国基建水平的提升、组
织能力的完善、综合国力的今非昔比。事实上，不只是春

运，与春节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出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变。
埃菲社在报道中指出，在屯头村，制作灯笼的传统

手艺虽代代相传，但其生产流程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些
年，灯笼的设计越来越多样化，村民们引入了机械化设
备以提高生产效率。

拉美社还关注到已陪伴中国人 30多年的春节联欢晚
会。在除夕之夜，围坐一起观看春晚，已成为许多中国
家庭过春节的“习俗”之一。

该社报道称，目前，中央电视台已经做好 《2019 年
春节联欢晚会》 的准备工作，在保留主要元素和传统风
格的基础上，将在一些环节有所创新，涉及时下人们热
议的许多话题。而随着中国春节走向世界，中国春晚也
开始在全球“圈粉”。“全球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
和手机应用程序即时观看春晚。”

红利：
一年更比一年多

近年来，随着生活理念的变化和消费能力的增长，
越来越多中国人将出境旅游作为春节期间的一种新选
择，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国家在欢度“中国年”的同时，
有机会分享“黄金周”的红利。

彭博社称，随着财富与日俱增，许多中国人正蜂拥
前往温暖的地区过年，除了海南、厦门等国内沿海地区
之外，泰国、日本有望成为最热门海外目的地。今年春
节，中国出境游人次预计将达700万。

“我们宾馆套房完全供不应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日前
引述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市一家旅行社负责人的话称，该市各
个旅行社都已接到大量中国游客预订春节期间宾馆的订单。

“从1月31日到2月15日将是中国游客涌入的高峰期”。
西班牙《先锋报》此前也有报道称，近年来，中国游客

已经变成来西班牙旅游的非欧盟游客中的主要消费群体，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成为带动西班牙奢侈品市场的动力。
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让该报直言，“必须重视中国游客”。

不久之前，围绕春节主题，一些国际品牌推出专题
广告片，目标受众不言自明。而不少热心的外媒则就如
何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消费者，为这些品牌出谋划策。

英国商业杂志“The Drum”网站认为，中国的春节
是一个关于幸运、喜庆和祝福的节日。想要在中国市场
成功推广自己的西方品牌，应从中国的悠久传统、时代
精神和文化心理中了解中国市场，做详尽的调研，采用
富有创意、不落窠臼的传播方式，“想中国消费者所想”。

该网站还支招称，在当今中国，消费者无论年纪多
大，都可能会使用微信，而微博和其他一些社交平台还
允许专业人士进行评论。因此，加强倾听社交媒体上的
声音，并及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回应，这是西方品牌在
中国营销时必须要做的事。

不难看出，了解中国、拥抱中国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
趋势。各国期待在春节收获更多来自中国的“红包”，更期
待在新的一年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共享惠利与机遇。

德国 《七彩》 杂志便借中国农历新年寄托了一份对
于世界的美好祝福——2019 年是中国农历猪年，希望这
是“幸运的一年”。

中国年味 香飘全球
本报记者 严 瑜

辞别旧岁的爆竹已劈啪作响，中国农
历己亥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在亿万中国
人沉浸于阖家团圆的幸福与辞旧迎新的喜
悦中时，许多国家同样装点上浓烈的“中
国红”，品味着浓郁的“中国年”。

如今，随着“中国热”持续风靡世
界，中国新年成为全球性节日，各大外媒
通过春节了解中国传统、观察中国发展，
世界各国因为春节体验中国魅力、分享中
国红利。春节带来的暖意又一次传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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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外交”助力“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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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在 上 海
火车站，搭乘沪
港高铁的外国旅
客展示领取到的
中国结等新春小
礼物。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图为在北京市海淀公园内的“未来空间”，几名记者与智能机器人
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20世纪90年代，中国斥巨资打造通信和

互联网基础设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互
联网市场。如今，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比美
国人口还多——超过7亿且仍在增长。

本世纪前10年，中国通信热潮让位于如
火如荼的铁路建设。高铁使京沪之间的铁

路行程缩减至区区 4.5 小时。
移动技术和快速旅行正催生
出新一代中国旅行者，他们正
开始对渴望增长且已受到中
国出境游推动的全球旅行产
业产生影响。

中国游客的需求正在推
动以下几种趋势：第一，选
用无现金支付。在中国，现
金不再为王。中国已开发并
采用几乎能应用于所有领域
的无现金支付系统。即便是
预订机票和酒店也能在手机
上轻松安全完成；第二，选
乘快速列车。在中国，既迅
捷又比飞机票便宜的高铁是

人们出行的首选。如今，高铁已成为国家
自豪感的源泉之一；第三，使用社交媒
体。对 35 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社交媒体
才是广告所在之地。旅行企业需要学会将
它们当作传播信息的界面。

——据美国Skift网站1月30日报道

中国游客需求呈现多种新趋势

福福福福

图为一辆高铁驶过四川省绵阳巿江油巿青林口。
杨安文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