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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节节攀升

3 月 19 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 WIPO）表
示，去年该组织受理亚洲地区的国际专利申请当中，华为
占据了一半以上，达到 5405 件专利申请，高于 2017 年的
4024件。2018年 WIPO 国际专利的第二大申请者是三菱电
机，提交了2812件，第三名是英特尔，有2499件。

在学术机构表现上，中国的排名也有极大跃升，其中
四所大学首次进入前十名。加州大学在教育机构中遥遥领
先，2018年申请专利501件，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二，深圳
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排名第三和第四，在哈佛大学之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鼓
励研究人员和机构，使用著作权、专利等方式，保护自身
研究，并且在赚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让大众也能够受惠于
这些研究成果。这是中国有长足进步的原因。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

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大有可为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大有可为
■ 受访专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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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
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近年来，中国人对健康问题
的关注与日俱增。一方面是因为
中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不仅仅追求温饱，同时寻求更长
远的健康生活。另一方面，在中
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快节
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现代人
的健康“折旧率”居高不下。

改革开发 40 年来，伴随生
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中国人的
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肉、糖和油的摄入量逐步增
加。当意识到这些食物的大量
摄入与糖尿病、高血压发病率
提高密切相关时，人们逐渐开
始调整生活方式，更加注重培
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健康管
理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为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生活的
需求，多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惠及民生福祉的社会保
障措施。

医保与健康密切相关。2003
年，开始建立“新农合”时，人均
财政补助是 20元。而到今年，全
国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
均财政补助达到了 520元。按目
前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覆盖
10.2亿的人数计算，今年财政补
助医保基金预计最少达到 5300
亿元。此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慢性病长期用药也将纳入医
保，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也在逐
步展开。应该说，政府的财政
投入在不断加大，健康的促进
和传播也在扩大，老百姓在健
康问题上获得的政策红利越来
越多。

不止医保。2009 年，中国拉
开了新医疗改革的大幕。10 年
间，中国的医疗改革蹄疾步稳、
成效显著。但医改是复杂的社会
系统工程，除了医保，还涉及到
医疗、医药等问题。目前，中国公
立医院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和
分配机制的改革仍然相对滞后，
患者到医院就医，依然是以治病
为中心，由医生决定究竟做什么
检查，吃什么药。然而，健康不仅
仅是治病，更重要的是预防，是
培养老百姓正确的生活习惯。医
改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以治病为
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是不仅
希望老百姓能看得上病，看得起
病，看得好病，更重要的是少得
病，少得大病，健康长寿。

庞大的健康市场催生了中
国健康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中
国健康产业勃兴，涉及医药产
品、保健用品、营养食品、医疗器
械、保健器具、休闲健身、健康管
理、健康咨询和“互联网+医疗
健康”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
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出发，对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更好保障人民健康作出
了制度性安排。2016 年，中国出
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政策的红利不断释放。

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健康
产业发展插上翅膀。早在 2015
年 3 月，中国发布的《全国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
2020年）》明确提出，应积极应用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
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惠及全
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
服务，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应用。
去年 4 月，《关于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进
一步推动了“互联网+医疗健
康”产业的发展。

当前，中国健康产业的发
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从行业
发展的规律来看，发达国家健
康产业起步早、发展领域广、
商业模式全并且企业投入巨
大，在许多领域已经处于领先
地位。中国作为后来者，创新
型的健康产业依然处在探索发
展模式的阶段，还需要时间的
积累和研发投入。

未来，中国在健全、完善和
加强医疗健康产业的同时，还可
以借助传统的养生观念，传播公
共健康资讯，鼓励老百姓形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推动健康中国战
略的发展。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健康产业和互联网技术相结
合将形成新的健康模式，创新的
空间同样十分广阔。

（胡智轩采访整理）

据美国友好生活网站报
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因
担心健康和关注环保，正积极
主动减少肉类消耗量。研究报
告指出，如今 39%的中国消费
者正减少肉食摄入量，更青睐
蔬菜、豆腐和纯素的肉食替代
品。这是由于富含肉类和乳制
品的饮食和其他高热量食品，
如今通常被认为会增加患糖尿
病和癌症风险，而素食则被称
赞为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糖
尿病和肾病等疾病的风险。

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畅想：
未来，可以饮用的健康沙拉、大

豆和大豆替代品、清洁且不含激
素的培养肉和蚕蛹小吃都可能
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据德国新闻电视台报道，
“远东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在
经济上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展开竞争，个人和国家对
健康的投入也让中国的人均预
期寿命大幅提高。去年，世界卫
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婴儿
出生时的健康预期寿命首次超
越美国，中国为68.7岁，美国则
是 68.5 岁。世界卫生组织的报
告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人均
预期寿命将超过美国。

2018年10月13日上午，中俄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
桥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特大桥中方最后一吊钢梁安装
到位，标志着同江中俄铁路大桥中方段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新华社记者 马知遥摄

中俄首座铁路大桥获好评

距离中俄首座铁路大桥开通还有约半年，在大桥一端的
俄犹太自治州下列宁斯阔耶已感受到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
当地居民对此欢欣鼓舞，中国人已经开始赢得他们的好感。

距离下列宁斯阔耶 70 公里处的季米特洛沃村，4 年前
被当地政府认为毫无前景且岌岌可危，村庄可能很快消
失。但土地被中国人租用后，他们决定在2200公顷的耕地
上种植大豆。

租下荒地的中国人为了搞种植，不但带来了中国专家，
还雇用了当地工人。务工一天1000卢布，比市区工资还高。为
在季米特洛沃种植大豆，中国人已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今
年他们计划将租用土地面积从 2200 公顷扩大至 3000 公顷。
今年夏天，大桥开通后货物流量将高达一年2100万吨。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

3 月 17 日，坐落于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的
江西亿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博士生导师杨庆云等人在指导国家级新药——盐酸溴
己新颗粒临床试验BE批 （中试放样） 生产。该新药填补了
我国医药行业空白，也彻底打破目前仅有日本一家企业生
产垄断的历史，属于国家鼓励创新的发明专利儿童药。

何江华摄 （人民视觉）

世界应向中国学习扶贫经验

1990年至2015年，中国极端贫困率降低了94%。（哈佛
大学） 政府学高级讲师娜拉·狄龙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成
就，联合国是不可能在 2015年宣布成功实现将全球极端贫
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

狄龙表示，中国减贫计划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
义，那些地方不仅极端贫困现象司空见惯，而且很多小型
自给农场的农业景观与中国类似。

狄龙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可能最适用于某些发展中
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经济政策偏
向于鼓励工业化和城市化，轻视乡村农业。狄龙认为从减
贫的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反其道而行
之：鼓励并惠及乡村农业。由于中国农村地区遍布小型农
场，因此农民生活改善意味着全国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狄龙说：“这些国家可以吸取的广泛教训就是纠正偏向
城市的发展政策。各种农业发展政策的一个可笑之处就是
富裕国家补贴农民而穷国不补贴。它们往往让农民补贴城
里人。

——美国哈佛大学网站报道

3 月 19 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扶贫产业园的陶冲千
亩金丝皇菊种植基地，农民抓紧晴好天气育种菊花苗。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专 家

解 读

高度重视“三农”

日前，2019 年中国中央一号文件公
布，连续16年聚焦“三农”问题。

路透社发表题为《中国将深化农业改
革 振兴农村经济》的报道，称中央一号文
件概述了今年中国“三农”工作的总目标，
重申了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持续优化农业
结构，提出振兴大豆生产的计划，并呼吁
增加进口农产品数量和多样性。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根据
中国制定的《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2018-2022年）》，到2022年，质量兴农制
度框架基本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到 2022年，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要稳定在98%以上，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良好农业规范农产
品认证登记数量年均增长6%。

报道关注到，到 2022年，中国要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 500万人以上，高中以上文
化程度职业农民占比达到35%。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报道称，过
去 40 年来，中国农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重大挑战依然存在。2017 年，中国提
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为农业转型提供
了一条更为清晰的道路，并旨在建立一
个制度框架，以确保中国到 2050年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

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确保如期实现脱贫
攻坚目标、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在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看来，中国一
直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重视现代

高效农业发展，也一直强调要促进农机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来满足农业生产
的需求。目前，这些努力已经收获成效。

《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受到中央政
策推动，中国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
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例如为农户购买
无人机提供补贴等。在中国，农业改革
的氛围更加浓厚，一系列高科技应用正
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

发展成就斐然

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
和农村地区。外媒称，中国人口占世界约
20%，淡水资源只占世界的 6%，耕地只占
8%，但却满足了自身 95%的粮食需求，堪
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据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报道，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发展急剧
多样化。现在，中国农业经济高度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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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政府的
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农村贫困。

尼日利亚 《每日信报》 刊文，2019
年，中国计划再减少贫困人口 1000万人
以上，再摘帽 300 个贫困县。2015 年，
中国发起了一场消除贫困运动，并制定
了到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的 5 年目
标。必须承认，中国已经在减少农村贫
困人口方面中取得显著成就。

近期，尖端科技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广

泛应用引起外媒关注。许多挑战人类想象力
的“黑科技”，已将农业领域视为新的蓝海。

《纽约时报》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
大力推进科技在农场的运用，尤其是加
大 机 器 人 和 网 络 技 术 的 运 用 。 围 绕

“ABCD”（A 指人工智能，B 指区块链，
C 指云计算，D 指数据技术） 开展的智
慧养猪项目备受世界关注和市场好评。

“农业无人机正在风靡中国，这得益
于中国政府近年来鼓励农业向自动化转
型的政策。”彭博社此前曾采访海南农民
张佑荣 （音译），并录制了名为“中国农
民正走向天空”的视频。张佑荣和他的
十几位朋友都采用无人机为农作物喷洒
农药。

彭博社称，除凭借现代化装备对土
地进行规模化经营，中国农民借助网络
购物平台、微商平台、视频直播和手机
APP 等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早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儿。

“农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刊文评论道，中
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用新技术打造绿
色农产品供应链，有助于打通供应端和
消费端流通渠道，建立从田间到家庭餐
桌的农产品监控体系，平衡供给端和消
费端需求，优化供应链条，让人民的餐
桌更健康，更安全。

经验启迪世界

据美国 《纽约时报》 报道，在中国
农村，如今越来越多农民选择将自己的
土地出租给其他人耕种，收取租金，而
一部分人则通过租用土地扩大农场面

积，以此增加收入。中国农村由传统的
小型家庭农户经济向现代化农业的转
变，将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益处。

《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家美国投资
公司的数据称，2017 年，中国的农业和
食品初创企业共获得 18亿美元融资，农
业和食品初创企业的高增长性备受期
待。中国大型企业不仅投资初创企业，
也亲自进入这一市场。中国现代农业发
展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市场。

巴基斯坦 《民族报》 撰文指出，中
国重视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强化农业科
技创新，不仅在国内收获成效，也令外
国受益。以伊拉克为例，文章称，在美
国解除对伊拉克经济制裁后，伊拉克重
新开放市场，引进中国的现代化农业设
备和技术，使农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

印度《脚踏实地》杂志网站刊文称，中
国向农业可持续发展迈出一大步 ，食品安
全和环境退化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面临的
两个首要且相互交织的挑战。当前，中国正
努力实现既生产安全食品又保护环境的双
重目标，对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报道称，近年来，中国正在开展使
小块土地种植业更可持续发展的大型管
理项目“绿色增产增效技术体系”。通过
科技创新，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
米和玉米——平均增产 10.8%至 11.5%，
而且在粮食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
明显下降。从总体上看，该项目带来的
生产率上升和肥料用量下降已为中国节
省资金122亿美元。

报道称，印度也有大量持有小块土
地的农民，其中67%持有的农田不到1公
顷。因此，印度可以借鉴中国经验，提
高农业发展质量。

农业将成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又是一年春耕农忙时。中国农业发展再度牵动
世界目光。

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三农”是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提及最多的词汇之一。习近平主席在
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
筹谋划和推进。

“食为人天，农为正本”。今明两年是中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域有不少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外媒纷纷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世界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做好“三农”工
作不仅利好自己，更惠及世界。

国 际 论 道

图为3月20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农机手操作高地隙喷杆喷雾机为当地种粮大户张
汝和的1800亩小麦进行喷防作业。 贾海宁 王建彬摄

图为 3月 17日，江西省鄱阳县石门街镇，卫生院的医务人
员利用休息时间，在居民驿站义务帮群众检查身体。

卓忠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