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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情邀请 积极回应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
联合国外空司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联
合国外空委第 62 届会议期间，共同组织
召开发布会，宣布了联合国/中国围绕中
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的第一批项
目入选结果，共有来自 17 个国家、23 个
实体的 9 个项目成功入选。据外媒报道，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和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倡议收到了来自 27 个
国家的42个项目申请。

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所报道的，中国
空间站将于 2022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如
果国际空间站按计划在 2024 年退役，届
时中国将成为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中国对太空探索的开放态度吸引了
很多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中法
两国领导人在法国巴黎会面之际，法国
的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与中方签订的一项
宏伟的太空合作协议——法国人将在
2023—2024年间搭乘中国的嫦娥6号月球
探测器，与中国人一起探索月球！

据美国航天新闻网报道，阿根廷国
际太空企业卫星逻辑将与中国公司合作
发射卫星，建立地球观测星座即对地卫
星监测体系。阿根廷卫星逻辑和中国长
城工业总司进行合作，计划用6枚长征六

号运载火箭发射 90 枚小型遥感卫星，并
将在今年 9 月或 10 月进行首批 13 颗卫星
发射计划，余下的按季度进行发射。

美国也不甘缺席。据美联社报道，
中国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就中国嫦娥四号
降落月球背面的任务交换了数据。这是
2011年以来双方首次进行类似太空合作。

中国进步 世界惊叹

外媒普遍认为，2019年1月成为首个
航天器在月球背面着陆的国家后，中国
展示了自己在太空探索领域取得的进步。

《华盛顿邮报》 近日详细介绍了中国
近些年来在太空探索方面“惊人的科研
投入和抱负”。《今日俄罗斯》 则刊发评
论称，中国的“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
面，“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壮举”。中
国在 2003 年才首次将宇航员送入太空，
但现在已经赶上了俄罗斯和美国。

中国前进的步伐似乎更快了。中国
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中国计
划在 2019 年年底再次向月球发射探测器
——嫦娥五号，2020 年发射火星探测
器。此外，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在一项公开
声明中说，中国国家航天局有意在月球
的南极地区建立研究站。

“成功登陆月球背面，标志着中国已

迅速赶上了美国和俄罗斯这些曾长期致
力于探索太空的先行国家。眼下，这个
后来者又有了新的目标和承诺。”《纽约
邮报》 近日报道称，尽管关于中国长期
月球计划的细节仍旧不详，但“中国国
家航天局已经在探月方面迈出了重要的
几步”，报道提及中国要在月球上建立科
学研究基地的消息。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主任爱恩方德指出，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太空国
家，“中国人正在开辟太空新时代”。他
说：“中国有自己的航天计划，正按照自
己的时间表推进，同时也对国际合作持
开放态度。”

开放包容 国际合作

过去，各国在太空领域互相竞争，
但耗资巨大的航天事业如今越发依赖国
际间的合作，而中国是欧洲最喜欢的合
作对象。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网站报道，
欧洲空间局局长沃纳称，目前参与航天
事业的国家有 70 多个。他认为，参与的
国家越多，取得成就的概率就越大。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引用欧空局宇航
员中心主任德维尼的话称，“我们欧洲人
认为，太空探索必须在合作的框架下实

施。”他表示，太空是一个“开放的领
域”，自然会带来合作，“即便是在冷战
年代，美国的阿波罗飞船也曾与苏联的
联盟号飞船开展过对接任务”。

中国向世界开放空间站的做法得到
了世界的一片赞誉声。联合国外层空间
事务办公室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对中国
政府向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空间站表示高
度赞赏，称中国的这一举措有力促进了
载人航天国际合作，使更多国家有机会
参与载人航天技术研究。

对于美国对中国太空探索表现出的
警惕姿态，国际舆论纷纷呼吁，美国应
该接受中国太空探索崛起的事实，和中
国加强在太空的合作。《今日俄罗斯》 评
论称，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像与俄罗斯
在太空探索方面合作一样，与中国合
作。美国 《华盛顿邮报》 网站近日也发
文称，目前，美国和中国在太空的合作
极为有限。对敏感技术的出口管制和立
法给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带来了极大
的限制。中国计划在 2022 年前后完成空
间站的建设，并邀请其它国家在其空间
站上开展实验。在拒绝中国进入国际空
间站后，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未来的
太空多边合作排除在外。

上图：中国空间站想象图，预计
2022年建成，重66吨，设计寿命10年。

马 研 卢 哲编制 （新华社发）

上海垃圾分类借鉴日本经验

从7月1日开始，上海将正式施行严格的垃圾
分类制度。每天早 7 时到 9 时、晚 6 时到 8 时，人
们聚集所住公寓楼的一隅，身穿马甲的志愿者帮
助居民分门别类回收垃圾。根据条例，每户家庭
产出的垃圾主要分为湿垃圾 （食品等）、干垃圾

（纸张等）、可回收垃圾 （瓶子、衣物等） 和有害
垃圾 （电池等）。志愿者按照门牌号登记，用小袋
子将湿垃圾单独分装，放置在专门的垃圾桶内。

上海参考了日本的做法。2018年 11月，上海
市市长应勇与来访的横滨市市长林文子会谈时表
示，横滨在垃圾分类、减量回收方面拥有宝贵的
经验。在中国全境迎来推行垃圾分类良机的背景
下，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市居民意识
的变化和对垃圾分类理念的接受度都将对其它地
区垃圾分类的推广产生影响。

——据日本《每日新闻》6月26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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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之前，中国空间站
向世界敞开大门：中国和联合
国外空司发布中国空间站国际
合作机会公告，盛情邀请世界
各国积极参与，利用未来的中
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
等合作。一年多以来，中国的
开放姿态迎来了诸多合作伙伴
与合作项目。这与某些国家和
组织要建立太空部队、宣布把
太空列为一种新战场的姿态形
成鲜明对比，得到了世界的广
泛赞誉。

国 际 论 道

中国打造创新经济成果斐然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多项雄心勃勃的公
共政策，旨在建设创新型经济，以实现更加平
衡、可持续和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在创纪录的
时间内，中国在创新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震惊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
无数分析文章宣布，未来数十年中国将成为创新
领域新的世界领袖。

促使中国政府走向以技术和创新为核心的新
经济模式的原因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经济亟
待转型，必须让科技和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引擎。与
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创新决心和雄心令人震
惊。它迅速转变发展政策，同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庞大预算以及行动能力强大的经济机构和主体的
支持。政府是建设科技大国的主要推动者，尤其是
在制定政策、进行专业规划、给予创新体系和个体
充分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6月26
日报道

外资重新看好中国商业地产

外国投资者重新开始在中国购买商业地产，
并未理会价格泡沫和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而是
关注中国日趋成熟的国内市场和更长期的增长前
景。根据地产咨询公司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来自
美国、瑞士、巴林和新加坡等国的机构投资者净
买入价值 27亿美元的中国商业地产。投资者和分
析师表示，外国投资者重燃的兴趣表明，他们押
注于中国消费者和本地企业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
及帮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监管变化。

进军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者表示，鉴于中国
经济日趋成熟且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吸引海外资
本，他们将采取长线策略。美国大型投资者在零
售地产领域和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财力方面看
到了机会。麦肯锡公司4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
年至 2018年，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来
自中国，预计目前到 2025年，中国将贡献全球新
增消费支出的65%。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26日报道

图为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芯片封装
车间的工人在工作 （6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图为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芯片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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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 ， 2019 年 1—5 月 份 ， 全 国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46075 亿元，同比增长 11.2%。图为辽宁省大连市
甘井子区一处在建楼盘 （6月14日摄）。

刘德斌摄 （人民图片）

6 月 19 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利用午休开展
了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楼宇白
领纷纷参与。 杨建正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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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
长屈冬玉6月23日当选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新一任总
干事，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
位中国籍总干事。

▲6月23日在意大利罗
马召开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大会第41届会议会场。

新华社记者 陈占杰摄

屈冬玉副部长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体
现了各方对中方候选人能力的认可，对中国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全球粮农事业发
展的高度赞赏，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
农业、农村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认可。

第一，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计，今年1月，全国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其中主
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改
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总产量接连跨上新台
阶，在 1984 年达到 8000 多亿斤，6 年间登上
两个千亿斤台阶；到 1993 年，全国粮食产量
突破 9000 亿斤，此后 14 年间分别于 1996 年、
1998 年和 1999 年三年达到 10000 亿斤；2015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3000亿斤，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

第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体系框架基本
确立。中国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为中国粮食安全工作拟定了施
政框架。粮食生产补贴、流通和贸易管理都
有较好制度建设。

第三，农业绿色发展正在有序推进。中
共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已经逐步融入
到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农业资源保护、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等多项行动正在进
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显著提升。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农
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全球粮农事
业发展。中国在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机械、
农村扶贫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能够为实现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

中国智慧。
第一，中国积极推动粮农领域的新南南

合作。在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
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上海合
作组织等合作基础上，中国正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相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紧密合作，推动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建
设。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报告称，
2030 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 77 亿增至 85
亿，2050 年达到 97 亿，2100 年或将达到 110
亿。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将为全球粮
食生产和流通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第二，中国推广扶贫经验，推动实现
“零饥饿”世界。改革开放后，农村贫困人口
大幅度减少。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
探索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
的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贫困人口减少 6800多
万，贫困发生率由 10.2％下降到 2017 年底的
3.1％。2015年，中国历史性地提出到 2020年
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奋斗目标。中国秉
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展国际合作，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
道，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

第三，中国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综合平台建设，坚定不移走生态文
明发展道路。进一步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导
向，强化科技支撑，树立标准意识，加强品
牌建设，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共十八大以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绿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中国在绿色发展和
生态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实践，努力为推动
全球粮农事业发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李笑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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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 41届会议在意大利
首都罗马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在首轮选举中以
高票当选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总
干事。

据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 网站 6月 23日报道，欧盟官方推举
的候选人、来自法国的卡特琳·热斯兰—拉内勒仅获得了191票中
的 71票。与欧洲候选人获得 37%选票相比，中国候选人屈冬玉获
得了108票，得票率超过56%。

据法国 《费加罗报》 网站 6月 24日报道，中国人当选粮农组
织总干事被认为是在回报“中国对多边机制和世界发展的坚定支
持”。其它国家的外交官们也承认，近几年中国给粮农组织提供了
大量资助，而中国自身也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卓越成绩。

专 家 解 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毛学峰


